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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成果鉴定书（或验收证明）

1. 省部级教学成果一等奖：新工科背景下针织学一流课程的改革与实践



2

2. 省部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基于 OBE 理念的纺织工程专业时尚创意人才培训探索与实践



3

3.《美国针织服装设计与应用：从灵感到成衣》2022 年度部委级出版物二等奖



4

4. 校级级优秀课程：针织服装设计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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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改项目

1. 省部级重点项目：地方高校基于“新工科”理念的优势特色专业群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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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设子课题（一） 

课题名称：地方高校“新工科”建设改革实施方案的研究与实践 

课题

负责

人及

主要

成员 

姓  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 

专业技术

职务 
工作单位及部门 课题中的分工 签字 

李津 女 1962.12 教授 
天津工业大学 

教务处 

改革实施方案总体

规划与构建 
 

王俭平 女 1965.05 教授 
天津工业大学 

教务处 
改革实施方案调研  

王文涛 女 1970.04 副教授 
天津工业大学 

教务处 
实验实践体系改革  

王熙 男 1978.06 教授 
天津工业大学 

教务处 
课程体系改革  

杜娟娟 女 1979.02 助研员 
天津工业大学 

教务处 
教学运行机制改革  

本课题与项目关系，承担任务、建设内容和预期成果（限 400 字以内） 

1.本课题与项目关系 

为做好“新工科”背景下地方高校优势特色专业群的建设，需要从学校层面开展系

列教学研究，转变观念、整合资源、出台政策，做好整体规划和顶层设计。本课题对项

目的研究与实践的顺利开展和预期目标完成起着引领和指导作用。 

2.承担任务及建设内容 

在深刻理解“新工科”内涵的基础上，结合学校办学定位和学科优势，深入探讨地

方高校“新工科”建设与发展的路径。明确教学改革与实践的总体任务和目标，对项目

研究和实践的具体方案进行总体规划和顶层设计，提出解决项目重点、难点问题的路径

和措施；制定专业群建设规划，制定基于“新工科”教学改革与实践的保障措施和激励

机制，组织协调教学运行和管理，同时对其他四个子课题的研究和实践提出明确、具体

的目标和要求。 

3.预期成果 

通过本课题的研究，将形成体现“新工科”理念的地方高校优势特色专业群建设与

改革实施方案，研究成果对“新工科”理念地方高校工科教学改革与人才培养具有一定

的指导与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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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设子课题（二） 

课题名称：面向行业发展需求的纺织工程专业改造升级探索与实践 

课题

负责

人及

主要

成员 

姓  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 

专业技

术职务 
工作单位及部门 课题中的分工 签字 

刘丽妍 女 1978.11 副教授 
天津工业大学 

纺织学院 
课题负责人 

 

杨昆 男 1967.06 副教授 
天津工业大学 

纺织学院 
完善课程计划 

 

荆妙蕾 女 1969.11 副教授 
天津工业大学 

纺织学院 
修订培养目标 

 

张毅 男 1981.07 副教授 
天津工业大学 

纺织学院 
课程具体实施 

 

匡丽赟 女 1979.03 讲 师 
天津工业大学 

纺织学院 
课程具体实施 

 

本课题与项目关系，承担任务、建设内容和预期成果（限 400 字以内） 

1.本课题与项目关系 

本课题在我校“新工科”专业群建设的总体规划下，结合纺织行业的发展及转型升

级，围绕工程教育专业国际化认证的标准和理念，进一步深化教学研究和改革，提高纺

织工程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2.承担任务及建设内容 

我校纺织工程专业作为我校特色工科专业，为我国纺织领域培养了大量专业人才。

本课题围绕纺织行业近几年发展现状及对人才的需求，以问题为导向，推动纺织高新技

术与纺织工程专业的知识、能力、素质要求的深度融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基于

产出”和“持续改进”的理念，进行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的修订。以培养学生“解决复

杂工程问题”的能力为目标，完善校内外实践基地建设，加强学生实践及工程能力的培

养；注重学生“沟通”、“团队合作”等方面的素质及能力的培养，改造升级传统纺织专

业，完善课程计划，更新调整课程内容，培养行业发展需求、对接国际标准的纺织工程

专业人才。 

3.预期成果 

基于上述人才培养需求及工程教育理念，修订和完善纺织工程专业基于工程教育要

求的培养方案、课程体系、构建对接国际标准的工科人才培养与评价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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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省部级：面向行业发展需求的纺织工程专业改造升级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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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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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校级：纺织工程专业（针织生产设计课程）中的复杂工程问题典型案例设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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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校级：纺织废料循环再利用创意设计教学内容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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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成果

1. 省部级一等奖：《新工科背景下针织学一流课程的改革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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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省部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基于 OBE 理念的纺织工程专业时尚创意人才培训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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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省部级一等奖：纺织工程专业“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的创新与实践

4. 省部级三等奖：第二届全国纺织类专业教案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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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改革研究论文

1. 针织服装三维立体虚拟仿真教学建设



64



65



66

2. 基于“产出导向”理念的针织服装智能化设计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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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69



70

3. 针织服装虚拟与现实的技术应用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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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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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学生创新项目过程中创新与实践能力培养问题的探讨

由 扫描全能王 扫描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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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扫描全能王 扫描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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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扫描全能王 扫描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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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扫描全能王 扫描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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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针织服装 3D 虚拟仿真教育教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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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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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新工科”专业竞赛指导工作的组织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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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84



85



86

五、学生学科竞赛获奖（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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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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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师获奖

1. “红绿蓝杯”第九届、第十届中国高校纺织品设计大赛优秀指导

教师（刘丽妍）

由 扫描全能王 扫描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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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红绿蓝杯”中国高校纺织品设计大赛第二届~第十届优秀指导

教师（匡丽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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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3. 2019 年“中和杯”纹样创意与时尚造型设计大赛优秀指导教师（匡

丽赟）



111

4. “唯尔佳”优秀新产品设计大赛第 36 届、第 37 届、第 38 届大

赛优秀指导教师（匡丽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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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材及译著

1. 《美国针织服装设计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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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针织服装设计与生产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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