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针织学（1）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 

第三章 纬编花色组织与圆机编织工艺 

§3-1 提花组织与编织工艺 

教学时数 1 

一、设计思路 

本节课主要介绍提花组织的基本概念，针织成圈原理以及产品应用。通过提花组织

的形成动画演示与讲解，让学生理解并掌握浮线的成圈原理；通过介绍提花组织的广泛

应用、产品设计、技术升级等，植入针织工业在我国纺织强国目标实现中的重要性，厚

植爱国情怀和民族自信，提升学生学习兴趣；通过提花组织产品样品展示，以及研发成

果典型案例产品展示，培养学生的科学兴趣，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 

二、教学目标 

1、 认知目标： 

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掌握提花组织的结构特点、分类与特性，了解双面提花织

物的反面设计与上三角排列；掌握提花组织的编织方法、走针轨迹和工艺要求。 

2、 思政目标： 

（1）自主创新。简单的组织可以变化出形态各异的外观，勇于创新，设计出更新

颖的纬编织物； 

（2）文化自信。挖掘湖湘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树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自信。 

（3）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以敬业、精益、专注、创新为基本内容，介

绍我校针织学课程的学生获奖和毕业设计作品，激发学生专业学习积极性，“锲而不舍，

敢为人先”的湖工精神。 

三、学情分析 

听课学生为纺织工程方向的三年级本科生，学生已经完成了第一章和第二章内容的

学习，对纬编针织物的成圈过程有一定认识，熟悉了成圈工艺过程，但对于浮线的形成

并不了解。因此在流程设计、内容讲授方面，需体现激发兴趣、启发联想、深入浅出等

特点，同时在课前将浮线和悬弧的成形动画、教学用 PPT 等多媒体资源放在学习通平

台上，便于学生课前课后线上观看与学习，并在课堂教学中充分展示针织产品与案例产



品的实物，以体验式、案例式、启发式等教学方式，达到事半功倍的学习效果。 

四、教学重难点 

（1）本课程的重点是掌握提花组织结构、分类与特性，掌握提花组织的编织方法

与工艺要求；了解双面提花织物的反面设计与上三角排列； 

（2）本课程的难点是浮线成圈原理，双面提花织物的反面设计与上三角排列； 

（3）本课程内容教学形式：采用 PPT 演示进行教学； 

（4）本节内容拟安排 1 学时，共 45 分钟。 

五、教学理念 

通过启发式、案例式、体验式教学方式，使学生掌握提花组织成圈原理；紧密结合

国内外针织产品发展趋势与现代科技大背景和我国纺织强国发展需求。 

启发式教学：利用视频及 flash 动画展示提花组织中浮线编织工艺，加深学生理解

与掌握。 

案例式教学：结合提花和集圈针织产品在服饰用、装饰用、产业用领域的应用案例

图片展示、产品开发设计和技术提升等应用案例，激励学生的使命感、创新精神和民族

自信。 

体验式教学：提花和集圈针织物典型产品的样布展示与查看辨析，织物实样展示，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与工程化思维。 

从“比较”中学习，学会灵活运用纺织基础知识和技能。 

感受工科、艺术等交叉学科的知识融合魅力，培养学生与多学科对话的能力和创新

能力。 

六、教学流程设计过程 

（1）课前学习 

教学程序设计主要任务及媒体使用：发布课前学习任务与相关教学资料：教师提前

一周在学习通课程平台发布教学日历、针织成圈系列动画等多媒体资源、授课用PPT、

课前思考题和课后作业等学习任务和教学资料。课前思考：通过观察自己日常穿着服装，

分辨采用何种针织工艺制备？结合针织成圈系列动画，分析针织与其他加工工艺的区

别？回顾以往的企业参观学习，与理论知识相结合。 



 
图1 企业认识实习对生产工艺的初步认识 

教师活动：向学生发送课前思考题；设置课程任务点，统计学生学习情况。 

学生活动：学生回顾第一章和第二章中有关成圈过程的内容；查找资料和相关实物

进行分析，与老师和同学交流。 

目的意义：激发学生课前思考、主动探究；便于学生掌握授课重点、难点问题，减

轻课堂讲授。 

（2） 课堂教学实施 

教学程序设计主要任务及媒体使用：讲授新的课程内容，了解提花组织和集圈组织

的结构特点、分类与特性，了解双面提花织物的反面设计与上三角排列；媒体资源精选：

织针、针织成圈和浮线形成过程系列动画。利用实物样品展示：典型提花针织物面料样

品集、提花类设计作品和图片等。 

 
图2 课堂讲授 



 

教师活动：利用课件、图片和系列动画展示提花组织成圈原理及形成过程；通过

提花面料样品集展示，体验提花职务的特点与性能；通过具体工程应用实例图片等展

示提花产品应用领域；通过典型案例中的实物样品展示提花前沿技术成果，引发学生

学习兴趣与思考。 

 “相关问题”导入（5 分钟） 

结合浮线和悬弧形成的动画，辨析其去成圈工艺的区别？结合针织成圈系列动画观

摩学习，了解成圈、集圈、浮线的成圈过程的特点和区别？日常生活中是否见过提花和

集圈针织产品？ 

 

图 3 成圈、浮线和集圈的三角排列与织针的走位动画 

 讲授主体内容：§3-1 提花组织与编织工艺（35 分钟） 

提花组织的结构与分类： 

 单面提花组织 

分类：均匀（规则）提花 

        不均匀（不规则）提花 



 

 
图 4 均匀提花 图 5 不均匀提花 

 双面提花组织 

分类：完全（均匀）提花组织 

        不完全（不均匀）提花组织 

 
图 6 完全提花组织                    图 7 不完全提花组织 

 提花组织的特性与用途  

 提花组织的编织工艺 

 课程思政融入 

• 简单的组织能变化出形态各异的外观，应该敢于创新，设计出更新颖的纬编织

物； 

• 各种花色组织是前人努力专研的结果，应该弘扬工匠精神： 

• 以敬业、精益、专注、创新为基本内容，介绍我校针织学课程的学生获奖和毕

业设计作品，激发学生专业学习积极性，“锲而不舍，敢为人先”的湖工精神。 

 课程小结（5 分钟） 

针对本节所学内容进行回顾和归纳总结。 



学生活动：认真聆听老师讲授内容，结合图片、动画、面料样品、应用实例展开

联想，体验探究、深入思考学习。学生结合本次授课 内容，开展课后讨论，并对存

疑问题进行课间提问。 

目的意义：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进行启发式、案例式、体验式学习，便

于学生思维切入和深化。利用课件、动画、面料样品集、研发成果实物样品等讲解与

展示，让学生掌握提花织物的基本概念和成型原理，结合具体各领域的应用，提升学

生专业信心和学习兴趣，激励学生的使命感、创新精神和民族自信，体现思政与专业

结合、科学教育融合。通过学习和解疑释难，加深理解，促进对讲述内容的掌握。 

（3）课后复习提升 

教学程序设计主要任务及媒体使用：总结、作业、知识延伸，创新实践活动。 

教师活动：快速展示PPT和口头总结本次课程内容；布置课后作业内容。 

学生活动：随老师总结快速记忆和复习，课后及时复习并完成作业，为后续参与创

新课题、设计及上机制备探究了解和前期准备。 

目的意义：总结复习，为下次课准备；提升课程的高阶性和挑战度；达到课程对

学生能力目标的养成，注重过程性评价。 

 
图 8 课后巩固：学习通资料和线上作业提交 



七、教学评价 

本节可考察学生对“相关问题”的思考和理解能力。 

本节学生掌握提花成圈原理及过程，区分浮线和成圈线圈的形成特点， 

课外延伸查阅针织产品应用及发展相关素材。 

鼓励学生课后利用互联网（提供关键词等）以及学校数据库平台等资源开展课外学

习。 

鼓励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到纺织学院针织实验室，了解各类针织机构造、研究进展并

参与相关大学生创新实验。 

对于少数学生存在未理解的内容，可以通过学习通平台观看针织成圈原理系列动

画视频，通过课后实践进一步加深内容的理解及实践探索深化。 

讨论课中，充分展示教师扎实全面的知识体系和运用知识的能力，以及在针织产

品研发中的创新能力，能够充分发挥引导、启发、对比、评判等作用，表明科教融合、

教学相长的态度，同时激励学生的使命感、创新精神和民族自信。 

针织学（1）课程团队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