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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之前，浙江
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已经与宁波众
多的知名服装企业开展合作订单班培
养人才，为现代学徒制的试点工作打下
了基础。

随着宁波时尚产业的转型升级，浙
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的二级学院
中出现了规模不增反减的现象，原因就
是对大量的专业及专业方向进行了细
分，向着做精做强目标前进。就拿服装
与服饰设计专业所在的时装学院来说，
目前仅有 4个专业，却有 18个专业方
向，仅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就有成衣、
陈列、服饰品等6个方向。

“未来企业发展趋势，是越来越精
细化。”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时
装学院院长张福良表示，“在这样的背
景下，时装学院现代学徒制今后的发展
方向，是旨在培养出更多的创新创业学
生，以各种工作室的形式，为各个大品
牌提供服务，学生的创业空间也会变得
更大，将来在宁波可以形成设计产业
园，或是工作室产业集群，整个宁波市
也会越来越时尚。”

张福良认为，现代学徒制的发展不
仅只是一个班，它应该面向的是产业
群，学生也应该根据产业链形成岗位
群。目前，时装学院也在做专业群的建
设，从总体层面上来设置的产教融合的
专业，而现代学徒制则是更加紧密的一
种方式。

新时代 新职校 新魅力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是全省惟一以“纺织服装”来

命名的职业院校。一般人顾名思义 ，“纺织服装”应是该院强

势和特色专业。但对于“名”与“实”，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疑问，

“是真的吗？”近日，记者实地探访了这所以“纺织服装”命名的

学校，为你一探其中究竟。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开设

于1986年，2004年建成浙江省重点专业，2017年成功获批省级

优势专业建设专业。

2016年，省教育厅等六部门发布《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

点工作的通知》，并公布了首批省级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浙

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名列其中。

该院确立了7个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服装与服饰设计专

业名列首位，并于 2017年与宁波华羽金顶时尚科技有限公司

组建了现代学徒制班级——“华羽金顶班”。

如今，采用产教融合、工学交替教学模式的“华羽金顶班”

学生经历了一年多的成长，与传统教学相比，这些准“设计师

们”已画出了别样的成长轨迹，不由让人刮目相看。

与其他班的同学相比，王雪的大学
生活显得特别忙碌。因为从大一开始，
她所在的“华羽金顶班”就给她布置“工
作任务”了。

“我们这个班是直接和公司对接
的，上课的流程更偏向于企业的实际经
营。所以大一一进来，就直接开始打版
做衣服，第二学期就有与企业合作的设
计项目过来了。”王雪说。

“华羽金顶班”采用的是深度合作
模式，校企双方共同制定现代学徒制人
才培养方案，实施课堂与工作室、教师
与设计师、学生与学徒、作品与产品“四
合一”的教学。企业全程参与专业人才
培养，实现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
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
生产过程对接，毕业证书与职业资格证
书对接，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对接。

对王雪来说，这样的教学模式给她
的直接感受，就是企业老师的课变多
了，课堂因此变得更“接地气”。

“特别是设计课，他会告诉我们，企
业是怎么运用这个设计的，偏重于哪个
方向会卖得更好，这些在一般学校里很
少听到。”王雪说。

“华羽金顶班”共遴选出7名优秀的
设计师作为学生的企业指导老师，每一
个指导老师带3个学徒。

对于这些企业教师，王雪的同学王
晨滢也有相同的感受：“平时课堂上没有
理解的问题，在企业老师这里，他们会知
道用什么样的方式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
运用，因为他们都经历过这个阶段，会用
他们丰富的实践经验来帮助我们理解。”

最让这两位“现代学徒”印象深刻的，
是公司专门为他们班开设的第一堂模拟
项目课程——观看《至爱梵高》电影，并为
一个名为“梵高”的服装品牌作设计策划。

“但其实这部电影跟服装没一点关
系，老师的意图就是让我们延伸出去，
从这个电影主题里是否能捕捉到什么
元素，可以运用到服装中来。”王晨滢
说，“第一次接触这样的课程，当时一头
雾水，觉得很难，很头疼。”

但是在带着思考反复观看电影后，
王晨滢捕捉到了一个镜头——追火车。

“这个镜头意象深刻且富有动感，
我将它提取出来，经过手绘修改，并将
奔跑的人设计成标志，再胶印到衣服
上。”王晨滢说。

最终，王晨滢的设计获得了高分。
“服装设计不一定只跟服装有联

系，万事万物都能成为你的灵感源，这
是我从这个项目中学到的。”王雪说。

“我们的现代学徒制融入了很多新
元素，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师徒手工艺
传承，还包括了管理、创意、设计等内
容。”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时装
学院院长张福良说，“所以我们在选择
合作企业和开展相关的教学上，会更加
注重学生多方面能力的培养，以适应当
下的产业形势，使现代学徒制的学生有
很多的可能性。”

“经过了一学年的历练，虽然我们
才读大一，但班级里每个同学都具备了
独立设计、制作一件衣服的能力。因为
有过项目实践，整个制作流程都经历过
了，心里也更有底了。”王雪说。

宁波华羽金顶时尚科技有限公
司，是一家原创服装设计创新型平台
运营公司，公司每次面试新人时，CEO
（首席执行官）宋祥都很少去看应聘者
简历上的毕业设计。

“都画得很好看，但对此我不作重
点考虑。我会直接问他，你衣服成本
会不会算。或是直接给一件衣服，要
求按这个款式，直接翻几个版编成一
个系列。”宋祥说。在他看来，实打实
的操作才能考验设计师的功底。

宋祥的“刁钻”是有原因的。公
司每年用人缺口大，往年在招聘时，
他发现很多服装设计专业的毕业生，
对服装设计的概念都没有理解深
刻。“他们会画效果图，但做出来的东

西都偏向舞台秀款式，说明学校的传
统教学方向跟实际不符。这些学生
毕业后，按照企业用人标准，最起码
要待上一年，才能符合企业的用人需
求。”宋祥说。

宋祥还发现，90%左右的学生都偏
女装设计，“男装设计人才缺口很大，
如果从女装设计转男装，又要花很长
时间培养，这无疑给企业增加了用人
成本。”

从 2009年开始，宋祥尝试校企合
作，亲自带学生，为公司做人才储备。

“华羽金顶班”开班后，宋祥和同事在
学校课程上做了很多调整，加大了设
计专业课的量，并以企业教学、项目教
学为主。同时，与学校一起开发主干

课程。
目前，校企双方已共同开发出《成

衣品牌产品开发》《设计师品牌产品开
发》《服装产品规划》《流行分析与企
划》等16门课程，其中有以企业为主导
的课程9门，课程标准的制定也引入了
企业行业标准。

同时，为了更好的适应市场形式，
“华羽金顶班”的课程设置每一学年都
进行动态地调整，对学生的学习情况
进行分析，找出不足，进行课程的更改
调整，并及时与公司项目对接，形成整
体连贯的教学内容。

服装商品企划，是宋祥自己开的
课，是指开发一套能反映公司的营销
策略，并且能及时将产品生产出来与

销售出去的整体方案，以帮助企业获
利。而在很多学校的服装设计专业课
程表里，它是不存在的。

“因为它不属于设计内容，应该
是设计的前端。但为什么我们要开
这门课？从学生的角度考虑，他们毕
业后无论是工作还是创业，无论当设
计师还是买手，都会涉及到商品企
划，只有在市场的实践中才会知道它
的重要性。”宋祥说，这个行业缺好的
设计人才，而好的人才一定是复合型
人才，作为服装设计专业的毕业生，
必须得掌握服装成本计算、商品企
划、绘图、制作、设计方案等等“十八
般武艺”，这也是“华羽金顶班”的培
养目标。

除了课程，现代学徒制班还有另一项
能力培养——“眼界”。利用企业资源，“华
羽金顶班”的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参加各
类发布会活动。“设计师的灵感来源于生
活，只有接触东西多了，才能有好的作品，
在学校是没有那么多机会的。”宋祥说。

设计师最有成就感的时候，就是
服装走秀谢幕的那一刻，所有的加班

熬夜奋战、凝聚心血的作品都有了价
值。从业多年，宋祥对这一点深有体
会。因此，今年的宁波国际服装节上

“宝贝计划”发布会，可以说是为“华羽
金顶班”的学生量身打造。

“整个发布会企业投入成本近 20
万元，但是这种机会必须要让学生们
去体验一次，才能把他们的‘野心’调

出来，虽然才上大一，但是要提前让他
们理解服装设计师的职业意义。”宋祥
说：“在这个过程中，我希望学生不要
把衣服仅仅当作衣服本身，而是要当
作一个载体，去承载更多的文化元素，
形成 IP，产生价值的同时去深刻理解
服装设计本身的意义。”

对于还是大一的“华羽金顶班”

学生，有机会在国际服装节上展现自
己的作品，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
但也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在
企业导师和校内导师协同指导下，22
位学徒历时一个学期，结合专业课
程、确定选题、设计、打版，最终制作
完成了 40余件作品，圆满完成了在国
际服装节上的发布会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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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课堂 去掉学院“舞台风”

把他们的“野心”调出来

现代学徒制从“班”迈向“群”

现 代 学
徒制班学生
在企业上课。

学 生 参
与 校 企 合 作
项 目 时 装 产
品 开 发 设 计
稿比赛。 时 装 学

院 院 长 张 福
良（左）与“华
羽金顶”总经
理 宋 祥 共 同
签署“华羽金
顶班”合作协
议。

现代学徒制班——“华羽金顶班”。

■记者杜成敏/文 通讯员王国海/摄

现代学徒制班指
导老师胡贞华正在指
导学生。

时装学院师生的23套服装设
计作品亮相第22届宁波国际服装
节 T 台，台下观众不时发出阵阵
赞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