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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服饰手工艺》教案

课题 少数民族编结工艺
授课

类型
理论讲授、实训

理论

课时
2 课时

实践

课时
11 课时

教学

目标

通过本次课的学习，了解少数民族服饰编结工艺所需的工具、材料，掌握双联结、蛇

结、同心结、万字结、纽扣结、祥云结、平结等基础编结工艺方法；培养民族服饰鉴赏能

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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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少数民族服饰制作手针工艺的学习，培养学生对民族服饰的爱好和兴趣，对传统

手工技艺的保护、传承及创新意识，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具备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

精神。

重

点
双联结、蛇结、同心结、万字结、纽扣结、祥云结、平结等编结基础工艺方法

难

点
编结工艺的现代创新实践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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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联结、蛇结、同心结、万字结、纽扣结、祥云结、平结等基础编结工艺实训练习

实训要求:

1.编结操作手法准确，技术娴熟；

2.线绳松紧适当，外观成品效果自然美观；

3.针距均匀、针脚整齐、操作规范。

学习

工具
手针、坯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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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服装手针装饰工艺知识，观看

常用服装手针工艺 ppt 和视频。

2.课中教学：在学生预习的基础上，教师讲述编结工艺基础知识，示范演示双联结、蛇结、

同心结、万字结、纽扣结、祥云结、平结等编结工艺操作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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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置双联结、蛇结、同心结、万字结、纽扣结、祥云结、平结等编结工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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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服装上的编结形式有哪些，有什么特

色？我们生活中常见的编结有哪些应用？

二、导入新课（10 分钟）

编结是一项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手工艺，也是最古老的艺术之一，它是劳动人民在长

期的劳动实践中创造和发展出来的，其巧妙技法是人类的聪明智慧的结晶，既有实用性

又蕴含着文化情结，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Ⅱ 课中

三、新课讲授（80 分钟）

项目三： 少数民族编结

任务二 少数民族编结工艺

编结是用一根数尺见长的彩绳，通过绾、结、穿，编、绕，缠，抽等多种工艺技法，

严格地按照一定的章法循环有致、连绵不断地编制而成的工艺品。

一、工具与材料

1.主要工具

编结最重要的工具就是人人皆有的—双手。编结，就是充分发挥手指的灵巧性，让

绳线在指间盘绕穿行，最终编出变化多样、造型优美的结形。热爱中国结的朋友在刚刚

开始学习编结时，常常会被复杂的线路所迷惑而心生怯意。实际上，有了耐心和适当的

辅助工具之后，一切困难都会迎刃而解。如果想要顺利地完成各种难度的编结技法，编

出具有专业水平的中国结作品，最好能够配备下列几种可能会用到的工具：尺子、剪刀、

海绵垫（或泡沫板）、珠针（或大头针）、镊子、拨针、钩针、针、打火机、胶棒、胶

枪、发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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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结主要工具

2.工具的运用

尺子自然是用来按照要求或需要选取相应长度的绳线。剪刀用于剪断或修剪多余的

线段。

在编制较为复杂的中国结时，海绵垫（或泡沫板）与珠针（或大头针）相互配合使

用，可起到摆线与固定线路的作用。其中，海绵垫（或泡沫板）用于摆绳，珠针（或大

头针）用于固定线路。

镊子、拨针或钩针主要用于编制较为复杂的中国结。借助这些工具，可以轻巧地完

成送线、穿线、引线的复杂过程。巧妙、熟练运用工具，既便于操作，又利于保持绳线

的平整和干净。

针、打火机、胶棒、胶枪、发胶都用于整个中国结完成之后其收尾部分的缝合、整

形以及定型。

二、材料

（一）线材

编制结饰所需要的最主要的材料是绳线，如图 2-3 所示。绳线的种类很多，古时以

丝、棉、麻为主，如今又增加了许多品种，如人造丝、锦纶丝、尼龙丝等。每种绳线都

可用来编结，究竟采用哪—种线，取决于要编哪一种结，以及结的用途。古人云：因人

而异，因材施教。编中国结也是如此，不同的结艺对绳的要求也各不相同。因此，掌握

一些材料的基本常识是十分必要的。只有充分体现材质美的工艺，才是好的工艺。

一般来讲，编结的线纹路越简单越好。一条纹路复杂的线，虽然未编以前看来很美

观，但是编结效果却不佳。在—般情况下，纹路复杂的线不仅使整个结的纹式被淹没，

而且线本身具有的美感也会因结子线条的影响而失色。与此同时，通常选择硬度适中的

绳线。如果绳线太硬，不但在编结时操作不便，结形也不易把握；如果绳线太软，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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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形不挺拔，轮廓不显著，棱角不突出。如果是扇子、风铃等具有动感的器物下面的

结子，则宜采用质地较软的线，使结与器物能合二为一，在摇曳中具有动态的韵律美。

至于线的粗细，首先要看饰物的大小和质感。形大质粗的东西，宜配粗绳；雅致小

巧的物件，则宜配细线。如果要编制—件不为配合器物而纯为艺术欣赏的独立作品，例

如壁饰等一类室内装饰品，则用线比较自由。不同质地的线，可以编出不同风格的作品。

编结材料可以多种多样。从性能的角度看，有天然、人造、合成、混纺等区别；从

外观的角度看，有软、硬，有粗、细，平、扁，有光、无光等区别；从用途的角度看，

有纺织材料、非纺织材料之分。总之，不管怎样划分，选用编结材料时要综合考虑。

虽然绳线的取材可以不拘一格，但专业的编织用绳更容易成型，编出的结也更美观

漂亮。下面列出的是一些常用的中国结编制用线。其中，人们常说的韩国丝大多属于斜

纹线，而我国的台湾丝大多为跑马线。

编结线材和配饰

3.材料的搭配

各式各样的线能够编出许多形态与韵致各异的结。想编什么类型的结，就得挑合适

的线。如果颜色与质地不适宜，编出的效果可能大打折扣。同时，一件结饰要讲求整体

美，不仅用线要得当，而且结子的线纹要平整，结形要匀称。

另外，结与饰物的关系也要多用心。两者的大小、质地、颜色及形状都应该能够配

合并相辅相成。若是为古玉—类古雅物件编装饰结，应该选择诸如咖啡、墨绿之类较为

含蓄的色调，以便体现其高雅古朴。然而，在为—些样式单调、色彩深沉的物件编配装

饰结时，若在结中夹配少许色调醒目的细线，例如金、银或者亮红，会使整个物件立刻

栩栩如生、璀璨夺目。

三、基础工艺

中国结的编制，大致分为基本结、变化结及组合结三大类。其编结技术，除需熟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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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基本结的编结技巧外，均具共通的编结原理，并可归纳为基本技法与组合技法。基

本技法乃是以单线条、双线条或多线条来编结的，运用线头并行或线头分离的变化，编

出多彩多姿的结或结组；组合技法利用线头延展、耳翼延展及耳翼勾连的方法，灵活地

将各种结组合起来，完成一组组变化万千的结饰。其中，熟练、全面掌握基本结的编法

是整个技法的重要基础。编好了基本结，进一步变化、组合就容易实现；编不好基本结，

组合结与变化结就无从谈起。

（1）双联结（双扣结）

材料：取一根长约 35 厘米的 4号斜纹线。

用途：通常用于组合结的起始或收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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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联结

（2）蛇结

材料：取一根长约 1 30 厘米的 5号斜纹线。

用途：多用于编手链、项链、手机链等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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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结

（3）同心结

材料：取一根长约 50 厘米的 4号斜纹线。

用途：主要用于编制手链、项链等饰物，也可编制其他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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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结

（4）万字结

材料：取一根长约 50 厘米的 5号斜纹线。

用途：可根据需要组合编制各种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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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字结

（5）释迦结（纽扣结）

材料：取一根长约 50 厘米的 4号斜纹线。

用途：可用于编制中式服装盘扣，与其他结组合时作起始或收尾结，也可编制耳环、

手链等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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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迦结（纽扣结）

（6）祥云结

材料：取—根长约 50 厘米的 4号斜纹线。

用途：可用于编制项链、手链、戒指等饰物。

方法：1．此结开始步骤按释迎结编法进行。

2．把 A线和 B线分别向箭头方向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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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云结

（7）平结

材料：取一根长约 60 厘米的 4号斜纹线，两根长约 30 厘米的 4号斜纹线。

用途：此结组合应用广泛，可编制手链、项链、围巾等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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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结

Ⅲ 课后

一、课后小结

本次课我们学习了民族服饰编结的基本工艺手法，在练习中要找到规律，熟练掌握

基本工艺手法，从简单到复杂一步一步的学习进步，另外要清楚每种结艺的寓意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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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设计中灵活应用。

二、作业布置

本单元实训项目任务要求

1.实训项目任务：

双联结、蛇结、同心结、万字结、纽扣结、祥云结、平结等编结工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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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实训项目要求：

（1）编结操作手法准确，技术娴熟；

（2）线绳松紧适当，外观成品效果自然美观；

（3）针距均匀、针脚整齐、操作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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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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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视频讲解了民族服饰编结艺术的工艺特点和实际用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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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编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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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的将编结制作过程进行更加

形象的描述，吸引学员的兴趣和求知欲望。加深学员对编结工艺的知识的理解，通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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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