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教育论坛 
第 6 卷◆第 6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705-1196（P）/ 2705-120X (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20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orum 

基 于 OBE 理 念 的 手 工 印 染 工 艺 课 程 教 学 模 式 改 革 探 索  
 

钱敏 

淮阴师范学院  223300 

 

 

[摘  要] 本文基于 OBE 理念，针对高校手工印染工艺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教学模式

改革措施。文章首先分析了当前教学模式中存在的不足，包括教学目标与行业脱节、教学内容单一化、

教学方法缺乏互动性以及评价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 OBE 理念的教学模式改革

措施，包括明确以就业为导向的教学目标、优化课程内容体系、采用多元化教学方法、构建过程性评

价体系等。这些改革措施有助于提高手工印染工艺课程的教学质量，培养符合行业需求的高素质应用

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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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OB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series of teaching mode reform measures， 

aiming at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eaching of manual printing and dyeing technology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shortcomings in the current teaching mode， including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and the industry， the single teaching content， the lack of interactive teaching 

methods and the imperfect evaluation system. On this basis， the teaching mode reform measures based on the 

OBE concept are proposed， including clarifying the employment-oriented teaching objectives， optimizing the 

course content system， adopting diversified teaching methods， and constructing the process evaluation system. 

These reform measures will help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manual printing and dyeing technology 

courses， and cultivate high-quality applied talents who meet the needs of th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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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OBE（Outcome Based Education）教育理念是一种以学生

为中心、以学习成果为导向的教育模式。它强调教育活动应围

绕预期的学习成果进行设计和实施，从结果出发逆向设计教学

计划和评价方式，关注学生的学习产出和能力提升。OBE 理念

要求教育过程满足学生和社会的需求，重视对教学效果的评估

与反馈，通过持续改进来确保学生达成预期的学习目标。随着

现代社会的发展，手工印染行业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传统的

手工印染工艺与现代设计理念、数字化技术不断融合，对从业

人员的创新能力和实践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目前高校

手工印染工艺课程的教学模式仍存在一些不足，难以适应行业

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需要。本文将探讨 OBE 理念在手工印染工艺

课程教学中的应用，分析当前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

应的改革措施，以期为手工印染工艺课程教学的改革和发展提

供参考。 

一、手工印染工艺课程教学中存在的不足 
（一）教学目标与行业发展脱节 

手工印染工艺专业的教学目标常常与行业实际发展需求

存在一定的脱节。一些院校制定的人才培养方案未能及时调

整，跟不上手工印染行业的发展步伐
[2]
。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

相对滞后，难以满足行业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迫切需求。学

生在校所学知识和技能与就业岗位要求存在差距，实践能力和

创新能力不足，缺乏对传统手工印染技艺的传承意识和文化自

信。这种教学目标与行业发展脱节的问题，导致手工印染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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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不强，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和职业发展潜

力受到限制。 

（二）教学内容单一化，缺乏创新 

许多院校沿用传统的教学内容和授课方式，侧重手工印染

工艺基础知识和操作技能的讲授，较少融入现代设计理念和前

沿印染技术。课程内容与手工印染产业需求联系不够紧密，忽

视了非遗文化、创意设计、数字化应用等新兴领域。学生学习

的手工印染图案、色彩搭配、工艺流程等相对陈旧，缺乏时尚

元素和创意灵感。部分教学内容脱离手工印染生产实际，过于

注重理论知识灌输，实践环节不足。这种单一化的教学内容，

制约了学生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难以适应手工印染行

业转型升级、创意设计、个性化定制的发展趋势。 

（三）教学方法缺乏互动性和实践性 

手工印染工艺专业教学中，教学方法较为单一，缺乏师生

互动和实践锻炼。教师缺乏引导学生提问、讨论、动手实践的

环节设计，难以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部分教师未

能充分运用信息化教学手段，课堂教学缺乏直观性和趣味性。

实践教学环节不足，实验实训资源有限，学生缺乏在真实生产

环境中进行手工印染实操、产品设计的机会，动手能力和技能

水平得不到有效训练。各个实践教学环节相对分散，缺乏系统

性和连贯性，未能形成完整的项目化教学体系。 

（四）评价体系不完善，过于注重结果 

许多院校的课程考核以卷面分数为主要依据，偏重知识

性、记忆性内容的测试，较少考查学生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动手操作、创意设计等关键能力。评价方式单一，以教师评价

为主，缺乏学生自评、互评以及行业专家评价等多元评价主体

的参与。评价指标体系不够科学，未能建立与手工印染岗位能

力要求相匹配的评价标准。学生在平时学习和实践中的努力程

度、进步幅度等未能得到充分肯定，工匠精神、创新意识、合

作精神等职业素养考核不足。这种不完善的评价体系，导致学

生重理论、轻实践，重结果、轻过程，不利于学生综合职业能

力的全面发展。 

二、基于 OBE 理念的手工印染工艺课程教学模式改

革措施 
（一）明确课程教学目标 

1、确定手工印染工艺的核心技能 

手工印染工艺课程的教学目标应围绕培养学生的核心技

能展开。这些核心技能包括色彩搭配、图案设计、印染技法、

面料选择和后处理等方面。通过对手工印染行业的调研和分

析，结合行业专家的意见，明确手工印染工艺课程应重点培养

学生的色彩敏感度、创意思维、动手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色

彩搭配技能要求学生能够理解色彩理论，掌握色彩搭配原理，

能够根据设计需求选择合适的色彩组合；图案设计技能要求学

生能够运用多种设计元素和设计软件，创作出独特、美观、符

合印染工艺特点的图案；印染技法技能要求学生熟练掌握各种

手工印染技法，如扎染、蜡染、夹缬、拔染等，能够根据设计

要求选择合适的技法，并能不断创新；面料选择技能要求学生

了解不同面料的特性，能够根据印染工艺和产品需求选择合适

的面料；后处理技能要求学生掌握印染后的清洗、定型、整理

等工艺流程，能够完成产品的最终处理，确保产品质量。 

2、制定符合行业需求的学习成果 

在明确手工印染工艺课程的核心技能后，需要进一步制定

符合行业需求的学习成果。学习成果应体现学生在完成课程学

习后应具备的知识、技能和态度，并能够满足手工印染行业的

实际需求。为此，需要深入分析手工印染行业的人才需求和职

业标准，通过行业调研、专家访谈等方式，了解用人单位对手

工印染工艺人才的期望。同时，还需要参考国内外先进的手工

印染工艺教育经验，借鉴其他院校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模式。在

此基础上，制定具体、可衡量、可达成的学习成果指标，如"

学生能够独立完成一件手工印染作品，作品色彩和谐，图案创

意，工艺精湛，符合产品设计要求"等。学习成果指标应涵盖

手工印染工艺的各个核心技能，并与行业需求相对应。同时，

还应考虑学生的个人发展需求，为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奠定基

础。制定符合行业需求的学习成果，有助于明确课程教学的方

向和重点，确保教学内容与行业实践紧密结合，提高学生的就

业竞争力。 

（二）优化课程教学内容 

1、根据学习成果逆向设计教学内容 

在明确了手工印染工艺课程的教学目标和学习成果后，教

师需要根据这些目标和成果来逆向设计教学内容。传统的教学

模式往往是先确定教学内容，再根据内容设计教学目标和评价

方式。而 OBE 理念则强调从预期的学习成果出发，反向设计教

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具体到手工印染工艺课程，教师需要针对

每一项学习成果，设计相应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活动。例如，为

了达成"学生能够独立完成一件手工印染作品，作品色彩和谐，

图案创意，工艺精湛，符合产品设计要求"这一学习成果，教

师需要在课程中安排色彩理论、图案设计、印染工艺、面料选

择、后处理等方面的教学内容，并设计相应的实践练习和项目

任务，让学生在实践中掌握相关知识和技能。同时，教师还需

要根据学生的学习进度和反馈，及时调整教学内容和教学策

略，确保教学内容能够有效支持学习成果的达成。通过逆向设

计教学内容，教师可以更加明确教学重点，优化教学资源配置，

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 

2、整合理论与实践，强化实践教学 

在理论教学环节，教师应将实践案例和示范操作融入课

堂，帮助学生理解理论知识在实际印染过程中的应用。同时，

要为学生提供充足的实践学习时间和机会，让他们在动手操作

中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提升实践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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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教学中，教师可采用项目教学、工作室教学等方式，

精心设计贴近手工印染行业实际的实践项目。学生通过参与这

些项目，综合运用所学的色彩搭配、图案设计、印染工艺等知

识和技能，在实践中提高专业素养。教师还可以与手工印染企

业开展合作，安排学生参与企业的产品设计和生产环节，让他

们体验真实的工作环境和工艺流程，了解行业对手工印染人才

的要求。 

（三）创新教学方法与手段 

1、采用项目导向、问题导向等教学方法 

通过完成具体的印染项目，学生可以体验完整的工艺流

程，了解不同工艺环节之间的关联和要求，学会根据设计需求

选择合适的色彩、图案和工艺技法，并在实践中不断优化和改

进。 

在项目导向教学中，教师精心设计不同难度和类型的印染

项目，如丝巾、家纺、服装等不同产品的设计和制作。学生根

据项目要求，进行色彩搭配、图案设计、材料选择、工艺策划

等一系列实践活动。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学生需要综合运用色

彩理论、图案构成、印染工艺等方面的知识，并通过反复试验

和修正，最终完成作品的制作。这一过程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

动手能力，还能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和审美能力。 

在问题导向教学中，教师以手工印染生产中常见的问题为

切入点，引导学生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解决方案并加以

实践验证。例如，针对染色不均匀的问题，教师可以引导学生

分析染料配比、染色时间、染色温度等因素的影响，并通过实

验找出最佳的工艺参数。针对面料损伤的问题，教师可以引导

学生探究不同面料的特性，选择合适的印染工艺，并采取相应

的防护措施。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生不仅能够加深对理论

知识的理解，还能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严谨

细致的工作态度。 

2、利用信息技术，实现教学模式创新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手工印染工艺课程教学也可以利用

多种信息技术手段，实现教学模式的创新。例如，教师可以利

用数字媒体技术，开发制作印染工艺的教学资源，如视频演示、

虚拟仿真等，帮助学生直观地了解印染工艺的操作过程和效

果。利用在线教学平台，教师可以实现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学生可以通过平台学习理论知识，完成在线测试和作业，教师

也可以通过平台进行答疑、讨论和评价。利用虚拟现实、增强

现实等技术，教师可以为学生创设逼真的印染工艺场景，让学

生在虚拟环境中进行实践操作，获得身临其境的学习体验。利

用大数据技术，教师可以收集和分析学生的学习行为数据，了

解学生的学习特点和需求，进行个性化教学和针对性辅导。 

（四）完善课程评价体系 

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参与，是提高评价客观性和全面性的有

效途径。除了教师评价外，学生自评和互评能够促进学生全面

认识自己的优势和不足，学会用 critically 的眼光看待自己

和他人的作品，培养学生的反思能力和批判性思维。引入手工

印染行业专家参与评价，能够为学生提供专业性的意见和建

议，帮助学生了解行业标准和要求，提高专业素养。 

采用多种评价方法，能够从不同角度考查学生的学习表

现。课堂观察可以了解学生的学习态度、参与度和团队合作能

力；作品评价可以考查学生的创新创意能力、审美能力和实践

操作能力；实践操作考核可以检验学生运用手工印染技法的熟

练程度；口头答辩可以考查学生的表达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

学习报告可以了解学生对手工印染工艺的认识和思考。综合运

用多种评价方法，能够更加全面、立体地评估学生的学习效果。 

围绕手工印染工艺课程的预期学习成果，设计科学合理的

评价指标和评价标准，能够保证评价内容与教学目标的一致

性。评价指标的设定应涵盖手工印染作品的色彩搭配、图案创

意、工艺难度、完成度等关键要素，同时兼顾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的态度、责任心等表现。制定明确的评价标准，能够为评价

活动提供客观、统一的依据，减少主观判断的偏差。 

评价贯穿教学全过程，注重过程性评价，能够促进学生在

学习过程中及时发现问题，不断改进。阶段性的作品展示和点

评，是开展过程性评价的有效形式。学生通过相互评价和学习，

能够开拓思路，取长补短。教师针对每个学生的阶段性表现给

出具体的评价和指导，能够帮助学生有的放矢地改进后续的学

习，促进学习成果的不断提升。 

结束语： 
手工印染工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在现代社会中焕发

出新的生机。基于 OBE 理念对教学模式进行改革，是适应行业

发展、提高教学质量的必然选择。通过明确教学目标、优化教

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完善评价体系以及加强校企合作等措

施，我们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加全面、系统和有针对性的学习体

验，帮助他们成长为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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