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湘绣技艺》课程标准



《湘绣技法》课程标准

一、课程名称

《湘绣技艺》

二、适用专业

服装与服饰设计、纺织品艺术设计专业、民族服装与饰品、其他适用专业

三、课程分析

《湘绣技艺》是湘绣设计与工艺专业的工艺基础核心课，是学生学习湘绣制

作的前期课程。课程主要讲授湘绣针法技法种类、特点、表现形式以及在作品中

的运用技巧。通过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模式，以教师引导，学生练习为主，以湘绣

针法实际运用为主要实训内容，使学生掌握湘绣针法的操作技巧，并运用于不同

作品的刺绣中，在教师的指导下提高对色彩、明暗、虚实关系的处理能力，通过

本课程学习，为后续湘绣制作课程奠定良好的技法基础。

四、培养目标

1.教学目标

（1）了解湘绣基本工序的操作；

（2）熟知湘绣针法基本理论知识；

（3）掌握湘绣基本针法的刺绣步骤；

（4）掌握针法在实际刺绣作品中的运用技巧；

（5）掌握绘画知识与刺绣实践制作相结合的方法；

2.能力目标

（1）能够运用湘绣专业术语进行表达和交流；

（2）培养学生刺绣的动手能力和自制能力；

（3）培养学生对作品的分析点评能力。

3.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2）培养学生高尚的审美情趣；



（3）培养学生的行为举止、语言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

五、教学内容与课程设计

1.课程设计思路

《湘绣技艺》课程通过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模式，以教师引导，学生练习为主，

主要讲授湘绣针法技法种类、特点、表现形式以及作品中的运用技巧。老师运用

绘画知识与刺绣针法进行示范操作，学生通过实训练习完成不同题材、不同物象

的局部刺绣，提高学生对湘绣刺绣技法的认识以及实践动手能力，使学生了解不

同针法的基础理论知识，熟练掌握各针法的刺绣技巧，且具备对针法的分析运用

能力。实训练习完成后，通过老师点评，学生交流的教学形式，培养学生语言表

达能力和沟通能力。同时为后续课程《湘绣制作（翎毛类动物）》、《湘绣制作（走

兽）》和《湘绣制作（油画风景）》课程打下基础。

2.教学内容与教学设计

序号
训练

项目

参考

学时
教学内容 实训要求

思想政治

教育的融

入点

1

湘 绣 绣

法 和 针

法 — —

针 法 学

习

14

介绍平绣、纽绣、结

绣、网绣、织绣和其

他绣的针法运用。

1.能掌握平绣针法、

纽绣的针法、结绣的

针法、网绣的针法、

织绣的针法和其他

绣的针法知识。

1. 培 养 民

族情怀，增

强 文 化 自

信。

2. 通 过 平

绣 针 法 学

习，培养学

生耐心、细

心 以 及 专

注 力 的 高

品质。



2
双 面 绣

知识
2

1.双面绣的分类；

2.双面绣的要点；

3.双面绣的工艺；

4.双面绣的地位；

5.双面绣的意义。

1.能掌握了解双面

绣的知识及双面绣

的技法工艺。

1. 通 过 双

面 绣 技 法

学习，培养

学 生 的 工

匠精神。

3

花 卉 类

湘 绣 的

刺 绣 能

力 — —

对 花 卉

绣 稿 进

行刺绣

2

根据花卉类绣品的特

点，指导学生选择合

适的针法技法。

1.能掌握花卉类绣

品的特点选择合适

的针法技法。

通 过 花 卉

图 案 的 刺

绣，培养学

生 色 彩 搭

配 能 力 以

及 审 美 能

力。

4

山 水 风

景 类 绣

品 的 绣

制 能 力

— — 山

体、水波

的绣制

4

1.山体、水波部分的

刺绣针法；

2.山体、水波的形态

结构、层次、明暗关

系；

3.山体、水波的绣制

与针法的实际运用。

1.掌握山体、水波风

景类作品的刺绣针

法；

2.掌握山体、水波的

形态结构、层次、明

暗关系；

3. 山体、水波的绣

制与针法的实际运

用。

1. 培 养 团

队 协 作 能

力；

2. 具 备 严

谨 的 工 作

态 度 和 行

为规范。

山 水 风

景 类 绣

品 的 绣

制 能 力

— — 松

树 的 绣

制

3

指导学生根据松树的

生长形态配线、设计

针法，灵活运用松针

等针法进行绣制。

1.根据枝干的色彩、

明暗、虚实与透视关

系选择颜色；

2.灵活运用松针等

针法绣制枝干，针法

流畅、自如。

1. 具 备 创

新 能 力 和

追 求 卓 越

精神。

山 水 风

景 类 绣

品 的 绣

制 能 力

— — 平

4

指导学生根据平台地

面的层次、明暗、空

间关系配线、设计针

法，灵活运用铺针等

针法进行绣制。

1.掌握平台地面的

色彩、明暗关系，选

取恰当的色线；

2.灵活运用帘针、铺

针等针法绣制平台

1. 具 备 吃

苦耐劳、百

折 不 挠 的

抗挫精神。



台 地 面

的绣制

地面。

5

翎 毛 类

绣 品 的

绣 制 能

力 — —

鹰 身 羽

毛 的 绣

制

8

1.鹰身羽毛部分的刺

绣针法；

2.鹰身羽毛的形态结

构、层次、明暗关系；

3.羽毛的绣制与针法

的实际运用。

1.掌握翎毛类作品

的刺绣针法；

2.掌握羽毛的形态

结构、层次、明暗关

系；

3.鹰身羽毛的绣制

与针法的实际运用。

1. 具 备 民

族 对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认 同 、 传

承、发展的

信 心 与 能

力。

翎 毛 类

绣 品 的

绣 制 能

力 — —

鹰 头 部

的绣制

8

指导学生根据鹰头部

的羽毛生长形态配

线、设计针法，灵活

运用松针等针法进行

绣制。

1.根据鹰头部的色

彩、明暗、虚实与透

视关系选择颜色；

2.灵活运用毛针、混

针等针法绣制鹰头

部，针法流畅、自如。

1. 具 备 自

主学习、自

主 优 化 作

品的能力。

5

走 兽 类

绣 品 绣

制 的 能

力 — —

小 猫 头

部 和 身

体 的 绣

制

8

1.小猫头部和身体部

分的刺绣针法；

2.小猫头部和身体毛

发的形态结构、层次、

明暗关系；

3.小猫头部和身体的

绣制与针法的实际运

用。

1.掌握走兽类作品

的刺绣针法；

2.掌握走兽类头部

和身体的毛发的形

态结构、层次、明暗

关系；

3.小猫头部和身体

毛发的绣制与针法

的实际运用。

1. 具 备 思

路清晰、构

思 完 整 的

设计能力。

走 兽 类

绣 品 绣

制 的 能

力 — —

小 猫 腿

和 尾 巴

的绣制

4

指导学生根据小猫腿

和尾巴的毛发生长特

点配线、设计针法，

灵活运用鬅毛针、毛

针等针法进行绣制。

1.掌握小猫腿和尾

巴毛发的色彩、明暗

关系，选取恰当的色

线；

2.灵活运用鬅毛针、

毛针等针法绣制小

猫腿和尾巴。

1. 具 备 细

致认真、不

放 弃 不 妥

协 的 工 作

品质。



走 兽 类

绣 品 绣

制 的 能

力 — —

小 猫 耳

朵、眼睛

和 鼻 子

的绣制

指导学生根据小猫耳

朵、眼睛和鼻子的色

彩、明暗、层次关系

配线、设计针法，灵

活运用鬅毛针、旋游

针等针法进行绣制。

1.掌握小猫耳朵、眼

睛和鼻子的色彩、明

暗关系，选取恰当的

色线；

2.灵活运用鬅毛针、

毛针等针法绣制小

猫耳朵、眼睛和鼻

子。

1. 具 备 色

彩 调 整 过

渡的能力。

6

人 物 类

绣 品 绣

制 的 能

力 — —

人 物 头

发 和 眼

睛 的 绣

制

3

1.人物头发部分的刺

绣针法；

2.任务头发的形状结

构、层次、明暗关系；

3.人物眼睛的绣制与

针法的实际运用。

1.掌握人物类作品

中头发的刺绣针法；

2.掌握人物类作品

你眼睛的形态结构、

层次、明暗关系；

1. 具 备 临

危不乱、处

理 难 题 的

能力。

人 物 类

绣 品 绣

制 的 能

力 — —

人 物 鼻

子 和 嘴

巴 的 绣

制

3

指导学生根据人物类

作品中人物鼻子和嘴

巴的特点进行配线、

设计针法，灵活运用

混针、掺针等针法进

行绣制。

1.根据人物类作品

中人物鼻子和嘴巴

的色彩、明暗、虚实

与透视关系选择颜

色；

2.灵活运用掺针、帘

针等针法绣制人物

鼻子和嘴巴，针法流

畅、自如。

1. 具 备 自

主 创 新 针

法的能力。

7
作 品 讲

评
1

点评学生课程当中的

刺绣组品

掌握不同类题材刺

绣作品运用的针法。

1. 具 备 互

帮互助、平

等 公 平 对

待、团结协

作的能力。

六、教学实施

1.教学方法与手段

根据本课程的教学目标要求和课程特点，教师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选择采



用适合本课程的最优化教学法，综合考虑教学效果和教学可操作性等因素，本课

程建议选用以下教学法：

1.讲授法：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讲述、讲解、讲演湘绣的理论知识，帮助学

生提高对湘绣的认识，提高学生对课堂的理解能力。

2.示范法：教师示范刺绣过程，学生模仿教师，教师对学生作品进行点评。

学生初步理解和掌握刺绣针法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基本方法。

3.练习法：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在教师示范操作指导下，运用理论知识进行

一定的操作，巩固湘绣针法知识，培养学生刺绣花卉的技能、技巧。

4.讨论法：在教师指导下，针对刺绣稿中的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通过交

流意见，获得知识和刺绣方法，提高学生的交流能力和表达能力，培养学生对绣

稿的理解能力。

5.启发诱导法：根据教学内容，提出问题，引导学生课前进行预习和资料收

集。引导学生探索新知识、新方法、新工艺的热情，培养学生对刺绣的创新能力。

6.陈述互评法：采用个人陈述与互评作品的教学法，引导学生积极思考探究，

锻炼学生口头表达能力。

7.列举法：将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导入教学活动，能有效缩短教学时间，起到

举一反三的效果，使学生能够灵活运用针法并能够多学习一些湘绣知识。

七、教学效果评估

1.评估目标

为全面、综合地考核学生《湘绣技艺》课程学习的情况，课程考核应将过程

考核与结果考核结合起来，具体考核办法如下：

课程考核包括试题考核、作品考核、操作规范与职业素养考核 3个方面，总

分为 100 分。

湘绣理论知识考核占课程考核总分 30%，成绩依据评分标准，根据学生提交

的作业，进行客观评判、计分；

其中操作规范与职业素养考核占课程考核总分的 10%，操作规范与职业素养

成绩根据学生平时学习纪律、学习态度，实训过程的操作规范、表达及举止表现

等进行综合评判；



作品考核占课程考核总分的 60%，作品成绩依据评分标准，根据学生最后提

交的作品成果，进行客观评判、计分；

《湘绣技法》课程考核的项目、内容、方式、标准及所占比例：

2. 评估方式

考核

项目

考核内

容
考核方式 考核标准 比例

试题

考核

湘绣理

论知识
学生提交

课程建有完整的习题库，每次考试从习题库

中提取资料考核。
30%

作品

考核

花卉类

作品的

绣制

学生提交

1.能熟练的运用针法完成一幅花卉类刺绣作

品 (20%)；

2.针法运用准确，针脚、针路符合制作要求。

(20%)；

3.作品满足“平、齐、亮、密”四大标准 (20%)；

60%

素质

考核

操作规

范与职

业素养

记录学生平时学习

表现、学习态度、

实训过程的操作规

范进行综合评判。

1.出勤情况：无缺勤、迟到、早退现象（2%）；

2.学习态度：体现良好的学习习惯，能做好

课前准备工作（2%）；

3.学习表现：学习认真，积极主动提出问题，

具有创新意识（6%）。

10%

3. 评估标准

学生最终得分=职业素养评估*职业素养评估占比+总结性评价得分*总结性评价

得分占比。职业素养评估占比+得分占比=100%，其中职业素养评估权重 20%，考

核占比 80%。

八、教学资源

1.教材

（1）《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湘绣》田顺新编著.长沙市:湖南人民出版

社,2008.10

（2）《湘绣技法》刘爱云 唐利群编著.湖南大学出版社,2013.11

2.主要参考书籍

（1）《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湘绣》田顺新编著.长沙市:湖南人民出版



社,2008.10

（2）《湘绣技法》刘爱云 唐利群编著.湖南大学出版社，2013.11

（3）《湘绣史话》 李树湘编著.轻工业出版社,1988.8

（4）《手工艺大市场——湘绣走向世界的启示》曾应明编著.湖南人民出版

社，2008，10

四、其他说明

1.本课程标准在使用过程中，要根据教学情况进行不断地完善与修订。

2.任课老师可以根据学生学习情况，制定授课计划，设计更加详细、完善的

教学方案，各训练项目的参考学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予以调整，以保证项目训练

的正常进行。

3.任课教师在实施课程教学中，还应该根据教学内容，制定教案，进行详细

的实训项目设计，以保证课程教学任务的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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