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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五：畬族服饰配饰设计》教案

课

题
《畬族服饰配饰设计》

授课

类型
理论讲授、实训

理论

课时
2课时

实践

课时
2 课时

教

学

目

标

通过本次课的学习，了解畲族的发式、凤冠、织带、围腰、绑腿、斗笠、鞋、发饰等

配饰的特点。开拓学生设计眼界，重点培养学生创新设计的能力。

思

政

元

素

通过对畬族服饰配饰设计特点的分析和讲解，引发学生对少数民族服饰欣赏的兴趣，

强调中国服饰文化的魅力，提升民族文化自豪感。通过实训练习，培养精益求精的工匠精

神。通过畬族服饰配饰的分析和欣赏，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

重

点

1.畲族织带设计

2.畲族围腰设计

难

点
畲族配饰创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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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不同配饰类别中任选 2 种进行创新设计，尺寸 8开，数量为 2张。

实训要求

1.设计图规格尺寸设定合理；

2.设计图比例协调，线条流畅，工艺、材料标注齐全；

3.图稿转化为产品的可行性强。

学习

工具
电脑、绘画工具

教

学

设

计

1.教师抛砖引玉在云课堂“课前预习”中提出问题：畬族服饰配饰有哪几种类别？畲族织

带、围腰等配饰有那些设计特征？从而提出本单元学习内容《畬族服饰配饰设计》。

2.教师引导学员根据《畬族服饰配饰设计》课程设计在云课堂中找到相关教学 ppt、视频、

电子教案和课件进行自主学习，初步自主完成学习目标。

3.学员完成课后测试题，老师根据学员的测试结果了解知识的掌握情况，发现问题，及时

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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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步骤

Ⅰ课前

一、线上

老师在云课堂“课前预习”中提出问题：畬族服饰配饰有哪几种类别？畲族织带、围腰

等配饰有那些设计特征？

二、导入新课（10 分钟）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千万里山河的滋养，各民族智慧的创造，成就了中华“衣

冠之国”博大精深的服饰文化，使我国的服饰文化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为人类文明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绚丽多姿的少数民族服饰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是中华服饰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我国宝贵的精神遗产，学习民族服饰，可以真切的感受到，中国是光荣伟

大的国家，从而由衷地增加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使我们的爱国精神发扬光大。

今天我们来了解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畲族的配饰特征。

Ⅱ 课中

三、新课讲授（80 分钟）

项目三 畬族服饰配饰设计

第一节 发式与凤冠设计

畲族妇女的装饰要数发式最为引人注目。特别是已婚妇女，她们有将头发从后面

梳成长筒式发髻，像一个鸡冠形的帽子扣在后脑勺上，发间用红绒线环束。有的是在

头顶上放一个五六厘米长的小竹筒，把头发绕在竹筒上梳成螺形，显得很别致。梳头

时，不仅要用茶油和水抹，还要掺以假发，所以显得高大、蓬松而且光亮。结婚时，

小竹筒要用红布包裹，上饰以银钗、银牌，盘绕着石珠串。有的前顶还用银质头花围

成环状，头花下沿有无数银球、银片之类的装饰品垂落在眼前。未婚少女的发式比较

简单，只将头发梳平绕在头的周围，用红线束紧即可。不过，现在不少畲族姑娘也剪

短发或梳辫子了。 畲族妇女多带大耳环、银手镯和戒指，外出时戴精致的斗笠。斗笠

是畲族著名的编织工艺品，做工精细，上面有各式细巧的花纹，用二百多条一毫米粗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9A%E6%B0%91%E6%97%8F%E5%9B%BD%E5%AE%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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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细竹丝编成，造型优美，再配上水红绸带、白绸带以及各色珠子，更加精致美观，

成为畲族妇女最喜爱的装饰品。

闽东北畲族妇女发式称为“凤凰髻”，16 岁前少女用红绒缠辫子，盘绕头上，额

前留“留海”，畲族称为“布妮头”。成年已婚妇女发式畲族称为“山哈娜头”，随

地域不同略有差异：

流行于闽侯，福州，古田，连江，罗源和宁德南路飞鸾一带发式称为“凤头髻”。

流行于福安和宁德大部分区域的发式称为“凤身髻”。流行于福鼎和霞浦西路发

式称为“凤尾式”。闽南，闽西有的畲村妇女发式也不同于当地汉人，如漳平，华安，

漳浦，长泰等县畲族妇女发式为“龙船髻”。闽北畲族妇女以百根银簪并配以红绳，

料珠，装成“扇形髻”。

妇女发式为从后枕梳成瓜辫状，向上 盘旋绕头盖一匝，高约面部的二分之一， 如

碗匣一般。上面束一条紫红带或红头 绳，头发下端翘起似凤凰尾，“碗匣式” 顶中横

压一支银簪，有的还斜插一条耳扒 或一根豪猪簪，耳戴一副大耳环。未婚少 女用红绒

线缠辫子，盘绕在头上，额前留 若干“刘海”。到 16 岁，其头发也要梳成 如截筒高

帽般的妇人发髻，但与已婚者发 髻略有不同。未婚者绕红绒线时是从右至 左，在耳上

分成两股，其中有一股绕上发 顶，不插银簪；已婚者绕绒线时是从左至 右一圈，不用

分股。

图 1 福安畲族少女发式前后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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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福安畲族老年发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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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福安发式盘法（已婚）

二、畲族女子的凤冠

解放前，畲族妇女冬夏以花布裹头，中为竹冠，缀以石珠，未嫁者否。其头饰绾

发推结，领竹为冠，裸以布，布斑斑；饰以珠，珠累累，均为五色椒珠。成年妇女发型

梳扮凤凰式，把头发梳单辫盘于后脑，打成发髻，发脚四周绕上黑色绉纱，头顶安放银

箔包的竹筒(直径约 1寸、长 3寸，富户用银制)，包以红布，银钗高挑，4串长长的瓷

珠和 1串红黑相间的瓷珠穿在绉纱上，插 1支银簪，另系 8串尾端结有小银牌的瓷珠，



畲族服饰

7

垂于耳旁。这种通常称为“凤冠”的头饰，汉族称“笄”，相传为高辛帝所赐。这种具

有纪念始祖意义的原始装饰，一般在结婚时始戴，以后凡节日或作客时戴。平时劳动，

则裹以蓝布方巾或毛巾。现在戴“凤冠”的人已很少见，一些畲族村庄只在接待来访宾

客或重大节日时才戴。

“笄”的配件：钳栏、头面、大奇喜、奇喜牌、奇喜载、骨挣、钳搭、方牌、耳环、

头抓、古文钱、牙签、耳挖、蕃蕉叶、银簪、银链、珠子、布料和棉线等。

图 4 笄（“盈盛号”藏)

畲族凤冠共需白银 4两 8钱，其中：

银簪： 用 1枚银元锻成，两指宽，10 厘米长，如目鱼骨形状，上錾花纹，供横栓

发顶紧发用。

头花： 插于发际装饰品。婚礼用的头花，三朵一组，上镂人物、动物图案，制作

精细。

耳环耳牌： 与盘龙髻配套用，耳环通常制成翻转问号形状；耳牌，近耳处为曲形

钧，下挂银牌。

畲族各地的凤冠，形制稍有区别，大体可分为福安式、罗源式、顺昌式、景宁式

与丽水式几种。福建的款式，有的还视畲族女性年龄的不同扎成“老凤”“稚凤”的，

浙江景宁、丽水的凤冠，在“头珊”缨络的制作上也有差异。简捷者以红丝垂缨为之，

精致的“头珊”则以银片和串珠组成，表示许多蕴含的意义。如最上端的银片飧以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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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象征凤凰，接缀“双鱼”象征婚偶（民间已图案化“双喜”），或说缀“双色”

的棱形银片喻为“四海”，表示婚偶情好甚笃，如鱼得水，永结鸾俦长相守也，所以

旧俗未婚娘不戴凤冠。“双鱼”下又缀“古文钱”般的银片与珠缨。从总体上看，似

寓以民族团结，家庭和睦始奶人才两旺之义，两者又相辅相成，涵意颇深，有如某些

民族的黔碑，垌款之训。这种凤冠，制工精巧而费财力，已故的蓝周根同志，生前曾

使用金属代用品试制，美观与经济兼具而深受欢迎。

图 5 景宁凤冠构成

Ⅰ-a：头面，Ⅰ-b：钳栏，Ⅱ-a：钳搭，Ⅱ-b：奇喜牌，Ⅲ：银金， Ⅳ：大奇喜，

Ⅴ：瓷珠， Ⅵ：头抓，Ⅶ：方牌，Ⅷ：奇喜载，Ⅸ- 牙签与耳抓，Ⅹ：耳银。

如图 2-5 所示，“头面”前面(Ⅱ)和两侧靠前(Ⅰ-a)镶有薄银片，有简单几何形的浮

雕图案，再在支架顶部覆上红色棉布，两侧红棉布上也分别镶有长 10.5 厘米，宽 2.1

厘米的薄银片(Ⅰ-b)，银片上均雕有一对拱手小人，造型简洁､质朴。尾部马蹄形(Ⅲ)

“银金”以向上往后趋方向安在主体支架末端， 靠一根竹制或银制棒连接马蹄形顶部

对主体支架加以固定，再用红布条栓住马蹄形顶部与棒连接到支架前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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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民国平阳畲族凤冠

图 6 畲族姑娘出嫁的时候，要戴上精致的头饰，穿上美丽的凤凰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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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织带设计

畲族的彩带，也称“拦腰带"或“字带”，以丝线、棉纱或兰麻编织而成，至二十世纪

五六十年代，一种类似丝光棉的白色纱线用于织带边，纱线颜色种类丰富，质感光滑，

通常用来作带芯，棉线则用来做带边。［岫畲族织带以斜向文字纹样排列，一般宽 1.5

至 5 厘米，长 2至 3米，两头都有做穂子，如图 2.21。彩带不仅仅有装饰作用，还有

较强的功 能性，它被用作腰带、背负孩子的背兜带、裤带、刀鞘等实用品，它在畲族

人民的日常 生活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也一直被作为工艺品世代相传。彩带还有一个

非常特别的意 义：畲族女子常以彩带悄悄送给心上人，或当作送给未婚夫的定情信物，

因为在畲族， 彩带的编织技艺往往作为衡量一个女子心灵手巧的标准。畲族传统情歌

《带子歌》中的 一节中唱道：“一条丝带斑又长，送给郎子束身上。彩线拦边双手织，

太着带子太着 娘。”【用这里的“丝带”指的就是彩带。一般作为日用品和送给送给情郎

的彩带都是以 十三根经线编织。彩带的宽度是由经线多少决定的，经线多则宽，一般

宽的有两寸多， 窄的不足半寸。不论经线多宽，穿梭编织的花纹图案只能靠在正中七

根线上，其余的则 编成平面花边，一般纬线为白色，经线颜色依照各自兴趣所取。从

学术研究角度来看， 彩带上蕴含着大量丰富的图案纹样有着较高的研究价值，它作为

畲族古代民俗文化研究 的重要见证，体现了畲族先民对生存环境的现实写照，传达了

畲族祖先传统的美学思 想。

图 1 畲族彩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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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带是畲族农村妇女必学的手艺，小姑娘五、六岁时就跟妈妈学织带。带子径线放

在桌边用三支小竹竿牵成，中间提综，一头扎身上，一头挂壁上或树上，就可坐着织。

纬线为白纱。径线两边用红、绿、黄、紫等色纱，色线之内为白纱，中间用黑白相间的

纱为织图案花纹之处，径线多少由所需宽窄而定，中间径线一般有五双或十三根，宽者

有 23 根、33 根、55 根等。提综挑压织出文字花鸟。径纬线有丝质的也有棉质的。彩带

织得粗细，是衡量一个女子是否心灵手巧的标准。定亲时，不论男方送什么礼物，姑娘

回礼必需有自己织的彩带。女子送给朋友、情人的礼物也多为彩带。彩带作裤带、腰带、

围裙带等用。以往农村男青年喜欢把刀鞘壳用火烙成花纹或刻成图像，钉上情人送的彩

带，缚在身上两人的手艺就结合在一起了。故《情歌》中有首《带子歌》：“一条带儿

斑了斑，丝线栏沿自己织，送给你郎缚身上，看到带子看到娘（妇女自称）”。

图 2 景宁畲族妇女麻料围裙与彩带



畲族服饰

12

图 2 景宁畲族妇女麻料彩带

第三节 围腰设计

围腰，又叫做拦腰，即围裙，传统的畲族拦腰都是由手工缝制，有黑、蓝两色，

长约 67 厘米宽约 60 厘米，围裙腰部有一条 15 厘米宽的毛料，下部分为深蓝或黑色的

方形土布，两边还 缝有两个围裙耳，便可以穿入彩带绑紧，如图 2.20。畲族妇女一般

在劳动时系于腰间， 一来可起到护腰保暖之功效，另外还可以当成兜袋使用，用来装

农作物。

不同区域的拦腰造型特点有所不同，浙江地区拦腰在材质上基本统一用兰麻布缝

制 而成，颜色也多为青色或蓝色，不同之处主要在形制上，如浙江文成、泰顺和丽水

景宁 的为短式，长 33 厘米宽 50 厘米，镶红布拦腰头。这类形制的差异体现出因为功

能或者 历史变迁所带来的改变，这种转变类似一种设计行为，变化的动机是使日常生

活变得更 加贴合生活的理想状态，例如绣花拦腰主要以美观为制作前提，朴素的土布

大围裙主要 为了劳动时保护膝盖或作打包用途，小围裙则在日常行动时比大围裙更轻

快。

围腰主要是包含围裙，这里主要选取最具代表性的福鼎地区、丽水地区的围腰设

计来进行分析。

图 1是典型的福鼎式围裙，裙身呈长方形，黑色，长(高) 约 40 厘米，宽约 47 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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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腰头宽 6.5 厘米。搭配盛装的围裙滚彩边，中间绣花，两端配系绿色的织带。两

端织带各长约 50 厘米，恰好可以绕围腰两圈。织带尾端有十几缕穗丝， 约两尺长，

垂在腰侧或后腰。结婚后生下孩子，也可作为背巾，背孩子作客或回娘家。织带编织结

构上，有图案上的单独模样､连续纹样､角隅模样等，又有梅花、牡丹花、莲花、菊花等。

还有喜鹊、凤凰等自然纹和锁同、万字、云头、云勾、浮龙纹、山头、六耳、马牙纹、

书宝、拈叶纹、柳条纹等几何纹图案，色彩鲜艳，富于畲族民族风格。如图 1所示，现

代围裙常在裙身加一层淡绿色绸布作为装饰。中、老年人劳动时用的围兜均为素面。

图 1 现代福鼎式围裙 53

清末时丽水地区畲族妇女一般都下着深蓝色半身裙，景宁畲族妇女直至 1929 年仍

穿如图 2-26 所示宽大的过膝裙[63]。该“畲族出嫁套裙”是与图 2-15“清代浙江丽

水地区畲族女婚服”相搭配的下装，裙长 64 厘米，下摆约及小腿。整条裙由四片裙片

组成：左右各两片

以布幅为宽度的长方形裙片，中间片分为上下两片小长方形。故可知裙宽约为布幅

宽的 2.5 倍，整条裙用料为裙长的 2.5 倍。这样的裙结构使得裁剪可 100%利用面料。

裙腰部靠中间位置以蓝色布滚边，增加其耐磨性和牢固性，并在左右侧腰位置进行缩褶，

以适合人体腰胯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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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畲族出嫁套裙及裁制结构图

第四节 鞋的设计

云和鞋子品种较多，有草鞋、布鞋、木屐、钉鞋。 富者鞋子多穿布鞋，鞋头折一

条中脊，俗称“单梁鞋”，女鞋多为此 种单梁鞋，尖头，鞋口和后根接缝处都加上了

红布镶边。鞋头前面饰 有用红线做的流苏，鞋面绣有点点小花纹，鞋头折两条中脊，

称“双 梁鞋”。男鞋多数是双梁鞋（图 1 ）,鞋面清一色，粗糙的土布 做衬里，配上

厚厚的布底，结实耐穿。除此以外还有皮鞋、胶鞋，贫 者上山劳动穿草鞋扎绑腿，下

田劳动都是赤脚。

图 1 云和畲族男子布鞋（双梁鞋）

一、草鞋

草鞋有单带草鞋和双带草鞋（图 2 ）之别。原料皆用稻草， 亦有用山麻皮或添加

细布条掺合稻草打制的。打制单带鞋可谓是畲族 的独特手艺，用一根细绳维系草鞋的

周边四耳，不用束缚，一只手即可穿着，极简易方便。双带草鞋为昔日农村常见的草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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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草鞋前端的 “鼻”处有两股草鞋绳（或另穿上细绳），穿过前左右两端的“耳”， 交

叉后穿过后跟黄的固定绳处，往回至脚背打上活结。此类草鞋较坚 固，穿旧后又可翻

过来再穿。新娘行嫁时也穿草鞋这草鞋 要编打得特别精致，并在草鞋的“四耳”旁系

上四枚古铜钱。还有一种比较特别的草鞋（图 3）,形似布鞋。据当地村民讲，这是轿

夫所穿

图 2 云和畲族双带草鞋

图 3 云和畲族轿夫草鞋

二、木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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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旧后又可翻过来再穿。新娘行嫁时也穿草鞋这草鞋 要编打得特别精致，并在草

鞋的“四耳”旁系上四枚古铜钱。还有一种比较特别的草鞋（图 3）,形似布鞋。据当

地村民讲，这是轿夫所穿木屐，与脚板长短相似，长方形状， 底下锯二齿，每齿长寸

余，前后左右无 异。前端中间和左右边缘，各穿一小孔， 芒麻绳串之，呈“八”字形，

穿时把脚的 拇指和食指夹住前端的屐绳，即可行走， 穿着方便。

图 4 云和畲族木屐 图 5 云和畲族妇女钉鞋

比较特别的是畲族的钉鞋。表面与绣 花布鞋没什么两样，但在鞋底装上了圆头的

铁钉。云和县雾溪乡坪坪岗村村长 蓝观海给我们介绍说，这种鞋是新娘走嫁时穿的。

上面打铜油，一层铜油再加 上一层布，布上再加铜油，压牢干燥以后，再切下来，再

钉上钉去。女钉鞋（图 5 ）、男子皮质钉靴（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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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云和畲族男子皮质钉靴

图 7 钉鞋的鞋面十字绣红花

三、畲族绣花布鞋

下图分别是近代温州瑞安和平阳畲族女子绣花鞋形，鞋头偏扁平，鞋底更薄，鞋底

前部从前脚掌开始向上抬起，鞋口边缘以黑布滚边，滚边宽度也比丽水式偏窄。花纹题

材也以折枝花为多且花纹一般分布于鞋面前半部，少见如丽水式一直绣到后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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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近代瑞安畲族绣花鞋 图 9 近代平阳畲族绣花鞋

图 10 当代畲族绣花鞋

第五节 绑腿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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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绑，也称“绑腿”，各地区畲族普遍使用的服饰品，畲族同胞缠裹小腿的布带。由

于畲民常年生活于深山中， 经常在多石、多荆棘茅草、多虫蛇的崎岖道路行走，因为

脚绑成为畲民护腿不可或缺的 装备。当畲民去山林或下田地劳作时，会先打上绑腿，

然后在外面穿上草鞋，绑腿能够 有效地减轻劳作时的小腿疲劳和防风保暖，如图 2.畲

族女子在日常生活中有会打绑腿，有的将红色缨络缝在腿布末端，这样正巧垂于小腿上，

显得玲珑俏皮

图 1 民国平阳畲族绑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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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脚绑（勇士衝 1934 年摄于丽水畲族）

畲族常用的绑腿尺寸可变化，没有严格标准，单个绑腿一般为一长布带，宽度 10 厘

米或更宽，长度为 1.5 到 2 米。畲族常用的绑腿如图 2-29 所示，根据田野调查，各

地区畲族所使用的绑腿造型､尺寸基本一致。单个绑腿为一块长方形面料两头向中心折

叠后缝制而成，折叠时一端对折，另一端沿 45°对角线折叠。绑腿用料均为宽度约 20 厘

米､长度约 60 厘米的长方形，显然，它们比汉族绑腿用料节省许多。值得注意的是这

样的长方形的结构十分规整，可以通过对面料进行完全分割而得到，不产生任何边角料，

从而达到了用料零损耗。

图 2 三角布绑腿（浙江省博物馆 423#10）

第六节 斗笠设计

畲族男女老少走亲访友或外出赶集时通常会戴上竹编斗笠，它身兼实用品与工艺品

双重身份，如图 2. 22o 畲族男女皆喜爱戴斗笠，斗笠通常与蓑衣搭配。浙江畲族盛产

毛 竹，福建畲族盛产石竹、金竹和雷公竹，为斗笠的编织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其中以

福建 霞浦产区斗笠最富盛名，其常见的花纹包括“三层岩”、“笠斗燕”、“晕头”、

“犬 牙”、“四路”等几种图形混合使用。師作为工艺品的斗笠是由将近 300 根一毫

米细的 竹蔑编制而成，以前没有竹蔑机的时期这些细竹蔑都是由竹编工匠用镰刀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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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削出 来的。斗笠看上去朴素简单，但是若要编的讲究，从选材到制作至少需要一

周时间，首 先竹节应选择间隔较长的，这样削成的竹蔑纤维细腻，是编斗笠的最佳选

择。一般竹蔑 长 60 厘米，经过将竹子枝干进行破、削、打磨等多道工序后，方可制成

细若发丝的竹 蔑，每跟竹蔑的长度需保持统一规格。一顶精致的斗笠需要经过砍竹、

选竹、做蔑、打 顶、制胚、修边、染色、喷漆等 37 道工序，匠人以一丝不苟的态度进

行编制，最终才能 使一顶平常的斗笠呈现出精巧细致的纹理，其优美的造型经得起功

能性与艺术美的考 验。在七八十年代斗笠还作为畲族女性陪嫁的物品，这一类斗笠会

再配以绸带和五彩珠 子，更显得大方美观。

图 1畲族竹编斗笠（浙江博物馆）

提及花斗笠的编织工艺，兰兴佺老人如数家珍，娓娓叙来。花斗笠的编织，是一种

复杂、精细的手编工艺，涉及近 40 道制作工序。从选材、制材、编织等，每一道工序

都有着严格的操作要求，容不得丝毫偷工减料。例如，第一道选材工序，就必须选用上

水特有的一种竹节间距长、纤维含量多、柔软性强，当地俗称"袅(音)竹"的竹子，而非

其它竹子可随便替代，还有破篾、拉丝、上漆等等。一个花斗笠全部制作完工，至少需

要 6至 7天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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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畲族竹编斗 图 3畲族妇女编织斗笠过程

图 3 景宁畲族地区斗笠

第七节 发饰

一、发饰

畲族银质发饰包括⑴簪、⑵钗、⑶ 步摇等。

椎髻垂缨是古代畲族妇女发饰的主 要特点 O将头发挽成髻鬟之后还要以簪、钗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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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以免松散。我国古代银发饰一 般有簪、钗、步摇、扁方这几种，其作 用就是固定

头发以及装饰美化。簪可分 为簪首及挺两部分，插入发内细长的部 分称为挺。民间将

单挺称为簪，双挺以 上称为钗。

（1）笄：

笄（图 1）,古代发饰，即“簪”。 古时男女均留长发，簪为古代男女用来 插定

挽起的头发或弁冕，“弁”为古代冠 名，“冕”即皇冠。簪起源于新石器时代, 至商

周时期，簪的材料以骨为主，汉代 开始出现象牙簪，玉簪，还在簪头上镶嵌绿松石。

唐宋元时期的簪则大量用金，银, 玉等贵重材料制作。银簪的制作工艺有鑒花，镂花及

盘花等。盘花是用细银丝编结 而成。簪头的雕刻有植物形，动物形，几何形，器物形

等，造型多样，其图案多具 有吉祥寓意。另外簪头造型做扁平一字型的成为扁方，原

为满族妇女用的大簪，也 是簪的一种。

畲族银簪中最具有特色的花簪代表应属如意式扁方（图 2）。

畲族如意式扁方，俗语银板插，长约 12*19 厘米，约旷 4厘米宽。两头略宽， 中

间略窄，S 形曲柄，形如目鱼骨，勺中突起，沿边鑒刻花鸟纹，或有柄端为灵芝 或云

头造型。此扁方有大、小两种尺寸。大为妇女所用，长约 19 厘米，最宽处大约 4厘米，

最窄为 2.5 厘米，旧时使用“七钱三”的银元锻制而成，约折合为现在的 25 克。小为

少女所用，长约 12 厘米，最宽处 2. 2 厘米，最窄处仅只有 1厘米。

图 1笄（“盈盛号”藏) 图 2畲族如意式扁方（闽东畲族博物馆藏）

钗（图 3）,古代发饰的一种，为古代妇女结束头发的一种首饰。多由两股合成，

形如叉，故名。银钗的基本结 构是将银丝两端锤尖，对折弯成两股。 弯折处锤打成几

何形，或缠成花纹，或 焊接其他形状的花卉、动物、人物造型， 或镶嵌珊瑚、玛瑙等，

多采用模压、雕 刻、剪凿等工艺制作，造型多样，图案 精美。有飞凤纹钗、菊花纹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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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钗、 花鸟钗等。

图 3 畲族福钗（“盈盛号”藏） 图 4 畲族步摇（“盈盛号”藏）

图 5 畲族大花簪（闽东畲族博物馆藏） 图 6 项圈花篮牌（闽东畲族博物馆

二、作业布置

本单元实训项目任务要求

1.实训项目任务：

从不同配饰类别中任选 2种进行创新设计，尺寸 8开，数量为 2张。

2.实训要求

(1)设计图规格尺寸设定合理；

(2)设计图比例协调，线条流畅，工艺、材料标注齐全；

(3)图稿转化为产品的可行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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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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畲族服饰配饰的教学过程将社会主义价值观与正确的民族文化意识融入教学中，丰

富学生艺术内涵，拓展设计视野。课前发布学习任务，课中进入课程资源学习与讨论，

课后进行课程测试与实训的模式完成教学，采用任务驱动、分组讨论、启发引导等教学

方法，做到学中做、做中学。培养学生的细致严谨的工作态度，培养实践创新、精益求

精的工匠精神，提高学生的实际设计创新能力与动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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