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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背景下服装学院专业教学模
式的改革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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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学院的本科生教学涵盖工程、管理、艺术三大领域，专业设置具
有鲜明的行业特性，在人才培养方面积累了41年的办学经验。

学院形成了纺织工程、纺织化学与染整工程、服装设计与工程、服装
产业经济、服装与服饰设计、服装表演与策划纺织服装行业全产业链的
人才培养体系。

新工科赋予纺织服装专业以更高的历史使命，如何在教学模式上探索
建立工科发展新范式，落实“复旦共识” 、“天大行动” 、 “北京指
南”理念 ，是此次调研工作的主要任务。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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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 报 内 容汇 报 内 容

一、新工科概念解读和思考

二、服装学院现有专业分析

三、新工科范式下的新探索

四、改革的难点和解决路径

第 4 页

一、 新工科概念解读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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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 —“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2.0

“复旦共识”“天大行动” 和“北京指南”，构成了新工科建设的“三部曲”，奏

响了工程教育改革的主旋律，标志我国“新工科”教育改革的开启。

天大行动 北京指南

2017年2月18日 2017年4月8日 2017年6月9日

复旦共识

新工科概念解读和思考

备注：解读内容来自天津大学王树新教授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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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途径：继承与创新，交叉与融合，协调与共享

新理念：应对变化，塑造未来

新 工科新要求：未来多元化、创新型卓越工程人才

新工科：以应对变化、塑造未来为建设理念，以继承与创新、交叉与融合、协调与共

享为主要途径，培养多元化、创新型卓越工程人才，为未来提供智力和人才支撑。

新工科的基本内涵

新工科概念解读和思考

备注：解读内容来自天津大学王树新教授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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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途径：继承与创新，交叉与融合，协调与共享

产业需求

技术发展

办学资源培养模式

学科专业

教学内容

新工科概念解读和思考

备注：解读内容来自天津大学王树新教授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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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产业需求建专业，构建工科专业新结构

问技术发展改内容，更新工程人才知识体系

问学生志趣变方法，创新工程教育方式和手段

问学校主体推改革，探索新工科自主发展、自我激励机制

问内外资源创条件，打造工程教育开放融合新生态

问国际前沿立标准，增强工程教育国际竞争力

天
大
六
问

“天大行动”的核心建设途径

新工科概念解读和思考

备注：解读内容来自天津大学王树新教授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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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协同育人 人才培养与国家需求相适应 让工程教育回归工程
工程教育法 扩大办学自主权 改革评价体系

Vision 培养多元化、创新型卓越工程人才，为未来提供智力和人才支撑

到2020年，探索新工科模式，支撑新技术、新产业、新经济的发展
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的新工科发展优势，服务创新驱动发展能力显著增强
到2050年，形成引领全球新工科的中国模式，为实现“中国梦”提供支撑

Key 

themes

学与教 实践与创新创业 本土化与国际化

 重构人才知识体系
 重塑人才培养质量观
 创新教学方式与技术

 强化实践创新能力
 完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
 加强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

 中国特色
 家国情怀
 全球视野

.

建设目标
GOALS

建设阶段
MILESTONES

关键任务
SRATEGIC
THEMES

重点突破
KEY POINTS

新工科建设路线图

新工科概念解读和思考

备注：解读内容来自天津大学王树新教授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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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装学院现有专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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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工程（20）

（1978）

服装设计与工程（26）

（1998）

服装与服饰设计（18）

（1998）

表演（6）

（1998）

专业设置：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发展实力最强，获得工程认证，专业建设处于引领态势；

纺织工程设立最早，工程属性最强、专业建设基础薄弱；表演专业，特色鲜明，招生优势

明显；服装与服饰设计，招生人数最多，一半为中法合作办学。纺织材料化学工程为拟新

设专业（答辩已通过）。

专业名称 总计划数 总录取数

服装设计与工程 155 148

纺织工程 55 50

表演 43 41

服装与服饰设计 94 104

服装与服饰设计（中法合作办学）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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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调研工作：此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调研活动，教学方面主要围绕：1）教师对现

有教学模式的意见和想法； 2）学生对专业和教学过程的意见反馈； 3）教学管

理人员的意见反馈。

2. 调研方法：1）行业调研、走访企业（9月29日，10月14日）；2）教师座谈会

（9月27日，10月15日）；3）个别学生访谈；4）系主任会、教务员和教学秘

书访谈；5）参加教学成果交流汇报会（9月20日-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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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工业是我国传统支柱产业、重要民生产业和创造国际化新优势的产业，是科技和时尚融合、生活消费与产业用

并举的产业，在美化人民生活、增强文化自信、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拉动内需增长、促进社会和谐、建设生态文明

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民生产业
纺织全行业就业人数约2000万人，规模

以上企业就业975万人，随着科技进步带

动的劳动生产率提升，纺织就业绝对数

在下降，但占整个工业的比重约10%，

仍是重要的民生产业。

 国际竞争优势产业
 我国是世界上产业规模最大的国家，也

是产业链最完整、门类最齐全、产业规

模最大的国家，2015年我国纤维加工

量达到5300万吨，占世界的比重超过

50%，比重较“十一五”末进一步提升

。

 2015年，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额为

2911.5亿美元，占世界纺织品服装出口

额的比重比“十一五”末提高约3个百

分点。

 支柱产业
2015年，规模以上纺织企业实现主营业

务收入70713.5亿元，占工业比重为6.4%
，而且根据估算纺织全行业的工业增加值

占GDP的比重超过3%，符合一般公认的

支柱产业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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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工业 占工业的比重

指标 2010年 2014年

我国纤维加工量占世界的比重 52.8% 54.4%

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额占世界的
比重

34.3% 37.4%

主要指标 2010年 2015年

主营业务收入（亿元） 46008.3 70713.5

主营业务收入占工业的比
重 6.59% 6.41%

利润总额（亿元） 2240 3860.41

利润总额占工业的比重 4.20% 6.07%

实际完成投资额（亿元） 4036.7 11913.2

实际完成投资额占制造业
的比重

5.42% 6.61%

行业调研的背景资料

备注：行业调研资料来自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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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纺织产业格局：

 美国等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等战略，对先进制造业前瞻布局，将会带动部分纺织自动化、智能化程度高或需要贴近消费市场的生产环节回流

 东南亚、南亚等亚洲国家和地区将是全球纺织工业重要的投资目的地

 非洲地区纺织工业投资也将逐步扩大

 国际区域性投资和贸易协定向纵深推进，进一步改变全球纺织产业的投资和贸易格局。TPP等发达国家主导的区域贸易协定谈判的实施，将会加速国际

投资流向纺织业后发国家和地区。

形势一：全球纺织产业与贸易重塑新格局

压力与挑战

科技研发

品牌渠道

高端装备、高技术纤维、智能化服装等方面的制造能力
发达国家

劳动力成本优势

贸易成本优势
新兴经济体国家

行业调研的背景资料

备注：行业调研资料来自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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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全球纺织品服装出口贸易额

依托高新科技研发与先进制造优势，发达国家在纤维、面料、纺织装备乃至纺纱、服装等领域的制造能力并未萎缩，反而保持稳定增长，在全球贸易格局中仍占有重

要地位，意大利、德国、美国2014年纺织品服装出口额分别为387.1亿、350.6亿和204.8亿美元，较2010年分别增长17%、11.4%和21.5%。

No.1 中国 37.41%

No.2 意大利 4.85%

No.3 印度 4.53%

No.4 德国 4.40%

No.5 中国香港 3.80%

No.6 土耳其 3.66%

No.7 孟加拉 3.38%

No.8 越南 3.11%

No.9 美国 2.57%

出口额200亿美元以上的
国家、地区及占世界比重

行业调研的背景资料

备注：行业调研资料来自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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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超级自贸区（Mega FTA）分布情况

全球范围内区域自贸协定不断增多，特别是由美、欧、日经济大国主导的超级自贸协定（Mega FTA），不仅为部分发展中国家提供零关税优惠的贸易成本优势和更便

捷的市场准入条件，要求复杂加工甚至产业链全覆盖的原产地规则还将促使这些国家加快建立更为完善的纺织产业体系。以越南、孟加拉、印度为代表的亚洲发展中

国家以及非洲地区正在全球纺织产业布局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2014年越南、孟加拉、印度纺织品服装出口额分别为248亿、269.5亿和360.8亿，较2010年分别

增长了84.4%、67.2%和50%，2014年占全球的比重分别为3.1%、3.4%和4.5%。

行业调研的背景资料

备注：行业调研资料来自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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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二：国内外纺织消费市场蕴含新空间

 人口增长和经济复苏将支撑全球纤维消费需求继续增长，预计“十三五”期间全球纤维消费量年均增速为2.5%以上，发达经济体在纤维消费中继续发
挥主导作用，新兴及发展中市场纤维需求增长将加快，占新增纤维消费量的比重将超过90%。

 内需扩大和消费升级将是我国纺织工业发展的最大动力，国内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新型城镇化推进、城乡差距缩小以及二孩政策放开等发展红利和改
革红利叠加，将推动升级型纺织品消费增长，预计国内居民服装与家纺消费支出将保持年均增长8%以上。

 “十三五”期间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治理、卫生保健、安全防护、军事国防等方面投入稳步增长，产业用纺织品纤维消费增量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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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纤维产量（万吨）（左轴） 人均纤维消费量（公斤）（右轴）

全球纤维产量及人均纤维消费量

年份 人口
（亿人）

人均可支配
收入（元）

衣着消费支出

人均（元） 全国总额
（亿元）

2000 12.67 3711.7 242.3 3071.0

2005 13.08 6366.6 429.3 5613.4

2010 13.41 12507.6 835.4 11202.0

2014 13.68 14491.4 1099.3 15036.4

2015 13.75 21966 1164.1 16001.7

我国人口、人均收入及衣着消费支出情况

 预计到2020年，全球纤维产量将超过1.1亿吨，人均纤维消费量达到14.4公斤

 预计到2020年，我国城乡居民衣着消费支出总额可达到2.3万亿左右，较2015年增加44%；内需纤维消费量达到约3800万吨，人均纤维消费量超过25公

斤；产业用纺织品产量将达到2000万吨，较2015年增加49%，占纤维加工量的比重达到33%。

行业调研的背景资料

备注：行业调研资料来自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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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三：纺织与互联网融合催生新变革

 “中国制造2025”战略和“互联网+”行动计划，对新时期纺织工业发展带来更高要求的战略机遇：

– 推动生产方式由传统大规模制造向个性化批量生产转型，由单纯制造业向制造业服务化转型

– 跨境和国内电子商务高速发展，催生新的业态和商业模式。

– 纺织工业与信息科技、互联网深度融合带来了创新发展的广阔空间

中国纺织服装行业电子商务交易额增长情况

 2015年，中国纺织服装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3.7万亿元，同比增长25%。

 纺织服装电子商务以B2B模式为主，特别是纤维、纱线等商品主要发生在企业

之间。B2B交易额占纺织服装电子商务市场份额的77%。

行业调研的背景资料

备注：行业调研资料来自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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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四：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形成新局面

“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的实施，为纺织工业发展开创新局面。

 建设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以及支持新疆发展纺织服装产业促进就业一系列政策实施，将推动新疆纺织工业发展迈上新台阶。

 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特别是引导1亿人在中西部就近城镇化，将增强中西部纺织工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全球纺织分工体系调整和贸易体系变革加快，企业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更主动和积极地“走出去”，国际化发展迈入新阶段。

我
国
主
要
空
间
布
局
战
略
与
纺
织
行
业
区
域

布
局
示
意
图

行业调研的背景资料

备注：行业调研资料来自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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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五：纺织生态文明建设提出新要求

环保技术与标准成为发达国家保持竞争

力的重要手段，围绕化学品安全控制、

碳排放等内容的技术性壁垒将有所增加。

我国把建设生态文明提升到执政理念和

国家整体战略层面，更加严格的环保法

律法规和环境治理要求，对纺织企业特

别是中小企业将带来更大的压力。

未来发展中，纺织工业要从建设生态文

明新高度推动行业节能减排，发展低碳、

绿色、循环纺织经济以推动行业转型升

级。

纺织行业生态体系示意图

行业调研的背景资料

备注：行业调研资料来自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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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激发创新创业活力。

 协调：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新格局。

 绿色：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

境友好型社会。

 开放：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

话语权。

 共享：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

发展理念和发展目标

行业
增长

结构
调整

科技
创新

质量
品牌

绿色
发展

规模以上纺织
企业工业增加
值年均增速保
持在6%-7%

服装、家纺、产
业用三大类终端
产品纤维消费量
比例达到
40:27:33。

R&D经费内部

支出占主营业
务收入比重达
到1%。

国际标准转化
率提高10个百
分点；纺织行
业品牌培育管
理体系进一步
完善

纺织工业单位
增加值用水、
主要污染物排
放总量明显下
降。

纺织行业转型升
级的根本动力

纺织强国建设
的重要内容

纺织强国建设的
基本保障和追求

目标

行业调研的背景资料

备注：行业调研资料来自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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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产业创新能力

• 加快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 加强行业关键技术研发

• 推动纺织行业模式创新

• 大力实施“三品”战略
• 完善纺织行业标准体系

• 提升质量保障能力

• 优化产品供给结构

• 大力推进品牌建设

• 加快绿色发展进程

• 加强纺织绿色制造基础管理

• 开发推广先进绿色制造技术

• 加快构建绿色产业体系

• 提升企业综合实力
• 加快企业技术改造

• 促进大中小企业协调发展

• 发展服务型制造

• 加快企业管理创新

•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 发挥东部地区行业引领作用

• 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特色优势产业

• 提升纺织业国际化发展水平

• 推动产业集群优化升级

• 推进纺织智能制造

加强纺织数字化、智能化装备开发• 加强纺织数字化、智能化装备开发

• 推进智能化车间（生产线）建设

• 培育发展大规模个性化定制

任务任务

行业六项重点任务

行业调研的背景资料

备注：行业调研资料来自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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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行业发展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

新经济下传统的纺织服装人才培养模式已不适应现代纺织服装产业的发展
，纺织服装产业发展急需要具备多学科交叉的专业能力、互联网+智能制
造的工程能力、国际化产业链创新能力、科技与时尚连接力的工科人才。

纺织服装行业新的研发和迭代的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学术研究领域，走在
发展的最前列了，已经明显是产带动学，所以高校需要与产业紧密合作，
把先进的行业技术、设备、方法、师资、实验室、数据等前置到现有的教
学和人才培养体系中。

行业调研的背景资料

备注：行业调研资料来自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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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调研的综合反馈：

1. 专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现象存在；
2. 教学资源仍然不足，专业的设备和场地不足以支撑新工科的教学改革；
3. 教学管理的效率和规范性需要提升；
4. 产学研办学模式的创新性不足，与企业协同育人的深度和广度都不够；
5. 教师的业务能力仍需进一步提升，以满足新工科人才培养的师资要求；
6. 学生对专业的认同感不高，招生宣传的力度不大，学生的毕业出口仍需

进一步拓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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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工科范式下的新探索

第 26 页

以纺织工程专业为例

存在问题：

1. 纺织智能制造是现代纺织产业的关键技术；行业
对此类人才需求紧迫；

2. 产业用纺织品的快速发展，但教学板块内的相关
内容占比较少，且没有相关的实验设备；

3. 纺织、染整、服装、艺术的专业协同，相互助力
的路径仍然需要进一步探索；

 优化培养计划，建立纺织智能科学与技术实验室，
开设相关课程，建设虚拟仿真课程，组织虚拟仿
真实验教学；

 解决纺织工程难以获得专业建设资源的困境，争
取一笔经费，打造一个现代化的较完备的纺织工
程人才培养平台。

 专业群的一体化建设，可实现大手牵小手模式的
发展。

1. 面向行业发展趋势调整优化现有专业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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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工程专业建设逻辑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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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本位

持续
发展

工学
结合

校企
合作

M1 M2

M3 M4

两大教育目标

教学组织模式 开放办学途径

能力知识
实践教学

转化

学 工

学
工

学
中
做

做
中
学

做中学
学中做

教学做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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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工作

模拟

演示

仿真 学

学知
识

学技
能

学文
化

学态
度

工学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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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基地
师资队伍
教学内容学

校
企
业

资金

设备

教学改革的新探索

协同育人（高校+企业）

1. 高校组织教学活动，提供课程教
学的师资，场地和课程资源；

2. 企业参与教学活动，联合成立产
学基地，投入资金和设备建设联
合实验室。

汇聚业界优势资源，创新产学合作协同育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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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财专第五次教学工作会议

--人才培养方案制订

--专业建设

--课程建设

--教材编写

--教改方案制订

--实训基地建设

学校

.

--技术研发

--制度制订

--产品生产

--商品宣传推销

--设备更新

--生产场地建设

企业
参与型：相互参与，各自为政

协同育人的三种层次：参与型、渗透型、融合型

教学改革的新探索 第 32 页

渗透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部分渗透，各自独立

--互聘员工：人才渗透

--共同管理：制度、文化渗透

--共研共发：优势条件互相渗透

--共享成果：技术成果渗透

--共用场地设备：资本渗透

学
校

企
业

协同育人的三种层次：参与型、渗透型、融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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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型：你我合一，利益共同

招生即招工，教师即员工，

校企一体化

企业学校

学校

企业

校中厂（学习工厂）

厂中校（实习基地）

协同育人的三种层次：参与型、渗透型、融合型

教学改革的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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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财专第五次教学工作会议

Step 1

Step 2

Step 3

•搭建产教合作平台

•优化产教融合结构

•深化产教融合内涵

被动

主动

联动

互动

四个过程：被动、主动、互动、联动

Ste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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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动阶段：深化内涵 合作同赢

实训
基地

专业
建设
与专
业支
持相
融合

师资队
伍建设
与企业
员工培
养相融
合

课程
建设
科研
与技
术研
发创
新相
融合

企业文
化与校
园文化
相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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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改革的难点和解决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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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纺织工程专业为例

存在问题：

1. 纺织智能制造是现代纺织产业的关键技术；行业
对此类人才需求紧迫；

2. 产业用纺织品的快速发展，但教学板块内的相关
内容占比较少，且没有相关的实验设备；

3. 纺织、染整、服装、艺术的专业协同，相互助力
的路径仍然需要进一步探索；

 优化培养计划，建立纺织智能科学与技术实验室，
开设相关课程，建设虚拟仿真课程，组织虚拟仿
真实验教学；

 解决纺织工程难以获得专业建设资源的困境，争
取一笔经费，打造一个现代化的较完备的纺织工
程人才培养平台。

 专业群的一体化建设，可实现大手牵小手模式的
发展。

1. 如何面向行业发展趋势调整优化现有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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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工程
(081601)
—以物理为基础

服装设计与工程
(081602)
—以设计为基础

轻化工程
（081701）
—注重工艺与技术，

纺织类

(0816)
轻工类

(0817)

增设纺织材料化学工程专业，所属纺织类，可完善现有纺织类专业目录，使各专业各有特色又相
互贯通融合，学生知识结构体系更为完善，且能满足“新纺织” 需求。

且含非纺织类造纸和皮革等

2. 如何面向行业需求建立新专业？

第 39 页教学改革的新探索

 一级学科硕士点 “纺织科学与工程”

 培养方向 “纺织工程” “纺织化学与染整工程” “服装设计与工程”

 本科专业 纺织工程 ？ 服装设计与工程

纺织科学与工程一级硕士点，下辖六个二级硕士点：1）纺织工程；2）纺织材料；
3）纺织品设计；4）非织造技术；5）纺织化学与染整；6）服装设计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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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招生工作：数据引领招生新思路、招生宣传落实处；专业招生有活力；
2. 教学运行：一丝不苟抓运行、建章立制促规范、底线思维保质量；中法平稳回归；
3. 教学建设：金课、慕课、线上线下、虚拟仿真、社会实践-力争多元、体系化；
4. 教学研究：新专业（纺织材料化学工程）申报获批；“中本贯通” 谋特色；
5. 实践教学：继续推进学生参加全国性竞赛的工作力度；产学合作出成果；
6. 教学质量：继续做好服装工程认证的拓展工作，积极推进纺织、艺术认证之路；在

服装工程认证的基础上，争取全国一流本科专业申报有突破。

3. 如何在教学管理质量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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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组织申报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教学成果奖——获奖结果已公布（2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

2. 组织申报“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培育项目”并成功入选8项；

3. 组织申报2019年度上海市属高校目录外新专业-纺织材料化学工程，顺利通过教育部审批完成上海市评审答辩；

4. 组织参与2020年高水平应用技术型大学建设项目-中本贯通（服装表演）；

5. 组织申报“双万计划”--国家一流本科专业——校内评价良好，已成功申报，进入国家评审阶段；

6. 组织申报上海市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完成申报资料、实验室管理网站、主要实验室教学视频等；

7. 组织申报上海市混合教学示范课程——1门已获批入选；

8. 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通过工程教育认证——6月份已正式公布结果；

9. 学生创新实践参赛获奖情况

– 世界技能大赛：校内选拔3名参加市选拔赛； 汇创青春大学生文化创意作品获奖：5人； 2组学生通过校级赛，

9月份开学初参加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参加了“中华杯”、“石狮杯”、“新人奖”等服装设计比赛

4. 如何充分发挥各自专业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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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学校 负责人
XF201913 梳棉机梳理工艺与梳理过程虚拟仿真实验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许颖琦
XF201930 摩擦纺纱机纺纱工艺过程虚拟仿真实验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杨  雪
XF201945 机织产品设计与加工工艺虚拟仿真实验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陈卓明
XF201947 三维防弹材料的弹道侵彻及能量吸收机理研究虚拟仿真实验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杨  丹
XF201952 三维无缝针织产品设计与织造虚拟仿真实验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陆  赞
XF201969 中国历代服装虚拟仿真实验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谢  红
XF2019100 定制旗袍和礼服的设计与展示虚拟仿真实验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李艳梅
XF2019101 纺织品外贸业务操作虚拟仿真教学实验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许颖琦

争分夺秒抓住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培育
的契机，让纺织专业的人才培养硬件环境改善
，趁着部分院校尚未占领虚拟仿真的制高点，
工程大也能挤进去。

西南大学投入过亿元开展虚拟仿真的课程体系
培育，东华大学投入几百万元做纺织仿真板块
，青岛大学投入巨资建纺织大楼，虚拟仿真投
资力度超乎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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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大家！

此次调研总结时间比较仓促，部分调研工作没有完全
展开，不足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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