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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服饰手工艺——扎染》教案

课题 扎染的基础知识
授课

类型
理论讲授

理论

课时
1 课时

实践

课时

教学

目标

通过本次课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少数民族扎染技艺基础知识。培养学生的民族手工艺

认知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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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染技艺的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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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染的历史

难

点
扎染的艺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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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扎染技艺的相关历史民族文化资料；

2.搜集扎染设计作品。

实训要求:

1.扎染相关资料查找准确丰富；

2.查找的扎染图片清晰，具有艺术美。

学习

工具
实训电脑、笔记本、中性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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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扎染技艺基础知识，观看扎染

技艺 ppt 和视频。

2.课中教学：在学生预习的基础上，教师进一步讲述扎染技艺基础知识，引导学生观看相

关教学 ppt、视频、电子教案和课件，加深学生理解记忆，并对有问题的学生解疑答惑。

3.课后作业：查找扎染技艺的相关历史民族文化资料，搜集相关作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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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染技艺的历史？扎染的艺术特征？

二、导入新课（5 分钟）

手工印染艺术历史悠久，遍及世界各个民族和不同地区，它赋予织物形与色的独特

表现，是织物最古老的装饰手段。扎染作为传统手工印染艺术之一，伴随着人们的服饰

和起居生活，持久地散发着迷人的艺术气息，放射着绚烂的文化异彩，本节课我们就来

学习一下扎染艺术的相关知识。

Ⅱ 课中

新课讲授（40 分钟）

项目五：少数民族扎染

任务一 少数民族扎染文化认知

一、扎染的历史

扎染古称“绞缬”，是我国传统的染缬方法之一。所谓“缬”，意即斑斓之色彩，

后来也泛指染色显花的织物和染色显花的方法。绞缬与夹缬、蜡缬都是防染显花，古时

合称“三缬”。夹缬镂版显花，蜡缬点蜡防染，绞缬则是用线绳来扎束布帛，入染后拆

放开来即自成花纹。采用此法染色，往往能获得一种特殊的色晕效果，色彩错杂融浑，

妙趣天成，层次极为丰富。

扎染最初起源于何时，史家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一种较有代表性的意见认为，

绞缬始见于秦汉，至唐代已极为盛行，技艺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据（（二实仪录》记

载，说绞缬“始于秦汉，为六朝所用”，是知秦汉时已有绞缬之法，至魏晋南北朝已普

遍用于服饰，乃至“贵贱服之”。东晋陶潜在他的《搜神后记》中也曾唁及一少妇穿着

的“紫缬襦青裙”，因其花纹犹如梅花鹿的点点胎斑，故时人谓之“鹿胎缬”，是当时

极为流行的花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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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染之用于服饰，文献记载始见于东晋，至南北朝技艺渐趋成熟，梅花型和鱼子型

纹样在妇女的衣裙上已时有常见，这种缬类造型，就是史籍记载中的“鱼子缬”和“鹿

胎紫缬”，而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建元二年（公元 344 年）的绛地绞缬制品，则是

目前所知古代扎染的最早物证。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兴盛期，也是织染手工业发展的兴盛期。在这一时期中，随

着植物染料的丰富和染色技术的不断提高，绞缬染色制品亦因之蓬勃发展，风靡一时。

据《新唐书·舆服志》记载，当时民间最流行的服饰便是“穿青碧缬，着彩帛缦平头小

花草履”，妇女们竞相模仿，以为时髦。唐代的绞缬遗存也很多，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

菱形网格纹绞缬绢堪称这一时期的代表之作，绛紫、茄紫二色套染，网格中形成自然的

纹理，具有一种美妙和谐的韵律感。此时还有一幅绞缬菱形花绢，扎结时的缝线尚未拆

除，更为我们研究古代的扎结技法提供了形象而又直观的历史教材。

文献记载，绞缬技艺在唐时传至日本，日本正仓院至今还保存着一批唐代精美的扎

染丝织品。据说，如今的日本，在隆重的婚庆典礼上，年轻姑娘如能穿上一件扎染的丝

绸和服，则被认为是时髦的和极其高贵的。由此可见，我国精湛的染缬工艺不但备受国

人青睐，也深为世界各国所爱赏，两千年悠久历史，更具神秘色彩。

二、扎染的艺术特征

据研究者表明，人类古老的先民就曾使用兽骨、贝壳等装扮自己的身体，并以各种

各样的色彩装饰自身，起初的本意是驱灾除魔（为防止病魔和虫害等侵害而起到护身的

作用）。后来，人们在美的装饰中，逐渐体验到了愉悦的心理感受。审美心理的形成和

审美意趣的不断变化，使人们对自身的服饰、居住环境和生活用器等诸多方面，在注重

实用功能的同时，也追求审美功能，这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艺术特征的个性显现。就纺

织品的染色而言，就有先染和后染两种不同的工艺方法，所谓先染，就是根据预先设想，

把纱线染成各种各样色彩，然后通过织造手段表现花纹和色彩。后染，即先用本色纱线

织成布帛，然后根据需要进行防染处理，再通过染色显露花纹。扎染技法（这里不包含

扎染纱线的“织前染”），就属于后染法的一种，有其鲜明的艺术特征，主要包含以下

八个方面。

其一，扎染具有饱含情感的艺术特征。这在“鹿胎斑（鹿子纹）”中表现得非常明

显，这就是人们从纹样形态联想到小鹿身上可爱的皮毛斑点而命名的，《洛阳牡丹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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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鹿胎花者，多叶紫花，有白点，如鹿胎之纹。”又有“鹿胎红者，……色微红带

黄，上有白点如鹿胎，极化工之妙岫。宋代有把芍药称为“黄缬子、红缬子、紫缬子、

白缬子”的记载。此外，“鱼子缬”斑点如鱼子，“狗脚花”花纹如狗脚印痕等。这些

形象、美妙的名称来自生活，并注入了人们的丰富情感，折射出人们的纯真心境。扎染

艺术是一种手工艺术，一针一线、一点一面都饱含着制作者的真情和爱心，通过特定的

方法和花纹色彩，来表达人们的情感心绪。

其二，扎染的技法多种多样。由于扎染工艺是通过对面料进行捆绑、缝缀、板夹等

方法而表现不同纹样，一种纹样要用相应的技法表现，不同的纹样要选用不同的方法。

自古以来，实用功能和审美心理的变化，人们不断要求有新的纹样与之相应，所以，人

们不断尝试、创造新的技法，使适应不同纹样的各种技法接连不断地涌现出来。比如，

日本从江户时代到现在，扎结技法已有近百种之多。

其三，扎染的织物表面拥有非常丰富的肌理。因为把面料通过缝、捆、缠以及折、

包、夹等手段处理，防止其间渗入染液，所以染完拆线后，面料的表面必然出现褶皱，

形成具有凹凸感的肌理效果和独特的视觉、触觉特征。

其四，扎染的色彩单纯古朴。因为以前的扎染工艺采取浸染（将面料在常温或低温

状态下，直接浸泡在染液中进行染色）的方法，所以，多色染难度较大，且费时费力。

因此，从前世界各地的扎染基本以单色为主，在我国的云南、贵州等地因适于蓼蓝的种

植，这些地方的扎染工艺几乎全部为靛蓝染。日本名古屋有松、鸣海的扎染，也几乎全

部适于棉布的蓝染。人工合成的化学染料发明后，丰富了煮染（将面料浸泡在高温染液

中，以煮的手段进行染色）方法，使多色染成为现实，极大地发展了扎染艺术。

其五，扎染的色晕效果独特。白色或浅色纺织面料因扎结时松紧、疏密、大小的不

同变化，经染色后自然呈现层次丰富、浓淡相宜、清新雅致、韵味无穷的色彩互相渗透

的晕染效果，具有独特的艺术趣味。

其六，扎染的工艺性强。扎染图案的表现受工艺制约很大，适于表现抽象或简略概

括的纹样，而难以像蜡染、型染那样具体表现花、鸟、蝶、鱼等具象图案。同时，由于

扎染工艺的特殊性，染出的花纹多正反一致，具有面料表里相同或相近的装饰效果，特

别是薄棉布、丝绸等面料，此特征更为明显。

其七，扎染的技术和艺术表现性自由度高。扎染工艺有不画图稿、直接进行扎结作

业的技法，这也是扎染的独有特征。型染和蜡染等印染工艺要画好图稿，图案形式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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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多样，而扎染的结扎技法和捆扎技法等，都仅凭手感直接进行扎结，所以具有很高

的表现自由度和灵活性。

其八，扎染具有无穷的艺术魅力。扎染艺术之美，还来自于扎染技术的制约，通过

技术上的制约，诱发人类创造的智慧，从而产生超越自然的美。因而，扎染工艺有着不

可预测的偶然效果，这与陶艺的入窑烧制有相同的乐趣。染完拆线时，从扎结处不断显

现出白色花纹，此时就如同陶艺作品出窑时一样，对于作品既有担心又有企盼，乍看到

神奇偶然效果时的惊喜和激动，非经亲手制作是无法感知的。与用于扎染的材料质感、

方法特点、染液配制等相比，防染部分具有更大的诱惑力和神秘的艺术魅力。

总之，扎染的艺术特征丰富而独特。不仅体现在它的制作技法、肌理表现和古朴色

彩中，同时，扎染艺术作为一种生活智慧和艺术审美的结合物，它的偶然性也决定了每

一幅扎染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也是人们在手工制作中传达出来的天真意趣，以及与

自然界和谐统一的人生境界。不同面料、不同扎结方法和各种染色技术的巧妙运用，使

扎染艺术呈现出随心所欲、奇妙多姿、变幻无穷的艺术风貌，从而形成洒脱、自由、新

奇、亲切、朴质和富有人情味的艺术魅力和感染力。

日本扎染织物

Ⅲ 课后

一、课后小结

本次课我们学习了少数民族手工艺——扎染技艺的基本知识，了解文化背景知识可

以帮助我们更加正确的认识扎染，掌握扎染历史文化知识，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后期扎

染制作顺利完成，给纺织品带来新颖奇特的万般变化。

二、作业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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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元实训项目任务要求

1.实训项目任务：

1.查找扎染技艺的相关历史民族文化资料；

2.搜集扎染设计作品。

2.实训项目要求：

1.扎染相关历史文化资料查找准确丰富；

2.查找的扎染图片清晰，具有艺术美。要求图片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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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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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视频讲解了扎染技艺的基本知识。教学中采用讲授法、案例法、启发法等教学方式，

借助微课视频进行相应的辅助教学，将扎染技艺进行一步一步的分解，从易到难帮助学

员逐步建立知识体系，适应不同层面的学员知识需求，加强学员的文化认识。以实践顺

序推移讲授，更是有助于学员的理解与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