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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说明 
 

1.专业代码指《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4）》中的专

业代码（有异地办学、校内多点办学、中外合作办学等不同类型

作为独立专业点参加专业评价的，按照专业评价编码规则补充专

业代码后缀）。 

2.须截图上传教务系统中课程已完成学期的开设信息。申报

课程名称须与教务系统中显示情况一致。 

3.若多人给同一专业的该课程授课应组成教学团队，并设 1

名课程负责人。课程负责人须为教务系统中显示的，承担该课程

授课任务的教师。 

4.文本中的中外文名词第一次出现时，要写清全称和缩写，

再次出现时可以使用缩写。 

5.涉密课程或不能公开个人信息的涉密人员不参与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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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女装结构设计与用用 1 
授课教师（课程负

责人填在第一位） 
高亦文、王春艳 

授课教师（课程负责

人）所在单位 
服装学院 

2024年

课程评

价等级 

○A        √B 

○C        ○D 

专业名称 

服 装 与 服

饰 设 计 专

业 

专业代码 130505 

是否一流

本科专业

建设点 

√国家级 

○省级 

○否 

课程编码（教务系统中

的编码） 
052132205 

课程分类  ○公共基础课    ○专业基础课   √专业核心课   ○其他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开课年级 大二 学分 3 

学    时 总学时： 48  理论学时： 36   实践（实验、实训）学时： 12   

先修（前序）课程名称 服装结构设计原理、基础立裁 

后续课程名称 女装结构设计与应用 2、成衣立裁 

主要教材 

《服装结构设计 基础篇》，张莉,巴哲华编，东华大学出版社， 

国际标准书号 ISBN：9787566920140，2022年 0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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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两期开课时间 

2024年—2025年第 1 学期，课程名称《女装结构设计与用用 1》 

2023年—2024年第 1 学期，课程名称《女装结构设计与用用 1》 

最近两期学生总人数 441人 

使用的在线 

课程 

○国家级线上一流课程及名称  

○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一流课程及名称 

√其他课程（填写课程名称、学校、负责人、网址） 

学习通河南工程学院线上课程《女装结构设计与应用 1》（负责人

高亦文）+河南省线上一流课程《一件衣服的诞生》部分内容（负

责人魏晓红） 

使用方式：  √ MOOC  ○SPOC 

课程链接及查看教学活

动的密码等 

中国大学 MOOC《一件衣服的诞生》https://www.icourse163.org 

学习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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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授课教师（团队） 

团队成员（序号 1为课程负责人） 

序

号 
姓名 

出生  

年月 
单位 职务 职称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授课

任务 

1 高亦文 1972/2 
服 装

学院 
教师 副教授 15838039250 32564434@qq.com 

主 讲

教师 

2 王春艳 1984/6 
服 装

学院 
教师 讲师 15036051565 32564434@qq.com 

主 讲

教师 

3 冯艳红 
1982/11 服 装

学院 
教师 

讲师 
13938230656 664738440@qq.com 

主 讲

教师 

4 崔静 
1984/12 服 装

学院 
教师 讲师 

 

13783530750 
564989827@qq.com 

主 讲

教师 

5 冯晓冉 
1981/3 服 装

学院 
教师 讲师 13523562010 32564434@qq.com 

主 讲

教师 

授课教师（团队）主要教学情况（300字以内） 

（教学经历：近 5 年来在承担该门课程教学任务、开展教学研究、获得教学奖励方

面的情况） 

项目主持人深耕专业教学一线，近五年主讲本课程 7次，主讲计算机 3D虚拟服

装设计课程，完成 CLO3D 与 STYLE3D双平台教学资质认证。主持建设 2022年省级一

流课程《针织裁剪服装设计与工艺》，携团队成员联合开发《一件衣服的诞生》省级

精品在线课程，在 CLO 学术交流月发表专题报告，相关 3D教学成果发表于《纺织学

报》等核心期刊，与 CLO 软件（上海）有限公司开发服装数字化课程共建。教学团队

构建"产教赛研"四位一体培养体系：王春艳承担本课程 4 次，授课中融入中国传统

文化，连续三年担任省级服装命题专家，指导学生在"挑战杯"等赛事斩获十余奖项；

冯艳红通过项目化教学改革，指导学生获米兰设计周全国三等奖及新人奖等殊荣；

崔静近五年担任该门课程 3次以上，创新混合式教学模式，获省级教学竞赛二等奖，

指导双创项目 2 项；冯晓冉近五年担任该门课程 4 次，指导学生参与第十六届河南

省“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荣获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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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总体概述（300 字以内） 

本课程紧密围绕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培养数字化设计与传统文化传承兼备的高素

质应用型人才”目标，以 OBE理念为核心，构建“知识-能力-素养”三维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采用“基础-进阶-综合”三阶模块：依托省级一流课程建设经验，整合

裤装结构原理、变化款设计及裙装综合应用，融入当季流行案例与数字化制版技术。

教学策略以“产教融通、赛课联动”为导向，实施“理论讲授-实训操作-项目实践”

递进式教学，强化学生解决复杂结构问题的能力。  

评价体系贯穿 OBE闭环：实施“过程考核+期末实践成果”多维考核为准，通过

企业反馈、竞赛评审等外部评价动态优化教学，确保学生成果对接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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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项自评 

(一)课程设计 

1. 课程目标（300字以内） 

课程以国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战略为导向，聚焦服装行业智能化升级需求，构建

“技术精熟-创新转化-协同发展”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实施“理论+实践、线上+线

下、虚拟+现实、现代+传统、课内+课外”五+的教学策略，帮助学生掌握女装版师的

核心技能，同时也为成为合格设计师做专业积累，助力行业转型升级。课程目标遵循

由浅入深的教学规律，从基础裤装、裙装结构设计入手，逐步过渡到复杂款式的变化

设计，最终通过项目式教学培养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课程目标与服装与服饰设计专

业的毕业要求高度契合。课程目标 1（掌握女装版师岗位裤裙装的基本能力要求）对

应毕业要求中的“学科知识”和“应用能力”；课程目标 2（裤装裙装结构设计的创

新能力提升）对应“创新能力”和“应用能力”；课程目标 3（培养团队合作精神和

综合专业能力）对应“团队合作”要求；课程目标 4（培养自主学习能力）对应“发

展学习”要求。 

 

 

 



8 
 

2.课程内容（300字以内） 

课程通过多角度设计实现教学内容与育人理念的有机统一。通过白裤瑶男裤工艺解

析、宋代旋裙结构复原等案例，强化专业素养与文化自信。课程构建“基础制版-创新

设计-协同实践”三维体系：基础制版能力（目标 1）、变化款设计能力（目标 2）、团

队协作能力（目标 3）和自主创新能力（目标 4）。教学实施贯彻“理论-实践-创新”

螺旋递进模式，从女裤女裙基础结构延展至复杂款结构设计，结合国际前沿案例保持动

态更新。课程以研究问题为导向，围绕现实设计问题展开教学。例如，通过分析流行裙

款结构变化，引导学生深入理解款式设计与结构制图的关系；通过小组项目式训练，培

养学生解决复杂设计问题的能力。课程内容设计注重引导学生深度理解知识原理，提升

其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教学体系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课程目标贯穿大纲设计、教学

实施、实验项目及考核评价全过程。这种结构化设计既注重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又强调

创新实践能力的培养，最终实现专业能力与职业素养的双重提升，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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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堂教学过程组织（500字以内） 

课堂教学以“能力进阶、知行合一”为主线，通过结构化设计实现教学目标与教学

活动的深度耦合。课堂教学采用“三阶驱动”模式强化学习效能：课前通过微课视频预

习重点技术节点，课中设置“问题链”引导小组协作组织学生拆解款式、研讨细节处理

方案；课中课后加强练习，并依托虚拟仿真技术，完成款式验证和拓展。 

教学过程中深度融入课程思政元素：在 1:1纸样制作环节强化“一丝不苟”的工匠

标准，结合可持续设计课题探讨服装产业低碳转型路径。课程将实训项目与产业升级需

求对接，如“可拆卸模块化裙装”“零浪费裁剪方案”等真实命题，使专业训练升华为

价值引领。 

课程采用以下措施：课前预习、课堂理论教学、3D 虚拟仿真应用、课堂互动、课后

巩固与支持、实践能力强化、及时反馈、课外挑战性团队活动。以下以女裙为例说明以

女裙结构设计模块为例，围绕“基础能力-创新应用”目标层次展开：理论讲授环节依

托 3D 虚拟还原技术动态解析省道转移原理，结合传统服饰案例，剖析东方服饰文化中

的结构智慧，引导学生建立“形制传承与功能创新”的双重视角；实践教学构建“虚实

融合”的沉浸式场景，同步开展 1:1工业纸样制作与胚布样衣验证，通过数据比对优化

版型适配度，在“数字模拟-实体验证”的循环中锤炼精度意识。课程建立动态反馈机

制，课外采用挑战性团队活动，并结合企业见、竞赛评审标准形成多维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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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学方法和手段（400字以内） 

课程构建“虚实共生、多维联动”的教学方法体系，课堂教学采用“案例驱动+虚

实融合”的模式。 

（1） 课堂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程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融合理论讲授、案例解析与实践操作三重维度，理

论讲授帮助学生理解服装结构设计的原理和方法；案例分析引入企业实际项目和经典

设计案例，帮助学生将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相结合；实践操作通过 1:1 工业纸样制

作、真实项目综合结构设计等任务，提升学生的动手能力。 

（2） 有效应用不同教学方式： 

课程通过“理论+实践、线上+线下、虚拟+现实、现代+传统、课内+课外”五+的

教学策略，有效组织课堂教学。丰富的线上资源帮助学生掌握核心知识和技能，随时

巩固学习效果；实践环节促进学生深刻理解理论知识；虚拟效果可以快速把数据转为

可视化造型；对传统的学习使学生从结构角度深刻理解东方文化；课外开展挑战性活

动可快速提升综合能力。 

（3） 培养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 

课程采用“问题链+项目式”教学激发创新思维，通过引入企业项目和国际前沿设

计案例，鼓励学生打破传统思维范式，进行设计创新。通过综合训练项目，培养学生

的团队合作精神和综合应用能力，提升其解决复杂设计问题的能力。 

（4）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平台： 

课程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平台进行教学，如超星学习平台、CAD 结构制图软

件、虚拟仿真技术等。通过线上资源和线下实践相结合，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

度。课程还结合教学内容开发相对应的图片与视频资源，帮助学生更直观地理解服装

结构设计的原理和方法。 

 

(二)授课教师（团队）（500字以内） 

1.师德师风 

课程团队始终秉持“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注重师德师风建设。课堂上，教师耐

心指导学生，课堂外，通过线上工具及时答疑，线下组织学生讨论、参加企业实习和设

计竞赛，帮助学生提升职业竞争力。学生普遍反映教师专业扎实、态度认真，关心学生

成长，体现了良好的师德修养和职业素养。另王春艳获 2024 年度师德标兵称号。学生

匿名评教中“师德师风”项连续三年达优秀，毕业生追踪反馈显示 85%的学生认为课程

团队教师的职业态度深刻影响了自身职业发展，印证了师德建设与专业教育的深度融合

成效。 

 

2.数量结构 

本课程教学团队由 5名教师构成，年龄结构合理且梯队分明：50 岁以上资深教师 1

人（占比 20%），40-50岁中青年教师 4人（占比 80%），形成“经验传承+创新活力”

的良性组合。学历层次较高，团队成员中 4人持有硕士学位（含 1人双硕士）、1人为

本科学历，专业背景全部为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与课程内容高度契合，确保教学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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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性与前沿性。 

 
3.素质能力 

课程教学团队深耕服装结构设计领域，构建“教学-科研-产业”协同发展的能力矩

阵。团队成员持续强化数字化教学能力，通过 CLO3D 认证、全国设计大师班等专项培

训，全员掌握 ET/CLO3D 等智能制版技术，开发微课视频、三维动态演示课件等数字化

资源，科研创新方面，主持省级教改项目 4项，参与第二届康富来杯复原大赛等专业赛

事，形成“传统工艺数字化转译”等特色研究成果。产业实践与育人成效显著：王春艳

连续三年担任省级服装命题专家，指导学生获中国时装设计新人奖入围、挑战杯省级三

等奖等 7 项；冯艳红指导学生斩获第 28 届新人奖优秀奖及米兰设计周奖项；崔静参加

河南省教育技能竞赛、中国纺织类专业讲课比赛等获二等奖;近五年团队获工业软件大

赛等教学创新奖 5 项,获省级教学竞赛二等奖 3 项。积极参与社会服务，团队累计孵化

企业合作项目 12 项，担任河南省奕佳服饰有限公司兼职设计师和春上团定等公司设计

顾问，为企业提供技术咨询和培训，提升了课程的社会影响力。近五年相关能力体现如

下： 

 1 参加培训 2 掌握软件数量 3 参加比赛 4 指导参赛 5 企业合作 6 社会任职 

高亦文 2 OFFICE、

CLO3D、

style3D、

BLENDER、

CDR、PS、AI、 

ET、Nomad 

1 4 4 1  

王春艳 5 1 12 7 3 

冯艳红 2 0 8 3 0 

崔静 3 2 5 4 0 

冯晓冉 2 0 3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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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资源（可列表，500字以内） 

1.资源选用 

教材 

[1] 巴哲华 张莉. 服装结构设计 基础篇[M].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22.03 

主要书目与参考资料 

[2] 崔学礼.服装结构设计工业与量体定制制版 女装 [M]. 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 

2021. 

[3] 刘瑞璞.女装纸样设计原理与应用训练教程[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9. 

[4] 中屋典子.服装造型学．技术篇 I[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4. 

[5] 日本文化服装学院.服饰造型讲座[M].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07. 

[6] 张文斌.服装结构设计[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7. 

[7]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8]孙机.华夏衣冠—中国古代服饰文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9]华梅等.中国历代《舆服志》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互联网知识库（国内外著名网站） 

(1)中国大学 MOOC（http://login.icourse163.org/） 

(2)国家高等教育智慧教育平台（https://higher.smartedu.cn/） 

(3)WGSN世界时尚资讯网（http://https://www.wgsnchina.cn/） 

电视节目 

(1)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   《衣尚中国》   

(2)湖南卫视  《美好年华研习社》    

(3)中央电视台  《遇鉴文明》   

实践资源： 

(1) 立体裁剪室 

(2) 工艺实训室 

(3)服装 CAD机房 

(3) 时尚智慧工厂 

(4) 设计竞赛 

(6)面料库 

(7)河南工程学院纺织服装博物馆 

(8)河南博物院 

 

2.资源建设 

课程团队积极引进和建设优质数字化学习资源，包括超星学习平台、ET 结构制图

软件、3D虚拟仿真技术等。团队开发了丰富的教学资源，如结构设计过程视频、款式结

构的 3D 虚拟还原等，帮助学生更直观地理解服装结构数据设计原理。通过线上线下混

合式教学，确保学生能够高效掌握课程内容。 

 

开发教学资源的具体情况 

http://swgc.hncj.edu.cn/202.114.65.51/fzjx/w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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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课程

课件 

结构设计

步骤 PDF 

制 图

视频 

3D软件平面制

版流程视频 

对 应 款 的

3D渲染图 

对应基

础工艺 

比例法西裤       

基本款女裤       

变化款女裤       

基本款半裙       

变化款半裙       

基本连衣裙       

变化连衣裙       

3D 软件 2D 打

版与虚拟缝合 

      

传统女裤       

传统女裙       

新中式款式       
 

3.实践（实验、实训）教学 

《女装结构设计与应用 1》课程依托服装学院的服装结构设计板房、ET软件、3DCLO

虚拟仿真系统，完全满足教学需求。通过综合结构设计等实践项目，培养学生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结合企业项目和设计竞赛，如工业软件大赛开发服装类小

程序激发学生的创新创业精神，团队合作能力，提升其综合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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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考核（300字以内） 

1.考核内容 

本课程考核内容与教学目标高度契合。平时考核通过课堂作业和课堂表现，考查学

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和学习态度，督促学生持续学习。实践项目中，男西裤 1：1 纸样

制作检验基础制版能力，裙装综合结构设计与成衣制作锻炼实践与创新能力。期末考核

聚焦裙装综合设计与成衣制作，全面考查学生知识运用、创新设计及工艺水平，能有效

评估学生在知识、能力与素养方面的目标达成情况。 

 

2.考核方式 

采用过程评价与期末大作业相结合的考核方式。平时考核占 40%，课堂作业依据完

成的准确性、完整性等评分，课堂表现根据参与度、互动质量评定。实践项目占 30%，

依据西裤纸样和裙装制作的规格合理性、结构创新性等评分。期末考核占 30%，从裙装

款式设计、结构设计、成衣制作三方面，按设计新颖性、结构合理性、工艺精细度划分

等级评价，全面考核学生专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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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学效果（400字以内） 

1.学生发展 

（1）良好学习习惯与自主学习能力： 

通过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学生养成了课前预习、课堂互动和课后复习的良好学

习习惯。超星平台数据显示，该课程自学习通建课开始，很多老师的课程活动数为一

两万，服装与服饰设计 2241班上该课程 6周活动数 2976个，说明同学自主学习热情

高涨，学习能力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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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析问题与解决复杂问题能力： 

通过变化裤装、裙装、连衣裙综合结构设计任务，训练学生独立分析款式结构并

解决复杂设计问题。以下是学生解决复杂款的课程作业。 

    

          

       

（3）动手能力、思辨能力与创新精神： 

通过企业项目和设计竞赛，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精神显著提升。近两年，学生

在多次在国家级设计竞赛中获奖，体现了较强的思辨能力和创新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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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1班同学结束完改门课程后和软工同学合作完成的服装小程序---“E衣带岁” 

  

2241班同学结束完该门课程后和软工同学合作完成的服装小程序---“月繁花锦” 

  

2.多元评价 

（1）多元化评价方式及占比： 

课程采用多元化的评价方式，全面考核学生的学习效果，具体包括以下三部分：平时

考核（40%）：包括作业（20%）、课堂表现（12%）和自主学习（8%）。作业主要考察

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自主学习和课堂表现则反映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参与度。

实践项目（30%）：通过综合结构设计任务，考察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期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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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30%）：通过综合设计与应用任务，重点考核学生对裙装进行造型设计、结构绘图

的能力和成衣工艺制作能力。 

 

 

（2）评价效果： 

多元化的评价方式有效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平时考核帮助学生养成了良好的

学习习惯，实践项目提升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意识，期末考核则全面检验了学生

的综合应用能力。通过多元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得到了全面、客观的反映，近两年

学生课程满意度达 95%，实践项目完成率达 100%。多元评价方式不仅提升了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还为其未来的职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3.持续改进 

课程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将进入持续反思和改进环节。针对理论教学，应细化案

例分析并增加互动讨论，留存相关资料，使过程可视化；针对实践教学，优化项目设计，

整理指导心得、要点及相关视频，调整指导方式；针对期末综合实践教学，应充实创新

款式，整理相关案例，使同学们看到更多的实操视频，以指导最新的流行款综合设计作

业的完成效果，通过以上几方面的改进提升改进效果，确保教学质量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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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特色创新及示范引领 

(一)课程特色及创新点（400 字以内） 

《女装结构设计与应用 1》是一门技术性强且兼具艺术性的空间造型设计课程，课

程秉持“理论+实践、线上+线下、虚拟+现实、现代+传统、课内+课外”

五+为特色开展教学活动。 

（1） 理论+实践深度融合： 

课程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课程内容涵盖各种裤装、半裙、连衣裙的结构设

计，从基础到复杂，逐步深入，确保学生能够全面掌握服装结构设计的核心技能。 

（2） 线上+线下深度融合： 

学习通平台丰富详尽的教学内容方便学生预习复习与巩固，线下课堂讲授侧重具

体数值的详细拆解分析，具体的实操指导使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更加精准。通过线上资

源和线下实践相结合，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 

（3） 虚拟+真实的项目式教学： 

在传统的结构课程中逐步加入 CLO3D虚拟打版与模拟，2D数据转化为 3D效果的

直观性可以提升学习兴趣和参与度，同时真实的实践训练锻炼了学生的动手能力。 

（4） 现代+传统的融合： 

使学生从服装的内在结构角度深刻理解设计，引导学生关注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

的结合，增强文化自信。  

（5） 课内+课外：课内打好基础，课外通过参加设计竞赛、企业项目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

神和综合应用能力，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提升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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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示范引领（300 字以内） 

1. 1.在课程建设中的示范引领作用： 

课程深度融合理论与实践，通过工业纸样制作和综合结构设计等实践项目，帮助

学生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操作能力，为其他课程提供了可借鉴的教学模式。此外，

课程通过丰富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如微课视频、3D虚拟效果）和线上线下混合式教

学，为信息化教学改革提供了成功范例。 

2. 2.在专业建设中的示范引领作用： 

课程通过虚拟+真实的项目式教学，提升了学生的空间造型能力和创新意识，为服

装设计专业的技术创新和课程改革提供了方向。同时，此外，课程通过课内基础教学

与课外跨专业合作的挑战性创新，参加设计竞赛、企业项目，培养了学生的团队合作

精神和综合应用能力，为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化提供了实践依据。 

3. 3.对行业需求的引领作用： 

课程紧密结合行业需求，强化学生的 AI 与 3D能力，培养兼具扎实专业基础和创

新能力的设计师，满足了企业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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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院意见 

学院负责人签字：                

学院盖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