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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蜀绣历史简析 1

随着现今全球化进程加剧，极大的冲击了我国优秀

的传统地域文化。酒勤（2014）的研究指出，本土文化

的传承发展与创新收到严重考验，其发展的空间与广度

也被进一步制约。蜀绣的历史悠久，是成都地区特产。

在中国的几千年历史长河中，早在诗经中便有不少关于

“绣”的描述。“绣”不仅美学与观赏兼具的收藏品或日

用品，更是艺术品，是美的同义词。赵敏（2011）的研

究提到，我们用“锦绣山河”来形容祖国的壮美秀丽，

“锦心绣口”形容人的才思非凡，“朱门绣户”形容雕绘

华美的住宅，“锦绣前程”形容美好的前程。绣品在中国

广泛使用，既是人们日常生活必用品，也能是高雅的艺

术欣赏品，有时会成为沉淀财富的奢侈品与收藏品。中

国在四五千年前就已经开始养蚕，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国

家，丝绸和织锦技艺也是由我国创造而来。田彤、唐小

佩、江婧、张雨莲、张乐（2018）的研究提到，根据资

料和文献记载，早在位于四川广汉的三星堆遗址中出现

陶艺和石艺两种材质与不同形式的纺织用的纺轮，而战

国时巴蜀青铜器的出土已得知当时古蜀人的相关养蚕螺

丝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从挖掘的遗址中可以推断，蜀绣

大约萌芽于商代早期，在商代中晚期成熟发展。丁梦玲

（2016）的研究提到，近代蜀绣进一步发展，1903 年时

成立的“四川劝业总局”中还包含蜀绣一科，1961 年成

立成都蜀绣厂。

作者简介：吴佳钰，女，籍贯湖北武汉，1992.08，研究

生学历，教育学专业，助教。

二、蜀绣课程开发背景

将蜀绣作为课程开发，通过学习蜀绣艺术，引导学

生了解蜀绣文化，深化对蜀绣艺术的认识，了解相关知

识、培养专业技法，构建对自身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蜀绣

完整的知识体系，进而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思想的培养、

增加民族认同和文化自豪感。本研究以蜀绣在教育领域

的传承与创新为研究主题，研究蜀绣传承的历史发展过

程、蜀绣传承现有问题，探寻蜀绣传承的新价值及当前

教育视角下蜀绣创新性传承的新方式。

传统教育中，关于本土性课程的开发较少，学生缺

乏学习此类知识的机会，许多时候照本宣科。多地区都

缺少对本土性知识和文化的学习，或只采用传统教学模

式。蜀绣传承历史源远流长，是最为悠久的刺绣种类之

一，早在三千多年前便已出现，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但成都地区同样缺乏以地域性题材

为主的地方性课程及校本课程。这些本土性教育内容的

匮乏，使得当地学生难以有渠道去了解本土性特色传统

资源。探究蜀绣传承创新的新路径，在教育领域中探究

地域性赋予蜀绣传承，能有助于提升学生美学素养、培

养本土性兴趣特长，加强学生创新意识。将蜀绣编入地

方性课程，对研究成都本土特色文化、认知传承与创新

等问题的意义深远。

三、蜀绣课程发展的意义

陈强英（2019）的研究提到，国务院指出，要充分

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未成年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和

爱国主义教育。教育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将非物质文化

遗产文化优秀内容编写进教材，开展教学活动。2003 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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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组织颁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其目的在于

保护传统文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2006 年，蜀绣正式成

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2 年 12 月蜀绣成功成

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2019 成为国家非遗代表性项目。

蜀绣作为兼具生产性、功能性、艺术性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统的口传心授的传授模式，即将面临着后继无人

的状况，对蜀绣文化的了解存在年龄断层与性别断层的

现状。综上所述，对于蜀绣的传承与创新方面的工作的

意义重大，且时间紧迫。

（1）研究蜀绣历史及发展历程，进行蜀绣传承现有

问题探析的意义凸显，据此挖掘蜀绣传承的新价值有哪

些。

（2）借此契机开发蜀绣课程，研发蜀绣的授课模式

和教学模式，让学生有更多途径了解并充分学习本土民

间传统艺术。

（3）深厚人文素养、陶冶艺术情操，同时让蜀绣文

化艺术得到传承和发展。

四、蜀绣课程发展的教育价值

1. 提高学生审美素养、促进素质教育

现倡导五育并举促教育，审美教育是其中重要一环。

审美教育就包括美学和教育学，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提高思想道德水平和建设科学文化强国发展的重要

基石；促进人个性的全面发展。因此，审美教育对个体

身心发展的促进作用不言而喻。蜀绣极具艺术特色，可

以提高学生手眼协调与创造能力，培育良好的美育环境，

促进素质教育的发展。在对蜀绣充满兴趣的前提下，学

习与创作蜀绣作品，激发学生主观能动性，促进正确三

观养成；其次，蜀绣课程作品需有美术的设计感与创作，

还能增加对于美术课程、劳动技术课程的发展，达到促

进学生全面发展；再次，还能促进在艺术领域、美学探

索、文学历史等方面知识的促进。蜀绣以针为笔、以布

为纸、以线着色，运用绘画及绣线的明暗变化来进行艺

术创作，传统蜀绣多以花鸟虫鱼为题材，极大限制着蜀

绣的创新发展。通过课程学习，学生进行蜀绣的创意设

计，让蜀绣的主题更现代化，来源于生活，促进学生各

项能力的发展、提高学生的对事物的审美能力与思考。

通过发掘身边可利用的蜀绣资源，经过课堂教学的学习

与教师大师讲授，亲身参与沉浸式的蜀绣研学活动，使

学生进一步学习蜀绣的艺术表达方式与刺绣技艺，了解

蜀绣的历史文化，从而激发学生热爱生活、传承文化的

理想追求，促进蜀绣行业的发展，进而为建设社会主义

强国发贡献力量。

2. 促进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发展，提高本地的办学

水平与教育教学质量

2001 年， 教 育 部《基 础 教 育 课 程 改 革 纲 要（试

行）》提出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制度，

这是来我国教育领域的重大改变及突破。地方课程体现

本土的风土人情、文化和教育特色，是传承本土优秀文

化、传播当地特色基因的重要途径。“校本课程”由学

校根据本校学生及学校情况，自主编制开发的课程。当

前，校本课程开发主要集中在义务教育阶段，通过活动

课、选修课、社团课和兴趣小组活动等实施。地方课

程、校本课程生于本土，重视每个学生的个体差异，满

足为当地社会经济培养人才的需求。当现今全球一体化

的进程，对我国传统地域美术的影响巨大，不少年轻人

对本土优秀文化知之甚少或是根本不了解。蜀绣是成都

特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将蜀绣作为地方性、校本性课

程的开发，将本地优秀的传统艺术通过课程的形式进行

展现，可以促进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的探索。蜀绣这一

艺术形式不仅是中国四大传统名绣之一，更是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是中华人民智慧的凝聚，在历史

学、社会学、人文学、艺术学、考古学、美学等多个方

面都有相当高的研究价值。将地域性的传统艺术融入到

课程里，提高本地的地域性办学水平，增加地区性的文

化独特性，更在创新角度、地域性文化传承角度都有着

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实现当地教育的完整性，促进

教育质量的发展，为当地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坚实基

础，为社会主义的建设培养，为当地社会经济培养所需

人才。

3. 促进教师自身发展、促进教学方式改革

教师是一个专业不断发展的职业。在义务教育中引

入蜀绣，就需要学校教师具备蜀绣的艺术性知识、了解

蜀绣的历史及技法，优化教师的专业知识结构，加强条

件性知识，加强教师的知识文化素养。通过学习，能够

促进教师的专业能力的提升和艺术鉴赏能力，学校鼓励

并给予政策支持学校教师考取相关的专业证书，能够提

高教师的专业能力，提高为地方经济社会培养所需人才。

同时，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研究适合蜀绣特性的教学方

法、研究学生的学习规律与动机，激发学生主观能动性，

要解决怎么教的问题，这就必须掌握教学技能和学生情

感，要知道学生怎么学才能教。同时要给学生留有余地，

留下思考和创作的空间，这对于教师教学技能的成长与

教学方式的改变都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开设具有优秀

传统文化的地域性课程的作用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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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蜀绣课程发展方式探寻

当前蜀绣在教育领域主要集中在高职院校，义务教

育几近空白。且针对蜀绣的专业教材数量较少、针对中

小学生的教材数量为零。针对义务教育阶段的青少年进

行非遗文化传承，将蜀绣课程进入校园，赋予义务教育

视角下蜀绣创新性传承的新方式。

1. 形成一本有趣的中小学阶段蜀绣教材

目前，学校教育中的蜀绣课程主要集中在高职院校

培养，部分成都的高职院校开设了与蜀绣相关的一些专

业，但这种培养模式影响面过于狭窄，仅在部分职业学

校的部分专业中进行，且培养人才的年龄有着明显的限

制，且培养的课程体系、教学计划方法、教材等没有统

一的课程标准，而中小学阶段开设的蜀绣课程几乎处于

空白阶段。同时，根据全网搜索，与蜀绣相关的书籍、

教材仅仅不到十本，而针对义务教育阶段的蜀绣教材或

书籍，仅有一本课外读本。因此，形成一本中小学阶段

的蜀绣教材能弥补此方面的空白，推动地方性课程和校

本性课程的发展。研发蜀绣课程及专业蜀绣教材，这对

于蜀绣发展和学校教育来说是一项双赢的决定：蜀绣走

进校园能够避免年龄断层与人才凋零的现状，并能创新、

不断发展；学校教育因为有蜀绣的进入能促进本土性文

化课程资源注入，丰富教学内容、贴近生活、增强课程

对地方的适切性，蜀绣的历史、人文、美感和丰厚的地

域性特色等能给学校教育教学带来新的灵感和启发。从

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生发展的角度出发研

发教材，将优秀蜀绣非遗文化融入课堂教学情境中，使

学生充分认识与感知传统艺术文化与艺术，直观地认识

社会生活风貌，体验生活美学，能对其产生兴趣，这对

于蜀绣的传承与发展及其关键，对推动素质教育的影响

与促进作用重大。

2. 创新一种“双师制”混合授课的教学模式

师资队伍是教学的根本及基础。对于蜀绣的传承

与创新而言尤为重要。师资是人才培养的关键步骤。因

此，对于蜀绣课程而言，师资是重要切入点，一方面需

要加强学校内的教师培养，鼓励并给予政策支持学校教

师考取相关的专业证书，提高其蜀绣方面的相关职业技

能，另一方面与蜀绣行业内的专家大师进行合作，邀请

大师进校园进行授课。同时，在教学中配备两名教师，

两名教师各司其职进行合作。由蜀绣专业教师负责专业

传统技法方面的学习，而由美术、劳艺等方面教师进行

创新性融合的培养。朱倩（2017）的研究提到，通过

“双师制”的方式将理论与实践结合、传统技法与现代

创新相结合，进一步培养蜀绣行业迫切需要的具有创造

性的蜀绣行业优秀人才，促进成都非遗蜀绣的传承与创

新助力。

3. 创设一个沉浸式的蜀绣研学场景

筑梦四川（2019）提到，根据二、三年级学生身

心发展状况，编写并创作沉浸式实景剧《蚕月公主与

白宝——蜀绣缘起》，共分四个剧目：第一幕古蜀国祭

祀、第二幕野蛮人来袭、第三幕蚕母娘娘化险境、第四

幕解救蜀国大行动。通过蜀绣研学活动，将蜀绣历史文

化、基础的几种蜀绣针法、古诗词学习、历史传承贯穿

在故事女主角“蚕月公主”的探险之中，既充分展现蜀

绣的历史沿革，又弘扬了古蜀先民的智慧和精神。根据

少年儿童身心发展特征设计蜀绣课程，创新蜀绣传承模

式、传播地方优秀文化的新路径，通过生动形象、全员

参与情景剧剧情中，并按照故事线索，在研学基地“悟

萌阁”里进行沉浸式研学活动，引导学生认识蜀绣，了

解传统文化艺术，领会古蜀人民智慧结晶，启发学生学

会学习、继承优秀非遗文化，品味本土非遗文化，领略

蜀地风土人情，了解蜀绣的发展，体验蜀绣背后所蕴含

的成都非遗基因。

4. 提供一个展示个人独特蜀绣作品平台

国家先后相应出台保护政策，2011 年出台《中华人

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12 年相应出台《四川

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意见》、《成都

市蜀绣产业振兴规划纲要（2011-2015）》；2020 年出台

的《成都市郫都区推动蜀绣产业创新发展若干政策》等

文件，从政策上给予鼓励支持，明确提出：支持建立蜀

绣传承传播基地，开展蜀绣体验、普及、作品交流、非

遗宣传等方面合作，进一步提升蜀绣整体的认知度、普

及度和美誉度，支持通过“中国蜀绣之乡 +”系列赛事，

并对赛事费用予以扶持。蜀绣之乡成都市郫都区连续多

年举行金针杯蜀绣技艺大赛、蜀绣创意设计大赛等活动，

以赛促发展，通过政策和赛事的结合持续营造良好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文化氛围，挖掘培养蜀绣创新人才，促进

蜀绣的推广和传播力度。

通过蜀绣教材与沉浸式教学方式的学习，学生自由

创设作品，结合成都市提供的良好政策，通过学校平台

展示、创设各级各类比赛、互联网传播的方式，充分提

供给与学生展示平台。

六、结束语

将蜀绣作为课程开发，融入现代教育的观念与时代

的信息，赋予蜀绣美学素养，拓展地域性特色课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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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实践，将蜀绣的地方课程资源运用于教学，帮助学

生了解本土特色文化，深厚人文素养，陶冶艺术情操，

进而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思想的培养、增加民族认同和文

化自豪感。充分利用蜀绣作为地方性特色课程资源的优

势，拓宽学校内外课程资源及其研究成果的分享渠道，

提高地方性文化资源使用率，并朝着有利于地方、校本

课程可持续利用、开发的方向前进。

面临的具体困难主要体现在：许多地区目前对于地

方课程、校本课程开发及相关的系列保障方面，投资不

足，持续大力的政策投入保证与课程专业教师的培养是

聚焦点。在课程及教材开发上，后续对于蜀绣教学的课

程标准的设定是迫切需要的。本土性传统艺术对于当地

社会经济培养人才有着深远的作用，蜀绣引入课程对于

学生全面推行素质教育、学生的创意、反映、动手等能

力方面，有着极高的实际意义。这也是本研究的重点意

义之处。

经过实地考察研究，与其他的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其他绣种资源类比，蜀绣课程适合推广，具有实操

性，且投资成本较少等优点。其次，由于传承推广力度

问题，使许多本地教师对蜀绣文化了解较浅，想要发展

地域传统文化，鼓就要切身去体验，这点对于本土学生

来说同样适用，在环境熏陶之中，学生对于蜀绣这一本

土性文化的了解和认识也将不断加深。

对于一个人的发展，本土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作用

并不仅在于能够看懂这些作品或是说出作品使用的工艺，

最为重要的是陶冶情操、修身养性、民族情感培养、传

承文化基因，从而为国家培养优秀后备军。但如何才能

更好地弘扬并传承蜀绣，还需进行长期艰苦的研究，在

工作中，也存在一些困难和不足之处，这也是值得持续

探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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