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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服饰手工艺》教案

课

题
少数民族刺绣工艺

授课

类型
理论讲授、实训

理论

课时
1 课时

实践

课时
2 课时

教

目

学

标

通过本次课的学习，掌握不同少数民族刺绣特色；掌握刺绣的工序流程。培养动手能

力；培养审美意识；培养学生收集信息、利用资讯的能力。

思

政

元

素

通过对刺绣工艺的分析和讲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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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刺绣的图

案题材分析和欣赏，培养学员的审美意识，提高欣赏水平。

重

点
刺绣的工具及材料

难

点
刺绣的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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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集各种民族刺绣作品，分析所需工具及材料

实训要求

1.构图饱满，色彩和谐；

2.综合运用不同的针法；

3.绣技工整美观。

学习

工具
绣花针、绣线、绣布、绣花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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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刺绣工艺基础知识，观看常用

刺绣工艺 ppt 和视频。

2.课中教学：在学生预习的基础上，教师讲述刺绣工艺基础知识，了解刺绣所需的材料和

工具，刺绣的工艺流程和注意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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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刺绣工艺材料和工具等基础资料，要求将作业上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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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在云课堂“课前预习”中提出问题：刺绣的特点？刺绣的工序有哪些？

二、导入新课（10 分钟）

刺绣是中国古老的手工技艺之一，中国的手工刺绣工艺，已经有 2000 多年历史了。

据《尚书》载，远在 4000 多年前的章服制度，就规定“衣画而裳绣”。至周代，有“绣

缋共职”的记载。湖北和湖南出土的战国、两汉的绣品，水平都很高。唐宋刺绣施针匀

细，设色丰富，盛行用刺绣作书画，饰件等。明清时封建王朝的宫廷绣工规模很大，民

间刺绣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先后产了苏绣、粤绣、陇绣、湘绣、蜀绣，号称“五大名绣”。

此外还有顾绣，京绣、瓯绣、鲁绣、闽绣、汴绣、汉绣、麻绣和苗绣等。

Ⅱ 课中

新课讲授（80分钟）

项目三：少数民族刺绣

任务二 刺绣的制作工艺

一、材料和工具

1. 绣布：绣布是刺绣时的主要材料，在民族传统刺绣中常用易见的绣布有:麻布、

棉布、丝绸、毛料、化纤和混纺等纺织材料。

2. 绣花针：是刺绣传统工艺的主要用具。在刺绣前要了解绣花针的种类型号，如

针与绣布之间的不同厚薄、质地特点等方面因素，对于选择正确的针型刺绣运针是十分

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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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绣花线：被誉为“刺绣艺术的颜料色彩"，是刺绣工艺中的主要材料之一。在

民族传统刺绣中常运用的绣花线种类和颜色很多, 因此也使得民族传统刺绣在绣面上

的表现艺术形式多姿多彩。

4. 绣花绷：绣花绷是在单层绣布用上下插针的戳绒绣和平针方法刺绣而运用的绣

花工具。绣花绷能把绣布绷平，在运用“平针绣” 刺绣时运针方便，保证速度快、质

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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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锥子和顶针也是刺绣常用的工具之一。锥子主要是在打底布较厚时要穿刺钉金

银饰品时才运用。顶针在刺绣有打底布的绣布上可以起到协助扎针和运针的作用

二、刺绣的工序流程

一幅精美的民族传统刺绣要经过设计、选择刺绣中的图案，准备材料与工具，图案

上布，绣布上绷子，运针刺绣、 整理等六个步骤流程。

1. 设计、选择要剌绣的图案

在民族服饰和生活用品中，刺绣图案是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是中华五千年历史酝

酿的醇厚结果，反映的内容有“民族迁徒、图腾崇拜、祈祷纳详、平平安安、健康长寿、

夫妻恩爱、儿孙满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年年有余、家庭和睦、吉祥 如意、喜结

良缘、花开富贵、心想事成、万事如意”等流传千古，经久不衰的民俗传统文化思想，

这些精典图案取之不绝、用之不尽，让人浮想连翩、饶有趣味地琢磨许久。所以，在选

择刺绣图案时要综合考虑其绣品的用途、用意，做到其作品 协调、统一、完美。

中
国
民
族
传
统
刺
绣
针
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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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准备材料与工具

根据将要刺绣的作品，准备好完整的绣布、绣花线、绣 花针、绣花绷、顶针、线

剪、绘图笔、熨斗等材料和工具。

3. 图案上布

图案上布就是把设计选择好的刺绣图案画在绣布上。其 图案上布的方法有“随手

画法、誉写画法、剪纸底样法、 扑粉法、复印法"等五种方法。

(1) 随手画法

是指在民间有深厚传统刺绣图案绘画功底的民间艺术家， 他们已达到“图在心中，

提笔成画"的境界。在不看任何图案的方式下，要什么图案，就能随心所欲地把图案 画

在绣布上。这种随手画法没有 一模一样的图案，每一 幅图案都有其独特的内 容，能

形成孤品，在民 族传统刺绣中最具收藏 价值和市场价值。

(2) 誉写画法

是把现成的刺绣图案，誓画在刺绣布的一种方法。在民间有些不会画图的绣者，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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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喜欢的图案纸样, 固定在绣布上，然后放在玻璃窗上或者玻璃箱上通过太阳光 或

灯光的照射，把纸样清晰地反射在绣布上,这时用绘图笔'照 葫芦画瓢”把纸样上的图

案原原本本地養画在绣布上即可。

(3) 剪纸底样法

在少数民族地区，剪纸刺绣艺术历史渊源久远，技艺精湛，玲珑剔透，强调轮廓的

造型，是一门独特的浮面刺绣艺术。

(4) 扑粉法

是传统刺绣中把刺绣图案扑印在绣布上的方法。在刺绣 前把要绣的图案复印在卡

纸或牛皮纸上，然后用锥子或一号 手工针顺其图案的轮廓线条，均匀地戳刺出一连串

小孔，然 后把有小孔的图样平放在绣布上，再用毛笔蘸上白色粉末或银色粉末在纸样

上反复探试， 这样就把粉末漏印在绣布上， 就可根据漏印的痕迹，用绘 画笔勾出轮

廓进行刺绣。

(5) 复印法

复印法就是在要仿照刺绣的图样下面放一张复写纸压 在绣布上，用铅笔沿其图案

描绘, 这样就把上面的图案复印在绣 布上，之后按样刺绣。这是比 较大众的一种图案

上布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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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绣布上绷子

在民族传统刺绣中，单层 绣布的“平针绣”法和“戳绒绣” 法需要用绷子把绣布

绷平整，以便运针刺绣。绣布上绷子要 注意绣布的经纬纱向绷直，不能斜纱向上绷，

以免绣布变形, 影响绣品的质量效果。

Ⅲ 课后

一、课后小结

本次课我们学习了刺绣的工艺特点，掌握了刺绣的工序流程。培养动手能力；培养

审美意识；培养学生收集信息、利用资讯的能力。

二、作业布置

本单元实训项目任务要求

1.实训项目任务：

收集各种民族刺绣作品，分析所需的工具及材料

2.实训项目要求：

（1）构图饱满，色彩和谐；

（2）综合运用不同的针法；

（3）绣技工整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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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ministrator
图片插入：嵌入式，宽8cm 



少数民族服饰手工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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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对于刺绣知识的讲解，采用案例法、启发法等教学方式，将刺绣的工序进行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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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的将刺绣中的理论

知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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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绣知识有更加深刻的理解，采用

了服装实物让学生进行实际的观察，在课堂上让学生进行实物结构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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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