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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服饰手工艺》教案

课题 少数民族织锦工艺认知
授课

类型
理论讲授、实训

理论

课时
1 课时

实践

课时

教学

目标

通过本次课的学习，了解少数民族服饰织锦工艺制作方法；培养民族服饰鉴赏能力和

制作技巧；培养学生收集信息、利用资讯的能力。

思政

元素

通过少数民族服饰织锦制作工艺的学习，培养学生对民族服饰的爱好和兴趣，对传统

手工技艺的保护、传承及创新意识，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具备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

精神。

重

点
了解织锦制作基础工艺

难

点
了解织锦工艺的美学特色

教学

资源
ppt 课件、电子教材、教学视频、试题库

实训

任务

要求

实训任务:

设计三种织锦工艺图案

实训要求:

1.绘制的织锦图案结构合理，具有实用性；

2.绘制的织锦图案规范、美观，纹路清晰；

学习

工具
手机、电脑等移动终端

教学

设计

1.课前预习：教师通过微知库课程中心发布预习任务：了解织锦工艺制作方法。观看课程

ppt 和视频。

2.课中教学：在学生预习的基础上，教师通过图片、视频等教学资源介绍织锦图案设计方

法，通过观看教学视频学习织锦的制作工艺操作方法，引导学生观看相关教学 ppt、视频、

电子教案和课件开展自主学习。

3.课后作业：布置设计三种织锦工艺图案的实训任务，要求将作业图片上传，采用多元评

价方式，通过自我评价、学生互评、教师评价为学生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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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步骤

Ⅰ课前

线上

老师在微知库课程中心发布预习任务：搜集少数民族织锦制作工艺的图案和文章，

了解织锦制作工艺特色？

导入新课（5 分钟）

本节课以侗族为例，讲解侗族织锦的工艺特点和美学特征，侗族织锦历史文化悠久。

根据考古资料记载，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已初具雏形，被称

为中国“女织”文化的活化石。侗锦独特的编织工艺、民族特色的图案，承载和演绎着

本民族源远流长、积淀深厚、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传统文化。时至今日，侗锦依然焕

发着其旺盛的生命力。2008 年，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的侗锦被列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艺遗产。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宣传和保护，加上“一带一路”政

策的推动，侗族人民这项古老而又精湛的纺织工艺正逐步走向国际，闻名世界。

Ⅱ 课中

新课讲授（40 分钟）

项目二：少数民族织锦认知

任务二 少数民族织锦工艺认知

织锦是用染好颜色的彩色经纬线，经提花、织造工艺织出图案的织物。手工侗锦的

工艺极为复杂，要经过轧棉、纺纱、染纱、绞纱、绞经、排经、织锦等十多道工序 。

一位工艺熟练的织锦女从早到晚也只能织一寸而已，看似寻常的侗锦，其实是一段段侗

族女人的美好年华。

侗锦的制作工艺有两种：一是机织，二是制绣。制作的材料为侗布，五色丝绒，绒

线；制作工具是织锦机、绣针、挑针等。图案花纹多姿多彩，题材极为广泛，人物，禽

兽，花草鱼虫、日月星辰，山水楼阁，无所不有。制作技艺上主要运用几何图案、素描、

水彩画的艺术和抽象夸张的手法，制作出一幅幅耐人寻味的侗锦。其产品 ，既有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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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壁掛、被面、床单；也有小型的枕巾、头巾、手巾、挎包、背带、腰带、衣兜、围裙、

绑腿及服装边角等织品；还有以图腾崇拜、神话故事为题材的侗锦，尤为珍贵。

侗锦是侗家姑娘的必织品，每一位侗家姑娘当她出嫁的时候必须有侗锦手帕，侗锦

嫁蓝巾等，同时还必须储蓄足够的侗锦布匹，以准备当他生儿育女后，以制作侗锦童装、

被面、童帽、背带等诸多必须服装。因此，每位侗家姑娘长到十四五岁时就跟着大人学

习纺纱织布织锦和绣花，待到十七八岁时已是一名织绣高手，当她出嫁时已积蓄大量的

侗锦。侗锦，凝聚着侗家姑娘的心血，也凝聚着侗家妇女的聪慧和才干。

一、织造工艺

以侗族织锦为例，侗族的传统服饰均以自种棉花、自纺、自织、自染的侗布制成，

便装为青色或本色侗布盛装青中中透红的闪光亮布。在《宋史》中已有记载，侗布的织

造工艺源远流长。侗布凝聚着侗族人民深厚的民族感情，广泛用于侗族盛装，祭祖、上

梁等重要仪式，男女互送信物等。侗族女孩十二三岁就开始学习纺纱，学习织布、织花

带。侗布常见的有蜂窝布、花椒布、牛肚纹布等等。

侗布织造一般分三部，第一步为牵经，采用传统的耕形经架牵经法；第二步为整经，

整经是织造准备的主要工序之一，牵经好后，用手或木梳来整理经纱，以免乱头。第三

步为穿综，穿综和踩踏板提综的顺序是决定织布纹样的核心内容。

二、织锦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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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侗锦为例，侗锦是侗族纺织工艺发展到高层次的产物，具有相当的织造难度。据

《纺织史话》载，侗锦中质地精美的鱼鳞纹侬锦、鸭头翠侬锦，苗郎等名贵织物，花纹

胜于刺绣，精美无比。分为素锦和彩锦两种。

素锦指白经黑纬、白经色纬的经纬异色提花的双色织绵，纬双层经纱开口过色纬的

通经通纬纬起花织物。素锦分为黑白素锦和单色素锦。纹饰正反互变显纹，指纹紧密无

间，平整光洁，有着特殊的“双面锦”效果。“素”与“彩”相对而言，实际上俗称的

素锦亦具备双色花绵的效果，只是通体一色，以红带黑或以蓝带黑，体现出一种朴素大

方和庄重尊贵之美。

素锦

三、花带织造工艺

侗族花带分为黑白带（棉线花带）和彩色发带（丝线花带）两种。

黑白带质朴大方，一般系于腰间。彩色花带是将五彩的丝线以织花机细织而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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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用作婚嫁等婚庆场合的装饰品。侗族聚居地各地均有织造花带的传统，各地花带依用

途不同，而在配色、纹样、尺寸上各具特色。湖南靖州的花带一般宽 4米，长约 1米，

图案结构严谨，线条流畅，有菱形和犬齿花等图案；广西侗族的花带从 2~10cm 宽都有，

长达 3~5m;贵州黎平的花带用色沉稳，细带约 1~2cm 宽，有喜字纹、吉祥花等图案。

花带的织造方法主要有腰织机法和平织机法。

腰花工具简单，随时随处都可进行。织造者根据图案和个人喜好来选配经纱，为了

醒目，边缘的经纱多为白色，经纱配好理顺后，将纱头意在木桩或板凳腿上，经纱理好

后便需穿综，根据纹样的需要所用的综数从 2页到 4页不等，穿好综后，将经纱的另一

端系在腰间，利用腰劲来控制经纱的张紧度，同时每页中的上下框以线勾连在织者的手

指和大脚趾上，以便提综开口，提综后，借助打纬刀，引纬打纬。此种方法比较古老，

需要靠双手、双脚、腰的通力配合。平织机法织花带更为普遍，与织布的工序基本相同，

根据纹样需要将经纱穿入几页综中，通过踏板连动，使综框上下提拉经纱来开口，以特

制的打纬刀数纱挑经，引纬打纬，反面织，反面显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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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侗锦图案组织纹样

侗锦图案的组织形式是由图案的内容和用途决定的．可分为三大形式．

一是单独纹样，包括对称纹样、均衡纹样。二是适合纹样，包括填充纹样、角隅纹

样、边饰纹样。三是连续纹样，包括二方连续纹样、四方连续纹样。

单独纹样是指没有外轮廓及骨格限制,可单独处理、自由运用的一种装饰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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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纹样-太阳花刺绣纹样

特点：没有外轮廓及骨格限制，与四周没联系,独立个体、具完整性。

构图形式：对称式 平衡式

对称式特点：是以假设的中心轴或中心点为依据，使纹样左右、上下对翻或四周等

翻，图案结构严谨丰满、工整规则。

单独纹样-对称式构图

均衡式(平衡式): 特点是它不受对称轴或对称点的限制，结构较自由,但要注意保

持画面重心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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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纹样-均衡式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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侗锦纹样在现代服装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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侗锦纹样在家居设计的运用

Ⅲ 课后

一、课后小结

本次课我们学习了少数民族服饰织锦的工艺特点和图案构成，织锦工艺和组成的图

案是少数民族人民劳动智慧的结晶，图案纹样立意巧妙、构图公整，寓意丰富，蕴含丰

富的历史文化价值，我们要了解织锦图案特色，将其运用到现代服装设计中，与现代审

美相协调，做到古为中用，才能传承发扬少数民族服饰文化。

二、作业布置

本单元实训项目任务要求

1.实训任务:

设计三种织锦工艺图案

2.实训项目要求：

1.绘制的织锦图案结构合理，具有实用性；

2.绘制的织锦图案规范、美观，纹路清晰；

通过项目的实训要求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与追求卓越，创新研发、精益求精的工匠

精神。具备耐心、专注、坚持的优秀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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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反馈和调整

1.通过云课堂检查课后作业，了解学员对知识的掌握情况，巩固教学效果。

2.通过课后调查、交流，了解学员对本课程教学模式的认可度，及时调整授课内容

和授课模式。

四、课程反思

本课程通过微知库开展了课前预习，引导学生进入课程自主学习，借助 ppt、教案、

微视频讲解了少数民族服饰织锦的文化特色和审美价值。教学中采用讲解法、案例法、

启发法等教学方式，借助 ppt 和图片进行相应的辅助教学，图文并茂，吸引学员的兴趣

和求知欲望，使学员介绍了解织锦艺术工艺特色，提高学员艺术鉴赏力，启发学员设计

思维，根据学员反馈情况，应针对不同的学员基础，将作业要求分层布置，以满足不同

层面的学员的求知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