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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民间蜡染在中职服装设计专业教学中的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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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早在先秦时代，蜡染就已经诞生于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是流传于我国民间的一门古老艺术，其不仅具有较强实用性，

还具有十分独特的魅力。在现代服装设计当中蜡染技艺的应用更是受到诸多国内外民众的认可、追捧和喜爱。在现阶段的中职教

育当中，蜡染这门课程一直以理论为主要教学内容，动手实操的机会相对较少，再加上师资力量相对薄弱，从而导致教学效果十

分不理想。本文主要分析中职服装设计专业中蜡染教学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有效教学实践策略，以供相关人士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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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古代有三大印花技艺，分别是蜡染、扎染和镂空印花。

在这其中，安顺苗族的蜡染本身具备十分独特的魅力，不仅是

少数民族一种十分古老的工艺，还是我国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为全面弘扬和传承我国古代的优秀传统民族文化，必

须让生活在新时期的莘莘学子继承并发展这项蜡染艺术，因此，

以职业教育结合产学研的办学思路为根据，在服装设计专业当

中融入蜡染艺术实践教学，从而达到传承和发扬的目的。

一、在中职服装设计专业蜡染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蜡染课程的课时较少

基础理论与实训教学的课时比例悬殊过大，十分不合理。

由于中职院校学生所学课程较多，因此，并未给蜡染课程安排

过多学时。绝大部分的中职院校一直沿用传统陈旧的教学模式，

高度重视以教材为主的理论性讲解，从而忽略实训过程，再加

上中职院校的实训基地建设不够充足，缺少教学设备，因此并

不能够满足中职学生自身的实践需求。与此同时，最近几年，

招生形式不断变化，大部分学生本身不具备一定的美术功底，

较为薄弱的文化基础，认为理论课程枯燥乏味、单调刻板，丧

失主动学习的兴趣，实训时间较短，从而导致学生无法扎实掌

握蜡染技艺，进而失去学习和了解本课程的主观能动性。

（二）蜡染教学形式过于单一

蜡染技艺是一项传统民间手工艺，看起来仿佛十分简单，

实际上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够真正领悟到其中要领，若单纯依靠

教师在课堂上亲身示范和讲解，学生永远也无法熟练的上色与

画蜡，这也就意味着学生不能熟练掌握蜡染这项工艺。市面上

也并没有适合中职学生蜡染实践的教材，再加上地理位置的束

缚，绝大部分学生无法去现场观摩与实践学习蜡染，从而导致

中职学生获取蜡染相关知识的渠道和途径较为单一。

（三）师资力量相对薄弱

教师不具备丰富的企业经验，中职院校的大部分教师毕业

以后直接顶岗开展教学工作，本身不具备丰富实操经验，在课

堂为学生示范的也只是相对较为基本的蜡染工艺技能。市场认

知的缺乏导致教师不能把握蜡染市场的最新动向，在实际教学

过程中难以融入新材料和新工艺，学生自身创新创作能力也因

此无法得到有效提升，从而脱离于市场的需求。

二、在中职服装设计专业蜡染教学的有效策略

（一）制定出与蜡染课程相适合的培养目标

在职业教育中，中职教育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目标

是培养高技能、高素养的应用型人才。除了培养一般技术技能，

还需要注重熏陶优秀传统文化，从而培养出既拥有传统技艺又

具备一定文化修养的优秀人才。第一，应当注重培养学生自身

知识技能，通过在课堂对蜡染理论知识进行系统性的学习，还

需要对蜡染起源和蜡染历史进行充分了解，积极引导学生认真

学习传统优秀的蜡染工艺，不断鼓励学生进行自主创作设计，

全面提升自身实践能力，并传承和发展蜡染这门技艺；第二，

培养学生自身综合素质，不仅需要培养学生学习技术，还应当

注重培养学生的个人修养、展示能力以及协调沟通能力和团队

精神 [1]。

（二）校企双方协同合作共同制定课程计划

在课程开设的初期，学校可以派遣教师去具有代表性的蜡

染厂进行现场调研，并结合服装专业学生的实际情况，与该企

业进行合作，双方共同制定出课程实施的计划，从而共同开展

和研发技术项目。首先，在中职服装设计专业中改善传统陈旧

课堂教学模式，与风景写生课程相结合，带领学生深入蜡染场，

实践学习蜡染，再由蜡染厂手工艺人亲身示范和传授蜡染技艺，

还可以与蜡染场中的蜡染骨干进行深入探讨，再与实地调研结果

相结合，调整学生以前的专业课程，从而形成以设计基础、色彩

基础、蜡染设计以及服装图案等多门课程为核心的全新课程体系。

其次，增加蜡染实训课程的课时，开展分阶段教学。可以分为理

论、实践和创作三个阶段，通过上述三个阶段的不间断学习，可

以起到承前启后、由表及里的有效作用，完成三个阶段的训练，

中职学生基本上就能够独立完成一副蜡染作品 [2]。

（三）结合有效教学手段，培养中职学生自身创新能力

手工加艺术等于手工艺。蜡染图案是艺术与技艺的充分结

合，利用技术来成就鲜明蜡染图案本身的工艺属性，而艺术又

可以将蜡染本身的审美性完美的反映出来。将蜡染图案当做一

门单独的课程在课堂上进行细致讲解，在学生完全学会蜡染最

基本的方法以后，教师可以带领学生进入蜡染作坊生动形象的

讲解所创作出来的图案，同时充分利用所学的设计方法，进一

步完成蜡染作品当中的图案设计。充分运用循环交替方式，可

以尽量避免以往传统课堂当中因为教学设备不充足而无法进行

现场演示的问题。另外，教师还需要积极鼓励学生在进行创作

时以蜡染图案当做灵感来源，从而设计出独树一帜、与众不同

的蜡染服饰图案，进而满足当前时代充满个性的需求。

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不断深入实践和积极探索，中职服装设计

专业的蜡染课程获取不俗的成绩，有机结合教学与实践，不仅

可以制作出可以产生一定经济效益的蜡染风格服装商品，还可

以有效提升学生自身动手实践能力。虽然现阶段依然存在诸多

不足亟待改进，但只要坚持不懈的努力，一定可以让中职院校

服装设计专业的学生发展和传承蜡染技艺，推动蜡染技艺走向

更加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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