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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化背景下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培养无法满足产业发展需求，本专业分析数字经济对服装设计与工程

专业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以新工科能力为产出导向，全面践行“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

的质量理念，通过优化新工科知识模块，探索服装设计与工程新工科人才能力培养和思维训练的耦合方

式，构建新工科“知识、能力、素质”人才培养三螺旋结构，形成一套服装设计与工程新工科人才培养

的教学范式，并在同类院校进行宣传推广，取得了较大成效，为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学生培养提供了重

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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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ization, the training of fashion design and engineering majors 
cannot meet the need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is major analyzes the new requirements put 
forward by the digital economy for the training of talents of fashion design and engineering majors, 
takes the new engineering ability as the output orientation, fully implements the quality concept of 
“student-centered, output-oriented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 and optimizes the new engi-
neering knowledge modul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upling mode of ability training and thinking 
training of new engineering talents in fashion design and engineering, constructs the three-spiral 
structure of “knowledge, ability and quality” training of new engineering talents, forms a teaching 
paradigm of talent training of fashion design and engineering new engineering talents, carries out 
publicity and promotion in simila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has achieved great results. It 
provide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the training of students majoring in fashion design and engi-
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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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服装产业数字化和智能化趋势明显，传统服装设计与工程的课程体

系与培养模式在许多方面已无法适应快速发展的产业需求[1]，依托新工科建设，应对产业发展对人才能

力需求的重大转变，重构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新模式是当务之急[2]。与传统服装设计与工程人

才相比，新工科人才在知识、能力、素质各个方面都有了新的要求。其一，新兴学科的发展使得新技术

注入服装产业，现有专业的课程设置存在不足，引入跨学科知识势在必行；其二，产业的日新月异，对

服装人才的要求除了具备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外，还需要有创新思维、系统思维、个人态度等方面

的高素质；其三，在新技术快速推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势必遇到大量的实际问题，对人才解决问题的应

用性能力要求也越来越高。 

2. 服装设计与工程新工科建设存在的问题及改造升级要求 

本研究将融合新工科教育的“融合、集成、创新、共享、智能”五大理念，对现有专业进行升级改

造，主要解决三个问题：健全培养目标调整响应机制，拓展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内涵，解决现有培养目

标和课程体系不能满足产业发展需求的问题；改革教学模式，解决服装设计与工程人才知识、能力、素

质深度融合的问题；完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解决新工科建设的人才培养质量保障的问题。 
分析数字经济对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以新工科能力为产出导向，全面践行

“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质量理念，通过优化新工科知识模块，探索服装设计与工程新工

科人才能力培养和思维训练的耦合方式，构建新工科“知识、能力、素质”人才培养三螺旋结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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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服装设计与工程新工科人才培养的教学范式。包括：1) 明确新工科人才培养目标，根据培养目标进

行分解工程认证 12 条毕业要求，根据工程过程的 CDIO 模式，优化设计、制造和服务知识模块，构建以

“服装设计基础课程群、服装智能制造课程群、数字化服装管理课程群”为核心的课程体系，形成服装

设计与工程专业培养方案；2) 按照“单门课程知识图谱–课程群知识图谱–专业知识图谱”思路构建专

业培养知识体系，邀请相关院校的专家做讲座，基于建构主义原理，进行教学模式改革，并在上海工程

技术大学等六所高校进行实施；3) 强化工程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强调以产出为导向，明确服装设计与工

程新工科人才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细化各教学课程和环节的质量标准，健全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机制，

建立人才培养持续改进的闭环。 

3. 服装设计与工程新工科改造升级的举措 

3.1. 新工科背景下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培养计划制定 

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强化了产教学用协同平台，实现以三联动为基础，对接产业需求的快速响应机

制，对现有的培养计划进行动态调整，不断优化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平台由平台指导层、平台运作层、

平台资源层与平台产出层四层架构。 
从国家发展战略、国家服装人才培养要求、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服装行业发展趋势和服装全产业链

最新发展动态调研分析。根据服装产业人才出现多样性、复合性及交叉性的需求特征，专业委员会根据

调研结果，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对专业培养目标内容进行调整，将具有良好的学科交叉融合和创新能

力的人才培养作为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培养的重要目标。形成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培养目标：本专业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面向现代服装产业，培养具有扎实的自然科学基础和良好的人文素养，具

备服装设计与工程技术开发与应用能力，具有良好的学科交叉融合和创新能力，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

神和职业道德，具有国际视野，能在服装设计与工程领域从事设计、制造、质量保证、运营管理等方面

工作的高等工程应用人才。 
在培养目标确定的基础上，根据服装数字化供应链管理、服装数字化制造管理、电子商务运营管理

等领域的人才需求情况，将新工科能力的定位在突出面向产业的数据挖掘分析与建模能力。按照工程认

证的要求对毕业要求进行分解，形成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的 12 条毕业要求。根据工程过程的

CDIO 模式，优化“设计、制造和服务”知识模块，构建以“服装设计基础课程群、服装智能制造课程群、

数字化服装管理课程群”为核心的课程体系。邀请工程认证协会纺织分委会专家进行论证，充分论证的

基础上，由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审定，形成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培养计划。 

3.2. 以新工科能力需求为导向的教学模式改革 

基于新工科能力目标，通过构建知识图谱深度解析课程知识的逻辑关系，将服装设计与工程知识与

跨学科知识深度融合。按照“单门课程知识图谱–课程群知识图谱–专业知识图谱”思路构建专业培养

知识体系。知识图谱根据“能力体系–问题体系–知识体系–教学资料”四个层级进行构建，在单门课

程知识图谱基础上，找寻课程之间知识点的连接，构建服装设计基础课程群、服装智能制造课程群和数

字化服装管理课程群知识图谱，通过课程群之间的连接，最终构建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知识图谱。 

3.3. 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新工科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建设 

建立严格的专业质量保障体系，强调以产出为导向，明确服装设计与工程新工科人才培养目标和毕

业要求，细化各教学课程和环节的质量标准，健全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机制，建立人才培养持续改进的

闭环[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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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建立符合服装设计与工程新工科人才培养要求的课程质量标准。依托学院的新工科虚拟教研室，

邀请相关院校专家做课程质量标准讲座，以教学团队为核心，组织主讲教师对新工科课程质量标准进行广

泛研讨，在研讨的基础上，构建新工科课程的知识点，并完成新工科课程群的知识图谱构建，明确每门课

程知识点之间的关联，并完成新工科课程的质量标准体系，为后续课程教学及持续改进奠定基础。 
其次，针对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培养环节的目标要求，制定监控细则，强化过程管理，确保教学环

节的目标达成。格遵照各教学环节的规范要求和学校、学院制定的质量标准，精心组织教学，以产出为

导向进行教学过程监控和教学质量评价。在学校教务处对课程建设、教学质量、教学管理进行全程监督

的基础上，学院将教学质量管理与监控贯穿到专业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构建了教学过程质量监控体系框

架。通过听课、教学督导、师生调查、教学检查、校内自评等形式全方位实行教学监控和质量评价。 
最后，健全毕业生跟踪反馈和社会评价机制，以持续改进服装设计与工程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保

障人才培养适应服装产业变化和市场需求。学院成立专门管理组织负责毕业生跟踪反馈及社会评价，主

要的机制包括：毕业前学生座谈会、应届毕业生调查、往届毕业生调查、校友交流、社会及用人单位意

见反馈。通过毕业生跟踪反馈和社会评价机制，对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进行评价，进而为本专业的持续改

进提供依据。在大量收集本专业教师、督导专家、学生、本专业应/往届毕业生、用人单位、同行专家、

企业专家等的反馈意见和建议基础上开展本专业培养方案的修订和持续改进，保证培养方案有利于培养

目标的达成，培养的人才适应社会需要。 

4. 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新工科建设成果推广情况 

4.1. 新工科培养体系优化，在德州学院等同类院校推广 

以新工科能力为产出导向，通过优化新工科知识模块，探索服装设计与工程新工科人才能力培养和

思维训练的耦合方式，构建新工科“知识、能力、素质”人才培养三螺旋结构，形成一套服装设计与工

程新工科人才培养的教学范式。包括：明确新工科人才培养目标，优化知识模块，建立相应的课程体系；

开展教学模式改革；强化工程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立新工科专业质量标准。并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德州学院等高校进行实施。 

4.2. 依托虚拟教研室项目，教学改革成果在多所高校推广应用 

依托上海市服装专业基础虚拟教研室和校新工科数字化管理虚拟教研室，组织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大连工业大学、安徽工程大学、新疆大学等八所高校教师开展课程教学改革研讨，聘请邀请智慧树和相

关院校专家做课程改革讲座，围绕知识图谱、高等教育改革与课程建设政策、国家一流本科课程建设、

基于设计的工程学习与教学组织模式创新、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专业课程群建设、校企合作项目制教

学与实践等主题开展研讨，不断探索和推广新工科课程教学改革成果。 

4.3. 产教融合深入，人才培养获企业高度评价 

以新工科建设为依托，通过共建校企联合基地、联合实验室、校企联合项目等方式，签订产学研合

作协议，实现了校企双方共赢。第三方评价机构麦可思对用人单位调查反馈显示，用人单位对本专业毕

业生的总体满意度高，总体评价为很好的比例达到 82.22%，尤其在“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利

用所学知识对企业实际问题的分析能力”、“创新能力”等指标上评价为好和很好的比例达到 85%以上，

获得企业高度评价，同时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评为全国纺织服装行业人才建设先进单位。 

4.4. 教学成果公开发布，示范作用得到同行和同类高校公认 

在《纺织服装教育》等期刊发表关于新工科改革等方面论文 11 篇，得到同行广泛关注。获批出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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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产教融合教材，教材将被同类高校采用。国内相关院校等多批次高校来校交流学习新工科人才培养经

验。实施与新疆喀什大学、塔里木大学的援疆计划，帮助开展服装专业的建设。每年接受国内盐城工学

院等高校交流学生 5 名，进行新工科专业培养。新工科专业教学成果获得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1 项，上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 1 项。 

5. 结语 

数字化背景下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无法满足服装产业日益发展的需求，在分析数字经济下

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的新要求，将具有良好的学科交叉融合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培养作为服装设

计与工程专业培养的重要目标，根据工程过程的 CDIO 模式，优化“设计、制造和服务”知识模块，构

建以“服装设计基础课程群、服装智能制造课程群、数字化服装管理课程群”为核心的课程体系，基于

新工科能力目标，通过构建知识图谱深度解析课程知识的逻辑关系，将服装设计与工程知识与跨学科知

识深度融合，构建新工科“知识、能力、素质”人才培养三螺旋结构，建立严格的专业质量保障体系，

健全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机制，建立人才培养持续改进的闭环，形成一套服装设计与工程新工科人才培

养的教学范式。本研究为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培养质量提升奠定了基础，为高校探索服装设计与工程专

业培养模式提供了有益参考。 

基金项目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教学项目(Z20230901)：数字 + 全链路纺织服装人才产教融合培养模式研究与实

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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