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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服饰类别》!

.,

'/!
理论讲授!

理论

课时!
2 课时!

实践

课时!
 0 课时!

*

0!

1

2!

通过本次课的学习，了解根据彝族服饰民俗的地域、支系所划分的楚雄型、红河型、

凉山型等六类彝族服饰的区域形制，了解 6 类彝族服饰的艺术特征和款式的细分，并了解

裹背等彝族特色服饰。鼓励学生进行更深入的彝族服饰文化与服饰工艺结构调研，培养学

生独立思考、深入调研等自主学习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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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通过对彝族服饰区域形制的讲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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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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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彝族特色服饰的类别 

9!

8!
彝族六类特色服饰的特征 

教学

资源!
ppt 课件、电子教材、教学视频、试题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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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调研：	

课后调研 1-2 位彝族服饰工艺传承人		

调研内容：传承人的背景、传承人的工艺作品 

 

学习

工具!
电脑 

*

1

@

A!

1.教师在云课堂“课前预习”中提出几个通俗的问题：彝族分布在哪些地区？彝族服饰的

类别有哪些？不同地区的彝族服饰是否相似？从而引出本单元学习内容《彝族服饰的区域

形制》。	

2.教师引导学员根据《彝族服饰的区域形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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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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C!

D,E 

FGHI!

老师在云课堂“课前预习”中提出问题：彝族分布在哪些地区？彝族服饰有哪些类

别？	

不同地区的彝族服饰是否相似？	

JGKLM,NOP QRS!

彝族服饰发展至今，支系繁多，分布辽阔。由于葬族人所居住的生态环境复杂，经

济水平差异大，其服饰受社会、环境、文化的影响各有不同，表现在服装款式、质地、

色彩、纹样上就形成了鲜明的地域特征，各地区的彝族服饰千姿百态，各具特色。据彝

文史籍《西南葬志》记载，战国初期葬族祖先仲牟由生六子，这六子便是彝族各支系的

祖先，即彝族历史上 传说的 “六祖分支＂。它奠定了彝族后来的分布格局和居住范围，

标志着彝族先民巳经由氏族走向部落联盟。根据彝族各地服饰特点和语言分布的状况，

彝族服饰分为凉山、乌蒙山、红河、滇东南、滇西、楚雄 6大类型和 16种样式。在多

种样式和类型的彝族服饰中，裹背、火草衣、察尔瓦、披毡、尾饰和头饰为彝族特色服

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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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尔瓦”彝语称“瓦拉”，是以绵羊毛用古老的“纺专“手工捻成线，再用原始的“腰机”织成布，最后

缝制而成的披衣，形似斗篷。在功能上“察尔瓦”是比贯头衣、交领衣更为原始的服装形制，它虽未

能达到上衣的完整结构，但基本具备了上衣的特点和功能，而在穿着方式、方法上比上衣更多样化，

将其披在身上能使肩部、背部、双臂甚至胸前都可以被罩住，既适体、保暖、实用、美观而又别具

风格。 

“察尔瓦”围度宽约100 厘米，一般由9~11 个幅面竖拼而成，老式的较宽大，由13 个幅面缝

合而成（一般用千背小孩），单幅幅面的宽度21~33 厘米，9 个幅面的小型察尔瓦单幅宽约33 厘

米。察尔瓦的长度依据身高而定，通常为100-140 厘米。下端吊有绳穗，新式的绳穗长是察尔瓦全

长的一半，50~52 厘米，老式的绳穗长是察尔瓦的三分之一，约33 厘米，领围37~44 厘米。察尔

瓦各地都用“人字斜纹＂的羊毛手工布料来制作，因为斜纹纹理美观，且面料厚重耐磨。 

 

身着查尔瓦的凉山彝族男子 

美姑镶边察尔瓦：凉山彝族美姑地区镶边察尔瓦的形式为底边无绳穗，色彩一般为羊毛本臼色

或黑色，襟侧和下摆处镶嵌有 30 厘米宽的黑布边，在黑布边上面有两道黑色线条形成横向装饰，

黑白相间，格外醒目，男女都可穿着。当然也有不镶边的察尔瓦。美姑制作察尔瓦的手工羊毛布与

昭觉的有所不同，织布工艺虽也是斜纹织布的种，但没有人字斜纹排列，面料也没有昭觉厚重。 



	 	 !!!!!"#$%!

	 	 	 	 	 	 	 	 	 	 	 	 	 	 	 	 	 	 	 	 	 	 	 	 	 	 	 	 	 	 	 	 	 	 	 	 	 	 	 	 	 	 	 	 	 	 	 	 	 	 	 	 	 	 	 	 	 	 	 	 	 	 	 	 	 5	

 

美姑无绳穗镶边察尔瓦 

 

穿着美姑无绳穗镶边察尔瓦的妇女 

布拖察尔瓦：凉山彝族布拖地区察尔瓦为本白色，领口、底边镶嵌一圈黑色布边，下吊深色绳

穗。另外，布拖地区还有羊皮披衣和用马尾、棕编织的袭衣，也属于察尔瓦同种类型的服饰。其中，

羊皮察尔瓦是布拖最具特色的服饰之一。在凉山彝区有一种有趣的习俗，每年给公羊剪毛时颈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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臀部的毛留下不剪，据说是为了好看，也含有对“阳性”的尊崇之意。羊皮察尔瓦用5 张整的公羊

皮制成，从绵羊的颈部到尾部，刚好是披风的长度，羊尾部的长毛，正好做披风底摆的掉穗，底摆

是长毛，其余全身为细卷短毛。领部用辦制的羊毛毡叠褶收拢，披时毛面朝外，颜色是羊毛的本色，

以纯黑色最为珍贵。制作察尔瓦需选优良品种的羊，经2~3 年精心饲养、管理、剪毛等工序，方能

制成一件完美的羊皮察尔瓦。 

 

布拖察尔瓦 

 

布拖羊皮察尔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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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觉绳穗察尔瓦：凉山彝族昭觉地区察尔瓦，毛好色白，“人字纹”肌理清晰，工艺精致，喜

欢在下端编织长长的绳穗，在昭觉很多家庭都以制作察尔瓦为生，形成了制作、生产、销售的完整

链条，是彝族传统服饰工艺保留的最完整、最有特点的品牌，产品销售到全州各个彝区，成为昭觉

最有经济效益的服饰手工产业。 

 

昭觉绳穗察尔瓦 

越西察尔瓦：越西察尔瓦多染成蓝、黑色，下垂绳穗，项背和下摆周边等处嵌红、黄、绿牙边，

有的还用彩线盘成二方连续纹样或排列一朵朵的蕨岌纹样，显得独具一格。 

 

越西察尔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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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越西特征的察尔瓦 

 

 

Ⅲ  课后 

FG,cde 

本次课我们了解了察尔瓦的功能、结构尺寸和织造原材料和织造结构-斜纹结构，并且具体了

解了四类不同地区察尔瓦的结构特征，材料特征和尺寸特征。 

 

JGfghi!

1.调研任务：	

	 课后调研察尔瓦的制作工艺方法和流程。	

2.调研任务要求：	

（1）了解不同地区察尔瓦的特征。 

（2）了解察尔瓦的织造工艺流程。 

通过项目的实训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学习能力，通过此次调研，引导学生学习传承人的工匠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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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培养学生对传统服饰工艺的传承与创新责任意识。!

!VG*1jkl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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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G,pj3!

因对于彝族服饰区域形制部分，较多的理论知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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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