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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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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课《扎染》

教

学

目

标

知识目标
1. 了解扎染工艺的基本技法。

2. 了解扎染工艺的审美价值和应用价值。

能力目标 基本掌握扎染的制作技艺，能够进行简单的扎染制作。

情感态度

和价值观
了解中国传统扎染技术，加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与热爱。

教学重点 了解扎染工艺的基本技法。

教学难点 基本掌握扎染的制作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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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问：你知道如何在布料上染制千变万化

的图案吗？

播放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扎染宣传片

的片段。（或相关扎染纪录片片段均可）

播放若干扎染工艺图片。

一、扎染工艺

扎染，古称“绞缬”，是我国传统印染方

法之一。扎染工艺一般先使用线等工具在布料

上扎结成绺或在织物上缝纫，然后染色。扎结

部分不易染色，拆线晾干后便形成了变化丰富、

自然瑰丽的花纹。扎染工艺有着悠久的历史，

实物最早见于东晋，至唐时已十分流行。

相关链接：

缬：

缬，今指有花纹的丝织品。在古代指部分

镂空版印花或防染印花类织物。绞缬（扎染）、

夹缬（镂空版印花）与蜡缬（蜡染）是我国三

思考问题，带着问

题进入课程学习

了解，识记

学习了解扎染分类

和表现手法

提出问题，提升学习

兴趣。

基础知识介绍，了解

扎染工艺及其历史

发展。

拓展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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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教学
大传统印染工艺。

介绍相关扎染工艺与作品。

相关链接：

扎染工艺的地域特点：

扎染工艺在唐代发展到鼎盛期，北宋时期

因制作复杂、耗费人力，在中原逐渐走向衰落，

而西南的少数民族，如白族、彝族等仍保留了

这一古老的技艺。如今，在云南、广西等地仍

可见它的踪影。

二、实践与练习—扎染

（一）材料与工具准备

材料：布料 1 米（天然纤维的衣服或布料）、

靛蓝染料、固色剂、水。

工具：针、线、棉绳、小剪刀、硬币、水桶、

橡胶手套。

（二） 工艺实践

扎染工艺主要由以下五个步骤完成：扎结、

染色、等待氧化、拆线、清洗和晾干。

1.扎结

扎结的主要技法有结、捆、缝等。

结：将布料按需要折叠、扭曲成各种形状

后，直接打结。由于布料的薄厚不同，结的大

小以及松紧也不同，使打结形成的图案丰富多

变。

捆：用线或绳在布料的特定部位进行捆绑，

使之形成多样的图案变化。制作时，可根据情

况灵活捆绑。

缝：用针线将硬币、纽扣等物体缝在织物

上，用以防染，浸染后抽去所缝的线，形成不

同的晕染花纹。

讨论、分析、归纳

讨论发言

分组准备实践素材

、

教师示范，学生实

践

自主探究

分组讨论

引导学生学会分辨

扎染类别和特点。

激发学生创作能力。

结合理论知识，举一

反三，锻炼学生实践

操作能力和思维想

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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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小结

2.染色

3.等待氧化

4.拆线、清洗

5.晾干

思考与练习：

查阅相关资料，了解中国传统夹缬（镂空

版印花）与蜡缬（蜡染）等相关工艺及作品。

本节课我们了解了扎染的种类、工艺和制

作流，通过扎染实践我们可以制作简单又独一

无二的扎染作品，更使人惊奇的是扎结每种花

染出后却不会有相同图案出现。这种独特的艺

术效果，是机械印染工艺难以达到的。

思考、练习

回顾小结

学生结合实践经验，

补充更多理论知识，

促进学生对扎染工

艺的全面了解和对

传统工艺的热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