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适应我国服装行业发展需求，具有良好的科学、工程及人文素养,掌握服装设计与工

程专业的基本理论与技术,掌握服装品牌产品的构思、设计、生产、评价、营销及管理等环节相关知

识。具有一定的行业认知和国际视野，具有分析和解决服装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良好的外语及

服装领域计算机知识应用能力，具有创新意识和团队协作精神的服装领域应用型专业人才。

本专业学生毕业 5 年左右可成为在服装品牌公司、服装生产企业、服装外贸公司、服装教学及研

究单位、服装行业协会、文化传媒、政府相关部门或其他相关机构从事与服装产品的设计研发、服装

制版、生产工艺管理、时尚营销管理、服装媒体及行业管理等方面工作的专业人才。

本专业将上述培养目标具体分解为五个目标点，分别如下：

培养目标 1：艺工结合，具有人文、美学及工程素养，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具有自

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能够承担社会及行业责任。

培养目标 2：掌握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的基本理论与技术，掌握服装品牌产品的构思、设计、生

产、评价、时尚营销及管理等环节相关知识，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

培养目标 3：能够组织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及交叉学科知识，综合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

化、经济及技术多个维度，解决服装领域内的复杂工程问题，能够在复杂工程项目背景下进行团队合作。 

培养目标 4：能够就服装领域复杂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交流，能够撰

写专业报告并可以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有效的阐述表达。

培养目标 5：能够通过多种手段，获取和评估服装领域的 新原理与技术，具备将现代工程工具

及信息技术在服装领域进行应用及拓展的能力。

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培养目标公开发布在学校招生宣传材料和学院主页上。

二、毕业要求

1. 工程知识：掌握用于解决服装领域内复杂工程问题时所需的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 

指标点 1.1 应用专业知识解决人体数据获取及应用、服装产品研发、服装生产技术、服装功能性

及舒适性、服装产品评价及时尚营销管理等方面，表现出一定自然科学知识、美学及工程素养，体现

艺工结合特色。

指标点 1.2 具有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能够结合服装专业知识，进行数据处理分析、理解

和构建数学模型，并阐明一个模型或分析方法的关键特征和缺陷，有效进行服装领域内工程问题的研究。 

2. 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识别、表达并通过文献检索研

究，分析服装领域内的复杂问题，预测判断解决复杂问题的关键点。

指标点 2.1 能够针对服装领域问题，应用学校或社会资源进行文献检索、资料收集整理，进行归

纳研究。

指标点 2.2 能够应用数学、服装专业及交叉学科知识，正确设计、组织、实施调研，有效分析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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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数据，为解决问题提供数据支持和判断依据。

指标点 2.3 能够应用数学、服装专业及交叉学科知识，通过实验获取必要的数据，经验计算机数

据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获得有效结论。

3.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综合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设计针

对服装领域复杂工程问题全局或局部的解决方案，并体现出一定的创新意识。

指标点 3.1 能够客观思考和评判服装领域内复杂工程问题，在将知识和技能应用到专业领域过程

中表现出一定的独立观点，能够独立或跨学科团队工作，具有一定国际视野。

指标点 3.2 能够综合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经济及技术多个维度实施服装产品的

构思、设计、生产、评价、营销。

指标点 3.3 能够应用专业和交叉的学科知识，解决服装工程问题，并表现出一定的创造力。 

4. 科学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服装领域复杂工程问题进行研究。

指标点 4.1 掌握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的基本理论和技术，能够运用和评估服装领域的原理、理论

和 新研究发现。

指标点 4.2 能够就服装产品研发、服装智能制造、服装评价、服装品牌营销管理等方面，进行有

效的实验设计，并能够分析和解释数据，通过各方面信息综合，得到正确结论。

指标点 4.3 在服装项目研究中，具备在服装领域内的新技术跟踪能力，通过收集分析 新技术，

进行选择、判断、归纳和吸收。

5. 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服装领域复杂工程问题，开发、选择与使用恰当的技术、资源、现

代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能够对服装领域复杂工程问题进行预测与模拟，并理解其局限性。

指标点 5.1 能够应用现代纺织服装的测试仪器及软件进行服装美观性、舒适性、功能性、视觉营

销等方面的主客观评价。

指标点 5.2 能够应用服装领域计算机软件及信息技术，进行服装款式设计、结构设计、虚拟仿真、

智能制造及知识管理，并能够理解使用过程中的局限性。

6. 工程与社会：在服装工程项目研究中，应综合考虑工程界对社会的影响及社会对工程界的规

范，理解所应承担的责任。

指标点 6.1 在进行服装工程实践及工程解决方案的设计时，应充分考虑到社会、文化、健康、安

全和法律对服装工程实践和工程问题解决方案设计的规范作用。

指标点 6.2 能够基于服装工程背景知识及相关学科知识，合理分析、评价工程实践和工程问题解

决方案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及文化的影响，评估服装工程实践和解决方案应该承担的责任，进

而判断方案的可行性。

7.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了解国家对服装全产业链的产品设计研发、生产、流通及管理等方面涉及环境

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正确认识工程项目对于客观世界和社会的影响。

指标点 7.1 理解环境保护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意义和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能够在服装领域

项目研究中考虑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指标点 7.2 能够正确实施和评价服装专业工程项目对于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8. 职业规范：在服装领域的学习和工作中，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具有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

能够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指标点 8.1 在学习和工作中，诚实、守信，恪守职业道德规范、职业行为准则，保守商业秘密，

恪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及职业安全健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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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点 8.2 在学习和工作中，能够做好时间和资源管理，具有积极进取和主动精神，保持和增强

职业能力，了解社会及自身发展需求，制定、实施职业发展规划。

指标点 8.3 具有人文社会知识和艺术素养，具有责任意识，主动承担相应服务社会的责任。 

9. 个人和团队：能够在服装领域项目中，在多学科背景下的项目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以

及负责人的角色。

指标点 9.1 在项目合作中，能够自查、自省和自控，耐心听取团队成员意见，理解他人的需求和

意愿，掌握一定的沟通技巧。

指标点 9.2 在以被领导者的角色参加的项目合作中，正确定位自己的角色，快速适应工作环境，

能够提出正确建议和意见，有效完成自身任务。

指标点 9.3 在以领导者角色主持的项目合作中，具备一定的领导能力，依据项目所需的学科知识，组

建高效团队，帮助团队成员成长，同时具备一定创新性思维和服务社会责任意识，更好服务于社会。

10. 沟通：具有较强的报告沟通能力，能够就服装领域复杂工程问题在国际合作背景下，与业界

同行或社会公众，进行有效书面文件、口头表达的能力。

指标点 10.1 能够根据专业知识和交叉学科知识，就服装研究领域问题有效撰写报告、设计发言

文稿；口头阐述流畅、层次分明、逻辑清晰。

指标点 10.2 能够在国际合作背景下，应用外语，与业界同行或社会公众，就服装领域内问题进

行有效的书面文件、报告沟通能力，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

11. 项目管理：能够应用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的基本方法，结合项目所需的多学科知识进行

服装相关项目的执行及管理。

指标点 11.1 在从事服装领域的项目规划中，根据项目要求，建立工程质量标准，具有知识产权、

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意识，做好项目实施方案，正确做出项目预算。

指标点 11.2 能够以项目负责人的角色就服装领域所承担的项目，做好项目组织及任务分解、团

队分工与协作、成本评估、时间管理、项目质量管理与跟踪。

指标点 11.3 能够以项目负责人的角色进行项目风险评估，做好危机应对预案及突发性事件处理。 

12. 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不断自省个人的知识、技能和态度，进行总结、

学习和提高。

指标点 12.1 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能够主动组织、搜集和学习所需的知识和技能。  

指标点 12.2 能够判断欠缺的知识能力，能够对欠缺的知识能力进行有效学习，能够追踪学习相

关新技术。

三、主干学科 艺术学    工学

四、修业年限 四年

五、授予学位 工学学士

六、核心课程

服装材料学 服装设计原理

女装结构设计与工艺 服装舒适性与工效

服装产品研发 服装工业化生产组织与管理

数字化服装设计表达

服装品牌策划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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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的支撑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1 培养目标 2 培养目标 3 培养目标 4 培养目标 5 

毕业要求 1 √ √ 

毕业要求 2 √ √

毕业要求 3 √ √

毕业要求 4 √ √ √ √

毕业要求 5 √ √ √

毕业要求 6 √ √ 

毕业要求 7 √ √

毕业要求 8 √ √ 

毕业要求 9 √ √ 

毕业要求 10 √

毕业要求 11 √ √

毕业要求 12 √ √ 

备注：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的支撑以“√”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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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学历

周次

学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理论教

学周数

学期

总课时

平均周

学时

一 ∕ X X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K 16 378 23.6

二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 ◆ ▲ K 16 374 23.4

三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 ◆ K 17 350 20.6

四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 ◆ K 17 374 22.0

五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 ◆ Ф 17 392 23.0

六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S S S 17 332 19.5

七 ◆ ◆ ◆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 ◆ 15 128 8.5 

八 Δ Δ Δ Δ ★ ★ ★ ★ ★ ★ ★ ★ ★ ★ ★ ★ ★ ★

符号说明：

L－ 理论教学  X－军训 Σ－综合实验 ▲－工程训练（机械）

Ф－课程设计 D－大作业 R－认识实践  Δ－毕业实践

S－生产实践 K－考试 ◆－专业实践 ★－毕业设计（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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