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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服饰手工艺——蜡染》教案

课题 蜡染的制作工艺
授课

类型
理论讲授、实训

理论

课时
1 课时

实践

课时
10 课时

教学

目标

通过本次课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少数民族蜡染技艺基础知识，掌握蜡染的基础制作工

艺。培养学生的民族手工艺鉴赏能力、实践操作的动手能力、学习传承民族文化与创新创

业能力。

思政

元素

通过对少数民族手工艺——蜡染制作工艺的学习，培养学生对民族手工艺的爱好和兴

趣，培育学生对传统手工技艺的保护、传承及创新能力，树立民族文化自信心，开阔审美

意识，培育学生养成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

重

点
蜡染的制作过程步骤

难

点
蜡染不同制作步骤操作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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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描蜡法、刷蜡法、点蜡法、洒蜡法、冰裂法等基础画蜡方法单色蜡染制作。

2.任意两种以上综合技法多色蜡染制作。作品完成后上传。

实训要求:

1.绘蜡、蜡温控制好，防染效果强；

2.染色均匀无色花、脏色，染色工艺达到标准；

3.操作规范，防染层次丰富，综合效果突出。

学习

工具

棉织物(40*40cm)若干块、蜡（蜂蜡、石蜡）、染料（植物染料）、绘蜡工具（毛笔、油

画笔、毛刷、宽头毛刷或漆刷、蜡刀、漏斗笔、蜡壶、蜡印模）、染色器具（塑料盆、不

锈钢杯子、塑料桶、电炉、称重器、量杯、量筒、电熨斗、搅拌棒、塑胶手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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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蜡染的制作工艺，观看蜡染技

艺工艺 ppt 和视频。

2.课中教学：在学生预习的基础上，教师讲述蜡染的制作工艺基础知识，示范演示描蜡法、

刷蜡法、点蜡法、洒蜡法、冰裂法等基础扎制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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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指导学生实践操作练习。

3.课后作业：布置描蜡法、刷蜡法、点蜡法、洒蜡法、冰裂法等基础扎制方法单色练习，

综合技法多色练习实训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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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民族服饰手工艺

2

教学步骤

Ⅰ课前

一、线上

老师在微知库课程中心发布预习任务：蜡染的制作工艺有几个步骤？蜡染的上蜡方

法有哪些？

二、导入新课（5 分钟）

经过上千年的积累沉淀，蜡染已经形成了多种施蜡“绘画”手法，许多技法十分精

湛，让人叹为观止。其中让人们为之赞美不绝的"冰纹”是蜡染最大的特征。蜡染艺人

们是怎样处理“冰纹”的呢？这里面可有大学问。作为手工工艺，其制作流程的复杂程

度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其基本的步骤有哪些呢？一件珍贵的蜡染品，如何保养呢？带着

这些问题，我们开始本节课的内容。

Ⅱ 课中

新课讲授（40 分钟）

项目六：少数民族蜡染

任务二 少数民族蜡染工艺

——蜡染制作前期准备

制作蜡染必需按照一定的工艺程序进行。它的具体步骤是：设计一绘稿一上蜡一冰

纹处理一染色一脱蜡一整理。

一、设计

根据用途，设计出需要的图案画稿。

二、绘稿

把设计稿样绘制在织物上，绘制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拷贝的方法，将织物覆盖在

设计稿上面，放在装有灯光的拷贝台上进行拷贝；第二种方法是用铅笔或炭笔等在织物

上绘稿。不管是拷贝还是直接绘稿，都要保持织物的整洁，轮廓线不必太深，只要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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蜡时能看清线形就可以了。但是应该注意在绘稿之前，必须对你选定的织物进行浸泡和

加温皂洗，以除去织物上的浆料和杂质油污。洗净后凉干、烫平，方可绘稿。

三、熔蜡

上蜡前先要把固体的蜡液化，并使它保存在织物上画蜡的最佳温度状态，称之为熔

蜡。熔蜡时，把蜡放在搪瓷杯、碗里（也可用不锈钢容器），用电炉或者酒精炉，煤气

炉、木炭炉上直接加热，使蜡熔化成液体，为上蜡作好准备。

四、上蜡的基本方法

将蜡液按设计意图描绘到织物上去称为上蜡或叫画蜡和封蜡。

画蜡前，将绘好稿样的织物固定在木框上或者平铺在光洁硬挺的台面上，如玻璃板

面，塑胶板面。布要保持干燥，如果布受水潮湿，将影响蜡的防染效果。

画蜡时,用蜡壶、蜡刀或毛笔、笔刷等饱蘸熔化了的蜡液像作画一样在织物上绘制

各式纹样。上蜡时，要把握好蜡液的温度，不可过高，也不能太低。温度过高，蜡液在

织物表面流动迅速，渗透过快，不能凝结成一定厚度的蜡膜，蜡防效果就差。温度较低，

蜡液流动缓慢，来不及渗透到织物反面就会过快凝结。在蜡层与织物表面之间形成空隙，

防染作用同样不佳。绘蜡时以蜡液能渗透到织物反面并有一定的封闭作用为佳，掌握这

个温度要看蜡液布面有轻烟冒出为好，如烟色浓重显示蜡温过高，就要注意调节火候，

控制蜡温以保证蜡染效果。

上蜡时，使用不同的蜡绘工具就可产生不同的蜡绘效果。此外，不同的蜡绘方法也

产生不同风貌的蜡染纹饰。常见的蜡绘方法有：

(1)描蜡法：以毛笔或蜡刀勾勒出纹样，能表现出纹样的工整与精细。

(2)刷蜡法：以笔或刷子涂刷块面，以笔触强调出纹样的粗犷造型。

(3)点蜡法：以毛笔或蜡壶按纹样造型所需，点绘出纹样造型。

(4)洒蜡法：以毛笔或刷子将蜡液随意挥洒在织物上；以形成较抽象的纹样造型。

五、冰纹的处理

在蜡染工艺中，“冰纹”是蜡染最大的性格特征，也是辨别真假蜡染品的依据。“冰

纹”的形成原因是蜡画胚布在不断的翻卷浸染中，蜡迹破裂，染液便随着裂缝浸透在白

布上，留下了人工难以摹绘的天然花纹，像冰花，像龟纹，真是妙不可言。同样图案的

蜡画布料，浸染之后，“冰纹”就像人的指纹一样，绝不相同，展现出清新自然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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蜡在冷却凝结后易开裂形成细微的缝隙，特别是在染色时，翻动染物，蜡就会被无

意搅碰而碎裂，染液会顺裂缝徐徐浸入到织物，脱蜡后，在白色或浅色的地色上就留下

深色花纹，犹如冰裂之纹，称之为冰纹。这种意外的纹饰，使蜡染织物增添了活泼的装

饰韵味，从而形成了蜡染艺术的一大特征。所以不少人把蜡染的冰裂纹誉之为蜡染的灵

魂，并在蜡染的制作中刻意追求。

冰纹的产生与蜂蜡、石蜡的使用比例有关。石蜡的用量大于蜂蜡，冰裂纹的效果就

明显。一般情况下蜂蜡与石蜡的掺合比例为 4:6，也有 1：1或 3：7的。如果减少冰裂

现象。只要适当增加蜂蜡的比例就可以了。冰裂效果虽属于蜡染过拳中的自然现象，但

在作品中如能有意识地控制冰裂现象，并能根据装饰的需要，精心布局，处理得当，定

会使作品增色不少。冰纹的处理方法应随设计意图而选择或创造。简便的方法有如下几

种：

(1)自然冰裂法

将绘好蜡的织物浸入染液中，利用棒棍翻动搅拌，蜡会碎裂，自然生成冰纹。冰纹

的多少与翻动的次数与轻重有关，但是冰纹的部位却不易控制。

(2)捏皱冰裂法

将上蜡织物按需要冰纹的部位抓起、轻轻皱捏，使蜡龟裂产生冰纹，或者用拇指和

食指捏出冰裂效果。

(3)折叠冰裂法

将上蜡织物进行折叠，使蜡冰裂。可以全幅折叠，也可以局部折叠，或利用桌子的

边缘将封蜡折裂。

(4)敲打冰裂法

将上蜡织物皱折后，轻轻敲打使蜡开裂产生冰纹。

(5)冷冻冰裂法

将绘蜡的织物，放入冰箱中的冷冻室冷冻 10min。取出后用手做出冰裂效果。

(6)刻划冰裂法

利用尖利状物在已上蜡的部位按意图进行刻划，使之产生冰裂效果。

六、染色

染色操作也是蜡染成败的关键工序，一般染色采用浸染和刷染两种操作方法。

(1)浸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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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染法是将绘蜡织物放入染料溶液中进行浸渍。浸染时染液的浓度和溶液量是根据

所染织物的重量来确定的。

a. 采用活性染料浸染，其染液配制如下表:

染色前，先称出染物的重量，漂洗退浆之后烫平绘蜡。根据染物重量称出所需浓度

的染料（参照上表），用冷水先将染料化开，最后按浴比量出染物的用水量，并按比例

称出促染剂食盐的用量，配制出染色溶液。将织物放入染液中，在 30℃常温下浸染约

60min 取出固色。

固色液用纯碱，按织物重量与水 1：40 的量配成纯碱溶液，其处方如下表：

染物浸染后，放人固色液中，固色 30mini 取出用冷水洗涤 5—10min 就可以进行脱

蜡和皂煮。脱蜡用 95℃—100℃沸水，棉织物煮 5min，真丝织物煮 3min 即可。然后进

行冷洗，再以每升水加 2-4g 洗涤剂的比例配成浴比 1：40 的皂洗液，以 95℃以上温度

皂煮 5min 以洗除多余浮色。最后再冷洗、凉干。

b.采用不溶性偶氮染料浸染

不溶性偶氮染料又称纳夫脱染料或冰染料，由打底剂和显色剂所组成。使用此种染

料做蜡染时，要先用打底剂色酚液将布浸染，称作打底，待烘干后，用蜡画在已打底的

布上，然后放入色盐溶液中显色，约 5min 取出水洗，再放入沸水中脱蜡。也可以先在

布上绘蜡，然后浸入打底液约 15min，取出凉干（不可放在阳光下晒干），再浸入色盐

溶液进行显色 5min，取出水洗后用沸水脱蜡。

c.采用还原染料浸染

按织物重量取 4%一 5%的还原染料粉用少量的太古油调匀，然后以 5—10 倍量的温

水调成浆状，按浴比量出定量的软水，将调匀的还原染料倒入水中，并加规定量的烧碱

和保险粉，在 60℃的温度下还原 10—15min，待温度渐渐冷却后，约 30℃以下，将已

绘蜡的织物浸湿，挤干水分投入染液，浸液 60min，并经常翻动。然后捞出在室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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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展开于空气中充分氧化，凉干。再以 4—5g/L 的皂洗液在 95℃温度下皂洗、脱蜡 15

—20min，后冷洗凉干。

还原染料处方表：

d.采用直接染料或酸性染料

浸染必须在室温温度下进行，浸染后的蜡染布，凉干后要采用吸附法熨烫脱蜡，并

要蒸化处理才能使染料上染．并有一定的色牢度，不可采取煮的方法脱蜡。直接染料或

酸性染料溶液的调配是先称出所需染料粉，用少量软水调成浆状。再用沸水将其溶解，

搅拌，配成所需浓度即可叫浸染时，直接染料用食盐作为促染剂，酸性染料的促染剂可

用冰醋酸。

(2)刷染

刷染是用底纹笔或者排笔、毛刷、漆刷蘸上色液在封蜡的织物上轻轻刷涂，可来回

刷，使色液达到均匀上染，并使开裂的蜡缝中也能浸入染液，形成冰纹。染液的配制，

一般浅色为 0.5%浓度，深色为 4%—6%浓度，即 l00ml 水中含有 0.5g，或 4—6g 染料。

采用低温型活性染料刷染时，可将固色剂纯碱加入染色液中，使染料在织物上更好

地上染和固色。采用高温型活性染料、直接染料或酸性染料刷染，织物必须经过蒸化才

有较好的色牢度。

不管采用浸染还是刷染，根据织物品种选择染料都是很重要的，如直接染料、活性

染料对棉、麻、丝纤维都适染；还原染料、纳夫脱染料适合染棉、麻织物；酸性染料则

适用于丝、毛等动物性纤维织物的染色。

(3)多色蜡染

传统蜡染色彩以蓝、白两色为多，但也有彩色蜡染。制作多色蜡染可采用多次封蜡

多次染色的办法。也可以多色刷染，干后封蜡，再浸染或刷染深色的做法。

a.单色相深，中、浅色多次染色法

单色相染液是指一种色相染液的深、中、浅度。先在白色织物上封第一次蜡，然后

浸染浅色，凉干后再在浅色部位作第二次封蜡，然后浸染中色，凉干后作第三次封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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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浸染深色，凉干后，脱去蜡质，即可得到同一色调的不同明度的花纹装饰。

b.多色浸染法

此种方法步骤如单色染液多次染色法，染液可用色相或明度不同的邻近色。也可用

对比色相。如第一次封蜡后浸染黄色，第二次封蜡后浸染桔黄，第三次封蜡后浸染大红

或棕色等。

c.多色填绘法

将画好的蜡画纹样根据设计意图，把浅淡或明亮的色填好，干后封蜡并制作冰纹，

然后再浸染或刷染深色，干后脱蜡即可。

七、脱蜡

染色后除去蜡质，称为脱蜡。脱蜡的方法常用的有两种：一是烫蜡吸附法，另一种

是开水煮蜡法。

(1)烫蜡吸附法

将已染色的蜡染半制品，干燥后放在较平整的台板上，在其上下各垫些吸附性能较

好的纸张，如报纸、毛边纸等，然后用电熨斗反复熨烫，使蜡熔化并从织物上释出，转

移到纸张上被吸收，熨时应注意及时更换已饱吸蜡液的纸，直至蜡液脱净为止。烫蜡吸

附法适用于直接染料和酸性染料染色的作品。

(2)开水煮蜡法

将染色后的蜡染织物放入沸水中烧煮 5—l0min，丝织物 3-5min 即可。待蜡熔化，

将布捞出水洗固色。此外，用沸水浸泡多次，也可脱蜡。

八、蜡染的后处理

脱蜡后的织物还要进行水洗、皂煮、水洗，然后凉干，熨烫等一些后整处理方可使

用。

(1)整烫、装裱

除蜡后的蜡染面料，要进行必要的热水皂洗（进一步去除浮色），皂洗时可在热水

中加入皂片 3—5g/L，碱剂 3g/L，将已退浆的织物放进皂煮液中充分皂煮，再用清水冲

洗干净、烘干。皂洗后，用熨斗烫平，即成为一件蜡染作品。如果是量大、尺寸长的蜡

染品，就要将漂洗好的蜡染制品晾在没有阳光直射的地方，室内也可以。蜡染制品完成

后，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装裱，以提高其装饰效果。

(2)收藏、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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蜡染在收藏与保养时，应放置在干净、整洁、无尘的环境中，并应有专人定期清扫。

由于蜡染的原料大部分是纯棉布，因此在保养方面应注意防潮、防腐蚀，以免发霉

长虫。如果买回后是用于收藏而非装饰，请定期取出晾晒。

传统的蜡染可以随时用水清洗，但在洗的过程中不要使用清洗剂，以免掉色；此外

很多蜡染画主要是以须边突出主效果，洗衣机会将须边搅坏，应避免机洗。而重彩蜡染

不能用水清洗，可用半干的抹布或掸子去除灰尘即可。洗完后的蜡染制品可以熨烫平整，

显得美观。

Ⅲ 课后

一、课后小结

本次课我们学习了少数民族手工艺——蜡染的制作工艺，这种古老的手工技艺赋予

了织物形与色的独特表现，是织物最古老的装饰手段，也是传统纺织业的主要工艺形式。

这种别致的蜡染手工艺是我国少数民族手工艺文化的灿烂结晶，其随意、洒脱、形色无

定的艺术特色顺应了当代人追求时尚新颖、个性变化的心理，掌握蜡染技艺可以给纺织

品设计带来千变万化的奇特效果，所以我们要针对不同设计需求首先做好方法定位，才

能个性化、随意地应用于服饰或家居成品设计中。

二、作业布置

本单元实训项目任务要求

1.实训项目任务：

1.描蜡法、刷蜡法、点蜡法、洒蜡法、冰裂法等基础画蜡方法单色蜡染制作。

2.任意两种以上综合技法多色蜡染制作。作品完成后上传。

2.实训项目要求：

1.绘蜡、蜡温控制好，防染效果强；

2.染色均匀无色花、脏色，染色工艺达到标准；

3.操作规范，防染层次丰富，综合效果突出。

通过项目的实训要求培养学生对民族手工艺的爱好和兴趣，培育学生对传统手工技

艺的保护、传承及创新能力，树立民族文化自信心，开阔审美意识，培育学生养成精益

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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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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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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视频讲解了蜡染的制作工艺步骤。教学中采用示范法、案例法、启发法等教学方式，

借助动画软件进行相应的辅助教学，将蜡染技艺进行一步一步的分解，并且在每一步的

分解图上都配上相应的文字描述，尽量的将蜡染制作过程进行更加形象的描述，吸引学

员的兴趣和求知欲望。加深学员对蜡染技艺的知识的理解，通过扎染技法不同方法的实

训操作练习，加强学员的观察力，启发学员思维灵活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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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