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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成果类型 

□项目研究报告    ☑系列课程与教材    □实验实践教学基地 

☑教学管理制度    ☑人才培养方案      □项目实践报告 

□教学软件        ☑论文              □专著      

☑其它：  生产性总结和影像资料       

  （注：请在相应成果复选框内打“√”，其它请具体说明） 

项目成果名称 

1、高职院校校内实训基地建设调研报告 1份； 

2、发表论文 1—《服装吊挂生产系统工艺分析》、 

          论文 2—《工学结合背景下民办高职院校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研究—— 

                  以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服装专业为例》、 

          论文 3—《基于工学融合的 3B民办高职服装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 

          论文 4—《校企双主体合作办学模式下服装实训基地的建设与探索》、 

          参编教材—《服装制作工艺与技术》； 

3、项目结题研究报告 1份：《学校主导模式下民办高职院校生产性基地建设的 

       探索与实践——以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服装专业实训基地为例》； 

4、中国高校产学研合作优秀案例——构建“三业对接、双轨并行”的服装人 

      才培养体系； 

5、服装专业生产性实训总结及生产性实训指导书； 

6、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7、服装实训基地开展军训服生产的录播短片； 

8、服装系荣获“全国纺织服装教育先进集体”和“2017 年度中国纺织行业人 

才建设示范院校”。 

 

 

 

 

 



 

项目成果的具体内容及主要特色 

《学校主导模式下民办高职院校生产性基地建设的探索与实践——以惠州经济

职业技术学院服装专业实训基地为例》项目研究从 2016年 6月份开始到 2016年 12

月份结束，历时两年半时间的研究与探索，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和研究成果。 

一、项目成果的具体内容 

1、高职业院校校内实训基地建设调研报告 

本课题组成员通过网络资源、文献收集、企业走访等方式进行调研，了解示范

高职业院校实训基地实训项目的开展情况、实训中心的管理、校企合作模式和运作

等方面。此外，结合本校服装专业校内实训基地开展生产性实训情况进行总结，为

项目开展提供可参考的意见和策略。 

2、与本项目研究相关论文 4篇、参编教材 1部 

（1）《服装吊挂生产系统工艺分析》（陈文焰），发表在《商品与质量》（2014

年 2期）。该论文主要探讨服装吊挂系统的生产结构特点及系统工艺的适用性，与传

统的捆扎式生产系统相比较，分析吊挂生产系统的优越性，进而提出生产性实训过

程中引进吊挂生产系统的可行性，强调了中小企业对服装吊挂生产系统应引起高度

的重视; 

（2）《工学结合背景下民办高职院校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研究——以惠州经济

职业技术学院服装专业为例》（马燕红），发表在《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5年 1

期）。该论文是在总结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服装专业校内实训基地建设的经验基础

上，分析了民办高职院校校内实训基地存在问题及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的功能，并

对工学结合背景下民办高职院校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的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 

（3）《基于工学融合的 3B民办高职服装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马燕红），

发表在《广东教育.职教》（2016年 3月）。该论文以本院服装设计专业人才培养为

例，分析了目前 3B民办高职院校校工学结合中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研究解决校企

对接的最佳途径与方式，在最大限度保证服装专业学生岗位实践能力提升的同时，

有效实现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的教学效果和经济效益最大化，实现 3B 民办高职院校

学生低分数进、高能力出的目的，进一步创新民办高职院工学融合服装人才培养模

式； 



 

（4）《校企双主体合作办学模式下服装实训基地的建设与探索》（王铄娜），发

表在《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18年 12月）。该论文分析了服装实训基地建设的

必要性，并重点探讨了在校企双主体合作办学模式下，服装实训基地建设的困境，

同时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的建议； 

（5）2014年参编服装高职高专“十二五”部级规划教材《服装制作工艺与技

术》（陈文焰）。本教材参编了主要章节有裁剪工艺、不同面料的服装制作工艺，章

节内容主要来源于生产性实训过程中自己对服装制作工艺与技术的理解与认识，，并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最终撰写了教材的部分内容。 

3、项目结题研究报告《学校主导模式下民办高职院校生产性基地建设的探索与

实践——以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服装专业实训基地为例》。该报告以民办高职院校

实训基地建设存在的“瓶颈”现状为研究背景，以本校服装专业实训基地开展生产

性实训为项目实践案例，阐述了我校服装专业生产性实训基地实施优化建设的措施、

开展生产性实训所取得的成效，提出了民办高职院校开展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

的建议。 

4、在本项目立项的基础上，支撑本项目实施的服装专业与企业合作的人才培养

体系——构建“三业对接、双轨并行”的服装人才培养体系被收录在中国高校产学

研合作优秀案例。 

5、服装专业生产性实训总结及生产性实训指导书 

对我校服装专业这几年开展的生产性实训进行了经验总结，包括承接的任务、

取得成效和存在问题，同时针对生产性课程编写了实训指导书。 

6、2016 级服装设计专业人才培养实施计划 

通过对行业对服装人才职业能力需求和毕业就业岗位情况分析，结合本专业开

展生产性实训周的实际情况进行了部分课程调整，并在第二学期和第四学期的综合

实践课程模块中设置了《生产性实训》课程，完善人才培养的实践教学体系和课程

设置，以确保基地开展生产性实训的接单任务。 

7、本专业实训基地开展生产性实训已成为本校服装设计专业的特色之一，因此

先后获得了“全国纺织教育先进集体”、“2017 年度中国纺织行业人才建设示范院校”

荣誉称号。 

二、项目成果的主要特色 



 

1、在实施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过程中，创新了学校专业、工厂实业、学生就业

“三业对接”，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双轨并行”的高职服装人才创新培养模式与教

学体系。在校企合作基础上，建立了学校主导模式下的生产性基地，把实训基地建

设与学生能力培养、综合技能提高、学生就业、校企合作有效地结合起来。 

2、校企协同，共建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项目组以“多形式，多渠道”的校企

合作方式，突破了资金投入不足等瓶颈问题。本专业先后与安东尼服饰有限公司、

飞虎机械设备科技有限公司等以“设备捐赠”、“资源共享”方式分别共建了校内实

训基地——“安东尼服装实训工厂”、“飞虎电脑横机人才培养实训基地” 和“SKT

智能下数校企合作实训基地”。这种校企合作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地解决民办高

职院校实训基地“瓶颈”问题。 

3、构建了“教学+项目”教学实战的平台。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开展承接生产

性实训的接单任务，让学生在真实和仿真实的教学环境中参与生产活动，完成岗位

技能和职业素质的培养过程，提高对实际工作岗位的适应能力，实现了理论教学与

实践教学的双轨并行。 

4、拓展了校内实训基地功能，将“消耗性”实训基地转化为“效益性”实训基

地，在一定程度实现了校内实训基地“造血”功能。本专业服装实训工厂通过接单

生产获得的部分资金用于生产实训管理费用，接单加工中剩余的零头布用作服装专

业学生日常实践教学的实训耗材，有效地降低了教学实训成本。在实现学校实训场

所与实践教学、学生作品与企业产品有效结合的同时，也实现了教学效益与社会经

济效益的有效结合。 

 

 

项目成果材料目录 

1、高职院校校内实训基地建设调研报告 1份； 

2、发表研究相关论文 4篇、参编教材 1 部： 

论文 1：《服装吊挂生产系统工艺分析》 

论文 2：《工学结合背景下民办高职院校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研究——以惠州 

       经济职业技术学院服装专业为例》 



 

论文 3：《基于工学融合的 3B民办高职服装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 

论文 4：《校企双主体合作办学模式下服装实训基地的建设与探索》 

教材：参编服装高职高专“十二五”部级规划教材《服装制作工艺与技术》 

3、项目结题研究报告 1份：《学校主导模式下民办高职院校生产性基地建设的 

   探索与实践——以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服装专业实训基地为例》； 

4、中国高校产学研合作优秀案例——构建“三业对接、双轨并行”的服装人才

培养体系； 

5、服装专业生产性实训总结； 

6、服装军训服生产实训指导书； 

7、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8、服装实训基地开展军训服生产的录播短片； 

9、服装生产性实训基地规章管理制度汇编； 

10、服装系荣获“全国纺织服装教育先进集体”和“2017年度中国纺织行业人

才建设示范院校”。 

项目成果应用专业及学生人数 

专业名称 人数 专业名称 人数 

服装设计 584人 服装与服饰设计 50人 

针织技术与针织服装 15人   

实践运用情况及效果评价 

   本项目以民办高职院校——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服装专业校内生产性实训基

地实施接单生产为研究基础，主要研究如何有效解决民办高职院校校内实训基地“瓶

颈”问题，为生产性实训基地的建设和实施提供可参考意见。项目研究成果的实践

运用情况和效果体现在本专业的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过程中所取得了的成绩，具体

如下： 

   1、本专业校内实训基地被列为广东省高职教育实训基地建设项目（粤教高函

[2014]165号）。实训基地自 2010年至 2016 年期间承接了惠州宏锋公司约 7万多

套军训服加工生产，创造经济效益约 350多万元，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教学和经济 



 

效益的双赢效果。此外，省 50多所民办高校的书记与校长等到服装专业实训基地参

观学习和交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与社会效应。 

    2、服装专业以在校内实训基地开展生产性任务为实践教学项目，为人才培养模

式的改革和创新实践提供了有利平台。在教学过程中，生产现场就是教学的课堂，

教学工厂的产品就是学生实训的载体，学生学习的过程同时也是完成产品生产的工

作过程，以产品带动教学，学训交替、工学结合，缩短了学生在企业上岗的适应期，

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通过走访学生实习单位、与学生交流、对毕

业生进行跟踪调查等方式了解本专业毕业生在企业工作情况，企业对服装设计专业

的毕业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普遍肯定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和适应能力，尤其是在参

加生产性实训中积极、能吃苦耐劳的学生的表现尤为突出。从调查过程中，我们可

以看出目前国内大部分高职院校都已经意识到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已成为高职院校

学生技能训练的最佳战略选择，也是产学合作、工学结合的最有效方式。其成果获

得了兄弟院校和相关教育部门的认可，2016 年获得 “全国纺织服装教育先进集体” 

称号，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举办的 2017年获中国纺织行业人才表彰中获得“人才建

设示范院校”称号。 

3、服装专业师生的专业实践能力、科研能力等方面得到提升。自服装专业生产

性实训基地建设以来，教师团队获得了省厅级教改项目 2项、获得外观专利 10余项、

全国纺织服装行业职业先进工作者称号、广东省信息化教学大赛一等奖等；学生的

专业实践能力也获得很大的提升，先后获得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广东省选拔赛二

等奖 3项、三等奖 4 项、"南粤杯"服装设计师技能大赛中金奖和银奖等。 

项目组成员（不含负责人） 

姓名 职务/职称 学科领域 所在单位 

马燕红 副教授 服装设计与工程 广州新华学院 

王铄娜 实验师 服装设计与工程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蔡军南 教师/讲师 服装设计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张泽军 实验师 服装设计与工程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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