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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数字化工厂在高职服装专业实践教学中的应用路径 

王薇薇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宁波 

【摘要】以数字化转型为切入点，围绕服装数字化工厂应用开展教学活动，是深化高职服装专业实践教学改

革的关键所在。在这一背景下，高职服装专业教师协同学校，进一步完善服装数字化工厂功能、健全现有的专业

实践教学体系、持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能够构建新时期下的专业实践教学格局，从而提升学生综合能力，这可

以进一步强化专业人才核心竞争力。本文就服装数字化工厂在高职服装专业实践教学中的应用进行研究，并对此

提出相应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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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path of digital clothing factory in practical teaching of vocational clothing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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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ak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conducting teaching activities around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garment factory is the key to deepening the practical teaching reform of vocational fashion majors. In this context, 
vocational fashion teachers collaborate with school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functions of digital garment factory, improve the 
existing professional practice teaching system, and continuously innovate talent training models. This can build a new era of 
professional practice teaching pattern, enhanc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abilities, and further strengthen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professional talents.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garment factory in practical teaching of 
vocational fashion majors,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opinions on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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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服装智能制造背景下高职服装专业学生需要具

备的能力 
1.1 信息化素养 
职业教育主要面向社会，围绕社会需求培养高素

养、强技能人才，从而推动地区经济发展[1]。从这一角

度进行分析，社会上服装设计相关单位要求学生具备

扎实文化基础，能够熟练掌握基础知识，同时也需要掌

握扎实的实践能力，在实际工作中可以围绕相应标准

解决相应的问题。不仅如此，在当前智慧生产、数字化

转型、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学生也需要具备一定的信息

化素养，可以独自满足客户需求，并能够将理论、实际

有效结合，进而稳步立足社会。 
1.2 团队协作能力 

任何单位均是以团队的形式运作，因此服装设计

专业人才需要有强烈团队意识，这样能够实现管理效

益最大化[2]。实际上，服装设计或产品销售等岗位有生

产和消费同步的特征，若在生产中某一环节出现问题，

则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特别是在当前的数字化转型

背景下服装设计相关岗位需要人才有团队合作意识，

在工作中善于与其他人员进行合作、沟通。 
1.3 创新创业能力 
在新时期背景下，具备创新创业能力是职业人才

的核心所在，在日常工作中，学生需要将自身的创新意

识渗透到从事的活动中，进而让创新成为一种习惯，确

保学生在毕业之后可顺利就业[3]。除此之外，高职院校

学生的创新能力主要体现在其自身运用创造性劳动开

作者简介：王薇薇（1982-），女，硕士，研究方向为服装 IE、服装生产管理 

https://ije.oajrc.org/


王薇薇                                                      服装数字化工厂在高职服装专业实践教学中的应用路径 

- 249 - 

发产品、改进技术等，从而创造出能够进一步满足消费

者需求的服务产品。 
1.4 较强的思考能力 
立足服装行业内部层次来看，现阶段消费者追求

个性化服务，这就需要服装设计人员做到满足客户需

求，在提供服务时做到随机应变[4]；从外部层次来看，

当前很多国际服装设计单位入驻内地，这也需要企业

顺应时代发展，迎接变化，且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

落实，电商、跨境电商、线上直播等行业快速发展，这

也对人才能力提出了全新要求。因此，为了确保学生综

合化发展，使学生综合能力与服装设计单位需求对接，

相关人才需要具备良好的思考能力，能够反思日常生

活中的问题，从而改进设计、管理、服务等，为地区经

济发展注入全新动力。 
2 围绕智慧服装工厂开展高职服装专业实践教学

的必要性 
2.1 深化专业教学改革，提升实践教学指向性 
基于服装数字化工厂，学校进一步制定全新人才

培养方案、优化教学体系等，可以实现专业实践教学高

效化发展。在人才培养目标设定上，本专业主要为社会

输送高素养、强能力的服装设计技术技能人才，学生在

毕业后就业面较广，而为了满足社会对高质量人才需

求，更多的学校开始在专业人才培养中，围绕数字化转

型强化顶层设计，基于全新形态下的专业实践教学，还

实现了教学的专业化、高效化，以面向社会、企业、行

业以及市场为引领目标，结合就业岗位的相关标准以

及用人要求，培养、评价学生的能力，学校通过提升教

师育人水平、积极与服装企业合作，构建全新教育体系；

专业教师围绕智能化技术、数字化工厂，积极落实产教

融合、理实合一等理念，能够进一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推动教学发展，切实满足学生综合化、多元化发展需求。 
2.2 对接时代发展需求，体现专业实践教学导向性 
随着素质教育、高等教育改革相关文件的落实，提

升学生核心竞争力、构建全新高等教育格局成为众多

专业教师、学校研究内容。为了提升整体教育质量，并

顺应教育时代发展，高职院校结合当前教育教学现状，

结合服装设计专业实践教学特征，应用智能技术开展

教学活动，能够对接时代发展需求。首先，学校在新时

期下会进一步完善数字化工厂功能，在这些内容支持

下专业教师可开展有效教学活动，确保学生在知识学

习中能够获得能力、技能、素养的全面发展。其次，学

校在发展中会围绕大数据、数字转型，提升教师教育能

力，通过这一措施让教师了解更多与服装数字化工厂

相关知识，为后续教学活动顺利开展做好充分保障。此

外，在专业实践教学过程中专业、课程教师也会关注学

生主体，侧重其多元化发展，借助有效教学方式、模式

等开展教学活动，从而提升教学效果，强化教学导向性。 
3 服装数字化工厂在高职服装专业实践教学中的

应用策略 
3.1 基于服装数字化工厂，提升师资力量 
师资力量提升，专业实践教学质量有保障。因此，

为了充分发挥数字化工厂的应用价值，在新时期下高

职院校需要结合数字化工厂的应用情况和专业实践教

学现状，进一步提升教师教学能力，构建新时期下的双

师型专业教学团队[5]。首先，学校需要制定数字化转型

背景下的师资力量提升方案，合理规划服装设计专业

教师能力提升范围。其次，学校在发展中积极与指定单

位合作。针对企业导师，则可以从合作企业选拔具备优

良职业素养、专业能力扎实的一线生产骨干，而为了调

动他们的带徒的积极性，高职院校争取将带教工作量

归入企业教师的考核范围，定期组织优秀企业导师评

选，切实强化这些企业教师的社会责任感。再次，学校

开展师资培训活动，提升教师教育能力。学校管理人员

通过组织校内服装专业教师参与各类培训，引导教师

掌握更多的教学方法以及教学模式，使其深入理解数

字化转型内涵、大数据以及数字化工厂功能，以此来提

升教师的整体素养。同时，高职院校需要落实表的奖励

机制，鼓励教师积极参与到各类培训活动，确保后续课

程改革的有效进行。最后，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学校

通过校企合作进一步优化校内教师队伍结构。一方面，

学校可鼓励教师定期前往合作单位进行调研，让教师

了解更多服务项目，以此来丰富教学内容。另一方面，

学校可邀请服装设计人员、优秀员工，使其加入人才培

养队伍，扩充校内师资力量，进一步落实现代学徒制。 
3.2 围绕服装数字化工厂，持续优化现有实践教学

体系 
现阶段，数字化、智能化、智慧化成为服装设计领

域的核心发展方向，这一方式也能够进一步满足企业

实际需求，而为了进一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学校需立

足实际围绕数字化转型、数字化工厂完善现有的实践

教学体系[6]。第一，学校服装专业教师充分调研，深入

专业岗位，进一步了解当前专业教学现状以及数字化

转型下相关岗位对专业人才综合能力的要求、竞赛项

目标准等，之后将教学方案进行调整。专业教师在讲解

基础知识的前提下，将企业生产的知识点与技能点融

入课程教学，例如教师结合教学需求将课程与岗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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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对接，从而给围绕不同教学内容将课程教学知识点

进行分解，引导学生结合数字化服装设计项目进行操

作，培养学生多元能力，树立学生正确认知；学校引入

《服装智能智造与生产管理》《服装产业认知》等多元

化课程，这些课程由专业教师和企业教师共同授课。第

二，学校和教师调整实践教学体系。服装专业教师围绕

服装产业岗位链真实实践标准，在此基础上设计知识、

能力与素质目标；学校将实践教学比例进行调整，同时

教师需要实现学生可持续发展，要注重对学生专业学

习兴趣、职业规划以及基础知识和专业素养的培养，以

此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第三，产教融合，进一步优化

教学体系。学校教师定期与企业工作人员、现场工程师

等进行交流，及时丰富教学内容，将产业与教学有效对

接。 
3.3 结合服装数字化工厂，持续完善功能拓展板块 
智能化手段的出现，给高职服装专业实践教学提

出全新要求。为了适应这一挑战，高职院校需要加大经

济投入，以现有的服装数字化工厂为基础，进一步搭建

一个涵盖线上线下教学、虚拟仿真技术的服装教学平

台，从而拓展数字化工厂的功能。此举旨在整合优质教

育资源，提高教学效果，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的服装设计专业人才。首先，高职院校应重视线上教学

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通过搭建网络教学平台，教师可以

为学生提供丰富的教学视频、案例分析、软件教程等资

源，方便学生随时随地进行自主学习。同时，学校还可

以开展线上答疑、辅导等活动，确保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遇到问题时能够得到及时解答和指导。其次，高职院校

需加强虚拟仿真技术在服装专业实践教学中的应用。

虚拟仿真技术可以为学生提供直观、真实的操作环境，

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实践技能。最后，高职院校还应更新

校内的硬软件教学设备[7]。引进先进的硬件设备，如高

性能计算机、数字化服装设计系统等，为学生提供良好

的学习条件。 
3.4 优化教学评价，落实以评促教 
第一，校企双方担任评价主体评价学生。首先，教

师团队结合学生的理论知识应用情况、实践阶段性成

果、实训任务完成情况等内容，对学生进行评价。其次，

教师与企业专家，针对学生的实习表现、任务情况、知

识预习情况、职业素养等内容进行考查。通过有效衔接

企业生产标准，校企联合对学生学习情况、知识掌握实

情等进行评价，帮助学生及时把握自身在学习中存在

的弱势。第二，专业教师评价学生基础情况。如，在实

践教育阶段，专业教师对学生进行综合评价，如学生在

学习中的实践能力、职业素养、创新意识和适应能力等，

以此来促使学生多元化发展。结合学生的评价情况，学

校专业教师也要不断调整人才培养方案，通过这一方

式达到以评促教的目的，并发挥服装数字化工厂的应

用价值，同时学生评价反馈情况也可作为工厂功能完

善的标准，这能够为其多元化建设提供参考。 
结语 
当前，随着十四五计划的持续深入，大数据、智能

化发展战略也开始了新一轮的统筹规划。作为新时代

战略资源的一种，智能化技术在社会发展中不断与教

育领域结合，创新了有效创新发展点，为教育领域带来

全新发展机遇，将服装数字化工厂与高职服装专业实

践教学融合，利于改善当前教学中学生难以主动加入、

综合能力得不到提升这一现状，同时也利于专业教师

破除传统教学限制，进一步构建全新专业教学格局，从

而发挥引导价值，切实推动专业教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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