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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服饰手工艺》课程标准

一、课程名称

《少数民族服饰手工艺》

二、适用专业

服装与服饰设计、民族服装与饰品专业、其他适用专业

三、课程分析

少数民族服饰手工艺是劳动人们智慧的结晶，有着很多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

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是我国服饰文化的瑰宝。本课程的设置旨在传播少数民

族服饰文化，传承非遗手工技艺，培养非遗服饰技艺传承人。课程内容涵盖了织锦、刺

绣、编结、扎蜡染、绣花鞋等民族服饰手工技艺，以及手针技法等服装制作工艺。

本课程目标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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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课程建设充

分利用信息技术优势，采用”翻转课堂”等教学新模式，实现了“教师中心”向“学生

中心”转变，“传统课堂教学”向“线上线下混合教学”的改进。

本课程主要介绍民族手工艺文化特色和工艺方法，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员了解

民族服饰手工艺形成的历史背景及文化特色，了解民族服饰手工艺的制作手法，培养学

生对民族服饰手工艺的保护传承意识和创新设计的责任和理念。

本课程可以针对不同基础学员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教学适应面广泛，有利于进一

步推广应用。

四、培养目标

1.教学目标

本课程为民族服饰的基础课程，面对设定的培育对象和对应目标包含业内业外两类

对象：

（1）针对服装设计专业的业内对象，通过课程提升他们的民族服饰的鉴赏能力和

服饰配件的制作能力，提高他们进阶研修的起点。

（2）针对艺术院校的选修生与社会各领域的民族服饰的爱好者，通过课程获得比

较全面的知识积累和技能体验，丰富文化生活，或培育他们成为潜在的民族服饰研究者



或设计师。

2.能力目标

（1）能发掘民族传统服饰手工艺艺术特色，提高艺术审美鉴赏能力。

（2）能够了解织锦、刺绣、编结、扎蜡染、绣花鞋等民族服饰技艺的历史演变及

文化特色。

（3）能够掌握刺绣、编结、扎蜡染等民族服饰技艺的基本操作方法。

（4）能够独立设计并制作简单的民族服饰手工艺作品。

（5）能够融会贯通、将民族手工艺应用在现代服装中，进行工艺创新创作。

3.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对民族服饰的爱好和兴趣，树立民族文化自信。

（2）培养学生对民族服饰文化的正确审美观，价值观。

（3）培养学生对传统手工技艺的保护、传承及创新意识。

（4）培养学生尊重知识产权，引导原创设计，培养法治意识。

（5）具备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

（6）具有主动学习和创新制作的意识。

（7）具备正确的劳动观点和劳动态度。

五、教学内容与课程设计

1.课程设计思路

本课程采用采用线下教学和微知库平台线上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教学，通过对少

数民族服饰手工艺的学习鉴赏及实践练习，使学生了解少数民族服饰手工艺的文化特

色，了解民族服饰手工艺原材料及工具使用等基本知识，了解并学习了织锦、刺绣、编

结、扎蜡染、绣花鞋等等少数民族手工艺的工艺特点和制作方法，培养学生对民族服饰

的爱好，树立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勇于开拓的创新意识。

（1）通过讲授少数民族手工艺的文化历史和工艺特点，了解织锦、刺绣、编结、

扎蜡染、绣花鞋等等民族服饰技艺的文化特色和基本操作方法。

（2）通过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方式，将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有机融合，构建个性

化、智能化、数字化、泛在化即时交互的移动学习环境。



（3）通过民族手工艺文化特色及技法的学习，使学员了解民族服饰手工艺形成的

历史背景及文化特色，培养学生对民族服饰手工艺的保护传承意识和创新设计的责任和

理念。

教学过程中采用图片、动画演示、视频示范、虚拟仿真、交互类素材等多种形式资

源启发学生学习兴趣和。营造学习氛围。通过“课前预习、课中讲授、课后作业”的三

步骤开展教学，以线上教学，线下实训的混合教学模式开展项目教学实践，使学生了解

民族文化，掌握民族手工艺基本技法，培养民族服饰传承与创新意识。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确审美观、德育、劳育渗透、贯穿教学的全过程，培养

学生全面发展的精神品质。注重培养自主学习能力、创新意识和团结协作的精神。树立

纪律意识、规范意识、劳动精神、创新创业精神，养成尊重宽容、团结协作和平等互助

的合作意识，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课程通过过程考核和结果考核检查技能

水平、学习能力、职业素养等综合素质。

2.教学内容与教学设计

序

号

训练

项目
教学内容 实训要求 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入点

1

少数民

族服饰

手工艺

文化认

知

1.少数民族服饰

手工艺产生、形

成的历史背景及

文化特色。

3.少数民族服饰

手工艺的地域文

化特色。

1.了解少数民族服饰手

工艺的历史文化特色。

3.了解少数民族服饰手

工艺传承人基本情况。

1.培养民族情怀，增强文

化自信。

2.培养文化传承创新的

责任意识和良好职业道

德。

3.学习少数民族服饰手

工艺传承人的工匠精神。

2

少数民

族织锦

认知

1.织锦文化特色

及分类。

2.织锦制作工艺

特点。

1.了解少数民族织锦的

地域特色和文化特色。

2.了解少数民族织锦工

艺特点。

1.培养民族情怀，增强文

化自信。

2.培养文化传承创新的

责任意识和良好职业道

德。



3.学习少数民族服饰手

工艺传承人的工匠精神。

3
少数民

族刺绣

1.少数民族刺绣

文化认知

2.少数民族刺绣

工艺

3.少数民族拼布

绣工艺

4.少数民族贴布

绣工艺

1.了解少数民族服饰刺

绣手工艺的历史文化特

色。

2.能完成少数民族服饰

刺绣手工艺的简单针法

工艺操作。

3.了解少数民族服饰刺

绣手工艺传承人基本情

况。

1.培养民族情怀，增强文

化自信。

2.培养文化传承创新的

责任意识和良好职业道

德。

3.学习少数民族服饰手

工艺传承人的工匠精神。

4

少数民

族编结

1.少数民族服饰

编 结 手 工 艺 产

生、形成的历史

背 景 及 文 化 特

色。

2.少数民族服饰

编结手工艺的分

类及工艺特色。

1.了解少数民族服饰编

结手工艺的历史文化特

色。

2.能完成少数民族服饰

编结手工艺的简单针法

工艺操作。

1.培养民族情怀，增强文

化自信。

2.培养文化传承创新的

责任意识和良好职业道

德。

3.学习少数民族服饰手

工艺的工匠精神。

5
少数民

族扎染

1.少数民族服饰

扎 染 手 工 艺 产

生、形成的历史

背 景 及 文 化 特

色。

2.少数民族服饰

扎染手工艺的工

艺方法。

1.了解少数民族服饰扎

染手工艺的历史文化特

色。

2.能完成少数民族服饰

扎染手工艺的基本工艺

操作。

1.培养民族情怀，增强文

化自信。

2.培养文化传承创新的

责任意识和良好职业道

德。

3.学习少数民族服饰手

工艺的工匠精神。



6

少数民

族蜡染

1.少数民族服饰

蜡 染 手 工 艺 产

生、形成的历史

背 景 及 文 化 特

色。

2.少数民族服饰

蜡染手工艺的工

艺方法。

1.了解少数民族服饰蜡

染手工艺的历史文化特

色。

2.能完成少数民族服饰

蜡染手工艺的基本工艺

操作。

1.培养民族情怀，增强文

化自信。

2.培养文化传承创新的

责任意识和良好职业道

德。

3.学习少数民族服饰手

工艺的工匠精神。

7

少数民

族绣花

鞋

任务 1 少数民族

绣花鞋文化认知

任务 2 少数民族

绣花鞋工艺

任务 3 少数民族

牛鞋工艺

1.了解少数民族绣花鞋

文化特色。

2.能完成少数民族绣花

鞋文化的简单工艺操

作。

3.能将刺绣织锦等手工

艺结合绣花鞋创新工艺

设计。

1.培养民族情怀，增强文

化自信。

2.培养文化传承创新的

责任意识和良好职业道

德。

3.学习少数民族服饰手

工艺的工匠精神。

8

少数民

族服饰

制作工

艺

任务 1 基础手针

工艺

任务 2 服饰制作

工艺

1.了解少数民族服饰手

针基础工艺。

2.能完成少数民族服饰

品的制作。

3.能根据民族服饰品特

点创新工艺设计。

1.培养民族情怀，增强文

化自信。

2.培养文化传承创新的

责任意识和良好职业道

德。

3.学习少数民族服饰手

工艺的工匠精神。

四、教学实施



因本课程设定的培育对象包含业内业外两类对象——针对服装设计专业的业内对

象和针对艺术院校的选修生与社会各领域的少数民族服饰手工艺的爱好者，在教学中建

议可以分两种实施类型。

1.具备教室、实训空间设备进行现场教学条件的：以现场授课+演示+实训方式进行

教学，按进程计划进行讨论、口试、笔试，现场操作和虚拟操作技能实习，由“考核评

审团队”进行评估。

2.不具备教室、实训空间设备进行现场教学条件的：以网络远程方式进行教学，按

进程计划进行讨论、笔试和虚拟操作技能实习，由“考核评审团队”进行网络远程评估。

五、教学效果评估

1.评估目标

对本课程教学效果的评估，首先，是为了评估在课程实施后，有没有达成期望的以

下效果：

（1）了解少数民族服饰手工艺的产生、形成的历史背景及文化特色。

（2）了解少数民族服饰手工艺织锦的艺术特色及工艺方法。

（3）了解少数民族服饰手工艺刺绣的艺术特色及工艺方法。

（4）了解少数民族服饰手工艺编结的艺术特色及工艺方法。

（5）了解少数民族服饰手工艺扎染的艺术特色及工艺方法。

（6）了解少数民族服饰手工艺蜡染的艺术特色及工艺方法。

（7）了解少数民族服饰手工艺绣花鞋的工艺方法。

（8）了解少数民族服饰制作工艺方法。

其次，通过上述评估，总结目标效果所达成的程度、经验和不足，提供课程建设方

和课程实施方的工作的进一步改进和提升。

2.评估方式

为全面、综合地考核《少数民族服饰手工艺》课程学习的情况，课程评估将过程评

估与总结性评价结合起来，具体评估方式如下：

课程评估包括职业素养评估、总结性评价 2个方面，总分为 100 分，60 分为合格。

其中职业素养评估占课程评估总分的 20%，线下评估方式为：职业素养评估根据平时

学习纪律、学习态度，实训过程的操作规范、安全规范、设备保养，陈述实训任务的语



言表达及举止表现等，完成实训过程中体现的纪律意识、规范意识、实训参与度、责任

意识与创新精神，进行综合评判。线上评估方式为：创新精神、实训任务的完成态度和

过程等进行综合评判。

总结性评价占课程教学评估总分的 80%，总结性评价采取双评估制度：对具备教室、

实训空间设备进行生生互评、小组互评及“考核评审团队”进行现场评估。不具备教室、

实训空间设备的由“考核评审团队”进行网络远程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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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课程的总结性评价依据包括 3 个方面：在线试题、实训项目和参与度，其中在线

试题考核占比 30%，实训项目考核占比 30%，参与度占比 20%。学生考核得分=试题考核*

试题考核得分占比+平均分*考试得分占比+实训任务得分*实训得分占比+（已学的知识

点个数/课程知识点总个数）*100*参与度占比。

本课程采用模块式教学，各模块均有相关的试题，试题类型丰富，涵盖了大多数知

识点，并根据课程学时和实训条件安排了一定的实训项目。

本课程为考核组建题目库，由“试题”与“实训项目”组成。

（1）试题——针对授课单元中的识记知识点进行教学考核，以答题考核评估本单元

的教学效果。

（2）实训项目——针对授课单元中的技能教学实践考核，项目要求和考官评审相结

合为评估标准。由小组互评、授课教师评价和行业企业专家评价组成，三方分数取平均

分，即为实训项目考核最终得分。

（3）参与度为学习的数量与时长，可在课程资源库后台进行数据查阅。

六、教学资源

1.教材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周莹著，中国纺织出版社，2014。

2.主要参考书籍

（1）《中国民族传统刺绣针谱》 廖力耕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8

（2）《中国民间结艺技法》 白庚胜、于法鸣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8



（3）《手工印染艺术设计与工艺》 鲍小龙、刘月蕊 东华大学出版社 2018

（4）《蜡染》 沈凤霞,符德民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5）《绣花鞋制作技艺》 王冠琴、丁鼎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4

（6）《现代服装工艺设计图解》 胡忧、欧阳心力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0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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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情况，制定、设计更加详细、完善的教学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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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