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一、教学成果总结 

1. 成果背景与意义 

在全球纺织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的浪潮下，传统工程教育模式面临严峻

挑战： 

技术迭代加速：智能纺织装备融合机械、纺织、计算机等多学科技术，传统

单一学科培养模式难以适应复合型人才需求。 

伦理问题凸显：纺织装备开发涉及能耗控制、数据隐私、人机协作等伦理问

题，学生缺乏系统性伦理决策训练。 

产业需求升级：企业亟需既懂技术又具社会责任感的工程师，但传统教育重

技能轻价值观，导致人才供需错配。 

本成果以“伦理导向、跨学科协同”为核心，依托纺织智能装备开发场景，

重构“课程-实践-评价”教学体系，培养具备技术创新能力与伦理责任感的新工

科人才，为行业智能化转型提供教育范式。 

2. 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1）学科壁垒与伦理缺失 

问题描述：传统课程体系机械、纺织、计算机学科孤立，学生难以应对智能

装备开发中的多学科融合需求；教学中忽视安全、环保、公平等伦理准则。 

典型案例： 

原课程缺陷：在《特种加工技术》课程中，仅讲授激光切割原理，未涉及纺

织材料燃烧风险（安全伦理）或碳排放分析（环保伦理）。 

改革案例：通过跨学科项目“纺织复合材料激光加工”，机械学生设计切割

路径算法，纺织学生分析材料热变形，计算机学生开发温度监测系统，同时嵌入



伦理参数优化（能耗降低 15%）。 

（2）实践与伦理教育割裂 

问题描述：高精度纺织装备操作复杂，学生实操机会有限；教学中缺乏对数

据安全、能耗控制等伦理问题的场景化训练。 

典型案例： 

传统实验：学生仅按固定参数操作设备，无法自主设计加工方案。 

改革实践：在“碳足迹标签”项目中，学生为设备加装物联网传感器，实时

监测全生命周期碳排放，数据接入工信部平台，实现环保伦理的量化评估。 

（3）评价体系单维化 

问题描述：传统评价以理论考试为主，忽视跨学科协作、伦理决策等能力考

核。 

改革举措： 

在“纺织装备创新设计大赛”中增设伦理评分项（权重 30%），考核噪音控

制（≤75dB）、适老化设计等 48 项指标。 

学生需提交《伦理影响评估书》，通过校企联合答辩评审。 

3. 成果方法与创新 

（1）伦理化技术融合：纺织场景的价值引领 

安全伦理：在《智能纺织装备工程伦理》课程中，将 AI 实时监测系统嵌入

“材料-算法-制造”教学链。 

案例：学生设计纺织传感器时，同步开发数据加密协议，泄露风险降低 72%。 

环保伦理：利用ANSYS仿真平台模拟纺织工艺碳排放，优化激光功率参数，

能耗降低 15%-20%。 



成果：开发的“低碳染色机器人”获评省级绿色工厂示范技术。 

 

（2）跨学科协同育人：纺织特色的教学重构 

课程矩阵建设：新增“智能装备伦理决策模型”“可持续纺织技术”等 12 个

教学单元，覆盖机械、纺织、计算机学科。 

案例：在“纺织废水处理优化”项目中，学生综合化学工程与伦理学知识，

提出成本降 18%的 ISO 26000 合规方案。 

校企协同机制：与经纬纺机共建“伦理技术攻关基金”，设立废纺回收设备

优化等课题。 

（3）虚实联动实践：闭环训练体系 

虚拟仿真：开发“纺织伦理沙盒”平台，模拟数据泄露、能耗超标等 28 个

场景。 

案例：学生需在虚拟环境中将废水COD浓度从 200mg/L降至 50mg/L以下，

同时保证加工效率≥85%，伦理决策正确率提升 40%。 

实体验证：依托智能工厂基地，开展“碳足迹标签”“无障碍操作界面设计”

等项目。 

（4）多维评价与推广：行业-社会双向辐射 

评价体系：构建“技术指标（40%）+伦理合规性（30%）+团队协作（30%）”

三维标准。 

行业推广：联合中国纺织工程学会发布《智能装备伦理白皮书》，制定 7 类

设备标准。 

社会赋能：通过“伦理技术扶贫”机制，为乡村振兴县开发低成本纺织机械，

带动就业增长。 



4. 实施过程与成效 

（1）实施阶段（2021-2024） 

第一阶段（2021-2022）：课程体系重构与虚拟仿真平台开发。 

第二阶段（2022-2023）：校企合作基地建设与伦理化项目试点。 

第三阶段（2023-2024）：多维评价体系落地与行业标准推广。 

（2）量化成效 

教学成效： 

覆盖学生 320 人，国家级竞赛获奖 2 项，省级 5 项。 

校企联合申报专利 2 项，发表教改论文 2 篇。 

课程满意度从 82%提升至 98%。 

社会影响： 

发起“纺织智造伦理倡议联盟”，推动多家企业签署《人工智能伦理公约》。 

5. 创新点与推广价值 

（1）创新点 

伦理化教学体系：国内首创将伦理准则嵌入纺织装备教学全流程，制定《伦

理设计规范》。 

跨学科协同模式：构建“课程-实践-评价”一体化体系，学生跨学科协作能

力提升 40%。 

虚实联动场景：开发“纺织伦理沙盒”，实现伦理教育可视化、可操作化。 

（2）推广价值 

教育层面：为纺织类院校提供可复制的伦理化教学改革方案。 

行业层面：填补智能装备伦理标准空白，推动《中国制造 2025》落地。 



社会层面：通过“伦理扶贫”缩小城乡技术鸿沟，助力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