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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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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

课时
1课时

实践

课时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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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彝族服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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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分钟）

项目四 彝族服饰织·染·绣工艺

任务二 彝族服饰草木染工艺

草木染，亦称植物染，采用天然植物如中药材花卉、蔬菜、茶叶制成染料，为织物染色。蓝

染、扎染、蜡染、蓝印花布等均屈此类。草木染取法自然，无污染，染出的织物色泽纯净柔和，散

发草木清香。初经水洗，虽略有褪色，但正如岁月漂洗后的颜色，有一种宁静的、生活的味道。

一、草木染的渊源

最初的草木染文化和技艺是怎样开始的？从“染“字结构看，它由水、木、九组成。因古代染

料多来源千草本植物，故从木；染料须加工成液体，故从水；染需反复进行，故从九。原来“染”

字就是“草木染” 的整个工艺过程的概括。

早在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在无意中发现，山野中满山遍野植物的花、果、根、

茎、叶、皮经水浸渍后可提取染液。之后在漫长的 实践过程中，先人逐步掌握了植物染料的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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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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染 色技术。轩辕黄帝时代已开始用草木之汁染色制衣。 到了周代植物染形成一定规模，宫廷中

设有专职官“染人 “ 掌 “染草” 之职。 秦汉时染色已基本采用植物染料，形成独特的风格。

色彩也越来越丰富， 东汉《说文解字》中有 39 种色彩名称。《荀子·劝学篇》中“青，取之于蓝，

而青于蓝”可谓路人皆知，但恐大多数只知其表，不知其意：其实就是指 用蓝草制成的靛蓝，可

染出更青的颜色来。草木染 在唐朝已达到鼎盛，成为当时社会最主要的染色技术方法。大量经草

木染色的色彩绚丽的丝绸织物，通过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远销到中亚、西亚、地中海和欧洲，

铸就了古代中国丝绸的辉煌。明代《天 工开物》《天水冰山录》则记载有 57 种色彩名称，到了清

代的《雪宦绣谱》已出现各类色彩名称共计 704 种。

我国古代使用的主要植物染料：红色类有茜芍、红花、苏枋；黄色类有荩草、枙子、姜金和

槐米；蓝色类有鼠李；黑色类有皂斗和乌柏，等 等。它们经由媒染、拼色和套染等技术，可变化 出

无穷的色彩。

二、彝族草木染工艺（凉山彝族为例）

生活在大凉山的彝族人很早就探索出了利用 植物染色方法对羊毛制品和服饰品进行染色的

技 艺，并在长期的生活生产实践中，掌握了各类染料 的种植、制作、提取、染色等工艺技术。据

资料 查阅，黑色用马桑树、漆树皮和叶熬煮，再用过滤的汁水煮沸或浸泡于织物上，然后用水冲

洗干净即成，颜色经久不变。红色用一种叫 “ 屋” 的树根研磨成粉与核桃树叶混合煮染织物两

三次， 直到色艳 为止。在昭觉地区曾经有过 “泥染 ” 工艺， 现今已经失传，但留存下来有用

泥染染成的衣物，大致工艺是：取 “湿地 ”沼泽中植物腐烂的深黑色的泥和水，煮开后放入衣物，

一起熬煮和浸泡，直到将衣物染成深灰或黑浊色为止。在布拖等地，至今还保留着完整而系统的草

木染种植和加工工艺，他们用于染 “ 察尔瓦” 或百褶裙的植物染料是一种像 “ 板蓝根 ” 的

染色植物，彝语称＂傀", 有些地区也叫“柯”下面着重介绍愧和傀染的工艺流程。

（一）傀的种植

每年春季（约 3月初）下种或栽苗,种植的土地要求肥沃，最后将化肥和家禽肥一块使用，因愧喜

好干燥，需将土地整培成一行行的垄。8 月中、下旬收割，因为只有叶子和嫩尖才含有染色药汁，

所以只割植物的上半部分和叶子，留下植物的茎继续发芽子，留下植物的茎继续发芽,约 15 天以后

可把新发出的嫩叶摘下再用。

（二）傀染料的加工

彝族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已逐渐摸索出种植和存放傀的关键技术，从而打破了傀染布的季节限

制。每年的 8 月底是傀的收割季节，将割下的傀尖和叶子切成小段后，在坝子上摊晒至半干，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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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入竹筐或桶中进行渥堆，等到傀发酵腐烂后将其用木棍捣碎，然后团成单个的饼或块晾干以备染

衣裙时用。

（三）傀的染色工艺

将水烧开，根据所染衣裙的多少，取定量的傀饼，将其拼成小块放入开水中泡开，按比例加入

一定量的木炭灰（约 3 碗），加火煮开后让愧浸泡 3天左右，使植物里的染药完全渗出，如将手伸

入染中，能将手染成蓝色，染料浓度才算够。然后将裙子放入染汁中反复翻转，让染液能均匀地浸

泡并完全淹没衣物，经过 7~10 天，使裙子染的蓝色达到要求后取出，用清水洗去杂物和浮色阴干

即可。一条手工织的羊毛百褶裙约需 10 市斤左右的干傀。

其二，植物自有的沉静安详气质，兼有的药用避邪功能使衣物独具感染力和亲和力。其三，草

木染给予人类的是植物纯净的材质，让肌肤自由的呼吸，使身体回归自然，留给地球的是人与自然

的良性循环。总之真正的草木染，是借助植物本身的力量和神奇，顺应自然四季变化，依节令时令

行事，染出来的服装颜色，才是具有生命力、活的草木染。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环境的恶化，人们的生活逐渐远离了最初的宁静与自然，

变得日益浮躁与不安。而与人类肌肤最亲近的衣物，也在化学染成的衣物舰丽的外表下，使人们忘

却其对健康的伤害，衣服失掉了最初的自然本色。凉山 地区沿用了几于年的草木染，面临传统染

色技艺断层的危机，对草木染知者甚少，现在凉山只有布托地区尚有种植傀和使用傀染这种古老的

染色技艺，而其他彝区早就开始使用化纤染料进行衣物的染色 了。凝聚了彝族无数先人经验、智

慧和传统文化的 草木染技艺，即将失传，实在令人扼腕叹息。但令人欣喜的是，如今社会繁杂，

人们渴望回归自然、追求纯真而简朴的生活方式和理念，环保的植物染已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喜

爱相信取之于自然，还于自然的草木染必将在凉山彝族服饰文化中传承下去。

绕线圈：捻好火草线后，需将其绕成小束的线圈。白依人的方法是将一根筷子夹在拇指与手掌

间，然后把火草绕在掌背上，绕成一个小线圈后，取出筷子，用一根事先准备好的线或棕叶穿入火

草线圈内轻轻扎好，挂起晾干。

浆线：这一工艺程序在笔者考察走访后发现仅白衣人还保留有这道工序，他留人、撒尼人、 罗

噜人和纳罗人等支系的纺织工艺大多省略了此步骤， 未对火草线做增白工艺处理，有些支系是在

最后已经纺织好火草布之后再做布料的增白处理。而白依人要先将隙晒干后的火草线增白， 增白

不仅是为了使最后织成的布料色泽更好看，也为了使其更加柔软舒适。 白衣人用的增白剂并不是

化学染料，而是使用大米浆或青包谷浆。用米浆做的增白剂需将大米先泡上三五天直至发酸后再磨

成浆；青包谷做的染料则只需将包谷粒剥下研磨成浆即可。 磨好的浆还要过滤掉渣，然后只需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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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草线放入浆叶中浸泡，使浆液充分附着在线上。浆好后的火草线隙干后将其轻轻揉开，就变得又

白又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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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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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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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培养学生对传统服饰工艺的传承与创新责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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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