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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服饰手工艺》教案

课

题
少数民族贴补绣工艺

授课

类型
理论讲授、实训

理论

课时
1 课时

实践

课时
3课时

教

目

学

标

通过本次课的学习，了解少数民族贴补工艺的特点，掌握贴补的制作方法。培养民族

服饰鉴赏能力，提高审美意识；培养动手能力；培养学生收集信息、利用资讯的能力。

思

政

元

素

通过对贴补手工艺的的服饰图案和工艺的讲解，引发学员对少数民族服饰的兴趣，强

调中国服饰文化的魅力，提升民族文化自豪感。通过实训练习，培养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重

点

1.少数民族贴补工艺的特点

2.贴补工艺的制作方法

难

点
不同民族贴补工艺的图案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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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一个 20 x 20cm 大小的贴补练习。

实训要求

1.色彩丰富，造型丰满；

2.线条流畅、边角整齐；

3.强烈的装饰和肌理效果。

学习

工具
绣花针、绣线、各色布料、熨斗、大剪刀和线剪各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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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贴补工艺基础知识，观看常用

贴补制作教程 ppt 和视频。

2.课中教学：在学生预习的基础上，教师讲述贴补工艺特点，示范演示贴补工艺的制作步

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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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置一个 20 x 20cm 大小的贴补练习实训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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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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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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贴补？贴补工艺的特点是什么？

二、导入新课（5 分钟）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千万里山河的滋养，各民族智慧的创造，成就了中华“衣

冠之国”博大精深的服饰文化，使我国的服饰文化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为人类文明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绚丽多姿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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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国宝贵的精神遗产，学习民族服饰，可以真切的感受到，中国是光荣伟

大的国家，从而由衷地增加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使我们的爱国精神发扬光大。

Ⅱ 课中

新课讲授（40 分钟）

项目三 少数民族刺绣

任务四 少数民族贴补绣工艺

一、贴补的特点

贴补是将一定面积的材料剪成图案形象附着在衣物上。浮雕感是贴补的主要特点，

由于选用的剪贴材料不同，作品的立体感也有差异。其方法简单，造型丰满，色彩明快，

同时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少数民族服饰装饰中常见此工艺，可与刺绣配合，相映成趣；

亦可单独应用，别具风貌。

贴补通常选用各色布料剪成所需图样， 通过锁边针法拼连即成单独的装饰品。贴

补的工艺过程是：先按照纹样将布料剪成各种形状的花片，然后将花片粘贴（或用疏针

固定）在底布上构成图案，接下来将花片的毛边用针拨窝进去使花片的边角整齐，再将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9A%E6%B0%91%E6%97%8F%E5%9B%BD%E5%AE%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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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片四周用锁针锁满，最后洗熨即可。这种手工艺与以绣线线迹为主的刺绣手工艺相比，

虽然制作工序更为复杂，但的确更容易呈现出强烈的视觉和肌理效果。

贴补是颇具民族特色的传统民间手工艺, 是在我国古代“堆绫”、“贴绢”工艺基

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服饰手工艺。“堆绫”是用绫或其他丝织品剪成各种形状，通过堆、

叠，组 合成多层次的花卉、人物等图案的手工艺。有时会在图案下衬有小片织物，使

得成品表面呈现高低有序的凸起效果，好似布料制作的浅浮雕。“贴绢”是将单层的绢

丝织物剪成图案后 平贴，有的还加以缝边。我国“堆绫”、“贴 绢”有着悠久的历史，

因其制品价格昂贵，所 以主要用于历代宫廷贵族的服装装饰中。最早可见的贴补花是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羽毛贴花绢，是用未经染色处理的棕色、黄色、 蓝色这三

种颜色的翡翠鸟绒羽结合素绢织物 制成。除此之外，羽毛贴花绢还运用了烟色和棕黄

色的素绢。以及混色的“千金绦”带，其 中烟色素绢做贴花绢的衬底，棕黄色素绢用

来 镶边和剪刻柿蒂、云形图案。“千金绦”带编 织工艺颇为复杂，是在仅 0.9 厘米宽

的带幅内 分成错落有致的三行，利用双层组织结构原理 编织出雷纹、篆文“千金”以

及明暗波折的纹样，被用作贴花绢的外围镶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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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以前，贴补技艺一直流传在社会的上流家庭，制作贴补制品是宫廷、贵族、官

宦 家庭中大家闺秀的爱好，如同琴、棋、书、画 一样是修身养性、寄托情感的一种形

式。古族擅长将各式各样的布料剪成图案, 贴在布底上，用彩色丝线、棉线、驼绒线、

牛筋缝缀、锁边等工艺形成各种各样的纹样。赫哲族人常常将鱼皮剪成鹿、鸟等图案，

并涂上 黑色、红色等颜色，再进行创造、刻画，并用绣花线将其贴补在衣服上。

二、贴补的制作方法

操作方法是将贴布按图案以及配色要求剪出各种形状，平贴在绣面上，即可单色单

层平铺，也可多色多层叠压，各个贴片紧贴底层绣地。贴片位置确定以后，使用多种不

同方法处理固定边缘。贴补绣方法简单，图案以块面为主，贴片边缘的处理方法多种多

样，可以锁边、包边，压边等等，贴片上还可以辅助刺绣、手绘等技法，整体风格朴素

大方。 贴补绣在我国使用范围很广，技法与选材也十分灵活多样。贴补绣不仅图案美

观，而且相比一针一线的刺绣有更加快捷省时的优点，加之能够充分利用零星碎布，所

以在素来以节俭为美德的民间得以长久流传。山西有贴补绣肚兜；贵州有贴补百家被、

背扇；惠水苗族有贴补绣蜡染裙，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贴补绣呈现出极其丰富多

样的变化来。 贴补绣与堆绫、拼布这三种装饰技法有相似之处，历史上的文献资料当

中也经常混同，有时难以清晰界定。这三者各自比较明显的特点是：贴补绣的贴片平贴

绣地，更注重突出贴片边缘的固定针法；堆绫的各贴片组合方式以黏贴为主，针迹暗藏

不外露，多数作品在贴片下面衬垫硬纸并填塞丝棉等，使图案高起而富有立体感；拼布

的图案富于规律性，大面积连续重复，没有明显的底布与贴片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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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少数民族贴补

少数民族妇女们发扬了这一手工艺，她们在服饰中贴补各式各样的图案。贴补适合

表现面积稍大、形象较为整体、 简洁的图案，而且尽量在用料的色彩、质感肌理、装

饰纹样上与衣物形成对比，在其边缘还可作打齐或拉毛等处理。另外，贴补还可在变换

针脚的大小形式、绣线的颜色和粗细选择上作文章，以增强其装饰感。鄂伦春族皮制五

指手套通常有两种装饰法，除去常见的刺绣纹饰外，还有粗犷豪放的对称剪贴补花装饰，

纹样主要有蝴蝶、几何形纹样等。

云南彝族的背带，多用黑色、白色、红 色三种强烈对比的色块贴补和齐针绣制而

成, 给人以纹样整齐、繁而不乱、色彩雅丽、古朴的感觉。大姚县桂花乡彝族女子的虎

皮纹即为贴补花，她们用密集的几何纹排列，因远观酷似虎皮的纹路而得名。当地彝族

妇女先将待贴的面料裁剪成所需的图案，再用大针将其固定在底布上，最后用多种刺绣

针法沿着花片的边缘绣制完成。

贵州侗族的服饰和背带中都有使用贴补工艺。背带部位多为彩色，按照剪纸将纹样

划分为各个基本单位，根据需要饰以各种形状的 白、玫红、蓝、黄、绿色的彩缎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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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花，再在补花缎面上用丝线平绣图案，露出丝缎纹、 缎面纹及底布纹，层次、色彩、

质感丰富；而女服饰上则多用素色，如榕江县乐里侗族妇女的夏装上，白色上衣领口、

袖口和襟边等部位，镶补上黑色、咖啡色布剪成的连续镂空如意云纹。

贴补适合表现面积稍大、形象较为整体、 简洁的图案，而且尽量在用料的色彩、

质感肌理、装饰纹样上与衣物形成对比，在其边缘还可作打齐或拉毛等处理。另外，贴

补还可在变换针脚的大小形式、绣线的颜色和粗细选择上作文章，以增强其装饰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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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花有时用棉花适当填充增强立体感。这种手工艺与以绣线迹为主的刺绣手工艺相

比，虽然制作工序更为复杂，但的确更容易呈现出强烈的视觉和肌理效果。

Ⅲ 课后

一、课后小结

本次课我们学习了贴补的制作工艺，贴补是颇具民族特色的传统民间手工艺，贴补

的色彩、质感肌理、装饰纹样上与衣物形成对比，另外，贴补还可在变换针脚的大小形

式、绣线的颜色和粗细选择上作文章，以增强其装饰感。

二、作业布置

本单元实训项目任务要求

1.实训项目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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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一个 20 x 20cm 大小的贴补练习。

2.实训项目要求：

（1）色彩丰富，造型丰满；

（2）线条流畅、边角整齐；

（3）强烈的装饰和肌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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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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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对于贴补工艺理论知识的讲解，采用案例法、启发法等教学方式，使用视频进行

相应的辅助教学，将贴补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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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的将贴补的步骤进行更加形象的描述，以充分的引发学员的兴趣，

引发学员的强大的创造能力，更加强烈的求知欲望。另一方面，为了更好的让学员对贴

补知识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展示大量不同民族贴补工艺的图片让学生进行实际的观察，

在课堂上让学生进行分析，增加学员的思维灵活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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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