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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服饰手工艺》教案

课题 少数民族织锦文化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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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艺术特色；培养民族服饰鉴赏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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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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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织锦文化特色

难

点
了解织锦艺术特色和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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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集十张民族文化特色织锦图片

实训要求:

1.搜集图片的织锦图案能够体现民族文化特色；

2.搜集图片质量较高、纹路清晰；

3.搜集图片的织锦构图美观、工艺制作精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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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织锦文化特色及审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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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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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置搜集十张民族文化特色织锦图片实训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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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步骤

Administrator
表格里内容（首行）：宋体，五号，加粗

Administrator
表格里的内容：宋体，五号，不加粗。

Administrator
表格里最左侧标题：宋体，五号，加粗

Administrator
标题：黑体三号，加粗，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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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课前

一、线上

老师在微知库课程中心发布预习任务：搜集少数民族织锦的图片和文章，了解织锦

的文化特色和制作工艺？

二、导入新课（5 分钟）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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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国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民族服饰文化绚丽多姿，是劳动人民智慧的

结晶，学习民族服饰，可以增加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发扬爱国主义精神。

织锦是民族服饰中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艺术魅力，本课程将从织锦的历史源流入

手，探究我国各少数民族织锦文化艺术特色，分析织锦的图案纹样及其审美特点，以

及织锦的工艺制作基本方法。

Ⅱ 课中

新课讲授（40 分钟）

项目二：少数民族织锦认知

任务一 少数民族织锦文化认知

一、织锦文化的历史渊源

织锦是非常具有民族特色手工艺服饰品，文化特色鲜明、独具魅力，是我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之一。在我国有“八大织锦”之说，包括有云锦、蜀锦、宋锦、壮锦、土家锦、

黎锦、苗锦、傣锦。织锦起源很早，我国少数民族很早就开始种植棉纺织物，织锦在春

秋战国时期已有雏形，在唐宋时期发展到很成熟，当时的色织物的大部分都是织锦。随

着历史的推移，人们的纺织技艺和印染工艺有了长足的发展，织锦逐渐形成自己民族特

色和审美特点，到唐宋时期已日趋成熟。织锦图案纹样是历史文化的沉淀，蕴含着自然

审美文化理念，传递着出远古的信息。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9A%E6%B0%91%E6%97%8F%E5%9B%BD%E5%AE%B6
Administrator
黑体四号，缩进2个字符，加粗

Administrator
一级标题：黑体四号，缩进2个字符，加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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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都兰县吐蕃墓出土含绶鸟织锦

二、侗锦文化的民族特色

1.侗锦文化特色

侗族没有文字，只有口头语言，因此，侗锦不同于其他少数民族服饰上的图案纹样

只有装饰、实用的功能，还被赋予了历史记载的功能，这注定了侗族织锦文化的不平凡。

侗族人民利用侗锦展示民族文化，利用图案记载民族历史和民族情感，侗族图案显示出

来的多重文化内涵远远超出其他载体的功能和意义。侗锦纹样的题材选取包罗万象，有

源自大自然的飞鸟走兽、山川江河、花草树木、日月星云；有源自神话传说、图腾崇拜、

宗教祭祀；有源自衣、食、住、行的民俗风情，不同题材的选择蕴含着不同的文化寓意。

（1）图腾崇拜

侗族是一个信仰多神的少数民族，他们崇尚自然，敬畏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侗

族人民相信世间万物自有其灵性，于是，他们将自然万物凝结成抽象的图腾图案，织入

服饰和日常生活用品之中，喻示着将“守护神”穿在身上，祈求神祗的庇佑，昭示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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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灵、自然的崇拜。例如，旋涡纹、水波纹源于侗族人民对水的崇拜；井水纹源于对生

命之源的崇拜；谷粒纹源于侗族作为农耕民族对自然作物的崇拜；圆圈纹源于对太阳的

崇拜；龙纹、螺旋纹是对龙的崇拜；云雷纹则与天、雷电等自然现象的崇拜相关联等。

这些图案纹样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巳经形成，有的纹样如鱼鳞纹、云霄纹、水波纹、圆圈

纹、菱形纹等可以在新晃侗族自治县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看到。侗族先民利用

图腾文化，将大自然作为神灵来祭祀、崇拜，一方面是由于他们无法科学合理地解释自

然界出现的各类现象；另一方面也蕴含着他们的信仰观念和思想内涵，彰显出他们对自

然与生活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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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有句民谚日：“十件壮锦九件凤，活似凤从锦中出。”可见以凤为纹饰的壮锦何其普遍。

在壮锦中，虽然有单独的风组成图案的，但是更多的则是有寓意的组合图案，如鸾凤和鸣、凤戏牡

丹、龙风呈祥、凤凰齐飞等。壮锦中的凤纹具有突出的特点。一种凤纹像一只斗鸡，嘴张开，突出

爪子与鸡冠，除了翅膀与体态有凤凰的特征外，几乎就是公鸡的形象。另一种凤纹虽然头部还是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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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造形，但是尾巴做了艺术处理，如在空中飞翔。壮锦中风纹的这些特点，反映了壮族先民原始的

鸟崇拜、鸡崇拜到风崇拜的过程。

龙纹是中国传统的吉祥纹样，在壮锦中与风纹一样较为常见．龙这一形象是在以蛇为图腾的华

夏族在不断地兼并以其他动物为图腾的部落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这就造成了龙是多种动物的结合

体。东汉王符认为龙有九似：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

虎、耳似牛。壮族的龙常称蛟龙，乃是蛇与鳄的结合体，是壮族先民蛇崇拜与鳄崇拜的反映。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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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族所云之龙与汉民族之龙不同，但可见龙崇拜在壮族源远流长的历史。我们今天所见壮锦中的龙

纹受汉族影响至深。在壮锦中，常见的龙纹主要有双龙戏珠纹、龙凤呈样纹和龙与其他吉祥动物的

组合纹。龙纹与凤纹一样，在壮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壮锦中，蝴蝶与花组合的纹饰较为常见。四福捧花（寿）壮锦小壁挂，中间四只粉红色与绿

色的蝴蝶围成一个环形，中间是一枝花朵，寓意家人和睦，一切顺利，幸福美满。人们对于蝴蝶的

喜爱，一方面来自于其美丽的外表、爱情的意蕴、吉祥的祝福，另一方面来自于其超强的繁殖能力

与原始的图腾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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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神话故事

侗族没有属于本民族的文字，其历史和文化发展通常以语言或侗锦上的图案纹样

作为承载工具。侗锦上的图案大多一反映出侗族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和发展，在

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以“纹”记事的作用。因此，许多图案和纹样几乎都有其来历或者

取材于民间神话传说故事，既包含着侗族的。民族文化，又为侗锦服饰增添了一抹神秘

的民族色彩。

在侗族人民的眼中，蜘蛛象征着吉祥、生命、智慧等。在侗族地区流传下来的萨神

系中，有一位女性始祖神名为“萨妈岁娥”，在天上，萨天巴象征日晕，在人间，则化

身为金斑大蜘蛛，“萨妈”在侗语中即蜘蛛之意，这位女性始祖神是生育出人的始祖母，

又是众女神的始祖母，于是侗族人民对蜘蛛展露出无限的崇拜。在侗族地区，对蜘蛛崇

拜就是对萨崇拜，侗族妇女在侗锦上绣上蜘蛛纹，用以祈求萨的庇护。在侗族民间传说

中，竹子的繁殖能力很强，雨后春笋遍地，并不断茁壮健康成长，因此，竹子被认为是

地位、繁衍的象征。侗族人民中有不少人将竹子供奉于自家神龛上，称之为竹王，作为

部落首领、首长的尊称。除此之外，鱼纹、鸟纹等动物：纹样不仅取材于神话传说，而

且也有吉祥、祈福之意，寄托；了侗族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文化意蕴。

2.侗锦编织工艺

侗锦大致可分为“素锦”和“彩锦”两大类。素锦，即用黑白棉线交织棉纺而成，

呈现出两面起花的视觉效果，色调单一，简单素雅，既耐看又耐脏；彩锦，即以黑白棉

线与彩色棉线交织棉纺而成，正面针法缜密，反面繁杂无章。由于彩锦一般以大红、粉

绿、黄色等色彩艳丽的彩线进行纺织，颜色对比鲜明，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

根据日常用途的不同，侗锦可分为日用锦、寿锦、法锦三大类。日用锦是侗族人民

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广泛、品种繁多的织锦，包括被面、毯垫、枕巾、手帕、服饰等；

寿锦则是为老人收棺人殓时的陪葬品；法锦具有祈福的功能，专门用于祭祀时作为挂单、

祭师所披挂的毛毯等。

三．土家织锦

1.土家织锦文化特色

土家织锦，是历史文化的沉淀物，土家织锦的图案．就是土家人在自然的人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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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通过织锦这一特定的感觉形式表现自然并发展积淀为特定的自然审美文化理念．土

家织锦历史悠久，据史记载大约可上溯到距今四千多年前的古代巴人。

土家织锦丰富，约有 120 多种图案，大致可以分为八类：即．仡草类、鸟兽类、家

具用具类、钩花类、天象类、意象吉祥类、字花类、地舆类。其中花草类、鸟兽类、家

具用具类、天象类、地舆类①，以及部分钩花类的表现形式都应源于生活与自然。从这

些图案纹样，如自然植物类的纹样中，往往可以看到土家人对自然植物的观察。如“岩

墙花”其图案的来源显然是自然物的形式．虽然有人说是岩墙上的花朵，或说是岩墙本

身的形状，但我们应该考虑到在接近几何形状的织锦纹样中，绝对具象是不存在的，图

案的具体归属只能依赖符号的表示以及土家艺人的口头传承。又如。九朵梅”，土家名

‘大浪桔梅”，一般以红色为主调、以示吉祥的连心万宇边为结构、斜向排列着九朵以

梅花为主体的纹样，档头均为。猴手”纹样，也是以植物的形态特征，通过平面化的手

法生动地组织在固定单元的格式中，且既均衡又对称，主题明确，思想自由。

在土家族先民时代，由于生产力低下以及人们在长期的狩猎生活中受野兽的威胁，

也由于图腾崇拜以及对于动物的神化或宗教化等．他们密切地关注自然界的动物，动物

在他们的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反映在织锦上，产生了丰富多彩的动物图案．在上面

列举的八种织锦图案中，动物图案仅次于植物图案。雷圭元先生认为：古代图案作者的

观察力高于表现力。从织锦图案看，土家族先民对于动物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因而他们

能够创作出如此生动的具有高度概括和装饰美的各种动物图案来．土家织锦属动物图案

的阳雀在汉语中称杜鹃鸟，被人们视为吉祥之鸟，每当春回大地，清晨时分，常能听到

阳雀清脆悦耳的“责贵阳“啼声传遗村寨与山林，故有。阳雀催春”之寓。此花造型稚

拙可爱．设色华丽而多彩·花纹明艳悦目，春意盎然，在婚嫁时摆出的满堂嫁妆中，常

是人们欣赏不厌的目标。

2.土家织锦的审美特色

土家织锦的图纹均出自土家人的生活，相互交融，相互依承。它传承了土家人干百

年来对自然的认识和丰富的民族文化信息。传统的图纹“朴实大方、粗犷洗炼，色彩斑

斓而饱满厚实，由于受织锦工艺制作手段的限制及本民族纯朴审美趣味的影响，其造型

在艺术风格上不可求具体、复杂的图像，而善于以意象的再现来表现对象。但这种意象

的再现又不是完全脱离实际，凭空捏造的抽象，而是既没有完全脱离客观主体的主要形

式特征，又升华、变异为抽象的几何图案，所以乃属于再现性的图案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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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在土家人的心中有种微妙的地位。在传统的土家织锦纹样中有一种花纹叫马

毕，毕在土家语中是小的意思，所以马毕就是小马。另外土老司在做法的时候，需要有

时候，需要有象征“乌龙宝马”的长凳才能请神搬兵。

“马”在土家人的心中有种微妙的地位。在传统的土家织锦纹样中有一种花纹叫马

毕，毕在土家语中是小的意思，所以马毕就是小马。另外土老司在做法的时候，需要有

时候，需要有象征“乌龙宝马”的长凳才能请神搬兵。在土家织锦中的马毕采用主能体

现马运动角度和形体的全侧面，采用意象形象上下交替且平行移动，简介而又生动。通

常情况下的视觉角度，侧面的马都只能看见一只耳朵和一只眼睛，但是土家织锦上的马

虽是全侧面但是能看见两只眼睛两只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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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织锦的图纹再现和模仿大自然的物像形态，是土家人在自然中的人化表现，而

这种自然性的人化思维正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本质特征。房前屋后的岩墙在别人眼中

只是杂乱无绪的，但是在土家人眼中别具一格，并将它织进了土家织锦中，取名“岩墙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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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雀花也不拘泥于长条形状。以条状形阳雀花为基础，通过上下左右的重复和推移的扩展而

变成满副的方形结构，得到另外一种视觉效果。

椅子花是一个被高度抽象几何化的意象图案，在图案中一块象征椅子坐板的长方

形，左右为俩条椅子脚，靠背则演化成了美丽的几何花纹组合。在大底色背景下，衬出

无数把椅子。两把椅子中间的“万字格”，代表了土家人对太阳和火的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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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土盖”即“卍”万字格、万字流水，是土家织锦中常见的纹样之一，也是经典

纹样之一。它的中心为“十”字，四角端点逆时针方向成 90°弯曲而形成。早在五千

年前的原始人类就已经将“十”和“卍”印在彩陶上。扎土盖“卍”最初的本意是带有

多个宗教含义的图纹形态，与太阳的崇拜和太极八卦是一脉相承的。在土家织锦中卍既

可以单独成形，也可以作为装饰陪衬，是土家织锦中的装饰特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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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纹是土家织锦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种传统图纹，以勾纹为主体的图纹在土家传统

图纹中占六分之一，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勾纹在土家织锦中是最常见的一

种纹样，以勾纹为主的装饰花纹在土家织锦占了传统图案的六分之一左右。从勾纹的数

量上来分类的话，有八勾、十二勾、二十四勾、四十八勾等；按照中心的图案来分的话，

则有盘盘八勾、万字八勾、花瓶八勾、箱子八勾和金莲八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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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寿字艺术化、 图案化并将其变成一种生命的附身符。在图 案化的过程中，一般

将寿字长条化的表长寿， 将寿字圆形化的表圆寿。

（1）工艺与技巧

织锦是一种限制性很强的艺术形式，织造的工艺和技巧决定织锦艺术水平的高低。

一定对象的制约促使土家人能充分利用材料、工具和工艺制作过程的规律和特征，并发

挥灵巧的技术性能，由此展示出织锦艺术特有的技艺美感，织锦的材料构成为染色的丝

线和棉线，从材料组合上经和纬的不同向度也使丝与棉形成对比与协调的特殊关系。织

锦是一项程序性圾强的工作挑起成柬经线，数纱夹色纬通常是凭经验和感觉，手工的制

作凝聚了匠人的心智和经验。

（2）简化与意象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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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锦的图案因为织造工艺的原因，其坐标纵横的向度决定了它只能直线发展·从而

使其自然地具有了几何形的简化物象特征。

（3）本能与象征

土家织锦的色彩表现为极端鲜明的彩色选样，这是出自生命本能的自发的色彩创

造，但同时也明显地具有人类文化学内涵的色彩象征，其中所含有的集体色彩的表象意

义，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土家人的审美习惯，形成土家织铬艺人色彩经验的世代传袭。

土家织锦图案的格式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以菱形、方拱形，复合形等几何纹为构

成骨格，在分射的空间内填充适合动物或植物纹样，填充纹样一般作对称组合排列。

土家织锦纹样形式风格的形成与演变有着极为复杂的文化背景。

Ⅲ 课后

一、课后小结

本次课我们学习了少数民族服饰织锦文化特色和审美价值，这些精美的民族服饰图

案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蕴含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每种图案纹样都映射了当地人民

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心理诉求，我们要了解织锦文化特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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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集十张民族文化特色织锦图片

2.实训项目要求：

（1）搜集图片的织锦图案能够体现民族文化特色；

（2）搜集图片质量较高、纹路清晰；

（3）搜集图片的织锦构图美观、工艺制作精良。1.实训项目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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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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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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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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艺术特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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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