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支撑材料 

一、团队成员获奖情况 

1 2019,12 
第五届全国应用型人才综

合技能大赛 
优秀奖 

全国应用型人才综合技

能大赛组委会 

2 2022,08 
2022年十二届全国针织科

技大会优秀论文 
优秀奖 中国针织工业协会 

3 2022,08 
第二届“汇川杯”纺织智

能学生设计大奖赛 
二等奖 

中国纺织服装教育学

会、中国纺织机械协会 

4 2023,04 天津工业大学优秀班导师 优秀奖 天津工业大学 

5 2023,05 
第五届全国应用型人才综

合技能大赛 
三等奖 

全国应用型人才综合技

能大赛组委会 

6 2023,09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纺织

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7 2023,09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纺织

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8 2024,04 
第九届全国应用型人才综

合技能大赛 
二等奖 

全国应用型人才综合技

能大赛组委会 

9 2024,08 

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

（2024）高校主赛道本科

生创意组 

三等奖 天津工业大学 

10 2024,11 

第二届黄河流域高校纺织

非遗文创设计 

大赛 

二等奖 山东纺织工程学会 

11 2024,11 

第二届黄河流域高校纺织

非遗文创设计 

大赛 

优秀奖 山东纺织工程学会 

12 2024,10 
第二届全国纺织类专业教

案竞赛 
二等奖 中国纺织服装教育学会 

13 2025,02 

第六届大学生“纺织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创意创新

作品大赛 

三等奖 中国纺织服装教育学会 



 

 

 

 



二、团队成员发表教改论文情况 

1、联创实验班“服装人体工效学”课程教学改革探讨 

   作者：何天虹； 2022 年 12 月；纺织服装教育 

2、网络视域下的“服装生产工艺与设备” 课程建设 

作者：单毓馥；  2021 年 12 月；纺织服装教育 

3、项目教学法在“服装工业纸样” 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作者：李晓志； 2019 年 12 月；纺织服装教育 

三、团队成员大创/教改项目 

1、校级大创项目：“无障碍.享未来”——智能无障碍开发及市场

化；2022-2024 年 

2、校级教改“新四科”本科人才培养；2023-2024 年 

 

四、项目实施过程教学/实践过程记录 

1、轮椅时装秀公益活动 

（1）瓷娃娃特体服装：点亮生命的色彩 

   活动地点：天津市金湾大剧院 

   媒体报道：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市委宣传部官方视频号“你好

天津”、津云、每日新报、天津电视台教育频道《与你同行》。 

 



 

（2）肢残协会轮椅时装秀：“向阳而生 羽化成蝶” 

活动地点：国家会展中心（天津） 

  媒体报道：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官网、新浪微博微公益官网。 

 

活动总结：通过参加轮椅时装秀公益活动，激发了学生的社会

责任感，锻炼了学生社会活动能力。 

2、项目参加的电视台专题节目 

天津广播电视台教育频道《我们同行》栏目，已完成录制并于 2024

年 3 月 24 日播出。 

天津广播电视台《爱的风采》栏目，预定 2025 年 6 月 25 日入校录

制并同期播出。 

活动总结：提升了天津工业大学纺织科学与工程学院知名度，

为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奠定良好基础。 



 

 

3、义卖活动 

（1）国际罕见病日宣传日，地点：天津工业大学东苑广场、 

 

 

（2）津志集，志愿助残“阳光行动”专场， 

地点：天津五大道民园广场。 

 



活动总结：在学校内和社会不同层面搭建平台，积极推动相关

工作宣传示范效应，引领更多人主动关注到瓷娃娃为代表的残障群

体，增强社会责任感，创建和谐文明的社会氛围。  

4、纺织学院爱心公益“红色之旅”志愿者宣讲活动 

地点：天津工业大学艺缘活动中心大礼堂 

 

活动总结：引导学生不断强化社会责任意识，培养堪当民族复

兴大任时代新人，实现对学生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真

正实现“专业教育+德育教育”全方位育人目标。 

5、特体服装调研过程记录 

 



 

 

活动总结：通过让学生参与实践，真实体验社会问题，引导学

生积极思考如何将所学专业回馈社会。培养学生从感性到理性再到

悟性的创新思维，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6、特体服装量体、设计、制作过程记录 

 

 

活动总结：引导学生体会特殊体型与正常体型在服装设计与制

作过程的差异，指导学生根据真实场景灵活应用专业所学，提升学



生专业技能。 

7、手工制作面料蜡染、晕染过程。 

 

活动总结：引导学生实现“艺工”融合的新工科技能，打破工、

艺、理跨学科壁垒。将艺术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手工染色技法应

用到服装创作中，提升学生跨学科交叉融合的综合能力，实现知识向

能力和素质的全面升华。 

8、服装企业实习活动 

 



 

活动总结：带领学生从校内课堂走入校外企业，了解当前市场

动态与服装行业智能制造的现实情况，引导学生积极思索服装企业

的未来发展趋势，增强学生视野，为学生踏入社会就业奠定扎实基

础。 

9、“互联网营销师”职业资格证书培训 

 

活动总结：积极与天津东疆数字经济产教联合体合作，在创造条

件支持学生在完成学业的同时，首次带领 21 级应届毕业生获得了“互

联网营销师”资格证书，迎合了 AI 数字化发展大趋势，增强了学生

的就业能力，扩大了学生就业范围，减轻了学校就业压力。 



10、创建国内首个无障碍服装虚拟定制平台。 

 



活动总结：项目实施过程中，带领学生创建了国内首个无障碍服

装品牌“羽瓷斓”。本虚拟定制平台为行动不便的残障用户提供服装

的线上选购、虚拟试衣和个性化定制功能。平台具有智能推荐系统，

可以根据用户的体型、喜好、穿着场合等推荐合适的服装款式和尺码；

通过使用平台提供的 AI 定制设计工具，用户可自主设计服装的部分

细节或提交个性化需求；此外，为了更好地服务用户，平台系统终端

设置了客户服务聊天机器人，可实时解答用户疑问和处理订单等。 

该虚拟平台的创建，体现了本项目的核心培育目标——构建立体

式的全过程协调育人生态圈教学育人新模式。该体系的创建旨在将本

科生培养环节中的教学、实践、就业这三大重要版块紧密结合起来。

学生从社会调研中发现问题，积极思考问题的解决方案，同时了解国

家的服装行业发展规划，创建了国内首个无障碍服装品牌，并将 AI

数字化技术引入平台建设，很好地体现了本项目的终极目标：培养学

生将交叉学科理论知识和实践创新能力相结合、全面提升本科生的专

业素质和综合职业道德素养、助力学生成长成才、使学生成为合格工

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