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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非遗技艺在“服装材料”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刘乐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250300） 

摘要：本文对非遗技艺在“服装材料”课程教学中的应用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首先提出了服装材料教学课程对学生的服装

材料认识能力进行培养，其次，提出了非遗技艺在“服装材料”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第三，介绍了在服装材料课程中涉及到的

非遗技艺，最后论述了非遗技艺在“服装材料”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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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服装材料课程教学中，面料和面料辅料是主要的学习内容。

一个合格的服装设计师必须要对各种类型的服装面料和面料辅料

进行熟练灵活地掌握。因此，必须要重视学生在服装材料方面的培

养，提高学生对服装面料的认识范围和应用能力，从而能够为社会

培养出更多的服装设计人才。 

一、服装材料教学课程对学生的服装材料认识能力进行培

养 

（一）将面料实物和多媒体教学方式进行结合 

教师可以在进行服装材料授课的过程中将面料实物和多媒体

教学进行有机地结合，一方面能够增加学生对课程内容的求知欲，

一方面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另一方面能够加深学生对教学内

容的理解和实践。教师在进行教学中找出各种的面料实物，比如说

纤维、纱线等等，将实物和图片进行对比，介绍不同面料的特性和

针织原理，通过视觉和触觉效果加深学生对各种面料的印象。让学

生通过面料成品来对面料的原材料和制作工艺进行判断。 

（二）在教学中将讲授知识和学生之间的互动进行有机地结合 

服装材料知识和每个人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在服装材

料课程教学中教师可以从学生的着装入手，对学生穿的服装进行讨

论，分析服装的不同性能。比如说服装的保暖性、服装的舒适性以

及服装的易护理性等等。同时，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采用互动教

学的方式，要求学生运用所学的知识根据不同的服装类型来进行选

材，从而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1]。教师在进行服装材料授课前要做

好准备工作，比如说各种服装面料实物卡包和制作的电子课件等，

学生通过多看、多听和多摸能够增加自己的手感和目测能力，运用

各种已学知识来分析服装材料的性能和优势。当教师讲授完一种服

装材料后让学生从服装材料卡包中找出符合本节课堂内容要求的

服装材料。这样的教学方面，一方面能够明显地提升了学生对课堂

的参与度，一方面能够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另一方面能够有效

地缩短了师生之间的距离。 

（三）利用观摩和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方法 

在服装材料教学中，除了在学校课堂中进行教育教学，教师还

可以带领学生参观服装材料的某个生产环节。在服装材料教学中有

些教学内容具有极强的实操性，学生通过文字叙述很难理解透彻，

因此，教师可以让学生去服装材料加工厂进行参观，通过实际的操

作来加深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学生通过实地观察可以解答很多的疑

惑。一方面，实地观摩能够帮助教师教授教学知识；一方面，实地

教学能够帮助学生更加深刻地了解教学内容；一方面，实地教学能

够提高学生的实践性，将书本理论知识和实际的生产活动有效地联

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实地教学能够提升学生对教学内容的兴趣，

降低了理论知识的枯燥程度。 

二、非遗技艺在“服装材料”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在进行教学过程汇总过于重视理论部分的讲解，对应用

方面重视不够 

服装材料课程涵盖的知识非常地广，同时还具有较强的理论性

和内容抽象不易理解的特点，因此，在服装材料课程过程中教师常

常面对教学内容繁杂而教学课时紧张等问题，这就导致了高校在进

行服装材料课程教授的过程中常常会采取传统的以教师主导的讲

述为主的教学方式。在课程考核方面更加重视学生在理论方面的掌

握程度，对学生在服装材料的认识能力和应用能够力方面重视力度

不够，学生即便是能够在考试的时候通过理论分析出“针织物”和

“机织物”的区别，但是在面对两种实物的时候不能正确的辨别[2]。

因此，针对这个情况，教师要在课程中充分的体现出学生的主体地

位，将理论知识和应用实践结合起来，从而有效的提高学生的实践

能力。 

（二）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的时候对学习兴趣较低 

很多高校的学生不喜欢枯燥的理论知识，因此，在学习服装材

料课程的时候呈现出兴趣不高的现象，有些学生会对有较强理论性

的知识产生了抵触的心里。同时，很多学生认为这个课程没有实践

的意义，不如多学一些服装设计课程或者是服装结构设计课程等类

似具有很强实践性的课程。这就使得学生在学习服装理论知识的时

候呈现出较低的学习兴趣。针对这个情况，教师要构建各种情景模

式，在各种情境中融入理论知识，同时在理论教学中加入各种教学

游戏，提高理论教学的趣味性和生动性，从而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 

三、在服装材料课程中涉及到的非遗技艺 

在服装设计专业中，服装材料课程具有重要的地位，它具有很

强的实践性。随着中国文化的在世界中的大范围输出，中国的传统

工艺与现代的服装设计进行充分的融合，创造出很多富有中国文化

内涵的服装作品。在我国非遗技术中有很多关于面料再造工艺的技

艺，因此，在服装材料课程的教学中，利用我国非遗技能够为服装

增添独特的魅力[3]。 

（一）刺绣 

我国刺绣历史将近四千年的历史，在我国各地均有不同的风

格。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形成了我国的四种名绣，它们是苏绣、

湘绣、毓秀以及蜀绣。这四种绣法能够呈现出精美的图案造型和精

细的绣工，再加上自身独特的刺绣手法，在世界中具有很高的知名

度。中国的刺绣工艺在图案造型方面、色彩搭配方面以及艺术形式

方面都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和独特性，在服装领域中可以利用刺绣的

方式增加服装的美感和气场。比如说在棉质服装材料、撕纸服装材

料以及在皮革上可以利用刺绣的方式进行独特的设计。 

（二）蜡染和扎染 

蜡染是一种古老的民间传统纺织印染技术，它是由蜡画和染色

结合而成的。进行蜡染的时候，蜡染布面能够呈现出十分独特的蓝

底白花或者是白底蓝花图案，通过防染剂的作用出现出自然的龟裂

使得布面中出现了特殊的纹理，这些纹理具有独特的魅力。扎染同

样也是我国一个古老的纺织品染色技艺。在制作扎染的时候，将植

物进行折叠和捆扎，或者是通过线缝、包裹或者捆绑的方式进行处

理，在将织物方式色浆中进行染色。扎染中具有很多的捆绑方法，

这种方法能够和多种染色技术进行融合，最终能够呈现出各种不同

的纹理。在进行蜡染和扎染的时候，通常会选择漂白布、土布或者

是麻布等，利用蜡染和扎染工艺能够展现出现代人的朴素和简洁，

同时还能具备极强的民族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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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可以先将案例引出，让学生想解决办法以及分析为什么会发

生类似的情况，之后将知识点进行总结，补充学生没有考虑到的部

分。通过这种方式首先学生可以更多的思考生活中的传播学现象，

将课程与生活紧密结合，意识到这门课程的重要性。同时，增强学

生的思考能力，而不是一味地听老师讲课。 

4.选择性教学，增强课程互动性 

由于高职类学生对于学术能力要求相对较低，教师课程安排过

程中，结合课程大纲可以对课程内容适当进行删减或者选择。例如

一些关于传播学的历史、流派、研究方法等较为学术且对高职类学

生借鉴意义不大的部分可以适当删减，或者通过让学生小组讨论，

信息收集后整合，派小组代表讲的方法让学生进行自主学习，避免

高职教师在课堂上理论流水账式的教学。对于传播类型、受众、传

播效果等与实际联系比较紧密，便于学生理解的内容，教师在授课

过程中可以增加课时量，除了理论讲解，可以多增添案例分析、小

组互动等增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学生对于传播学的认识。 

5.减轻作业压力，实现玩中学习 

由于对于高职学生来说，学习兴趣是非常重要的学习驱动力[3]。

因此，教师在进行翻转课堂教学的任务布置或者普通作业布置过程

中，可以减少理论性作业比例，增加实践性或者灵活性的作业。例

如，让学生自己去找自己喜欢的某个领域的意见领袖，课上找同学

来进行分享总结其在传播学方面成功的经验，让学生在玩中学，避

免刻板的书写阅读作业。除此之外，教师可以将一些与课堂上相关

的理论知识视频布置给学生课下观看，上课整理该视频内容反映的

传播学理论。例如在讲解传播学与政治的关系时，教师可以给学生

安排观看《香港》纪录片，一方面让学生学习在“占中”事件中大

众传播所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可以让没有了解过该事件的学生了

解到“占中”事件，通过视频观看补充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国

家主人翁意识，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结论 

作为当下高等院校别的必修科目之一，传播学对于新闻专业的

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由于高职类院校学生与普通高等院校

学生在学习习惯、发展方向、知识基础方面都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

传统的传播学教学方式以及教材可能对于高职类学生并不适用。同

时，由于该课程专业理论比较多，很多高职学生无法意识到传播学

的重要性，以及无法理解课本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从而导致忽视

该门课程。因此，高职院校教师在传播学的授课课程中可以适当挑

选教学内容，删减一些与高职类学生未来就业关系较弱的理论内

容；改善教学方式，利用学生平时可以接触到的案例，让学生理解

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多样课程活动，让学生利用自己的特长优势

更多的参与课堂活动中，尽量减少学生课后的硬性的理论学习内

容，利用各种媒介灵活完成学习任务，不仅让学生巩固课上学习的

理论知识，同时也了解各种不同的社会现象，提高社会认识。通过

课程，让学生对于传播学这门课程有初步的了解，能意识到生活中

的传播学现象，以及在未来的专业课程学习中可以更好地运用传播

学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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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蒲草编制 
蒲草编制工艺在我国的历史非常的悠久，勤劳的中国人民利用

蒲草可以编制出各种工艺品，其中包括鞋子、扇子、篮子等等，这
些工艺品具有极高的观赏性。蒲草也可以成为香蒲，生长在湖塘或
水沟里。蒲草的叶子可以编制蒲包和蒲扇等，蒲草的茎部可以编制
地毯和鞋类。在服装设计中加入蒲草编制的元素，能够很好地体现
出田园的风格。 

四、非遗技艺在“服装材料”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一）将刺绣技艺应用到服装材料教学中 
刺绣中主要表现在苏绣、湘绣、毓秀以及蜀绣四种刺绣方式上，

若想要将刺绣技艺应用在服装设计中，那么就要对服装的材料进行
综合性的考虑。首先，要将能够使用刺绣技艺的服装材料进行分类，
将这些材料整理在一个电子文件中。其次，教师在“服装材料”课
程教学中利用多媒体将各种刺绣图片和不同颜色进行搭配，在这个
环节可以让学生进行讨论，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做好颜色搭配后让
学生选择适当的服装材料。最后，将学生做好的刺绣与服装搭配材
料进行实物展示，让学生从实践中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刺绣对服装材
料的作用，以及造成的视觉冲击[4]。 

（二）将蜡染和扎染技艺应用到服装材料教学中 
在进行服装材料教学过程中，将扎染和蜡染的技艺引入到课堂

中。在蜡染方面，首先，教师为每个学生发放一块漂白布，要求学
生将白布平稳地放置在桌面上，将蜡放在电热锅中融化掉。要求学
生利用铅笔在白布上进行绘画，绘画结束后用蜡刀蘸蜡制作线条。
其次，教师将学生画好的蜡画放置在染杯中进行均匀的搅拌，然后
浸泡五六天后拿出晾干。然进行几次浸染后晒干，然后进行反复的
冲洗和清水煮，通过漂洗就能出现蜡染的作品。在扎染技艺方面，
教师可以通过教授学生简单地捆绑，然后进行上色，从而能够获得
简单的扎染成品。学生通过蜡染和扎染体验能够对整个制作工艺机

进行了完整的认识，还能让学生体验到蜡染和扎染的魅力。 
（三）将蒲草编制技艺应用到服装材料教学中 
利用蒲草编制技艺能够让学生在很短的时间里体验到织布的

过程。蒲草编制的方法很多，主要分为布经和编纬两种类型，教师
可以选择比较简单易学的蒲草编制技艺应用的服装材料课堂教学
中。首先，以纱线代替蒲草来进行编制，教师要将蒲草编制需要剪
刀、钩针以及纱线发放给学生。其次，要求学生按照教师的示范将
纱线编制成作品[5]。最后教师还可以鼓励学生尝试不同的编制方法。
利用蒲草编制技艺，一方面能够帮助学生加深对服装材料的编织认
识，一方面能够让学生感受到蒲草编制的魅力。 

结束语 
将非遗技艺在“服装材料”课程教学中进行科学的应用，一方

面能够增强教学的趣味性，一方面能够增加学生对教学内容的兴
趣，另一方面能够提高服装材料课程的教学质量，促进学生的进一
步发展。面对经济全球化发展，只有将我国的非遗工艺和服装制造
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才能更好的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打造独特的
具有世界水平的中国服装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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