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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学校服装工作室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余琼莲　蔡鸿璋
摘要：本文通过对中职学校工作室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教学，并得出了“工作室”模式的教学方式，以此来培养学生。

服装工作室教学模式的建设与发展，是培养中职服装专业教学改革的要求所在。它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以及主

动性，培养出新一批具有创新意识的服装设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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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对当代大部分人们的需求时，“90

后”“00 后”的教育观念对现代教育模式

的需求更高。而且社会对传统教学的质疑

也越来越大，所以，目前应当考虑的是如

何把先进理念和优秀传统以工作室的模式

把教学项目与产业两者有机结合，同时还

保留教育的独立性，令人深思。

一、中职服装专业人才培养现状

目前来看服装专业人才培养的主要问

题就是，课程比较落后，教学内容陈旧，

而且服装专业的教学内容也没有跟上社会

发展的脚步，不能满足教学的需求，让服

装专业看不到前景。所以，在服装专业中

课程显得尤为重要。应当根据不同的服装

人才培养制定不同的学习目标，不同的专

业特色，随着服装产业的高要求，针对的

服装课程也应当不断的改革，跟随时代发

展的步伐。因为服装专业具有时效性，同

时也受到时间，灵活，以及地区的限制，

所采用到的款式也比较过时，也满足不了

学生对知识的摄取，同时也无法满足服装

企业迅速发展的需求，导致学生学习服装

设计的知识面受到限制。

二、中职服装工作室创新人才培养的目的

与意义

工作室的创新培养的目的与意义主

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弥补课堂不足。工

作室的人才培养是新兴的一种人才培养模

式，同时也是创新培养的重要领域。创建

服装工作室人才培养的方法，帮助弥补了

专业课堂教学实践课程中存在的不足，并

帮助专业支撑与教学方法的平台。第二研

究符合型人才培养体制。通过不同方向的

工作室，聘请经验丰富的老教师，招收热

爱设计专业学生，从而进行课题项目以及

比赛项目的培养，对学生进行第二次课堂

的培训，并研究与复合型服装设计人才的

培养体制与目标。

三、“工作室”模式的优点

	“工作室”教学的优势主要体现在能

够创造性地、科学合理地处理好服装设计

效果图与成衣设计的关系，使成衣、产品

开发、成衣与品牌内涵得到贯穿联系。通

过工作室来完成教学工作的设想，无疑把

设计教育由美术型引导到与技术相结合，

并以技术为主导的实践型体系中。

（一）工作室教学可以引进一些企业

设计名师，进行针对性的培训和指导，让

名师带动教学，带动对学生思维的开拓。

引领相关的设计创新工作或者进行流行趋

势的研究等。例如有的企业要进行发布会

活动，也可以让学校的设计工作室参与其

中，这不仅可以得到更具有原创性及年轻

化的产品，更利于服装企业的进一步推广，

由此也可以使此类工作室的性质得到合理

的有效衍生。

（二）工作室在实践环节上，尊重学

生的个性，注重培养学生创造性实践的能

力；鼓励学生按照个人兴趣选择企业、设

计单位合作，进行模拟或实际的设计生产

销售训练，使学生可以通过企业的要求来

理解市场的需求，加强自身应对就业和技

术能力培养的水平，	从而尽快融入企业和

市场，	得到实践和锻炼的机会。这种自由

宽松的实践氛围与严谨科学的教育机制结

合在一起，很自然地培养出了许多创造力

高的毕业生。这种工作室运作模式起到了

学校和市场接轨的重要作用，而且也拓宽

了学生的就业渠道，有双赢的效果。

四、培养服装设计师创新教育的必要性

（一）传统教育模式的突破

	课堂教学采用传统的授课形式，传统

灌输模式具有不系统性、信息滞后性以及

缺乏实践性等不足之处，使教学常常不能

够达到预期的效果与成效。服装设计实践

课程大都基于课堂练习画画，忽略了社会

实践的环节，缺乏对企业生产流程、工艺

及材料分析、市场营销等环节的了解，难

以适应社会发展要求。

	（二）创新实践教育的探索

服装工作室在经过实践的探索，取得

了好的教学效果。常规服装设计专业知识

一体化贯穿实训教学成果，并已形成从服

装基本结构认知实训、原型结构制图临摹

实训、“看图说话”实训、样衣成品制作

实训等一套完整的教学体系。这样的教学

模式可以有效培养学生掌握服装设计实际

应用能力。同时也应当鼓励师生积极参与

大赛，与同等学校师生进行交流，通过大

赛可以获得更多的实践机会，从而帮助以

后迈进服装设计新的大门。

五、结语

学校以工作室为主要阵地，积极营造

出以工匠精神为核心的校园文化精神，把

对职业的敬畏、工作的执着以及生产的完

美追求取向作为工作室人才培养的主要目

的。比如说，学校民族工作室师生经过艰

苦的努力完成了学校民族服饰博物馆的建

设，让馆中丰富的展品为全校的师生提供

了文化和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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