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彝族服饰

2

《彝族服饰织·染·绣工艺》教案

课

题
《彝族服饰织染绣工艺》

授课

类型
理论讲授、实训

理论

课时
2课时

实践

课时
8 课时

教

目

学

标

通过本次课的学习，了解彝族传统纺织技艺——火草布的基本织造工艺流程，了解以

凉山彝族为例的传统傀染草木染技艺以及了解彝族的主要刺绣工艺针法。并鼓励学生进行

更深入的彝族服饰织染绣工艺的学习与研究，培养学生独立思考、深入调研等自主学习的

能力。

思

政

元

素

通过对彝族传统织染绣工艺的讲解，激发学员对少数民族服饰的兴趣，强调中国少数

民族服饰文化的魅力，提升学生民族文化自豪感，培养学生的民族情怀，培养文化传承与

创新的责任意识和良好的职业道德。

重

点
1.彝族刺绣工艺 2.彝族火草纺织工艺 3.彝族傀染草木染工艺

难

点
彝族火草纺织工艺 、彝族刺绣工艺

教学

资源
ppt 课件、电子教材、教学视频、试题库

实

训

任

务

要

求

课后调研：

1、调研传统蓝染与彝族傀染之间的关联与区别。

2、调研彝族火草织造的保留现状和发展趋势。

3、调研彝族刺绣工艺中 1-2 类工艺的具体操作方法。

学习

工具
电脑、书籍

教

学

设

计

1.教师在云课堂“课前预习”中提出几个通俗的问题：彝族火草布是如何织造的？彝族的

刺绣针法有哪些？是否听过傀染？从而引出本单元学习内容《彝族服饰织染绣工艺》。

2.教师引导学员根据《彝族服饰织染绣工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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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火草布是如何织造的？彝族的刺绣针

法有哪些？是否听过傀染？

二、导入新课（10 分钟）

彝族，是中国第六大少数民族。彝族主要分布在滇、川、黔、桂四省（区）的高原与沿海丘陵

之间，主要聚集在楚雄、红河、凉山、毕节、六盘水和安顺等地，凉山彝族自治州是全国最大的彝

族聚居区。从古至今彝族人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创造了丰富的纺织文化，本次课，将带领学生一

起了解和学习彝族传统织造、染色和刺绣工艺，一起感受彝族纺织技艺和纺织文化之美。

Ⅱ 课中

三、新课讲授（80 分钟）

项目四 彝族服饰织·染·绣工艺

任务 3 彝族服饰刺绣工艺

刺绣作为彝族服饰的主体工艺，颇具特色。它是彝族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出来的

民间艺术珍品。 它不仅美化了生活，更重要的是它融彝族的历史、风俗、宗教为一体， 并保持了

不少古代图腾崇拜和原始绘画的素材。刺绣中的图案都有着特定的社会内容，题材丰富、工艺精巧，

是中华民族民间艺术中的瑰宝。

彝族刺绣的针法多种多样，其中最常用的有牵花、扣花、挑花和长短针等。在刺绣图案时，往

往是儿种针法同时采用，互相配合，一针一线的技巧，竟达到了随心所欲、变化无穷的境界。 特

别是一些特殊的组合图案， 由千采用的针法不同， 所产生的艺术效果也各自有自己的特点。现将

几种常用针法，作具体介绍：

一、包针绣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7%89%E5%B1%B1%E5%BD%9D%E6%97%8F%E8%87%AA%E6%B2%BB%E5%B7%9E/272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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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针绣在彝绣中运用非常普遍。包针绣的图案非常宽泛，在绣大花图案的过程中，它可以一层

层往外或往内刺绣，故＂在有的地方又叫跺针＂。它的特点一般与平绣的“齐针”相同，即针脚平列，

或 绣圆点、散花，或绣大花的轮廓和枝叶，适宜绣各种图案。包针绣在刺绣过程中可以层层重叠，

但一层与一层之间针脚不相交，留有水路（水路就是在刺绣过程中遇到花瓣重叠、叶片交互、枝茎

分歧时，在 其显出的地方留一线的距离，露出上层针 脚与下层针脚之间形成的纹路）。包针所 绣

针脚，根据花纹特点，在平列中讲究顺势，可以自然转折。

二、游针绣

游针绣又有游茎、绕茎、浮茎之分。因为三者都是以绣叶茎和细线为主，其粗度不过两三根纱，

故被习惯称为 “茎”。游针绣的特点，一般作短斜线排列。绕茎则是用线平行绕绣，看到的针脚是短

线平列。

三、套针绣

套针绣又称插针、掺针，适用千各种花纹图案的绣制。刺绣时针脚一针长一针短，从花瓣心或

花瓣外缘轮廓逐层刺绣，所用彩线可以由深到浅，也可以由浅到一深，一层套层。用套针绣出的图

案特点是层次分明、色彩丰富、立体感强。

四、回针绣

回针绣俗称切子”，或称＂切”2 一般长度不超过三根纱，绣出的效果就像一条虚线，常用作较

细的叶脉、花瓣上的装饰或刺绣一些双勾花卉图案。

五、打籽绣

打籽绣就是用线绕结成粒状的小圈，紧拉在布面上，绣一针见一粒籽，一般用 作花蕊。在绕

结时，有单绕和双绕之分，即“铺绒籽＂。打籽又叫“铺绒籽＂，是用小结铺满布面，以衬花叶的立

体效果。

六、缠针绣

缠针绣又叫绕绣。缠针绣就是把绣线反复缠绕在绣花针上，直接在织物上进行运针。缠针绣立

体感强，绣出的图案艳丽饱满，结实耐用。

七、堆绣

堆绣就是在花卉图案上先用游针绣好轮廓线，然后在轮廓线内用绣花针以绕“ 8 字 ” 的方法一

层层 “ 堆积 ” 而成的刺绣技法。堆绣技法刺绣出的绣品花色艳丽，经久耐用。

八、辫绣

辫绣俗称辫子绣，因其形状如发辫而得名。辫绣与单扣绣技法基本相同。辫绣 用途广泛，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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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用来刺绣细长的枝千、空心的花瓣，也可以用辫绣来一层层、一圈圈填满花卉图案，只要绣得

精致，也不泛高端大气。

九、镶绣

镶绣又称贴布绣，是一种有一定难度、看起来十分别致的刺绣技法。它的最大特点是在绣制过

程中，按花纹需要修剪出孔洞，并在剪出的孔洞里以不同方法绣 出多种图案组合，使绣面上既有

洒脱大方的实地花，又有玲珑美观的镂空花，虚实 相衬，富有情趣，绣品高雅精致。

十、牵花

牵花，也叫贴布滚花。是彝族刺绣工艺的基本手法。

它是用红、绿、黑、 白、黄等色布，剪成的一公分宽的条状，然后牵滚、缝合成而呈椭圆形的

小条作为基料，然后将小条仿照自己所要表达的图案花纹缀于妇女的衣领、托肩、袖简、衣襟、裤

脚等部位。山于所构成的花样似蟒蛇爬行或缠搅状，所以，楚雄彝族自治州一带称 ＂蟒蛇绣” 或

“蟒蛇纹＂，而祺东南一带则称 ＂藤条纹＂。由于牵花的色彩调配是根据底色而选用的，无论黑、

青、蓝色花纹白地、或白、红、紫色花纹蓝地，都显得素雅大方，表达出了彝族人民朴实憋厚的民

族性格。同时，牵花的做法比较简单，又经济实用，故流传的地区比较广。大理、巍山、南涧、寻

甸、弥勒、石林等地常可以见到，但最为盛行的要数楚雄彝族自治州。

十一、扣花

扣花，又叫锁花或锁边花，是彝族妇女的传统 ”作花” 。若针法与今民间用千缝锁洞的针法

相似，但它是根据针脉的长短取得花纹图案的。 纹样有顺经纬线连成等腰三角形和锯齿状图案的，

也有斜针脉组成的横向人字形的带状图案。它常与挑花、垫绣法配合，装饰衣边袖口、 围腰、脚

边兜胸边沿，以及头帕、围腰带、飘带的首尾，俗称为“狗牙花” 和 “布带花”，既美观又耐用，

深为彝族妇女所嘉爱而沿袭至今。

十三、挑花

又名“十字绣＂。在并族刺绣中有着探厚的群众基础，民族特色也明显。若针有顺针和翻针两

种。顺针法是根据图案的布局，任意选择图案的一点或一端起针，图案的色彩安排位置，依据布局

的经纬组织， 斜针挑成一段段相等的明针，叫同一色彩的部位挑完时，再回针盖第二道明针，使

之与第一道针脉交叉而呈 卜字” 状，直至挑完同色的部位之后，再调补它色。翻针法，也是依据

布局的经纬组织若针挑绣，但是，它挑一针回一针，使针交叉呈 “十字＂ 状。挑绣时，为了使背

面的针脚不致变成长方、正方、三角、多边等畸形，而与正面花样不一致，要求每挑一针或儿针，

就要根据图案纹样的变化需要而转动布面方向，调整针脚。两种方法，各有其长。前者省时而费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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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相节熟练的技巧才能运用自如；后者虽然费时，但较易掌握，适宜初学者。但一般多是灵活兼

用两法。二者都是用红、 绿、蓝、 紫白等十多种彩色线挑绣，也有用单色线，如门线、黑线、黄

线分别在黑、白布地上挑绣各种图案的。不管采用多色或是单色线绣的图案，都显得古朴典雅，厚

重端庄。

挑花图案的形象受到针脚的工艺限制，因此，图案造型必须简练，使之呈 “几何化 ”。正是

由千受这种特定工艺的限制， 挑花图案具有了自己的特殊装饰意趣。例如，利用挑花针脚排列的

方法不同， 产生的装饰效果也不同，有的在密梨的 “ 卜” 字针脚中适当空针，即可显出实地空

花图案；有的用近似网绣针法，取得疏朗精细的效果，甚至取得正反两面都是完整而美丽的图案。

总之，十宇挑花的作者，施针如笔，或方或圆，飞或线或面，或直或曲。都可活灵活现，运用自如。

整个图案都安排得疏密有致，紧凑大方，臣满而不堵塞，统一而有变化；色彩配合上，“素花”显

得明快雅洁，“彩花” 则是光彩夺目。

十四、穿花

穿花，也叫穿花平绣和织花跳绣，是在 “十字“ 挑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是依据布纹的

经纬组织，穿绣出 各种图案。不过针法是根据图案需要，用各种绣线，顺布纹的经线跨压纬线，

或顺纬线跨压经线，穿绣成蓝花、红花，或黑花内地，或内地黑花，都显得单纯明快，谨严和谐。

穿花工艺，除了用针穿绣经纬线而构成花纹外，还有用织的方法也可构成各种图案。 但它所取

得的效果，不及用针绣的做法精致，显得有点呆板、于篇一律，而且不及穿针法耐磨。所以，一般

多用穿绣工艺，很少采用织花法。

十五、垫绣

垫绣，又叫色贴花绣，是彝族妇女在本民族牵、扣、挑和穿等几种刺绣工艺的基础上，吸收了

“汉绣＂ 的先进工艺而创作的特殊绣法。它有 “引绣” 和 “贴绣” 两种方法。“引绣” 是用

色线按花草或动物结构，先安排好位置，然后用针钉出纹样的轮廓，绣成的花纹略有浮雕感觉。“贴

绣”是先用纸或布剪成花样，贴千绣件面上，作为垫底，针法和绣出的图案效果与 “ 引绣” 相

同。 为了加强艺术效果，还在花样的边沿扣锁、牵滚、贴饰金银边，使图案更显得富丽堂皇而有

立体感。

垫绣选用的素材，都是入们从实际生活中得来的，手法多偏重写实。如山村中常见的各种奇花

异草、苍松翠竹、蔬菜瓜果、彩蝶蜡蜓，山野林间的狮、虎、豹、猴、鹿、等野生动物。也有人们

珍爱的家念家畜，以及象征爱估和长寿的凤凰、鸳鸯、仙鹤，都袚生动地表现在绣品中。 特别是

用夸张手法精绣的 ＂鸳鸯伴侣” “鸳鸯戏莲”、 ”凤穿牡丹” 等图案， 布局、色调都很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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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谓华丽多姿，绚丽夺目，堪与 “汉绣”、 湘绣＂ 娘美。但垫绣不像挑花那样广泛使用，只限千

妇女的兜胸、绣花鞋、花帽、枕头等，很少作为衣裤和裙子装饰。

＂剪洞成花” 是彝族刺绣图案中一种特殊的工艺手法。它用千衣服的显眼部位。例如：石林

彝族自治县的撒尼妇女，普遍用粉白、粉红、水绿、浅蓝等色布做长衣。长衣不整，外罩披肩。披

肩造型奇特， 是根据妇女上身的大小裁制，多为黑色，不方不正，也不绣花， 只在披肩与飘带的

连接处所需用的图案纹样剪开一个洞， 然后用纯兰或纯黄的布贴底， 再用彩色线沿剪开的纹路扣

缝，同时镶上金线和银片。这样，衣肩上就显现出光彩夺目的图案。图案多是变形的蝴蝶、蜘蛛、

也有 “ 万”、 “寿”、“庆”、“喜”等字样。 由千工艺特殊，图案洒落大方，鲜明流畅，进一步

突出了彝族人民特有的生活情趣和质朴的民族感情。

Ⅲ 课后

一、课后小结

本次课我们通过微课视频、田野考察记录视频和文字材料，了解了彝族传统纺织技艺——火草

布的基本织造工艺流程，以凉山彝族为例的传统傀染草木染技艺以及彝族的主要刺绣工艺针法。

二、作业布置

本单元实训项目任务要求

1.实训项目任务：

实验包针绣、套针绣、打籽绣、回针绣、缠针绣、辫绣、挑花和镶绣，八类彝族刺

绣针法。

2.实训项目要求：

准备好刺绣工艺材料：手针、绣线（棉线、羊毛线、丝线或人造丝线等）、布料（棉布、麻布

或混纺布料）。

准备好刺绣图案画稿（花卉、动物或几何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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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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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对于彝族服饰染织绣部分，本身是非常大的课题，本次课的理论知识较多，本次

教学主要以微课讲授、实地调研视频与调研图片，结合文字，使学生更深入了解彝族服

饰文化。针对本次教学方式方法与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如若在区域性质介绍部分，以

一些趣味性的、互动性的游戏来作为课后习题，将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