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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training the comprehensive innovative talent in biomedical textile materials and technology, 
the teaching mode and teaching method in the textile structure formation as the specialized core 
course are summarized. We constructed the course mode of “task drive, reality education” 
work-study combination, explored the professional-oriented teaching methods of “solid funda-
mentals and high capability”, “wide major and high ability”, “proficient practice and enough skills”, 
“strong multidiscipline and good communication”, built the self-designed and imported teaching 
material resource, and proposed a multi-aspect method to monitor and evaluate the teaching 
quality. Finally, a number of measures were taken to promote the reform of classroom teaching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quality. In any way, the proposed teaching method provides ex-
perience guidance for th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of interdisciplinary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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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生物医用纺织材料与技术”复合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纺织结构成型学》课程的教学模式、教学方

法等进行全面总结与分析，建立“任务驱动，实境育人”工学结合的课程建设模式，探索“厚基础、强

素质”、“宽专业、强能力”、“精实践、强技能”、“重交叉、促交流”专业导向型教学方法，引育

并举展开教材及教学资源建设，实施三位一体型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多项措施并举推进课堂教学改革，

不断提升教学质量。所构建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为交叉学科专业课程的教育教学提供了经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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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中提出发展中国特色世界先进水平的优质教育，传统纺织专业的教育教

学也面临变革，多学科交叉融合、相互促进成为现代纺织专业发展和创新的特色[1]，也是科学突破的重

要途经[2]。本文以功能材料生物医用纺织材料与技术特色方向为平台，结合本校的具体情况组织专业基

础课——《纺织结构成型学》的教学模式和课程结构的改革与实践，探索在高质量创新工程人才及交叉

学科人才培养中特色专业课程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这是推进交叉学科专业做实和质量提升的保障[3] 
[4] [5]。 

功能材料生物医用纺织材料与技术方向是为满足我国生物医用纺织品产业发展的需求而设立，培养

具备坚实的生物医用材料、纺织工程、基础医学、生命科学等基础理论知识，具有医学与纺织工程技术

相结合的科学研究能力，能在医用纺织品领域从事研究、开发、生产、教学、管理及贸易等方面工作的

高级复合型专业人才。《纺织结构成型学》课程讲授纺织纤维、纱线及织物成形技术专业知识，是培养

学生具有纺织与医学相结合的能力的基础。生物医用纺织材料的成型方法多，内容丰富，但面临课时压

缩的大环境。相对于纺织工程专业而言，学生在纺织方面的专业课程仅开设纺织结构成型这一门课程，

涵盖了纺织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开设的纺纱学、机织学、针织学、非织造学、织物组织与设计、纺织后

整理等多门专业课。面对有限的课时、丰富的必要教学内容、特色专业的特色基础课程，必须探索一套

有效的教学模式及教学方法，达到本专业的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 

2. 工学结合型课程建设模式 

为了适应社会需求，特别是满足生物医用纺织材料的行业特色需要，本课程建设以培养生物医用纺

织品的设计、制备、评价等综合能力为主线，构建“任务驱动，实境育人”工学结合的课程建设模式。

依据专业目标和工作过程及岗位需求，构建以创新研究能力培养为主线、“工学结合”的《纺织结构成

型学》课程课堂和实践教学训练体系是课程建设的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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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落实工学结合型课程建设，采用师生走出去、工程师进课堂的双授课形式，安排教学内容及教

材编写。依据生物医用纺织材料与技术的专业培养目标和课程建设指导思想，原有的纺织工程课程内容

已不符合要求，组织本课程教学团队教师深入相关企业及科研院所调研，同时邀请行业专家，了解纺织

和生物医用材料行业技术现状，制定本课程教学建设模式。新课程教学融入生物医用纺织行业就业岗位

所需要的关键能力，进行《纺织结构成型学》课程综合化及教学方法改革，对课程内容作纵向和横向的

交叉整合，以突出交叉学科创新精神和综合实践适应能力的培养[6] [7] [8]，在整合的基础上形成综合化

的工学结合课程教学，并按照目标任务驱动、项目实境育人的工学结合方式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5]，
形成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模式。 

3. 专业导向型教学实践设计 

“厚基础、强素质”的课程内容设计。鉴于《纺织结构成型学》的授课对象之前没有学习过纺织

专业课程，相当于零基础学习，课程教学需要强化学生的纺织专业基础知识。课程教学尽量多增加工

艺项目的实例解读及拓展，增加纺织品成型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体现纺织成型及生物医用纺织

材料科技发展的动态与前景，引导学生去探索本专业方向的产品设计。课程在不增加学时数的前提下，

进一步压缩理论知识部分，采用讲、练结合的教学方法，增加综合实训案例，为培养复合型应用人才

奠定基础。 
“宽专业、强能力”的课堂教学设计。鉴于学生的专业特色，本课程是专业基础课程之一，也是生

物医用纺织材料成型技术方面的主干课程，课程目标是培养学生了解主要纺织品成型工艺流程，主要加

工设备的机构及工作原理，以及工艺参数的一般设计原则，从而使学生具备一定的生物医用纺织品工艺

设计能力，为进一步学习专业实践课程打下基础。本课程贯彻科学性、针对性的教学设计原则，做到原

理、工艺和产品结构及特性的综合教学[8]，修订形成具有本专业特色的教材系列，设备原理及理论知识

以够用为尺度[9]，主要结合专业方向培养要求突出在医用纺织品设计及工艺实践中的运用。 
“精实践，强技能”的课程实验设计。本课程是一门实践性、综合性很强的专业课，需要课堂教学

与实验实践、上机操作相结合进行教学[7]。本课程相同教师负责课堂教学和指导学生完成课程实习及实

践，加强实验内容与课堂教学之间的高度呼应。同时，在讲完一种成型方法之后，邀请相关企业工程师

进课堂，举例讲授相关成型技术的工程化产品应用。实习实践项目设计贴近专业方向，不仅增加学生对

原理与工艺设计之间有机关系的感性知识，还提高了学生的设计及上机操作能力，并在实习实践中培养

学生的专业兴趣，了解典型医用纺织品的设计制备过程。 
“重交叉，促交流”的教学任务设计。交叉学科专业需要突出学科交叉[10] [11]，本专业培养能在生

物医用纺织品的研究、开发、生产、教学、管理及贸易等方面具有与多学科(多领域)对话能力的全新高级

复合型人才。因此构建以典型生物医用纺织材料为案例的教学任务设计，突出以生物医用材料为导向的

纺织结构成形技术原理和工艺设计理论。同时，在教学方法上采用多媒体演示设备原理、设计任务案例

讲解、课堂讨论等多种教学方法相结合，增加师生之间和学生之间的互动、讨论，培养在多学科之间对

话交流的能力。 
总之，本课程教学在专业特色领域突出理论教学和工程教学相结合，推进“教–学–做”合一的工

学结合学习模式。在课堂教学中导入典型设备和设计案例的概念，增加实践与正常理论教学交替的教学

模式，学中做，做中学，强化创新思维及产品设计技能的训练，做到“工中有学，学中有工”。课程中

以贯穿专业方向产品实例为线索，明确具体目标，在教学中把“教、学、做”紧密结合起来，搞活教学，

提高学生参与程度。根据学生的特点和教学内容，灵活应用由浅入深教学法、逆向启发式教学、互动教

学法、实物教学法等多种教学方法，落实“任务驱动，实境育人”工学结合型课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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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引育并举型教材及教学资源建设 

强化教材建设。以国家规划纺织工程专业教材为引领，细化纺织生物医用交叉学科复合人才培养教

材建设，充分发挥教材建设在提高“纺织 + 生物医用”复合人才培养质量中的基础性作用，遵循专业

特征明显的复合技术人才成长规律，专业知识传授与交叉复合技能培养并重，强化学生综合素养养成

和专业技术积累，适应交叉学科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学模式与方法改革创新等方面要求，保障教

材质量。同时，紧跟纺织生物医用材料产业发展趋势和行业人才需求，及时将产业发展的新技术、新

工艺、新规范纳入教材内容[6]。此外，参考在国际上居领先地位的境外优秀教材，为本课程教材建设

注入新的活力。 
用好用足外部优质教育力量和资源。围绕深化教学改革和“互联网 + 教育教学”发展需求[12]，探

索课程及教材配套资源开发和信息技术应用，统筹推进新形态一体化教材、虚拟仿真实验及教辅资源建

设，弥补因课时受限没有展开讲授的内容学习，因学校实验资源受限不能展开的工程实践，形成教室面

授、线上学习及答疑、仿真实验设计的线上线下混合学习。 
加强科研同教学的结合。本课程上课教师不仅承担教学任务，也展开大量相关科学研究。教学与科

研相互影响、相互联系，是一个整体，共同构建了具有时代和专业特色的育人环境。教材建设需要密切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紧密结合学科专业发展、教育教学改革和科研项目成果，不断更新教学

内容，丰富教学形式。上课教师把最新专业特色科研案例讲授给学生，增强学生对专业综合实践和专业

综合认知的能力。 

5. 三位一体型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 

建立健全课程教学质量过程监控和评价体系，是构建新的教学模式及方法的保障。针对本课程交叉

学科特色明显和学生在纺织专业知识方面零基础的特点，构建了三位一体的监控和评价体系。 
1) 以课堂交流讨论、课间答疑和课后书面作业为抓手，实时了解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交流和应用能

力，做到对课堂教学质量的全过程监控。 
2) 以课上教学配套实验课程，评价学生在实验课程中的工艺设计、操作和实验报告，考核学生应用

课堂基本理论于实践的能力，以及准确表达专业知识而满足交流需要的能力。 
3) 以基本理论结合应用环境的开放式项目作为学期阶段考核，评价学生综合应用专业知识的能力。

考试形式灵活多样，理论考试与实践考试相结合，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总之，在本课程的教学质量评价方式上，采取基础知识、实验、实训、创新能力以及综合能力考核

相结合的考核办法。这种考核办法在强调理论知识重要性的同时，更要求学生自己动手、动脑，培养综

合处理专业问题的能力，消除学生在考试中的侥幸心理，测出平时的真实水平。 

6.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面向“生物医用纺织材料及设计”复合型人才的《纺织结构成型学》教学，以“提升素质、强化基

础、突出重点、综合施策”为指导思想展开课程建设。虽然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还有一些问题有

待进一步探究与凝练。特别是围绕新工科建设，更新教育理念，把握新工科教育规律，强化跨学科新工

科专业素养，推动《纺织结构成型学》课程教学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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