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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果简介

1—1 成果主题概述

泉州纺织服装职业学院坐落于全国服装名城泉州石狮市。创办

于 2001年，是福建省唯一一所以“纺织服装”命名的高等职业院校。

2015年以来，学院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

的决定》，使服装专业群的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密切对接本地区

服装产业转型升级对人才的需求，实施了《基于服装产销链的模块

化分方向课程体系和“企赛证”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校

内教改项目。

服装产销链包括服装设计、制版、工艺和营销四大工作领域，

并对应服装设计师、服装制版师、服装工艺师、服装营销师职业岗

位链。在分析各职业岗位典型工作任务后，开发课程学习模块，工

作内容相同的学习模块构建专业课程。学生在全学程实行平台+方

向，前半段学习公共课程板块、专业群共享课程板块；在全学程后

半段根据个人兴趣和企业需要选择专业方向课程板块和企业实习板

块。“企、赛、证”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是指运用校企合作、

技能竞赛和课证融通的促学手段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培养适应服

装产业转型升级和服装产销链主要职业岗位标准的“行业口碑好、

企业受欢迎”的高质量的服装专业人才。

1—2 构建对接服装产销连岗位的模块化分方向课程体系

（1）课程体系构建路径

在对泉州地区服装生产企业岗位和服装智能制造发展现状调研

基础上，按照服装产销链确定主要职业岗位和次要岗位后（图 1），



- 4 -

按下列路径构建专业群课程体系（图 2）。

图 1 基于产销链的服装专业群职业岗位设置

图 2 基于产销链的模块化分方向课程体系研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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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制了一批课程教学文件成果

分析确定服装专业群覆盖主要职业岗位 5个，次要职业岗位 7

个。按服装产销链归并为服装设计、服装制版、服装工艺、服装营

销四大领域，每个工作领域按工作任务内容开发设计学习模块，共

计 24 项工作任务 159 个学习模块及教学设计（见附件 P378），对每

个学习模块进行了教学设计，主要内容包括教学组织形式、教学目

标、子任务、相关知识设备与工具、教学资源、教学活动设计、考

核评价、拓展训练等。编写模块化课程标准 24 部（见附件 P73），

课程内容反映了课程思政目标、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在服装领域的应

用，并与职业技能标准相融合。研制专业群人才培养方案 1部（见

附件 P35）。

（3）研发出了基于服装产销链的模块化分方向课程体系

根据工作内容开发的 25门课程中，包括了反映地方服装品牌特

色课程《泉州品牌特色服装设计》，反映 1+X 证书课程《服装陈列设

计》，反映服装产业高端技术应用课程《服装产业智能化技术应用》，

反映服装营销新业态课程《服装电商直播营销》等。

研发基于产销链的平台+方向课程体系（图 3）将服装专业群的

课程体系设置为四大板块，即公共基础课程板块、专业群共享课程

板块、专业方向课程板块、企业实习课程板块，其中公共基础课程

板块，专业群共享课程板块为所有学生必修课程，多数课程在前 2

年开设，第四学期开始陆续开设服装设计营销、服装制版、服装工

艺、服装营销等专业方向课程板块，由学生根据个人兴趣和就业方

向选择修习，毕业前的 6个月进入企业实习课程板块的学习，让学



- 6 -

生了解服装企业文化、跟岗顶岗实习，参加社会上举办的服装展演

活动。

图３ 基于服装产销链的平台+方向模块化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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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实施“企、赛、证”服装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我院与 30 家多家企业建立了校企合作关系。校企协同育人、以

赛促教以赛促学、专业课与职业技能证书内容相融通是服装专业人

才培养的主要方式，具体措施如下（图 4）。

图 4 “企、赛、证”人才培养模式构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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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果主要解决的问题及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2—1 成果主要解决的问题

（1）解决服装专业群原课程体系不适应服装业转型升级需要

学校所在地泉州市，现已成为全国最大的纺织服装加工和贸易

基地之一，是泉州市工业经济的第一支柱产业，全市已集聚纺织服

装企业超万家，形成了以西服、休闲服、运动服、制服为主的服装

品牌。近年来，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企业盈利下降；总体产能过

剩，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同质化的服装商品竞争严重，获利能力严

重下滑。服装行业企业纷纷由劳动密集型向高技术、多功能、高附

加值转型，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是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途

径。原有服装专业群的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与职业岗位对接的

不紧密，课程设置和内容没有及时反映地方品牌特色和服装产业信

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因此必须改革课程体系。

（2）原有的服装专业群课程体系与服装产销链的职业岗位匹

配度低

在高职专业目录中，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隶属于艺术设计类，

服装设计与工艺专业隶属于纺织服装类。在原有的教学标准中，如

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标明的职业岗位是工艺美术创意设计、专业化

设计服务、服装生产管理、服装营销人员，而课程设置与覆盖岗位

匹配度低。招生时大多数考生都报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造成服装

产销链所需要的制版师、工艺师、营销师人才缺乏。采取平台加方

向的课程体系可满足企业对服装产业链主要岗位的人才需求。

（3）在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模式方面，职业教育的类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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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显

传统人才培养模式理论与实践结合不紧密，普通教育教学模式

比重大，校企合作不深入，学生毕业后适应性不强。因此，探索适

于服装专业的校企协同、赛证结合培养模式是不二选择。

（4）服装专业群中各专业招生数量参差不齐，导致组织教学

难

民办学校考生与公办学校相比，文化基础差，录取和报到率低。

我院多年来，报考服装设计与工艺专业的要比服装服饰设计专业的

考生数少很多，给排课和师资调配造成诸多困难，教学资源不能得

到科学利用。因此，学生入学先平台，后分方向可有效利用资源。

2—2 研究对象、方法与路线图

本项目从 2015 级服装服饰设计、服装设计与工艺两个专业新生

开始实施，经过几年的努力，探索出适应服装产业转型升级需要的、

符合服装产销连职业岗位标准的、有利于学生个性发展的服装专业

群模块化分方向课程体系和“企、赛、证”人才培养模式。

项目采取研究与运行并行，调整与优化同步，与时俱进，逐步

增项的策略。运用现场调研、座谈讨论、经验借鉴、分析归纳、循

环实践等研究方法，遵循认知规律、教育规律、职业技能人才成长

规律，制定出项目研究路线图（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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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项目研究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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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果的创新点

3—1 基于服装产销链开发专业群模块化分方向课程体系未见

国内报道

本项研究基于服装产销链，分析服装企业职业岗位和典型工作

任务，开发出 159个学习模块及教学设计，并按照服装设计、服装

制版、服装工艺、服装营销四大工作领域开发模块化分方向课程体

系，以专业群为单位，设置公共基础课程板块、专业群共享课程板

块、专业方向课程板块、企业实习课程板块，课程安排先共同平台，

后选专业方向，再强化毕业设计和企业实习。此种模块化分方向课

程体系有助于学生打基础，根据个人兴趣和企业岗位需求选择专业

方向，也解决了因各专业人数相差悬殊带来的教学资源安排困难。

服装专业群模块化分方向课程体系设计与实施在国内鲜见，福建省

内尚无。

3—2 系统化的学习模块教学设计为服装类专业开展项目教学

具有借鉴指导作用

本项研究基于服装产销链开发出的 159个学习模块，对每个学

习模块的教学组织形式、教学目标、子任务、相关知识设备与工具、

教学资源、教学活动设计、考核评价、拓展训练等进行了详细的教

学设计，为职业院校服装专业群各门课程开展项目教学具有借鉴指

导作用。

3—3 开设地方特色服装产品和服装智能化技术课程与地方经

济和产业高端接轨

本项研究将地方服装特色品牌生产、服装智能技术应用、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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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直播纳入服装专业群课程体系，体现了职业院校服务地方经济

建设面向服装产业技术高端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的办学定位。

3—4“企、赛、证”服装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对其他专业具有参

考价值

本项研究根据民办院校的生源特点和办学条件，实施的“企、

赛、证”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为民办职业院校、服装类职业院校

深化校企合作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具有借鉴价值。

3—5 人培方案、课程标准等文字成果对修订服装类国家专业教

学标准提供了参考案例

本项研究形成的服装专业群人才培养方案、专业课程标准、学

习模块设计对教育部今后修订高职服装类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

提供了参考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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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

4—1 专业建设上水平

本研究项目的实施推动了专业群建设。2015年以来，服装设计

与工艺专业群被批准为福建省“双高计划”立项建设高水平专业群

（A类），服装设计与工艺专业被教育部列为国家级骨干专业，纺织

服装技术专业群被评为福建省职业院校服务产业特色专业群，服装

与服饰设计专业被评为省级精品专业。学院服装电商直播实训基地

被确定为中国直播电商产业发展联盟“直播实训基地”，服装设计实

训基地被确定为服装设计生产性实训基地等。

4—2 教学团队提素质

项目的实施显著提高了教学团队的素质。2021年，我院纺织服

装专业群教学团队被省教育厅确定为福建省首批职业教育教师教学

创新团队建设立项单位。近五年教师团队获得福建省教学成果奖二

等奖 3 项、福建省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比赛二等奖 3 项及三等奖

1项；入选福建省职业院校专业带头人遴选名单 1 人，获评福建省

“十佳设计师”2 人等等。主持建设了《服装结构设计》、《服装材

料》等省级精品课程 2 门；省级在线精品开放课程《成衣立体造型》

等 4 门。

4—3 学生质量增能力

（1）学生技能竞赛获奖方面

2015年以来，参加福建省职业院校（高职组）技能大赛服装设

计项目竞赛获二、三等奖 9 项；参加中国设计师协会举办的中国民

族服装设计大赛分别获金、银、铜奖、最佳制作工艺奖 6项；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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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纺织服装教育学会举办的服装服饰技能大赛获金奖、银、铜奖、

最佳制作工艺奖 6 项；参加泉州市教育局科技学会举办的服装创新

创意设计作品大赛获一、三等奖 6 项；参加晋江市政府举办的“海

峡杯”时尚服装大赛和首届泳装设计大赛分别获银奖、三等奖各 1

项。特别是学生钟雨杰在 2021年 12月“石狮杯”全国高校（本、

专科）毕业生服装设计大赛女装组的比赛中获得金奖。

（2）考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方面

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方面，服装专业群毕业生获证率在 95%以

上。

（3）毕业生就业创业方面

我院服装专业毕业生 90%以上都在服装企业工作，多数都担任

了企业的服装设计师，制版师和工艺师。2016届毕业生匡勇现为福

建省“十佳”服装设计师，成立服装品牌 PO：HX公司；2017届毕

业生李晴兴，2018年荣获国际泳装十佳设计师称号，同时被选入辽

宁省葫芦岛市人才库，2019年荣获华人时装设计大赛“铜奖”等。

2020年，创办了厦门晴兴服装有限公司；2020届毕业生安琴丽 2021

年成立了玖锦服装工作室。

4—4 成果推广情况

随着本项研究的持续推进和效果的显现，2020年，我院决定在

电子商务、酒店管理等专业陆续开展模块化课程体系改革，推行“企、

赛、证”人才培养模式。省内闽南理工学院、泉州华光职业学院、

漳州科技职业学院等兄弟院校先后来我院交流经验，索取资料，结

合本院专业实际，推动专业课程体系改革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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