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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工艺分为传统手工艺和现代工艺两大类。本教科书以传统手工艺为学习内容，并根据材料

和制作工艺进行分类。

我国的传统手工艺历史悠久、品种繁多、内容丰富，从原始彩陶，商周铜器，战国、

秦汉漆器，汉唐织锦，唐宋银器，到宋、元、明、清瓷器和刺绣等工艺，都凝聚着中华民

族的艺术智慧和创造精神。工艺课程将带领同学们了解中国传统手工艺的历史脉络，赏析

经典手工艺精品，使同学们收获融历史、文化、艺术、技术等维度的认知方式，增加对中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增强民族自豪感。工艺课程还将带领大家认识不同地域、不同

民族的传统手工艺，了解传统手工艺与民俗文化、现代生活的关系，理解传统手工艺的象

征意义与历史意义。在对传统手工艺艺术理念、创作方法理解和领悟的同时，同学们还可

以思考传统手工艺与现代生活的关系，并且能够融会贯通地运用所学的知识，灵活地选用

身边的材料，选取相应的工具和传统手工艺技法，根据功能和审美的要求，进行创造性的

工艺实践。

通过本教科书学习，相信同学们一定能够增长知识，拓宽视野，感悟工匠精神，提升

艺术想象力，培养设计创造力，同时对中国传统手工艺产生兴趣，并自觉地继承与弘扬中

国优秀传统艺术文化。

 ▲黑漆描金山水纹方胜式盘 ［清］ 高3.8 cm，口径36.8 cm×27.8 cm 漆器 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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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手工艺历史悠久、种类繁多，在世界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各

式各样的中国传统手工艺展现出精湛的技术、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丰富的艺术特

征。本单元将带领同学们学习中国传统陶瓷艺术、漆艺、金属工艺等相关知识。

这些传统手工艺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期，历经各朝代的发展变革，它们的制

作技艺和艺术表现手法得到不断精进，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宝藏之一。在了

解这些传统手工艺的过程中，同学们要逐步学会用工艺术语分析作品的方法，养

成思考工艺创作的内容与形式、功能与审美、技术与艺术关系的习惯，掌握在传

统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地进行创新的方法。

第一单元

历史悠久的传统手工艺

 ▲定窑白釉孩儿枕  ［宋］ 高18.3 cm，长 30 cm，宽18.3 cm 瓷 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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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火纯青的陶瓷艺术第一课

陶瓷是以黏土为主要原料，与其他天然矿物原料经过适当配比、粉碎、成型，并经过高温

烧制而成的各种制品。

陶瓷是陶器和瓷器的总称。原始瓷器是从原始陶器发展而来的，“陶”和“瓷”是不同

的两大类。陶器用黏土或陶土经捏制成型后，经过800~1000 ℃的高温烧制而成。胎体质地较疏

松，有微孔，具有吸水性，一般不施釉。瓷器由高岭土、石英和长石等，经过1280~1400 ℃的

高温烧制而成，外表施有玻璃质釉或彩绘。瓷器质地致密，经久耐用，便于清洗，外观华美。

早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用智慧和勤劳的双手，烧制出各类日用陶器，如汲水器、

炊煮器和储藏器等，他们为后人留下了绚丽的彩陶、沉静的黑陶、素雅的白陶。当时的陶匠已

能用流畅、生动的线条，通过施彩的方法画出几何图形及简易的人或动物纹样，用来装饰陶器

表面。

 ▲人面鱼纹彩陶盆（仰韶文化半坡类型） 

［新石器时代］ 高16.5 cm，口径39.8 cm 

彩陶 中国国家博物馆

 ▲黑陶双系壶（龙山文化）  ［新石器

时代］ 高11.5 cm，口径6.5 cm，足径

8.2 cm 黑陶 故宫博物院

 ▲彩陶花瓣纹盆纹饰展开图（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  ［新石器

时代］ 高12 cm，口径20.3 cm 彩陶 恭王府博物馆

该陶盆为泥质红陶，为庙底沟类型的典型陶器。盆上绘
黑彩，纹饰是花瓣纹样的二方连续纹带，装饰效果强烈。

 ▲橙黄陶乳钉纹鬶（龙山文化）  ［新石器时代］ 

高29.7cm 白陶 山东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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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釉人骑兽器  ［晋］ 高17.7 cm 釉陶 故宫博物院

 ▲三彩载乐骆驼俑  ［唐］ 通高58 cm，长41 cm 釉陶 

陕西历史博物馆

商周时期是陶器过渡到瓷器的渐进阶

段，原始青瓷开始出现。商周时期出土的原

始瓷，从胎骨、施釉和火候看，基本上已具

备了早期瓷器的特征。但由于胎和釉的配料

还不精准，火候控制还不够成熟，与后来的

瓷器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原始性，故称“原

始青瓷”，也称为“釉陶”。釉陶自商代

出现后，经过西周、春秋战国到东汉，历

经一千多年的变化发展，工艺水平逐渐成

熟。

隋唐时代，陶瓷进入一个繁荣发展的

阶段。唐三彩是盛行于唐代的一种低温釉陶

器，釉彩有黄、绿、白、褐、蓝、黑等色，

而又以黄、绿、白三色为主，故而得名。唐

三彩是陶瓷史上一个具划时代意义的里程

碑，因为在唐代以前，主要为单色釉，少有

双色釉，到了唐代以后，这种多彩的釉色在

陶瓷器物上的应用越来越成熟、丰富。

 ▲原始瓷青釉弦纹罐  ［商］ 高31.4 cm，口径20 cm，

底径9.3 cm 釉陶 故宫博物院

 ▲青釉辟邪  ［晋］ 高8.2 cm，口径2.5 cm，底径8.9 cm 

釉陶 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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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珐琅盖碗  ［清］ 高10 cm，口径12.3 cm，底径5 cm

瓷 故宫博物院

 ▲钧窑天蓝釉三足炉  ［北宋至金］ 高7.2 cm，口径7.9 cm，

足距5 cm 瓷 故宫博物院

 ▲景德镇窑青花釉里红镂雕盖罐  ［元］ 高41 cm，口径

15.5 cm，足径18.5 cm 瓷 故宫博物院

宋代是中国制瓷业较为辉煌的历史时

期。宋瓷在胎质、釉料和烧瓷技术等方面都 

达到了新的高度。因此，各地涌现出许多驰

名中外的瓷窑，形成耀州窑、磁州窑、景德

镇窑、龙泉窑、越窑、建窑“六大窑系”，

以及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五

大名窑”。各窑出品的瓷器都有它们独特

的风格。 

金代出现了以曙色釉直接笔绘于底釉之

上的红绿彩，丰富了以往单纯运用釉色变化

作为装饰的传统。

元代瓷器中最负盛名的是景德镇的青

花瓷和釉里红技法。青花、釉里红技法把中

国绘画技巧与制瓷工艺紧密结合。青花是指

用钴料在瓷胎上绘画，然后上透明釉，在高

温下一次烧成，呈现出青色花纹的釉下彩瓷

器。釉里红瓷制作工序与青花瓷大体相同，

用氧化铜在瓷胎上绘画、饰纹后，罩施透明

釉，再高温烧制而成。因红色花纹在釉下，

故称釉里红瓷。

明清时期的制瓷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

展，出现了继唐、宋以后中国制瓷业的历史

新高潮。明代瓷器以青花、五彩为主，在元

代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发展。清代从西方引

进了珐琅彩、粉彩和釉下三彩等新工艺，绘

画和瓷器产生了更加密切的结合，彩瓷技术

至此达到顶峰。

 ▲白釉红绿彩鱼纹碗  ［金］ 高6.5 cm，口径17 cm，足径

5.4 cm 瓷 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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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陶瓷造型技法主要有捏塑法、贴敷法和泥条盘筑法等，后来又发明了轮制成型的制陶技术，称
为“拉坯”，又称“走泥”。拉坯是将制好的泥料放在坯车上，用轮制成型的方法制成具有一定形状和尺
寸的坯件。

下面带领大家了解泥条盘筑和拉坯制作步骤。

 泥条盘筑制作步骤

❹ 根据造型一层一层盘高，可
以在坯体里面抹一抹，以使泥条之
间连接得更紧。

❶ 取适量陶泥黏土揉匀后备
用。按构思的造型先做一个器底
泥片。

❷ 取适量陶泥黏土，将其搓
成粗细均匀的泥条。

❸ 把泥条盘接在之前做好的
器底泥片上，并用手指在里面把
它压紧。

❺ 盘到一定高度后收口。 ❻ 收口并完成造型后的泥坯，
放在晾晒纸或晾晒板上晾干后烧
制，泥条盘筑完成。

 拉坯制作步骤

范例与提示

需准备的材料与工具：陶艺桌、陶泥黏土、晾晒纸或晾晒板。

❶ 取适量陶泥黏土揉匀。揉
泥主要是排除泥料中的空气，使
泥料更加均匀，更加致密，增加
陶泥的柔韧性和可塑性，避免后
期陶泥中有空气，烧制时破裂炸
开。

❷ 双手捧起泥团，举高30厘
米，轻轻扔向拉坯机转盘中心位
置，使泥土和转盘之间更服帖，
拉坯时不易跑偏。

❸ 启动拉坯机，找好坯体顶
部的中心，用大拇指指腹向下倾斜
45°角往底部方向抠，边转边抠，随
后便可出现器皿的雏形。拉坯时双
手的肘部要支撑在大腿部，稳住双
手，才能将泥坯拉正。

需准备的材料与工具：拉坯机、陶泥黏土、水桶、修坯刀、海绵、竹刀、晾晒板、毛笔、青釉原料、
水、搅拌机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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❹ 反复拉坯调整，直至达到要
求的高度与口径，同时控制泥坯的
厚薄。过薄的泥坯容易坍塌，过厚
的泥坯会浪费太多的泥料。

❺ 拉坯到相对完整的程度
后，可以开始调整器皿的口沿，口
沿的直径会略大于实物的直径，因
为在烧制的过程中会有收缩现象。

❻ 用海绵修整器皿外壁。海绵
会吸收部分水分，保持修整时和坯体
接触顺畅，通过海绵的修整，能减少
坯体的开裂现象。

❼ 拉坯完成后，用竹刀割
去器皿底部多余的泥。双手食指
和中指成分开的姿势卡住坯体底
部，开始取坯，取下的坯体放置
在晾晒板上，搬到通风处晾干。

❽ 将晾晒至半干的坯体倒扣
在拉坯机转盘中心位置，左手中
指轻按坯底部，防止坯体移动，
右手用修坯刀进行修坯。

❾ 修整坯体内壁、器皿口等
部位。

⓮ 浸釉后，再用毛笔蘸釉补
一补未充分上釉的部位。待釉面
晾干后，放入窑中烧制。

⓯ 弦纹洗烧制完成。

▲ 安全提示：制作时要注意安全，正确选择并按规范使用工具。

❿ 选择适合的修坯刀，修出相
同等分的三组弦纹做装饰。

⓫ 用捏塑法捏制三个大小相
同的器皿足。

⓬ 用和胎体相同的泥的干粉调
制泥浆，在足部涂上适量的泥浆后
轻轻按在定好位的位置，保持姿势
几秒钟，使足部接坯更加牢固。素
坯完成后，将其放置在阴凉处慢慢
阴干。

⓭ 青釉原料加适量水，用搅
拌机搅匀。用食指和拇指捏住器
皿的口沿和底圈，以舀水的方式
将整个器皿浸入釉水中。整个过
程要流畅，中间不要停留。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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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色秋声文房瓶  高8.2  cm 瓷 李明亮

 ▲青花瓷瓶设计草图

通过图书或网络资源，查找你感兴趣的历代陶瓷
艺术，进一步了解其特点及相关代表作品。利用周末
或假期到博物馆观赏历代的代表性陶瓷艺术品，亲身
感受传统手工艺品的材质、造型、色彩和肌理。然后
在生活中找一些陶瓷制品，分辨它们属于陶还是瓷，
并尝试从技术手段、审美、功能等方面分析这些作
品。

陶  原始青瓷  瓷  唐三彩  青花  拉坯

关键词

收集生活中常见的陶瓷制品，从材料、器型
（或造型）、用途、彩绘图案等方面进行观察，并
分析它们的特点。在观察和分析的基础上，尝试构
思一件陶瓷日用品，绘制出设计草图。

探索与发现

尝试用泥条盘筑或拉坯的技法制作一件器皿素
坯，再用陶瓷颜料绘制图案并罩透明釉，最后烧制
成陶瓷成品。制作时需要考虑功能与器型的关系，
所绘制的图案也需要根据使用目的进行构思设计。
在课堂上展示你的作品并讲解创作构思，请同学们
对你的作品进行评议。

创想与体验

 ▲青花波涛龙纹爵托  ［明］ 高3.4 cm，足径15.8 cm 瓷 

台北故宫博物院

爵托是用于放置爵的托盘。该托盘以青花技法烧制，造
型优美、独特，中心和四周的龙纹、山、水波涛纹笔触细
腻，生动传神。

 ▲用陶瓷颜料画坯

理解与思考

▲ 安全提示：制作时要注意安全，正确选择并按
规范使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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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内装7件小耳杯漆耳杯套盒  ［西汉］ 

通高12.2 cm，长19 cm，宽16 cm 木胎漆器 湖南省博物馆

 ▲彩绘龙凤纹漆盾  ［战国］ 通长46.8 cm，宽34 cm 
木胎漆器 湖北省博物馆

漆艺是中国古代化学工艺与工艺美术结合的重要发明，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

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悠久深远的历史文化底蕴。中国传统漆艺是以天然大漆为主要材料，辅以

金、银、铅、锡，以及蛋壳、贝壳、石片、木片等材料，经刻、堆、雕、嵌、绘、磨等工艺进

行制作的各种制品。漆艺主要包括漆画艺术和立体漆艺造型。

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人就掌握了从漆树上割取天然生漆的方法。天然大漆从大树上流

淌下来，与氧气接触后慢慢变黑，“漆黑”一词就由此而来。在青铜文化之后的战国至秦汉的

五百多年间，漆器以其轻便、耐用、华贵等优势逐渐代替了青铜器，被广泛运用在生活中，如

食器、酒器、乐器、兵器、家具、建筑等，漆艺进入空前繁荣的时期。战国时期的漆器大多用

朱砂与黑色搭配，优美的图案在漆器表面形成独特的视觉效果。汉代漆器也是以黑红为主色，

并开创了新的工艺技法，如多彩、针刻、铜扣、贴金片、贴玳瑁片、镶嵌、堆漆等。唐代漆艺

达到新的高度，漆工与镂刻錾凿相结合，成为代表唐代风格的一种漆艺。两宋时期一色漆盛

行。元代漆器中成就最高的是雕漆。明清时期的对外贸易使西方文化开始传入中国，令漆艺进

入以斑斓、复饰、填嵌、纹间等技法为基本工艺的新时代。

第二课    千文万华的漆艺

 ▲漆屏风  ［西汉］ 通高62 cm，宽58 cm  木胎漆器 

湖南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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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茂造”剔红观瀑图八方盘  ［元］ 高2.6 cm，直径

17.8 cm  木胎漆器 杨茂  故宫博物院

 ▲楼阁人物螺钿料纸砚箱 ［明］ 木胎漆器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

黑漆描金莲蝠纹宝座式笔架 

［清］ 高21.6 cm，宽26.5 cm 

木胎漆器 故宫博物院

 ▲密陀彩绘漆器  ［唐］ 高21.4 cm，长45 cm，宽

30 cm 木胎漆器  日本奈良正仓院

 ▲剔红梅兰纹圆盒 ［明］  

高4.5 cm，口径12.9 cm，足径

8.3 cm  木胎漆器  故宫博物院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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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漆描金龙凤纹手炉 ［清］ 通梁高13.7 cm，口

径9.6～15 cm  木胎漆器  故宫博物院

 ▲彩绘描金紫檀扶手椅  ［清］ 高103 cm，长

67 cm，宽57 cm 木胎漆器 故宫博物院

 ▲黑漆描金藤萝纹圆盘  ［清］ 高5.2 cm，口径34.1 cm 

木胎漆器 故宫博物院

 
▲

黑漆描金山水楼阁纹壶 ［清］ 高12.8 cm，

腹径7.4 cm，底径3.8 cm 木胎漆器 
故宫博物院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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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例与提示
以鸡、鸭、鹌鹑、鸽子等禽类的卵壳做镶嵌，称为蛋壳镶嵌。在现代漆画中，蛋壳镶嵌是非常常见的一种艺

术表现方式。白色的蛋壳与漆黑的漆色搭配，形成了黑白对比，同时蛋壳拼贴出的龟裂感增加了漆艺的表现力。
请收集禽类蛋壳，尝试制作一幅蛋壳漆画。

 蛋壳漆画制作步骤
需准备的材料与工具：清洗干净内膜的蛋壳、勾线笔、平头尼龙笔、黑漆、透明漆、镊子、平口及斜口木刻

刀、砂纸（600号、1000号、1500号）、抛光粉、棉花等。

❶ 用600号砂纸将黑漆板打
磨光滑备用。构思所要绘制的图
案，并在纸上绘制出来，然后将
绘制好的图案复制到黑漆板上。

❷ 用平头尼龙笔将透明漆涂于蛋壳内壁，俯贴在黑漆板上；或
者将透明漆涂于漆板上，用镊子将蛋壳俯贴在黑漆板上。然后用刀
柄压碎蛋壳，使蛋壳呈现自然裂纹，接着调整疏密，并一一压平。
待透明漆稍干后，用木刻刀切去多余部分，使图案轮廓更清晰。

❹ 用黑漆整体覆盖蛋壳，使
漆膜与蛋壳面齐平，然后分别用
从粗号到细号（600~1500号）的
砂纸研磨出图案，最后用棉花混
合抛光粉推出光泽。

❺ 蛋壳漆画作品完成。❸ 镶嵌完成后，刮一道黑
漆于蛋壳上，以填补蛋壳裂纹。

▲ 安全提示：由于天然大漆具有致敏性，因此建议使用性能接近天然大漆而没有致敏风险的腰果漆进行漆
艺制作。漆艺制作过程注意佩戴口罩、手套、围裙等进行防护，勿直接接触漆。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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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行札记之西递宏村  120 cm×120 cm  漆画 陈立德

 ▲泼水节 90 cm×179 cm 漆画 乔十光 中国美术馆

 ▲蛋壳漆器 ▲鼓浪屿（局部） 88 cm×88 cm  漆画 王和举

 ▲琴韵 70 cm×70 cm  漆画 蔡克振 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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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犀皮漆手镯制作步骤

需准备的材料与工具：原木手镯、米粒、镊子、
底漆、黑漆、彩色漆、油画笔若干支、砂纸（600号、
1000号、1500号）、推光粉、棉花等。

❺ 在有米粒纹路的地方按照配色交替刷
彩色漆。纹饰越复杂，需要刷越多层的漆。
每次刷漆都要待漆阴干后再刷下一道。

❼ 用棉花混和推光粉进行揩清和推
光，反复操作，直至手镯漆面光亮。

❽ 犀皮漆手镯制作完成。

❻经过多遍刷漆后，用从粗号到细号
（600~1500号）的纱纸打磨手镯。打磨时
需要全神贯注，不要过度打磨，以免把花
纹磨掉。

范例与提示

❷ 用油画笔在木胎上刷底漆1道，黑漆3
道，每次刷漆都要待漆阴干后再刷下一道。

❶ 准备一个原木手镯，用砂纸打磨光滑。

❸ 将米粒粘在最后一道未干的漆上。

❹ 等漆干透后去除米粒，这样漆层表
面会留下凹坑。

▲ 安全提示：由于天然大漆具有致敏性，因此建
议使用性能接近天然大漆而没有致敏风险的腰果漆进
行漆艺制作。漆艺制作过程注意佩戴手套、围裙等进
行防护，以免弄脏手和衣服。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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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下面9种不同的漆艺技法，思考它们名称的由来，可以请教老师或通过查找图书、网络资源等搜集相关
资料。

到博物馆欣赏历代的漆艺作品。选取一种你最感兴趣的漆艺进行深入了解，搜集其制作工艺及相关
代表作品等资料，并整理成一份演示文稿，向老师和同学们介绍这种漆艺。

参照犀皮漆手镯制作方法，准备一件木胎及相关的漆艺工具与材料，制作一件犀皮漆器。

大漆  漆器  漆画  蛋壳镶嵌

 ▲堆漆

 ▲戗金

 ▲色漆  ▲雕漆

 ▲款彩

 ▲剔犀  ▲描金

 ▲螺钿

 ▲雕填

理解与思考

创想与体验

探索与发现

关键词

▲ 安全提示：由于天然大漆具有致敏性，因此建议使用性能接近天然大漆而没有致敏风险的腰果漆
进行漆艺制作。漆艺制作过程注意佩戴手套、围裙等进行防护，以免弄脏手和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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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羊青铜方尊 ［商］ 高58.6 cm，最大口径4.4 cm， 

重34.6 kg  青铜器  中国国家博物馆

金属工艺是以金属为主要原料，通过铸、锻、錾、刻、编、累、掐、嵌等技术制成不同用

途的日用器物和高级工艺品。中国的金属工艺技艺精湛、风格独特，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与

审美。

夏代，人们已开始冶铸青铜器。商周时期是中国古代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该时期出土

的青铜器物最为精美，因此商周时期在中国历史上也被称为“青铜时代”。

青铜器由青铜合金（红铜与锡的合金）制成。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制作方法主要有范铸法

和失蜡法。范铸法又称模铸法，先以泥制模，雕刻各种图案、铭文，阴干后再经烧制，使其成

为母模，然后再以母模制泥范，同样阴干烧制成陶范，熔化合金，将合金浇铸入陶范里成器，

脱范后再经清理、打磨加工，即为青铜成品。失蜡法是青铜等金属器物的精密铸造方法，先用

蜂蜡做成铸件的模型，再用其他耐火材料填充泥芯和敷成外范。加热烘烤后，蜡模全部熔化流

失，使整个铸件模型变成空壳，再往内浇灌溶液，铸成器物。器物玲珑剔透，有镂空的效果。

第三课     千锤百炼的金属工艺

 ▲蟠螭纹盉 ［战国］ 青铜器  故宫博物院

 ▲虎父乙鼎 ［西周］ 高20 cm，口径16.8 cm  青铜器 

故宫博物院

 ▲辟大夫虎符 ［战国］ 长8.1 cm，宽3.9 cm  青铜器 

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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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冲耳乳足炉 ［明］ 高11.2 cm，口径14.3 cm 
铜器  故宫博物院

我国从两汉时期始已有多种金属材料，金属工艺品也日趋精巧，精美的工艺品被广泛应用

于人们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唐代是金属工艺品，尤其是金银器的鼎盛期，创造了浮雕般的金

银錾凿工艺。金属工艺品主要有铜镜和金银器皿。至宋、元、明、清时期，随着冶炼技术的

不断进步，金属材料的不断增多，金属工艺也更为精进，以明代的宣德炉、清代的掐丝珐琅

最为著名。

 ▲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座 ［战国］ 高36.2 cm，长7.5 cm，

宽47 cm  金银器  河北博物院

 ▲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 ［唐］ 通高14.8 cm，口径2.3 cm，

短径9 cm，腹长径11.1 cm，壁厚0.12 cm  金银器 

陕西历史博物馆

 ▲鎏金银鸡冠壶 ［辽］ 高26.3 cm，口径5.5 cm，

底长21.2 cm  金银器  中国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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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冠 ［明］ 通高48.5 cm，冠高

27 cm，径23.7 cm 综合材料  中国国家博物馆

 ▲掐丝珐琅花卉纹兽耳活环婴足鼓式盖炉 ［清］ 

高38 cm，口径23 cm 综合材料  故宫博物院

 ▲朱碧山银槎 ［元］ 高18 cm，长20 cm  银器 

故宫博物院

 ▲海兽葡萄纹镜 ［唐］ 面径11.9 cm  铜器  故宫博物院

 ▲银鎏金錾刻杯盘 ［清］ 通高5.5 cm；杯高4.7 cm，口

径5.1 cm，足径2.9 cm；盘高1.9 cm，口径15.4 cm，足

径11 cm 金银器  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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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不同粗细的铜线、珠子等材料，借助钳子、锤子、手持抛光打磨机等工具设计制作一件首饰或摆件。

 铜线吊坠制作步骤
需准备的材料与工具：不同粗细的铜线、珠子、锤子、手持抛光打磨机、尖嘴钳。

❶ 构思，并在纸上绘出所要制
作吊坠的设计图。

❷ 剪取一定长度的铜线，借助尖
嘴钳等工具把铜线加工成需要的形状。

❸ 根据设计图把所有材料都准
备好。

❹ 利用锤子把铜线锤扁进行
造型。

❺ 通过编织、缠绕、打结等方
式把铜丝与辅材拼接成所设计的造
型，并对材料进行打磨。

❻ 铜线吊坠制作完成。

 ▲金属丝首饰 金属

范例与提示

▲ 安全提示：铜线、钳子、锤子、抛光打磨机等工具具有一定的危险性，需在了解安全操作规范后，佩戴
好防护设备后再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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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图书或网络资源，查找你所感兴趣的历代金
属工艺，进一步了解其特点及相关代表作品。利用周
末或假期到博物馆去观赏历代的代表性金属工艺品，
观察它们的材质、造型、色彩和肌理等。然后在生活
中找一些金属制品，分辨它们属于哪种金属，并尝试
从技术手段、审美、功能等方面分析这些作品。

 ▲掐丝珐琅番莲纹盒  ［明］ 高6.3 cm，直径12.4 cm   

珐琅器  台北故宫博物院

掐丝珐琅是珐琅器品种之一，一般特指铜胎掐丝珐琅，
又称“景泰蓝”。这件掐丝珐琅番莲纹盒是一件香盒。胎质
为铜，盖与器身铸成浮雕式八瓣莲花形，器外施浅蓝釉为底
色，盖顶饰莲心纹，盖壁与器身各莲瓣内饰以不同颜色的折
枝番莲花叶，各莲之花心图案及细部线条不尽相同。该香盒
制作精雅，掐丝线条严整，是世界上现存少数明景泰年间制
作的珐琅器珍品之一。

❶ 需要的工具：氩弧焊机、焊接面罩、焊接
专用皮手套、角磨机、透明面罩、磨片、金属切
片、砂纸磨片、钳子、断线钳。

❷ 需要的材料：油画刀、钢珠、直径2.5毫米
的钢条、汽车发动机废弃的火花塞。

❹ 用角磨机切断及磨尖的钢条组合焊接成
“蚊子”的六只“脚”，取一条磨尖的钢条焊接成
“蚊子”的“嘴”；最后用两把油画刀金属部分焊
接成“蚊子”的“翅膀”。

❸ 将火花塞作为“蚊子”的身体部分，两颗
钢珠分别焊接在火花塞螺纹一端的两侧作为“蚊
子”的眼睛；切两条一定长度的钢条，用角磨机磨
尖后，用钳子弯曲成所需的形状，焊接在两只“眼
睛”中间作为蚊子的“触角”。

理解与思考

创想与体验

探索与发现

关键词

找一些比较常见的金属丝（如铁丝、铜
丝、银丝、铝丝等），感受并分析不同材质金
属丝在色泽、硬度、延展性、耐腐蚀性等方面
的差异。选择一种你喜欢的金属丝，根据其特
性制作一件首饰或摆件。

参考左图金属焊接蚊子制作步骤收集身边
废弃的金属材料，尝试使用焊接为主的技法制作
一件工艺品。

青铜器  金银器  掐丝珐琅

▲ 安全提示：氩弧焊机、角磨机、钳子、
断线钳等工具具有一定的危险性，需在了解安全
操作规范后，佩戴好防护设备，并在老师的指导
下操作。

 金属焊接蚊子制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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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学业质量测评

我国陶瓷艺术历史
发展及陶瓷工艺的基本
制作流程。

我国金属工艺的历史
发展、特点及制作流程。

我国漆艺的历史、
材料与基本制作流程。

评价内容

第一课

课

第二课

第三课

学习
体会

水平1：了解陶瓷工艺的基本艺术特点，能够从功能和美观方
面评价某一种陶瓷工艺的特点，形成对陶瓷工艺的爱好和兴趣。

水平2：能够分辨不同陶瓷的风格，基本掌握陶瓷制作的工具与
材料，能运用所学的陶瓷技法，创作一件完整的陶瓷作品。

水平3：能够赏析不同历史时期的陶瓷工艺艺术风格及特点，能
灵活运用身边的材料和工具，创作一件将传统陶瓷工艺与现代生
活紧密结合的作品。

评价等级

水平1：了解漆艺的基本艺术特点，能够从功能和美观方面评价
某一种漆艺的特点，形成对漆艺工艺的爱好和兴趣。

水平2：能够分辨不同漆艺的风格，基本掌握漆艺制作的工具与
材料，能运用所学的漆艺技法，创作一件完整的漆艺作品。

水平3：能够赏析不同历史时期的漆艺艺术风格及特点，能灵活
运用身边的材料和工具，创作一件将漆艺与现代生活紧密结合的
作品。

水平1：了解金属工艺的基本艺术特点，能够从功能和美观方面
评价某一种金属工艺的特点，形成对金属工艺的爱好和兴趣。

水平2：能够分辨不同金属工艺的风格，基本掌握金属工艺制
作的工具与材料，能运用所学的金属工艺技法，创作一件完整的金
属工艺作品。

水平3：能够赏析不同历史时期的金属工艺艺术风格及特点，能
灵活运用身边的材料和工具，创作一件将金属工艺与现代生活紧密
结合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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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大物博，不同地域出产特点不同的材料，不同水土也养育了生活习俗、

文化素养和审美倾向不同的人。由于受创作者所在地域的材料及人文因素的影响，

各地传统手工艺创作往往显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本单元将以雕刻、刺绣、年画为

例，让同学们在了解这些传统手工艺概况的同时，重点学习产自不同地域的这些作

品在主题内容、技术手段、画面风格等方面的差异。课余时间，同学们还可以通过

参观历史和民俗博物馆、考察当地历史遗迹、走访民间艺人等活动，了解家乡和其

他地区的传统手工艺，从历史与文化、技术与艺术等层面解读各地传统手工艺的价

值和特色，思考并探索保护、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方法与策略。

 ▲潮州金漆木雕：圆雕狮子形梁托 ［清］ 高22 cm，宽35 cm，厚10 cm 木雕 广东省博物馆

第二单元

一方水土养一方传统手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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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雕细琢的工艺雕刻第四课

 ▲四神瓦当 ［汉］ 直径18 cm  砖雕  故宫博物院

 ▲玉鸟佩 ［商］ 长7.8 cm，宽3 cm，厚0.2 cm 玉雕  中国国家博物馆

工艺雕刻是指以雕、刻为主进行制作的技法。工艺雕刻品种很多：按材料划分，主要有玉

雕、木雕、石雕、牙雕、泥雕、骨刻、刻砚等；按用途划分，主要有案头雕刻、日用雕刻、建

筑雕刻、宗教雕刻、墓葬雕刻等。案头雕刻是陈列于书架、桌案上，供人们观赏的小型雕刻工

艺品。日用雕刻是小型装饰性的日用品，如石雕的台灯、印章，竹刻的茶叶盒等。建筑雕刻主

要包括用于建筑装饰的砖雕、石雕、木雕等。宗教雕刻包括木雕、石雕佛像、佛龛、供桌等。

墓葬雕刻包括砖雕、木俑等。

工艺雕刻家在创作中对形象和空间的处理手法，体现在削减意义上的雕与刻。工艺雕刻

的过程由外至内，通过减法使造型逐渐“脱壳而出”。在工艺雕刻艺术创作中，通过运刀的转

折、顿挫、凹凸、起伏等产生不同质感的韵味，体现出雕刻者心灵与技巧融合的境界。

 ▲建筑雕刻：雕葫芦荷花纹穿插枋 ［清］ 高13 cm，长61 cm，宽22 cm，

厚7 cm 木雕  广东省博物馆

 ▲牙雕魁星 ［明］ 高16.3 cm，底座直

径5 cm  牙雕 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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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传统雕刻中，北方石雕工艺较突出，南
方则以木雕见长。

河北曲阳是中国雕刻之乡，曲阳白玉石雕尤为
著名。当地白石石质纯净、坚韧、润滑，被称为汉白
玉。曲阳优质的资源给艺匠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从满城汉墓出土的石俑到元、明、清三代的宫殿主要
建材，再到以人民英雄纪念碑为代表的当代建筑，曲
阳石雕无处不在，以其特有的魅力和活力延续了两千
余年而长盛不衰。曲阳石雕作品造型千姿百态、构图
形象各异，注重线条的造型，采用阴刻、阳刻、阴刻
阳刻结合等多种线刻技法，形成一种与西方团块雕
塑的实在空间感大相异趣的美感。在曲阳石雕中，圆
雕、浮雕、线刻、镶嵌、镂空等表现手法常常灵活地
运用在同一件大型石雕中 。

浙江东阳木雕约始于北宋，至清乾隆年间，已闻
名全国。东阳木雕以浮雕技法为主，在设计上，借鉴
传统的散点透视、鸟瞰式透视手法，构图饱满，精雕
细刻。东阳木雕一般不施深色漆，保留原木天然纹理
色泽，格调高雅，被称为“白木雕”。

 ▲河北曲阳石雕：白石彩绘奉侍浮雕 ［五代］ 高136 cm，宽82 cm，厚17~23 cm 石雕  河北博物院

 ▲浙江东阳木雕：木雕撑拱 木雕  东阳卢宅

地域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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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昊之潘黄杨木雕：东山报捷图笔筒 ［清］ 

高17.8 cm，口径13.5~8.5 cm 木雕  故宫博物院

黄杨木雕的主要产地是浙江的温州和乐清，乐清是其发源地。黄杨木是一种珍贵的常绿小乔木，生长缓
慢，其木质坚韧光洁，纹理细密，色黄似象牙，古朴美观。浙江黄杨木雕以小型、精巧、细腻为特色，表现
技法十分丰富。

福建木雕原料主要以当地盛产的龙眼木为主，质脆、纤维细密，便于雕刻。龙眼木木材经磨光打蜡，近
似红木，显得古朴、稳重、大方、精美。福建木雕主要有宗教人物、动物、花鸟鱼虫等作品。

 ▲福建龙眼木雕：弥勒佛像  ［清］ 通高

60.5 cm，座高10 cm，宽55.6 cm，厚

36.3 cm 木雕 柯世荣 闽侯县博物馆

潮州木雕通常选用优质的樟木，经精雕细刻后磨光，再贴上金箔，呈现出金碧辉煌的艺术效果。因广东
地区潮湿，以樟木为原料，表面使用髹漆、贴金的技法，能令木雕器具不易蛀蚀。在题材上，大多选用民间
故事、神话传说、地方戏剧等，构图饱满、布局精巧。当地的建筑、屏风、神龛、香炉罩、床榻、橱柜、烛
台等都有金漆木雕的精品。

 ▲广东潮州金漆木雕：通雕梅花螃蟹纹梁托 ［清］ 高17 cm，宽45 cm，厚13 cm 木雕  广东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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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木材市场找一块木材边角料，根据其形状进行构思、设计并雕刻制作成摆件或用具。

❶ 根据木材的形状构思造型，用粉笔在木材正反
两面绘出要雕刻的形状。

❷ 结合正反面的造型凿粗坯。先使用圆凿粗略凿
出外形，后用木锉或角磨机等进一步打磨，内部镂空
处可以借助电钻打孔。雕刻一般按由外至内、由浅入
深的步骤逐步推进，内部孔洞最后处理。

❸ 根据设计的造型进一步雕刻。雕刻过程中需不断调整比例，
控制材料与形体的结合，通过不同方向的形态变化把握与整体的关
系。造型确定后再用木锉或铁锉打磨细节。

❹ 雕刻完成后，先后用180~2000号的
砂纸顺着木的纤维方向打磨，直至达到理
想效果。打磨完成后，用抹布将木雕整体
擦拭干净准备上蜡。上蜡时，用电吹风将
天然蜂蜡加热后均匀涂在木雕上，最后用
布把多余的蜡抹去。

范例与提示

▲ 安全提示：木雕工具较锋利，使用的过程中需小心操
作，可佩戴劳保手套进行防护；制作过程中有较多木屑，可
佩戴口罩及眼镜防止木屑进入口鼻眼。

 木雕鹿制作步骤
需准备的材料与工具：木雕凿子（圆凿和平凿）、锯子、台钳或C形钳，木锉、铁锉、电钻、角磨机、电吹

风、砂纸（180~2000号）、粉笔、天然蜂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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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与提示

▲ 安全提示：木雕凿子、线锯、锉刀等工具具有
一定的危险性，使用的过程中需小心操作，可佩戴劳保
手套进行防护。

搜寻生活中具有地域特色的雕刻工艺品，观察并分
析其材料及雕刻造型的特点。在观察和分析的基础上，
构思一件雕刻作品。

找一块质地松软容易雕刻的木材，参考本课“范例
与提示”步骤，结合自己喜欢的雕刻技法创作一件简易
的雕刻作品。在创作中需考虑作品功能与材料、形式与
风格之间的关系。在课堂上展示你的作品并讲解创作构
思，请同学们对你的作品进行评议。

雕刻  雕刻材料  地域特色   

❶ 先用铅笔在木块上将勺子的形状画出来。

❷ 用斧头沿着画好的线劈出勺子的大体轮廓。

❸ 用小刀对劈好的木材继续进行修整，修出
勺子外形。

❹ 用挖勺刀挖出凹陷状，注意别挖得太深。

❺ 勺子雕刻好后，用砂纸打磨勺子的表面，先
用最粗糙的砂纸打磨，然后换成较细的砂纸打磨，
直到将勺子打磨得非常光滑。

❻ 勺子雕刻好后，用天然蜂蜡加热后均匀涂抹
在木雕上，最后用布把多余的蜡抹去就可以了。

创想与体验

探索与发现

关键词

 木勺雕刻制作步骤

需准备的材料与工具：一块软硬适宜的木料、木
雕凿子（圆凿和平凿）、线锯、锉刀、砂纸（180~2000
号）、铅笔、斧头、小刀、挖勺刀、天然蜂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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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绣又名针绣、扎花、绣花，是一种以针穿引彩线在织物上运针刺缀，以绣迹构成图案或

文字的工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生产纺织品的国家，创造出了辉煌灿烂的服饰文化。伴随着纺

织和服饰文化发展出来的刺绣，是中国优秀的民族传统手工技艺之一，至今已有二三千年的历

史，是世界服饰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五课    精美绝伦的刺绣

 ▲潘龙飞凤纹绣浅黄绢面衾（局部） ［战国］ 刺绣 

荆州博物馆

 ▲刺绣梅竹山禽图（局部） ［明］ 刺绣 

台北故宫博物院

 ▲忍冬联珠龟背刺绣花边（局部） ［北魏］ 刺绣 

敦煌文物研究所

 ▲顾绣西湖图册之一 ［清］ 26.3 cm×24.1 cm 刺绣 

台北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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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载黄帝时代的人就有将颜色涂在身上的行为，称“彰身”，再进一步将图案刺在身

上，称“文身”，后来就画在衣服上，再发展成绣在服装上。据《尚书》记载，远在四千

多年前，就有以日、月、星辰、山龙、华虫等花纹划分的十二章服制度。至周代，有“绣缋

共职”的记载。楚国地区出土的战国、两汉时期的刺绣，构图紧密，针法整齐，线条极为

流畅，显现出很高的刺绣水平，在技法上用的都是“辫子绣针法”，也称“辫子绣”“锁

绣”。甘肃敦煌及新疆地区出土的东晋到北朝的丝织物，所见残片织品整幅用的都是细密

的锁绣，这是满地绣的特色。唐宋刺绣，技法沿袭汉代锁绣，但针法已开始转变，以平绣

为主，并采用多种不同的针法、多种色线，设色丰富，施针匀细。唐代刺绣一般用作服饰

用品，还用于佛经和佛像，为宗教服务。宋代是中国手工刺绣臻至高峰的时期，除实用品

外，更多地运用于绣画，将书画带入手工刺绣之中，形成独特的观赏性绣作。明清时宫廷

绣工阵容强大，民间刺绣也得到长足的发展，地方性绣派兴起，各有特色，形成争奇斗艳

的局面。

 ▲刺绣秋葵蛱蝶图 ［明］ 22.5 cm×25.2 cm 刺绣 

台北故宫博物院

 ▲新疆出土的观音菩萨麻绢刺绣（局部）［五代］ 

23 cm×11 cm 刺绣  俄罗斯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

 ▲红色纱地满绣回纹平金云龙袷褂  ［清］ 身长107 cm，

两袖通长117 cm，袖口宽18 cm，下摆宽96 cm，左右开

裾长45 cm，后开裾长50 cm 刺绣  故宫博物院

 ▲顾绣韩希孟刺绣花鸟册 ［明］ 25.2 cm×23.7 cm 

刺绣  辽宁省博物馆

28

The fine arts

24X2247.indd   28 2021/5/10   10:43:52



在民间，刺绣所采用的主要是一些寓意吉祥的图

案，人们喜用比拟、双关、谐音等手法来表现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如龙、凤、吉祥、如意、福、禄、寿、

喜等。民间刺绣工艺的用途包括生活服饰、表演服

饰、家纺软装等日用品及屏风、壁挂等陈设品。刺绣

分布地域广泛，各个国家、地区、民族的人们通过长期

的积累和发展，形成了各自的技术特点与美术风格。中

国自明朝时便产生了享誉世界的“四大名绣”：苏绣、

湘绣、粤绣和蜀绣。除四大名绣之外，还有京绣、鲁

绣、汴绣、瓯绣、杭绣、汉绣、闽绣等地方名绣。各

地少数民族也都有自己的民族刺绣。

 ▲黎族刺绣龙被 ［清］ 180 cm×45 cm 刺绣 

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文物室
 ▲鲁绣荷花鸳鸯图轴（局部） ［明］ 135.5 cm×53.7 cm 刺绣 

故宫博物院

 ▲湖北民间传统刺绣 刺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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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绣指以江苏苏州为中心地区的刺绣，其发
源地在苏州吴县（现苏州市吴中区）一带，现已
遍衍无锡、常州等地。苏绣以精细素雅著称，具
有图案秀丽、构思巧妙、绣工细致、针法活泼、
色彩清雅的独特风格。绣技具有“齐、细、密、
和、光、顺、匀”的特点。“齐”指图案边缘齐
整；“细”指用针细巧，绣线精细；“密”指线
条排列紧凑，不露针迹；“和”指设色适宜；
“光”指光彩夺目，色泽鲜明；“顺”指丝理圆
转自如；“匀”指线条粗细均匀，疏密一致。

 ▲苏绣：冬月季  80 cm×50 cm 刺绣 朱寿珍

地域风采

 ▲苏绣：少女图  81 cm×50 cm 刺绣 杨守玉  

 ▲苏绣：凝视 40 cm×46 cm 刺绣 任嘒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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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绣是以湖南长沙为中心，带有鲜明湘文
化特色的刺绣。湘绣是在吸收苏绣和“广绣”
优点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湘绣主要用纯丝、
硬缎、软缎、透明纱和各种颜色的丝线、绒线
进行绣制，其特点是构图严谨，色彩鲜明，针
法丰富。湘绣的图案借鉴了中国画的长处，所
绣内容多为山水、人物、走兽等，尤其是湘绣
的狮、虎题材，形象逼真，栩栩如生。

 ▲湘绣：竹林 60 cm×60 cm 刺绣 邬建美 中国工艺美术馆

 ▲湘绣：座屏虎头  刺绣 卲春林，刘爱云等

 ▲湘绣：芦雁图 ［清］ 刺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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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绣：凤穿牡丹  刺绣 康惠芳 ▲粤绣：白缎地广绣三阳开泰挂屏心 ［清］ 67 cm×52 cm 

刺绣  故宫博物院

▲

粤绣：花鸟图（局部） ［清］ 刺绣

粤绣是广东刺绣艺术的总称，亦称广绣。以潮州为代表的潮绣是粤绣的重要
代表之一。早在明代，粤绣已闻名全国；至清代，粤绣得到了很大发展。粤绣构图
饱满，繁而不乱，色彩富丽夺目，针步均匀，针法多变，纹理分明，常以龙凤、百
鸟、岭南瓜果、花卉等为题材，所塑造的物象形神兼备、惟妙惟肖，充分体现了粤
绣的地方风格和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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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绣主要是指以四川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平原
一带的刺绣。蜀绣是中国刺绣历史颇长的绣种之
一，最早见于西汉的记载中，当时的工艺已相当
成熟。蜀绣以软缎和彩丝为主要原料，针法达100
多种，充分发挥了手绣的优点，具有浓厚的地方
风格。蜀绣题材大多为花鸟、走兽、虫鱼和人物
等，题材多吉庆寓意，极具民间色彩。

 ▲ 蜀绣：天蓝缎地方戏曲故事屏四幅 ［清］ 刺绣 

四川博物馆

 ▲蜀绣：晨露（局部） 62 cm×62 cm  刺绣 郝淑萍

 ▲蜀绣：春风  95 cm×70 cm 刺绣 郝淑萍 

 ▲蜀绣：白缎地花卉纹枕顶 ［清］ 刺绣 四川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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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绣的针法多种多样，且各有特色，不同针法能表现出不同特征的图案及肌
理，巧妙地运用不同的针法组合，可绣出精致的刺绣作品。按下面的范例练习不同
的刺绣针法，感受针法特点的同时，思考它们的适用图案，还可以尝试创造一些新
针法。

需准备的材料与工具：绣花针、绣线、 绣绷、小剪刀。

 ▲平绣针法：叶子的绣制过程

 ▲线形密绣  ▲乱针绣  ▲长短针绣

 ▲锁链绣  ▲绕线回针绣

 ▲花蕊绣  ▲飞针绣、苍蝇绣

范例与提示

 ▲卷线绣  ▲扣眼绣

 ▲菊叶绣  ▲轮廓绣

▲ 安全提示：制作时要注意安全，正确选择并按规范使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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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构思并在纸上绘制绣花图，图案大
小要和团扇大小适宜。

❷ 用铅笔把图案描到团扇中间。

❹ 要事先把线按照颜色的深浅排列
好，使用平套针，由边向里绣，最后绣茎，
注意颜色的过渡要自然。

❺ 三片叶子绣完的效果图。

蓝莓图案刺绣团扇制作步骤

需准备的材料与工具：绢质团扇、彩色线、绣花针、剪刀、铅笔。

❸ 从蓝莓枝开始绣制，需要用到三个
颜色的线，两边用颜色深一点的线，中间用
浅色线，按照生长的方向用平针绣。

❻ 准备好蓝莓果需要的色线，用乱针绣针法，先
绣压在最下面的蓝莓果暗面，再绣蓝莓果高光部分。

❼ 蓝莓图案刺绣团扇制作完成。

找一些有手工刺绣的服装或家居软装，观察并
分析这些刺绣的针法。试着挑选喜欢的针法进行刺
绣练习。

准备一个空白绢质团扇，根据团扇形状及大小，
设计并绘制你喜欢的刺绣图案，然后按设计方案准备
相应颜色的绣线，用适合的针法绣制一件团扇作品。

刺绣  针法  中国四大名绣

创想与体验

探索与发现

关键词

▲ 安全提示：制作时要注意安全，正确选择并按规范使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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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版年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民间工艺，与春联一样，都起源于

“门神画”。木版年画自古就具有寓意吉祥的作用，每值岁末，家家户户张贴年画和对联等，

以增添节日喜庆气氛。因木版年画是过农历新年时张贴，故称“年画”。传统木版年画按制作

手法大致可分为木版套色、半印半绘等。

关于木版年画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唐代雕版印刷兴起，为木版年画的流行提供

了技术条件。木版年画正式形成于宋代，当时繁荣的商业和日渐成熟的雕版印刷术为年画的发

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明代后叶以后，雕版印刷中的彩色套印技术日趋成熟，使木版年画

得到飞速的发展。木版年画在清代进入鼎盛期，清朝年画题材众多，因受到西方绘画风格的影

响，在表现形式上体现出新的特点。

第六课    吉祥喜庆的木版年画

 ▲木版画：隋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  ［宋］ 

57 cm×32.5 cm 木版年画  俄罗斯圣彼得

堡冬宫博物馆

 ▲凤翔木版年画：秦琼（左图）、敬德（右图） ［明］ 

60 cm×110 cm 木版年画 世兴画局 陕西省艺术馆

▲

杨柳青木版年画：浴婴图 ［清］ 60 cm×110 cm  木版年画  天津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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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版年画流行十分广泛，有

较多的产地。各地区木版年画在

题材内容、刻印技术、艺术风格

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山东

潍坊杨家埠、四川绵竹是我国著

名的四大民间木刻年画，被誉为

中国年画四大产地。

 ▲桃花坞木版年画：一团和气  ［清］ 30 cm×30 cm 

木版年画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

 ▲ 桃花坞木版年画：黄鹤楼 ［清］ 24 cm×30 cm 

木版年画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博物馆

 ▲桃花坞木版年画：姑苏阊门图 ［清］ 108.6 cm×55.9 cm

木版年画  日本王舍城美术宝物馆

 

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源于宋代的雕版印刷工
艺，到明代发展成为民间艺术流派，清代雍正、
乾隆年间达到鼎盛，产生了“姑苏版”中一批最
优秀的作品。文人参与的“姑苏版”，在画面构
图及笔法运用等方面都带着浓厚的宋代以来的院
体画、风俗画的特征。在形式上也延续了传统绘
画的中堂、对屏和册页的形式。桃花坞木版年画
多采用墨版套印和敷彩相结合的方式，以敷彩为
多，分为平涂与晕彩两种。桃花坞木版年画构图
丰富、精致典雅、文质古朴。

地域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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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
始于明代崇祯年间，风行于
清代雍正、乾隆、光绪年
间。杨柳青木版年画与苏州
桃花坞木版年画并称“南桃
北柳”。杨柳青木版年画内
容多取材于神话故事、历史
典故、传统戏曲、胖娃娃、
仕女、吉祥富贵图样等。在
艺术风格上，杨柳青木版年
画既继承宋、元绘画传统，
又吸收了明代木刻版画的技
巧，采用木版套印和手工彩
绘相结合的手法，使其既有
版画的韵味，又有绘画的笔
触和肌理。杨柳青木版年
画构图丰满、刻工精美、
线条工整、笔法细腻、色
彩鲜艳。

 ▲杨柳青木版年画：琴棋书画 ［清］ 59 cm×180.2 cm 木版年画 齐健隆老店  天津博物馆 

 ▲杨柳青木版年画：狄青招亲（局部）［清］戴廉增画店  

（190 cm×62.5 cm 木版年画）  天津博物馆

 
▲

杨柳青木版年画：福善吉庆 

［清］ 61 cm×190 cm 木

版年画  天津杨柳青博物馆

 ▲杨柳青木版年画：鱼龙变化 ［清］ 62 cm×106 cm 木版年画 天津杨柳青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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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潍坊杨家埠木版年

画兴起于明代，发展初期受到
杨柳青木版年画的影响，清代
达到鼎盛。杨家埠木版年画主
要为广大农民而创作和使用，
题材主要有神话传说、民间故
事、小说戏文，又有避邪纳
福、祥禽瑞兽、风景花卉，还
有时事幽默、风俗民情、百戏
娱乐等。杨家埠木版年画画面
构图完整、饱满、匀称，造型
夸张、简练、粗犷，色彩鲜
艳、强烈，重用原色，乡土气
息浓厚。制作上以木版套色为
主，便于大量印制，同时也呈
现出别具特色的乡村风貌。 ▲劳动得鱼 33 cm×45 cm 木版年画 隋成林 山东潍坊杨家埠木版年画研究所

 ▲杨家埠木版年画：神荼（右图）、郁垒（左图） ［明］ 69 cm×46 cm  木版年画  山东潍坊杨家埠木版年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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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绵竹木版年画：赵公镇宅 ［清］ 158 cm×78 cm 木版

年画 云鹤斋 绵竹年画博物馆 

四川绵竹盛产造纸的上好材料绵竹，从而为
木版年画生产提供了便利条件。成都自唐代以来便
是国内雕版印刷的中心，绵竹受其影响，相传在宋
代已有木版年画生产。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绵竹
木版年画制作已十分成熟。四川绵竹年画以雕版技
术精湛、艺术情调高雅著称。其形式多样，有门
画、斗方、画条等种类。造型质朴简练，填色鲜艳
悦目。绵竹木版年画的特点之一是绘画性强。在制
作过程中，首先刻成线版，印制出线稿后，全部手
工彩绘，与其他色版套印年画有明显的区别。绵竹
木版年画的用色大多属于单色和间色，较少使用大
面积的原色，所以形成鲜艳明快、对比和谐的色彩
效果。

 ▲绵竹木版年画木版原版及拓片：赵公镇宅 ［清］ 

158 cm×78 cm 木版年画原版及拓片 云鹤斋 

绵竹年画博物馆

 ▲绵竹木版年画：按剑  52 cm×34 cm 木版年画 

李芳福 绵竹年画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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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版年画制作步骤
需准备的材料与工具：木刻板，宣纸，复写纸，蜡，电熨斗，版画油墨、墨汁，国画颜料或水彩颜料，木版

刻刀一套（包括平口刀、圆口刀、斜口刀、尖口刀），滚轮等印画工具，铅笔、毛笔、水彩笔等绘制工具。

木版年画的制作步骤通常包括构图设计、刻板、印刷（先印墨线版，后印套色版或手工敷彩）三个步骤。下
面带领大家使用常见的木刻版画工具制作木版年画。

❶ 借鉴传统木版年画的风格与
图形元素构思并绘制画稿。

❷  将复写纸铺到空白木刻板
上，准备将线稿及分色稿复制到木刻
板上。

❸ 用铅笔描临画稿，将线稿及分
色稿图形分别画到不同的木刻板上。

❹ 线稿在木刻板上初步呈现。 ❺ 使用电熨斗将蜡均匀熔渗进
木刻板中。熨蜡，可以使木刻板变
脆，比较好刻制。

❻  按照先刻内部图形再刻背
景，先局部再整体的顺序进行刻制。
小面积空白处刻得稍浅，大面积空白
处刻得稍深。刻线条边缘时要细心，
防止刻坏。

❽ 分别刻出线稿及分色稿。 ❾ 准备好版画油墨，准备印制。

❿ 调好所需的颜色。 ⓫ 用滚轮均匀打墨后对线版进
行上色。上色后可以对图形进行细微
调整。

⓬ 用滚轮为分色版上色。

❼ 线稿刻制完成。

范例与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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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提示：制作时要注意安全，正确选择并按规范使用工具。

⓭ 用滚轮为分色版上色。 ⓮ 线版及分色版上色完毕。 ⓯ 利用切割板定位，以保证三
个版印制时不错位。

⓰ 套色印制时，要保证纸张不
跑位，用力不能太大，防止纸张
破损。按先浅色版后深色版的顺
序印制。

⓱ 准备印制黑色线版。 ⓲ 印制时按从上到下、从左到
右的顺序，防止错位。

⓳ 套色印制完成。

⓴ 调制需要补充上色的水彩颜色。

㉑ 等油墨干后，用水彩颜料进
行补充染色敷彩。

㉒ 刘海戏金蟾制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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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山年画 木版年画 冯炳棠

佛山木版年画是我国华南地区著名的民间年画，因在广
东佛山生产而得名。2006年5月，佛山木版年画被列入首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佛山木版年画在色彩上大面积使
用红丹、绿、黄、黑等大色块套印，线条粗犷简练，刚劲有
力，富于装饰性，人物衣饰上的花纹用线条流畅的写金描银
渲染，俗称“写花”，极富民间画的韵味，成为佛山木版年
画的显著特征。

❷ 根据草图绘制正稿。

❸ 将绘制好的正稿扫描成电子文件，通过转印或
打印的方式，将年画运用到文化衫、红包、笔记本、
鞋子等物品上。

逢年过节时，请留意你生活的地方有哪些
别具特色的节日风俗，与节日相关的工艺品有
哪些鲜明的地域风格特点。试着分析并提炼出
你喜欢的本土节日中特色的工艺品的色彩、符
号、图案等要素，用纸和笔画下来。

根据你喜爱的年画风格，用木版年画或
其他你喜欢的绘制技法，创作一幅年画，并将
所绘制的年画图案设计成红包、贺卡、日历封
面、电脑或手机壁纸，或是直接把它印制在手
提袋、文化衫、杯子、手机套等用品上。

年画  木版

创想与体验

探索与发现

关键词

❶ 参考自己喜欢的年画，构思并绘制草图。

 佛山冯氏木版年画衍生品设计制作步骤

范例与提示

▲ 安全提示：制作时要注意安全，正确选择
并按规范使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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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学业质量测评

我国几个有代表性
地域雕刻工艺的特点、
材料与基本制作流程。

评价内容

第四课

课

第五课

第六课

学习
体会

水平1：了解我国几个有代表性地域雕刻工艺的基本艺术特
点，能够从材料与审美方面评价某一地域工艺的特点，形成对雕刻工
艺的爱好和兴趣。

水平2：能够分辨不同地域雕刻工艺的风格，基本掌握雕刻工艺
的工具与材料，能运用所学的雕刻技法，创作一件完整的雕刻作品。

水平3：能够赏析不同地域的雕刻工艺艺术风格及特点，能灵
活运用身边的材料和工具，创作一件将雕刻工艺与现代生活紧密结
合的作品。

评价等级

我国几个有代表性
地域刺绣工艺的特点、
材料与基本制作流程。

水平1：了解我国几个有代表性地域刺绣工艺的基本艺术特
点，能够从材料与审美方面评价某一地域工艺的特点，形成对刺绣工
艺的爱好和兴趣。

水平2：能够分辨不同地域刺绣工艺的风格，基本掌握刺绣工艺
的工具与材料，能运用所学的刺绣技法，创作一件完整的刺绣作品。

水平3：能够赏析不同地域的雕刻工艺艺术风格及特点，能灵
活运用身边的材料和工具，创作一件将刺绣工艺与现代生活紧密结
合的作品。

我国几个有代表
性地域木版年画工艺的
特点、材料与基本制作
流程。

水平1：了解我国几个有代表性地域木版年画工艺的基本艺术
特点，能够从材料与审美方面评价某 一地域工艺的特点，形成对木版
年画工艺的爱好和兴趣。

水平2：能够分辨不同地域木版年画工艺的风格，基本掌握木版
年画工艺的工具与材料，能运用所学的木版年画技法，创作一件完
整的木版年画作品。

水平3：能够赏析不同地域的木版年画工艺艺术风格及特点，
能灵活运用身边的材料和工具，创作一件将木版年画工艺与现代生
活紧密结合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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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曲牡丹纹蓝印花布被面（局部）  刘贡鑫

第三单元

用传统手工艺美化生活

传统手工艺伴随着人类的诞生而出现，从古至今，它都与人们的生活息

息相关。传统手工艺源于生活，却又创造出高于生活的价值。它们是人类集体

智慧的结晶，充分地体现了人类的创造性和艺术性。本单元将通过学习传统印

染、手工编织和剪纸，让同学们领悟这些传统手工艺在材料与技术、内容与形

式等方面的魅力，学会用传统手工艺制作的方法解决生活和学习中的问题，同

时鼓励同学们大胆思考和尝试，让传统手工艺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使传统手

工艺获得新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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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直裾素纱禅衣 ［汉］ 衣长

132 cm，通袖长181.5 cm，重49 g 湖南省博物馆

 ▲植物制成的天然染料

 ▲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印花敷彩丝绵袍 ［西汉］ 衣长

132 cm，通袖长228 cm，袖口宽28 cm，腰宽54 cm 湖

南省博物馆

传统印染是利用天然染料对棉、麻、丝

等布料进行染色、印花等处理的加工方式。

我国传统印染工艺历史源远流长，历经各朝

代发展及不同地域人民的聪明才智，不断改

进，逐渐达到了较高的工艺与艺术水平。我

国传统印染用的染料，大都取自天然矿物或

植物。古代印染的原色有青、赤、黄、白、

黑，称为“五色”，通过混合原色可以得到

丰富的间色。青色染料主要是从蓝草中提取

靛蓝。赤色最初用的是赤铁矿粉末，后来用

朱砂，周代开始使用茜草，以明矾为媒染剂

染出红色。黄色早期主要用栀子，南北朝以

后，又有地黄、槐树花、黄檗、姜黄、柘黄

等。白色可以用天然矿物绢云母涂染，但主

要是通过漂白的方法取得。古代黑色染料主

要从栎实、橡实、五倍子、柿叶、冬青叶、

栗壳、莲子壳、鼠尾叶、乌桕叶等植物提

取。染黑方法自周朝开始采用，直至近代，

才为硫化黑等染料所代替。五色经过套染就

可以得到不同的间色。

第七课    天然质朴的传统印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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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纺织画像石拓片 ［汉］ 99 cm×234 cm  中国国家博物馆

中国印染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

时期，那时的人们已经掌握用赤铁矿

粉末将麻布染成红色的工艺。商周时

期，染色技术不断提高，宫廷手工染

坊设有专职的官吏管理染色生产，染

出的颜色也不断增加。到汉代之后，

染色技术达到新的高度，花色的织物

从画花、绣花、提花到手工印花，逐

渐发展。在1834年法国的佩罗印花机

发明以前，我国一直拥有世界上最发

达的手工印染技术。

传统印染工艺主要是靠手工操

作，劳动强度大，同时还存在颜色、

样式单调等缺点，在现代的商业市场

中相对落后。但传统印染的原材料取

材于自然，具有清新、淳朴、自然的

特点。此外，传统印染是对传统技

艺、民族特色、地域文化的传承，在

艺术价值、审美价值等方面有现代印

染技术所无法比拟的优势。

▲

展现唐代印染工艺的古代绘画：捣练图（宋摹） ［唐］张萱  37.1 cm×145 cm  绢本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

 ▲岭南地区古老的手工染整：香云纱染整技艺制作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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蜡染，是我国少数民族民间古老的传

统纺织印染手工艺，古称“蜡缬”，与夹缬

（镂空印花）、绞缬（扎染）并称为我国古

代三大印花技艺。

贵州、云南的苗族与布依族等民族擅

长蜡染。蜡染是利用蜡的防水、热熔冷

凝、黏附性好等特性，使之熔附在织物表

面，以便在染色时使织物图案部分获得防

染的效果而显出纹样。蜡的比例一般为蜂

蜡、石蜡各一半。石蜡裂纹多，蜂蜡裂纹

少，冰裂纹则是蜡染艺术所特有的肌理效

果。蜡染染出的布料色调素雅，风格独

特，图案丰富，所制作出来的服饰朴实大

方，富有民族特色。  ▲蜡染：用蜡刀进行封蜡

 ▲布料入缸染制

 ▲蜡染：把热蜡放进蜡刀里，然后用蜡刀开始造型

 ▲大塘制靛

用这种制靛方法制作出来的蓝靛产量较高、质量稳定，
主要作为商品出售。

 ▲家庭小缸制靛

一般采用1米高的杉木染缸或大塑料桶，每缸七八千克的
蓝草生叶，加水后浸泡数天，使蓝草内的水溶性靛蓝素融于
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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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安顺蜡染画：青花瓷——平安富贵  蜡染 洪福远  ▲贵州安顺蜡染画：金鸡闹新年 蜡染

 ▲彩绣蜡染女服

 ▲蜡染女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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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镂空版刻制  ▲夹缬版刻制

 ▲夹缬版：西厢记·白马解围

传统镂空印花有两种印染方

式：夹缬和镂空版印花。

夹缬是用两块大小相同的木

版雕刻出对称图案的刻板作为镂空

版。将白布夹持于镂空版之间加以

紧固，并将夹紧白布的刻板浸入

染缸，刻板上留有让染料流入的沟

槽，让布料染色。夹缬主要是利用

织物被夹固以后，染液难以渗入的

特点而产生花纹，夹缬刻板中镂空

的部分染色，被夹紧的部分则保留

本色，所染的图案为对称花纹。

镂空版印花是在防水纸版（油

纸）、金属、木版上雕出镂空花样

作为镂空印花版。镂空版印花有两

种印花方式：一种是将刻好的镂空

花版铺在白布上，用刮浆板把用黄

豆粉和石灰粉调成的糊状防染剂刮

入花纹镂空处，漏印在布面上，等

浆料干透，在靛蓝染料中浸染数

遍，晾干后刮去防染浆层，呈现蓝

白相间的花纹；另一种方法是将镂

空花版铺在白布上，直接用色浆在

镂空部位进行印花，制作过程中布

料无须放进染缸。

 ▲ 镂空印花包

 ▲镂空印花包

50

The fine arts

24X2247.indd   50 2021/5/10   10:44:55



 ▲湖南扎染门帘  ▲扎染花布  ▲扎染拆线

 ▲扎染花布

扎染是指对织物在染前进行缝、绑扎、

绞结等一系列防染处理，以便在染色过程中

使织物的防染部分出现纹样。目前，扎染一

般使用直接染料高温煮染的方法。扎染的魅

力在于织物在扎缝、绞结、染色处理后所出

现的特有肌理，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扎染

的偶然性以及不可完全复制等特点，使其艺

术生命力持久不断。
 ▲扎染花布

 ▲扎染扎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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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扎染制作过程 朱医乐

❶ 准备好棉布或丝、麻、毛等
天然布料，按所需的大小裁剪好。
对角线折叠，注意对齐。

❷ 将折好的布再一次对折。

❹ 再将布短的一边折向长的一边，对齐两个边。 ❺ 将折好的布缠绕捆绑。

❸ 再次对角折布。

     扎染步骤

❻ 放入调好的蓝靛染料中浸
染（蓝靛染料全程使用冷水，无
需加热）。

❼ 染好后放通风处，等布从绿
色彻底变成蓝色后，用水洗涤。

❽ 将扎染的折痕在潮湿状态下
用电熨斗熨平。

范例与提示

需准备的材料与工具：棉布或丝、麻、毛等天然布料、针、线、豆子、蓝靛泥、还原剂、筷子、助染剂、染
盆、加热炉、电熨斗、搅拌棍、水桶、胶手套、剪刀等。

 ▲染布的最终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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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种常用的扎法及染色后的效果

❶ 针一上一下沿着一条线平顺地缝制。

平针缝法：

包物扎法：

筷子夹结法：

打结扎法：

❷ 将缝线抽紧固定好。 ❸ 平针缝法染色后的效果。

❶ 将一块方布抽起四个角打结。 ❷ 四角打结后中间位置也可以缠
绕一些线绳，使染出的肌理更丰富。

❸ 四角打结及中间缠绕线
染色后的效果。

❶ 准备好红小豆和线绳等材料。 ❷ 将红小豆包裹在布内用线绳系紧。 ❸ 包物扎染后的效果。

❷ 将布叠成长条状，将叠好的布用两
根筷子夹住后，用线绳捆扎。

❸ 筷子夹结法扎染后的
效果。

❶ 准备一对筷子、线绳等材料。

▲ 安全提示：制作时要注意安全，正确选择并按规范使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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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想与体验

探索与发现

关键词
理解与思考

 扎染袜子的制作步骤

需准备的材料与工具：纯棉袜一对、玻璃珠、橡皮筋、针线、蓝靛泥、还原剂、助染剂、搅拌棍、染
盆、胶手套等。

范例与提示

 ▲扎染时装

传统手工印染所用的布料一般为棉、麻等亲肤材质，染
料也是天然材料，因此经传统手工印染的布料环保健康，带
着手工的灵动和温暖。在商品工业化、同质化的现代社会
中，利用现代设计的手法将传统手工印染的材料和视觉元素
应用在商品设计中，能彰显独特的时尚个性。

搜集生活中的印染布料，看看它们是采用
何种印染工艺制作而成的。尝试分析：化工染
料与植物染料有哪些区别？现代印染工艺与传
统印染工艺有哪些区别与联系？

用扎染的技法制作一块布料。设计布料图
案时，需要结合布料的用途进行构思，可以借
鉴经典作品的风格与形式。印染完后，将布料
制作成生活中可以使用的物件。也可以选取一
件白色纯棉或纯麻、真丝日用品，运用扎染工
艺进行染色。在课堂上展示你的作品并讲解创
作构思，请同学们对你的作品进行评议。

传统手工印染工艺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它有着独特的艺术魅力。但是随着新时代的到
来，人们的生活节奏和生产方式都有了快速的变化。
耗时耗力的传统手工印染工艺开始面临着如何生存并
发扬光大的问题。你能提出一些让传统印染的生命力
延续下去的好办法吗？

传统手工印染  蜡染  镂空印花  扎染

▲ 安全提示：制作时要注意安全，正确选择并
按规范使用工具。

❶ 准备好纯棉白袜子、玻璃
珠、橡皮筋等材料。

❷ 将玻璃珠放入袜子中，用橡
皮筋扎好。

❸ 根据构思包扎好玻璃珠。

❻ 拆开缝线和橡皮筋，取出
玻璃珠，完成染制。

❹ 用平针缝法在袜口缝线，
并拉紧线。

❺ 将包扎好的袜子放入调制好
的蓝靛染料中浸染。染好后放通风
处，等袜子彻底变成蓝色后，用水
洗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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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织是采用某种互相交错或勾连手段，将植物的枝条、叶、茎、藤、皮等加工后的条状物

或者各种材质的线或绳，组织成各种制品的工艺。编织是人类古老的手工艺之一。在出土的新

石器时期陶器中，已发现有篾席印模的纹样。河姆渡遗址出土了编织苇席。新石器时期晚期遗

址出土的竹编已经相当精巧，其中大部分篾条经过刮磨加工，有“人”字形、“十”字形、菱

形、梅花形等形状。器物的品种有篓、篮、箩、筐等。周代，以蒲草编织莞席已很普遍。汉代

以蔺草编织为席。唐代，草席的生产已很普遍，福建、广东的藤编，河北沧州的柳编，山西蒲

州的麦秸编等都是著名的手工艺品。其中广东藤编还有编织花卉、鱼虫、鸟禽等图案的帘幕。

宋代，浙江东阳竹编的品种有龙灯、花灯、走马灯、香篮、花篮等，能编织字画、图案，工艺

烦琐而精巧。至明、清两代，浙江、江苏、湖南、四川、福建、广东等地的草编、藤编、竹编

等生产有了进一步发展，并在19世纪末开始出口。

编织工艺按原料可分为草编、竹编、藤编、棕编、柳编、麻编、线编等。现代编织工艺广

泛应用在生活用品、家具用品、服饰、陈设装饰等制作中。不同材质运用不同编织手法制作出

来的编织工艺品在质感、形态、色彩上各有千秋，但都呈现出天然、朴素、清新、简练的艺术

特点。

第八课    纵横经纬的编织工艺

 ▲麻编  ▲手工织锦

 ▲柳编 ▲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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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编篮

 ▲藤编椅

 ▲棕编蓑衣  ▲草编篮

 ▲竹编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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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天然的编织原料多为纯色，但变化多样的编织技法，可以使编织品形成疏密不同、凹

凸起伏、经纬交织、虚实相间的浮雕般的艺术效果，显现出典雅、朴素的独特韵味。

 ▲钩针编织

棒针和钩针是毛线编织的主要工具，很多人都喜欢用其编织个性化的手工针织服饰和日常

家居用品。使用各不相同的棒针和钩针编织技法所织出来的花纹与肌理都各有特色。

 ▲彩虹网  编织装置 ［日本］ 堀内纪子

 ▲不同的竹编织手法编织出不同的肌理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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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纹编织（挑一压一编法）

编织工艺品中丰富多彩的图案大多是在编织过程中形成的。不同的编织技法能织出不同的肌理与图案。
按下图的范例练习不同的编织技法，感受不同编织技法特点的同时，思考它们适用的物件，还可以尝试创造一
些新的编织方法。

编织的基本技法包括编辫、平纹编织、花纹编织、绞编、勒编等。编辫是草编中的常

用技法，不分经纬，将麦秸、玉米皮等原料边编边搓转，编成草辫，通常作为编织品的半成

品原料。平纹编织是草编、柳编、藤编的常用技法，它以经纬为基础，按一定规律互相连续

挑上、压下，构成花纹。花纹编织是在平纹编织的基础上衍生出的变化，编织出形态多样的

花纹。绞编也是以经纬编压为主要特点的技法，先编排好经桩，经桩可以是绳、条子、竹杆

等，然后以编条（柳、槐、篾）交叉上下穿行于经桩上下，循环绕行。勒编法以麻绳作经，

以编条作纬，麻绳互相交错穿过柳条间，穿一次，绕扣勒紧。

范例与提示

 ▲平纹编织（“人”字纹编法）

 ▲绞编  ▲绞编  ▲勒编  ▲勒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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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纹编织（六角孔纹编法）

▲▲花纹编织（双重三角纹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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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取几张报纸，将其裁成若干张长方形纸张。
❷ 将长方形的报纸纸张搓成紧致的圆柱条，并用

白乳胶粘紧收口处，。

❹ 按照三压三挑的方式进行底部编织。❸ 取七条圆柱条，按照纵向三根，横向四根的方式
排列作为纸篓的纬条。横向最上方圆柱条的一半折作纸篓
的经条进行底部造型的编织。

 利用旧报纸编织纸篓的制作步骤

需准备的材料与工具：报纸、白乳胶、剪刀、小夹子、橡皮筋。

❺ 当编条不够长时，取一条圆
柱条进行接驳，接驳处用白乳胶黏
合后，可用小夹子固定几分钟，使
其粘紧。

❻ 将通过接驳延长的编条在
底部按之前的三压三挑的方式编
三圈。

❼ 将13条经条调整成均匀分布
的放射状，然后按挑一压一的平纹
编织技法进行编织。

❽ 纸篓底部编织好后，按照构
想的造型调整经条。

❾ 利用橡皮筋辅助经条的造型
塑造。

范例与提示

❿ 继续按挑一压一的平纹编织
技法进行篓身的编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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⓫ 继续编织至所需的高度，编织的过程中要
不断调整经纬条的排列，使织纹紧致，整齐。

⓬ 将经条适度剪短，向内或向外分别收入
同经度的纬条中。

⓭ 纸篓纺织制作完成。

利用废旧纸张或其他比较容易找到的材料作
为编织原料，编织一件生活中可以使用的编织用
品。可将纸搓成条状作为编织材料，先从底部开
始编构经纬骨架，再按平纹编织的技法，从下到

上逐步编织成所设计的形状。

创想与体验

看看你生活中常用的编织品有哪些，分析
它们的材料特性和编织手法。你能想到用哪些
不寻常的材料或技法进行编织吗？编织用品还
能有哪些开创性的用途？

 ▲竹编椅

传统手工编织用品，充满手工的温存，个性独特。在传统手
工编织的基础上，辅以现代设计，使它们的功能与用途更适应现
代生活。

编织  编织材料  编织技法

传统手工编织是一种就地取材、以手工生产为主的工
艺，是一种把实用性和审美融为一体的技艺，有着独特的
艺术魅力。请思考怎样将传统手工编织更好地融入现代生
活中。

探索与发现

关键词

理解与思考

▲ 安全提示：制作时要注意安全，正确选择并按
规范使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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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术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是

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

人类文明史上伟大的发明创造。剪纸是

随着造纸术的普及后而产生的一种民艺

形式，主要通过剪、刻手法进行镂空造

型。由于纸张材料容易获得，因此成为

便捷和极佳的工艺创作材料。随着造纸

术的不断进步，纸种类越来越丰富多

样，不同厚度、不同颜色、不同肌理、

不同质感的纸张为剪纸艺术提供了广阔

的表现空间。

中国民间剪纸历史源远流长，遍

布大江南北，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民间剪纸的用途非常广泛：窗花、

墙花可分别张贴于门窗、墙壁上装饰居

所；喜花、礼花用于婚嫁喜庆时装点室

内陈设及各种物品；刺绣缂丝底样、蓝

印花布的印版用于服饰的辅助制作。

第九课    千变万化的剪纸

 ▲ 寿星  11 cm×16 cm　单色剪纸 祁秀梅 

甘肃省庆阳市镇原县

 
▲

 凤仪亭  45 cm×45 cm 单色剪纸 

江根和 广东省潮州市

 ▲秦始皇  11 cm×9 cm 彩色剪纸 王老赏 河北省张家

口市蔚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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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戏牡丹  46 cm×25 cm 单色剪纸 

祁秀梅 甘肃省庆阳市镇原县

 ▲剪花娘子（局部） 132 cm×128 cm 彩色剪纸 库淑兰 陕西省咸阳

市旬邑县

 ▲黄土风情  彩色剪纸 李斌杰 山西省忻

州市

 ▲吉祥草原 单色剪纸 段建珺 内蒙古自

治区和林格尔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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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蟹花 6 cm×12 cm 单色剪纸 李香玉 广东省潮阳市

中国民间剪纸的题材十分丰富，寓意很广，

以纳吉、祝福、祈福为主旨。随着时代的变化，

表现现代生活的题材也层出不穷。

从制作工艺来划分，剪纸可以分为剪纸、刻

纸、折叠剪纸，表现手法主要有剪影、阴剪、阳

剪、阴阳混剪四种。从色彩来划分，可以分为单

色剪纸和彩色剪纸。 单色剪纸是剪纸中最基本的

形式，红色因在中国文化中有吉祥喜庆的象征而

成为最常见的单色剪纸材料。随着剪纸表现形式

的发展，彩色剪纸的形式和技法在逐渐增多，有

在单色剪纸上进行染色、填色的，还有多层镂空

套色、多色分色剪后拼贴、木刻印刷与镂刻结合

等手法。

 ▲松鹤延年  13 cm×16 cm 单色剪纸 林邦栋

 ▲庄户人家  单色剪纸 郭如林

 ▲招财进宝窗花 ［清］ 18.5 cm×13 cm 单色剪纸

64

The fine arts

24X2247.indd   64 2021/5/10   10:45:56



❶ 构思并绘制剪纸图案。

中国民间剪纸是百姓生活中情感表达和美好愿望寄托的艺
术形式。譬如：以蝙蝠代表福、鹿代表禄、象代表祥、鸡代表
吉、牡丹象征富贵等。本范例中的石榴因其籽粒多且丰满，在
中国民俗文化中被视为吉祥果，有团圆、团结、红火、多子多
福、金玉满堂、繁荣昌盛等寓意。

你也可以构思并动手剪一幅有吉祥寓意的独幅剪纸作品，
用来装饰教室或家居。

❷ 将所需的色纸铺在
画稿下面，用订书机将它
们订在一起。

❹从图案内部的石榴
籽开始剜剪，从内至外剪便
于保持多层纸张固定不动。

❺ 按从内至外的顺序依次剜剪出石榴籽、花、叶片及枝叶间的空隙。剜剪时左手用一手指在纸的背面托住刀
尖位置，刀尖左右轻轻扭动，当左手手指感觉刀尖将戳破纸张，就要变换刀尖的角度，尽量与纸面成30°~ 45°运
刀。左右手配合，才能剪出流畅的线条。

❻ 进一步剜剪叶片及枝叶间的空隙，最后开口剪所有外轮廓。完成剪制后，下面的色纸为正稿，上面的草图
可以丢弃。剪制细节时并不是机械按照草图线条来剪，可以根据整体造型的需要灵活进行大小及形状的调整。

❸粗剪大概的外形，
去除多余纸面，以适合手
持，方便剪制细节。

 石榴花剪纸制作步骤

需准备的材料与工具：A4白纸一张、剪刀、铅笔、钉书机。

范例与提示

 ▲石榴花剪纸成品  18 cm×25 cm 单色剪纸

▲ 安全提示：制作时要注意安全，正确选择并按规范使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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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纸技法中阳剪，亦称阳刻、镂空，指在纸面上保留形体造型的块面，剪去形体以外的空白部分，剪出来是
一个实形。阳剪讲究线线相连，效果流畅、清晰。阴剪是剪去图中的造型线，留住的大块面是虚形。阴剪讲究线
线相断，以面为主，通过点线来丰富画面，效果厚重结实。通常情况下，一幅作品中既有阳剪，也有阴剪，两者
相互印衬，通过点线面的变化，达到画面既有阳刻的流畅清新，又有阴刻的厚重结实。如下图伏虎对称剪纸中虎
的身体外形为阳剪，虎身上的装饰纹样为阴剪。

对称式剪纸及等角折叠团花剪纸同利用一张纸折叠成不同的等份，在其中一份进行设计并剪制，展开后形
成对称或团花，象征好事成双或团团圆圆。常见的有对折、四角折叠、五角折叠、六角折叠、八角折叠、十角折
叠、十二角折叠等形式。由于折叠后可以设计的部分是重复图形的一部分，要充分利用这一形状，可以在较宽的
位置设计大的、主要的图形，较窄的地方设计成简单的装饰纹样。在相邻两份之间的图形为对称连贯的图形，需
巧妙设计，使每一份之间不断开，呈现图形趣味。

伏虎，也叫镇宅虎，寓意平平安安。年年有鱼是“年年有余”的谐音，是中国传统吉祥祈福颇具代表的语言
之一，表达的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你也可以构思并动手剪一幅有吉祥寓意的对称或等角折叠团花剪纸作品，图案可以借鉴传统剪纸图案，也可
以创新设计。

 伏虎对称剪纸制作步骤

需准备的材料与工具：签字笔、彩纸、剪刀。

❶ 取一张彩纸对折。 ❷ 将剪纸图案绘制在
对折后的一面纸上。

❸ 由于剪去大块面镂空纹样
时，纸张会变得松散，导致不易剪
制精细的部分，因此应该从图案内
部的小块面纹样开始剜剪。

❹ 当内部的小块面纹
样剪好后，按从内到外的顺
序剪大块面的纹样。

❺ 最后剪去外部的
花纹。

❻ 伏虎对称剪纸的制作完成。

范例与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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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年有鱼五角折叠团花剪纸制作步骤

需准备的材料与工具：签字笔、彩纸、剪刀。

❶ 取一张正方形的彩色纸，斜角
对折后展开，留下折痕。

❷ 纸张对折后，右半边
向下折。

❹  如图折纸。 ❺ 如图折纸后，会形成五边
形的分割。

❻ 将所构思的剪纸图案绘
制在纸上。

❼ 如图剪去多余的纸张，
展开后便是所需的五边形。

❽ 从内部的小图案开始剜剪，
由于层叠的纸张比较厚，剪刀不易操
作的地方，可以用刻刀刻制。

❾ 剪或刻稍大面积的镂空处。

❿ 完成剪刻，打开折叠
的纸张后得到成品。

⓫ 年年有鱼五角折叠团花剪纸完成。

❸ 上下翻转纸张，展开向下
折的半边，以折痕交叉点为中心
如图折纸。

▲ 安全提示：制作时要
注意安全，正确选择并按规
范使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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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设计草图，采用共生图形手法创作犬形象。

❸ 按分层设计稿剪刻出各层的造型，然后将剪好的各
层按前后顺序叠加后装入灯箱。

❹ 狗年生肖剪纸灯制作完成。

❷把剪纸造型进行分层设计，让剪纸灯的层次感
更丰富。

 剪纸灯制作步骤

需准备的材料与工具：绘制草图的纸张、用于剪纸灯的纸张（建议采用有一定厚度的水粉纸或水彩纸）、
铅笔、切割垫板、刻刀、剪纸刀、灯箱等。

范例与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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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纸通常是平面的，将平面剪纸通过层叠、折叠、拼接或装入立体装置等手法可变为立体造型。剪纸灯
就是将多层剪纸按前后顺序组装在灯箱里的立体剪纸形式。请参考剪纸灯制作步骤，尝试设计并制作一个剪
纸灯。在课堂上陈述你的想法和方案，请同学们对你的作品进行评议。 

搜集不同类型的纸张，认真观察、分析它们的特性，感受纸张魅力的同时，尝试从材料、技法或作品的
使用方式上找到一些与众不同的想法，拓展剪纸的创作手法或表现空间。

纸  剪纸  剪  刻  单色剪纸  彩色剪纸

请收集一些民间及当代的剪纸作品，试分析它们在材料、表现内容和用途上的区别。中国民间剪纸历史悠
久、样式丰富。在新时代，如何开拓创新使剪纸保持生命的活力是需要大家思考的问题，你能提出一些使传统民
间剪纸在内容与表现形式上创新的思路与方法吗？

 ▲大山的女儿  79 cm×54 cm 彩色剪纸 吕晓珊

作品以湖南花瑶妇女为主要表现对象，用图形重构的手法
将花草树木、飞禽走兽与花瑶妇女融为一体，歌颂大山的女
儿——花瑶妇女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的美好情感。该作品采用
衬色与拼色剪纸手法，在色彩搭配与图形设计上将传统图案与
现代设计手法相结合，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用旧报纸进行纸艺创作

理解与思考

创想与体验

探索与发现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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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学业质量测评

第八课

第九课

学习
体会

水平1：了解传统手工印染工艺的基本艺术特点，能够从材料与
审美方面谈某种传统手工印染工艺的特点，形成对传统手工印染工艺
的爱好和兴趣。

水平2：能够分辨不同类型传统手工印染工艺的风格，基本掌
握传统手工印染工艺的工具与材料，能运用所学的传统手工印染技
法，创作一件完整的印染作品。

水平3：能够赏析不同类型传统手工印染艺术风格及特点，能灵
活运用身边的材料和工具，创作一件将传统手工印染工艺与现代
生活紧密结合的作品。

传统手工印染工艺
的特点、材料与基本制
作流程。

第七课

水平1：了解传统手工编织工艺的基本艺术特点，能够从材料与
审美方面谈某种传统手工编织工艺的特点，形成对传统手工编织工
艺的爱好和兴趣。

水平2：能够分辨不同类型传统手工编织工艺的风格，基本掌
握传统手工编织工艺的工具与材料，能运用所学的传统手工编织技
法，创作一件完整的编织作品。

水平3：能够赏析不同类型传统手工编织艺术风格及特点，能灵
活运用身边的材料和工具，创作一件将传统手工编织工艺与现代
生活紧密结合的作品。

传统手工编织工艺
的特点、材料与基本制
作流程。

水平1：了解传统剪纸工艺的基本艺术特点，能够从材料与审美
方面谈某种传统剪纸工艺的特点，形成对传统剪纸工艺的爱好和
兴趣。

水平2：能够分辨不同类型剪纸工艺的风格，基本掌握剪纸工艺
的工具与材料，能运用所学的剪纸技法，创作一件完整的剪纸作品。

水平3：能够赏析不同类型剪纸艺术风格及特点，能灵活运用身
边的材料和工具，创作一件将统传剪纸工艺与现代生活紧密结合
的作品。

传统剪纸工艺的
特点、材料与基本制
作流程。

评价内容课 评价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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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科书依据教育部《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2017年版）》编写，经国家教材

委员会审核通过。

本教科书集中反映了我国十余年来普通高中课程改革的成果，吸收了2004年版普

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美术》的编写经验，凝聚了参与课改实验的教育专家、

学科专家、教科书编写专家、教研人员和一线教师，以及教科书设计装帧专家的集体

智慧。

在编写过程中，除核心编写人员外，参与本教科书编写研讨的还有何汉明、吕晓

珊、王东育、朱斌、郑源雷、傅菲菲、邵磊磊、委婉青、詹小山、曾扬、候炜国、杜

芊芊、黄其良、朱医乐、薛勋郎等人。

感谢所有对教科书的编写、出版、试教等提供过帮助与支持的社会各界朋友。

本教科书出版之前，我们通过多种渠道与教科书选用作品（包括照片、画作等）

的作者进行了联系，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但仍有部

分作者因地址或姓名不详，而无法取得联系。恳请这些作者尽快与我社联系，我们将

会对有关事宜作出妥善处理。

我们真诚地希望广大教师、学生在使用本教科书的过程中提出宝贵意见。我们将

集思广益，不断修订，使教科书更趋完善。

 广东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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