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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传统工艺》教学设计

科 目 美术鉴赏与实践 授课时间： 年 月 日 课时序号

授课内容 第三单元《中国传统工艺》 课型：新课
总课时 6
分课时 2

课 题 第四课《其他传统工艺》

教

学

目

标

知识目标
1. 了解竹编、风筝与皮影工艺的基本造型原理及制作工艺。

2. 了解竹编、风筝与皮影工艺的审美价值和应用价值。

能力目标 能够完成简单工艺作品的制作。

情感态度

和价值观
了解不同工艺与生活的关系，加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与热爱。

教学重点 了解 1到 2种传统工艺的基本造型原理。

教学难点 掌握 1种传统工艺的制作工艺。

教法学法
教法：体验式、启发式。

学法：自主探究、小组合作。

教学过程 教 师 活 动 学 生 活 动 教 学 意 图

导入

新课教学

提问：你在生活中还知道哪些中国传统工

艺的作品吗？试着说一说他们都有哪些特点？

今天我们来学习比较有代表性、艺术性和

民族特色的 3种中国传统工艺——竹编、风筝

与皮影艺术。

一、竹编工艺

竹编是以竹材加工成的篾片或篾丝进行编

织的一种传统手工艺。

编织工艺的工序流程：材料处理、编织和

收边三个阶段。

编织是竹编工艺最关键的工序，竹编制品

看起来形态各异，全在于经纬之间的反复变化。

竹编工艺是我们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一种传

统工艺，你还能举出哪些日常中见过或使用过

的竹编作品吗？你能说出它属于哪种编制手法

吗？

思考问题，带着问

题进入课程学习

引导学生思考

提出问题，提升学习

兴趣。

培养学生学会观察

生活、感受生活的健

康生活方式。



2

相关链接：

竹编工艺的编织技法：

经与纬的挑压是竹编工艺的基本编织技

法，被挑压的篾为“经”，与之交错的篾为“纬”。

挑压编织的基本类别有垂直挑压、多角挑压、

翻转弹插和其他穿插编织法等。不同技法编织

出来的竹编具有不同的实用性和观赏性。

实践与练习—竹编

项目：自己动手编一个竹篓或竹筐。

① 材料准备与处理：通过暴晒、浸泡、剖竹、

劈篾、刮篾等工序将竹子加工成篾片或篾丝。

② 编织：垂直于经篾，逐根放入纬篾，第二条

与第一条错开位置，编织成需要的形态。编织

环节一般包括编织底部、侧面以及连接成型等

工序。

③ 收边：收边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序，主要利

用插、粘等方法使竹编产品的边平整硬挺，更

加美观、耐用。

赏析与评价：

结合竹编工艺特点，介绍自己完成的作品并展

理解竹编工艺的手

法和特点

讨论、分析、归纳

学生实践

赏析、讨论

拓展知识面，逐步加

深对竹编艺术的理

解。

通过实践获得学生

知识掌握程度。

引导学生将理论知

识转化为实践能力。

激发学生思考和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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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作品。

相关链接：

瓷胎竹编:
瓷胎竹编是竹编的一种，是在瓷制的瓶、

杯、筒、盒、盘等外，裹以竹编。所用篾丝细

如毫发，编织时，篾丝紧扣瓷胎，依胎成型，

既不露瓷器胎底，又不留编织时的接头痕迹，

是竹编中的佳品。

思考与练习：

塑料的发明与使用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

利，同时也对自然环境造成了负担。结合所学

的竹编工艺，尝试以废旧塑料瓶为材料进行编

织创作。

二、风筝工艺

风筝是我国古代的重要发明之一。古称“木

鸢”或“纸鸢”。古代曾有过以纸鸢传递军事

情报的事例。如今放风筝早已成为备受人们喜

爱的一项户外活动。

思考与练习：

风筝造型常模仿大自然中的各种形象，图

案因个人喜好而有所不同。你还知道风筝有哪

些有趣的形象？搜集相关图片，与大家交流。

实践与练习—风筝

项目：制作一个具有个性化的风筝，并尝试放

飞。

① 处理竹条：对竹料进行刮和锉，使其表面均

匀、平整，然后劈制成厚度 3毫米左右的竹条。

② 扎骨架：将竹条扎成风筝的骨架，注意在竹

条的相应位置要留好口子，便于竹条的穿插与

绑线。

识记

讨论

自主探究

分组讨论

学生实践

作能力。

增加知识储备

强化学生对作品的

鉴赏分析能力。

举一反三，拓展学生

思维，引导学生扩展

知识面。

检验学生知识掌握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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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绘花彩：将骨架平放在硫酸纸上，描绘轮廓，

然后将无纺布平铺在硫酸纸上，勾画图案，上

色晾干。

④ 糊纸面：先糊翅膀，将画面和骨架用乳胶合

在一起。

⑤ 栓提线：分别拴好上提线和下提线，打好结，

扎制就完成了。

相关链接：

北京扎燕风筝与福娃妮妮：

北京扎燕风筝作为中国传统民间工艺深受

大众的喜爱。从区级非遗保护项目到市级非遗

保护项目，再到成功申请为国家级非遗保护项

目，北京扎燕风筝经历了八年的艰辛历程。2008
年，北京扎燕风筝的代表——福娃妮妮入选北

京奥运会吉祥物，北京扎燕风筝自此“飞”上

了世界大舞台。

三、皮影工艺

播放一段皮影戏片段。

皮影戏是一种用兽皮、纸板等材料制成影

偶，借助灯光用影偶的投影表演故事的民间戏

剧艺术。皮影的造型看似简单，其实对匠人的

制作工艺要求极高，不仅要有一定的绘画基础，

还要有精湛的刀工以及独特的创造力。

思考与练习：

一个灵活的皮影角色，它的身体是由哪些

部件构成的？它们之间又是如何衔接的？

实践与练习—皮影

皮影的制作流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步

骤：选皮、制皮、画稿、过稿、镂刻、敷彩、

缀结等。

项目：让我们以孙悟空这一经典角色为例，尝

试进行皮影工艺实践。（皮革材料可以选用硬

纸板或其他硬质适合的材料代替，角色可以选

取西游记中其他形象，方便后期剧情演示时角

对比、感受

分组思考讨论

学生实践创作

用生活案例激发学

生对传统工艺的热

爱。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培养学生探究合作

能力。

促进学生综合实践

能力的提升，提高工

艺作品创作能力。

增强学生体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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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丰富多样）

① 画稿：勾画出孙悟空的形象，并标注清楚肩

颈、肘关节、胯部、膝关节等连接点及前后透

视关系；拿一张硫酸纸覆在角色图稿上，在硫

酸纸上将人物的肢体分解并设计好刀口。

② 过稿（透图）：用画针将画稿描绘在皮面上。

③ 镂刻：将皮子与画稿固定好，用小刀雕刻镂

空。

④ 敷彩（染色）：染色时注意一气呵成，然后

风干压平，最后涂上透明漆固定颜色。

⑤ 缀结（装订）：用针线在关节连接处打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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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小结

将操作杆末端的铁丝圈固定在两手和脖子等

处。

作品赏析与演示：

将学生制作的作品分组或组合后赋予一定剧情

并演绎。

相关链接：

皮子薄厚的选择：

一般人物的上身宜选取最薄最软的皮子，

便于做扭头转身动作；腿部选取最厚的皮子，

以增加皮影的垂感。

皮影的雕刻方法大致分为阳刻、阴刻两类。

阳刻就是“空底”刻法，将画稿空白处刻掉，

留下线条。这种刻法能产生强烈的对比效果，

非常醒目。阴刻是将画稿上的线条刻去，留下

大面积的底子，即“实底”。将这两种方法结

合使用，可产生更好的艺术效果。

中国传统工艺是中华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炎黄子孙沟通情感的纽带，是世世代

代锤炼和传承的文化传统。它凝聚着民族的性

格、民族的精神、民族的文化创造、民族的真

善美。

展示、评价作品、

编制剧情。

识记

回顾小结

增强学生体验感，利

用剧情带动作品展

示与改进。

加强知识储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