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核⼼素养的扎染综合实践活动 
“素养不只是知识与技能。它是在特定情境中，通过利⽤和调动⼼理社会资

源（包括技能和态度）、以满⾜复杂需要的能⼒。”（杭州师范⼤学教育科学
研究院院长 张华）基于核⼼素养的培养，开展综合实践活动是艺术特⾊学校的
先天优势。艺术⾼中不仅能够为学⽣提供⼀个可供利⽤的场所，同时它还因其
⾃⾝的艺术教育功能，成为创客教育的最佳⼟壤。因此，基于学⽣兴趣，同时
体现艺术⾼中学校特⾊为基础，开展了以学⽣为主体，以传统民间⼿⼯艺——
扎染，作为项⽬进⾏学习的⽅式。学习中使⽤数字化⼯具，倡导创造新形式扎
染⼿⼯艺品，⿎励数字化平台分享，以培养艺术⾼中⽣跨学科解决问题的能⼒，
团队协作能⼒，审美素养，以及创新能⼒为⽬标。这⼀项⽬的实践与探索⼒图
挖掘地⽅潜⼒、综合提⾼学⽣素质。从理论上讲⼯艺美术品的开发与学⽣⾃主
创新之间可以形成有效关联，应该呈现显性正相关，因此，在⾃主开发的“扎
染”创客教育项⽬中，⼤胆尝试了传统⼯艺和数字化⼯艺的结合，不同的教学
模式，更加关注学⽣ “做中学 ”，通过分享，使制作过程延展为更为⼴泛的经
验、技能甚⾄是知识。⽬的是使⼿⼯艺品的创新成为培养学⽣创新能⼒的重要
渠道。
学⽣⾃主探究是在⼿⼯艺品创新的过程中体现的。⾃主探究：学习主体有

明显的探究⽬标，同时对探究内容和探究过程具有⾃觉的意识和反映的学习⽅
式。⾃主探究针对学习过程的内在品质⽽⾔的，它与被动学习、机械学习相对；
学⽣主动的探究是在教师指导下的，教师要保护学⽣的学习兴趣，帮助学⽣形
成学习动机，在教学中创设符合教学内容要求的情境，提⽰新旧知识之间联系
的线索，培养其⾃主探究的良好习惯。扎染研究性学习教学中培养学⽣的⾃主
探究的能⼒主要从以下⼏⽅⾯⼊⼿：
⼀一. ⼯艺体验，兴趣和素养的启发。
没有主动积极的学习⼼态，就不会有执着痴迷的探索精神。因此要想使学

⽣养成⾃主探究的习惯，⾸先就要使学⽣具有主动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实践证
明，教师应努⼒培养学⽣对扎染这⼀民间美术的兴趣，兴趣是信⼼的推动⼒，
要培养学⽣的兴趣，教师必须进⾏创造性的开展活动。 

1.创设主动参与的情境，根据学⽣兴趣设计活动。
要促进学⽣⾃主研习意识的形成，创设良好的⾃主研习环境⾮常重要。美

国教育家布卢姆说过：“⼀个带着积极性学习课程的学⽣，应该⽐那些缺乏热
情、乐趣或兴趣的学⽣，或者⽐那些对学习材料感到焦虑和恐惧的学⽣，学习



得更加轻松，更加迅速。”环境和学⽣的热情对学⽣的⾃主研习很重要。作为
研究性学习指导教师在教学中，要注意学⽣学习情绪，营造平等、宽松、和谐
的课堂氛围。使学⽣在时间、空间和相应的条件等⽅⾯都得到充裕的保障，在
研习过程中学⽣能全员发动、全程介⼊、全⽅位参与；学⽣参与和⾃主研习的
活动是课堂教学最根本的。例如：《扎染体验》活动，场地由教室改为扎染实
验室，选择让学⽣直观欣赏实验室⾥每⼀件扎染壁挂作品，触摸棉质以及真丝
等织物进⾏扎染实验后不同的晕染效果，甚⾄直接置⾝于极具扎染风格的家居
布置中或试穿扎染服饰。这种全⽅位感知的体验活动使学⽣全⾝⼼投⼊，激发
了学习兴趣，⼤⼤提⾼了课堂活动的参与率。同时这些贴近学⽣的⽣活经验和
感兴趣的事物激发了对扎染的探索欲望，纷纷向⽼师提出了各种问题，⼒求发
现它的奥秘。他们兴奋的体验着传统⼿⼯艺的制作的神奇，也沉浸在传统艺术
所带来的独特美感中，真正⾃觉主动地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了。

2、提前设定学习主题及范围，让学⽣从兴趣出发⾃选学习内容。
传统的教学的课前准备对学⽣要求⾮常少，⽼师是课堂对主宰的，学⽣课

前对将要学习的内容不了解，教师很少考虑学⽣在学习新内容之前的经验是什
么，⽽综合实践课并不是学⽣只需带好⼏样⼯具材料就能上好的。“学⽣的探
索是需要准备的，应该告诉他们将要学习的主题是什么。 ”（杨景芝语）因

此，教师应在课前告诉学⽣学习的主题，学⽣根据教师设定的主题，再依据⾃
⼰的爱好去搜集、探索这⼀范围不同⽅⾯的相关内容。例如：《扎染的艺术特
⾊》活动，这⼀活动的⽬的是让学⽣会解读扎染作品的艺术特点及富有创意的
表现形式。研究扎染如何进⾏创新的可⾏性⽅法。教师利⽤校园⽹络的交互平
台向学⽣们提供了关于各种不同扎染制作⽅法介绍的⽹址，⿎励学⽣通过访问
⽹站进⾏资料收集与整理，并希望同学们根据不同的兴趣⾃由结合成⼩组进⾏
研究这种学习尝试使学⽣有了⾃主选择的机会，⼤家有的下载了传统扎染制作



的视频，有的从⽣活⽤品中搜集助染⼯具，有的提供了织物和染料。有的学⽣
以问卷调查的⽅式从扎染⼿⼯艺品的消费群体、扎染现代⽣活应⽤范畴等⽅⾯
进⾏了调查。学⽣通过信息汇总，得出结论，扎染以其⾃然古拙，清新别致的
艺术特征深受⼈们的喜爱，变幻丰富的肌理纹样由于不可复制的特性也得年轻
⼈的追捧。学⽣根据⾃⼰的不同兴趣不仅进⾏了材料收集和⼯具的准备，还主
动地学习、了解了很多不同扎染技法的相关知识，在课堂交流时，⼩组内还选
出了发⾔⼈和记录者，⼤家争相把⾃⼰学到的内容讲给同学听，通过相互交流
学⽣们碰撞出很多作品的创作思路。

不不知道如何应⽤用
5%

应⽤用与创新中
20%

想在⽣生活中应⽤用
75%

想在⽣生活中应⽤用 应⽤用与创新中
不不知道如何应⽤用



⼆．引导探索，跨学科解决问题。
有⼈说“创客”代表了⼀种精神，如果学⽣能够敢于突破⾃⼰的安全领域，

去学习新的东西，这说明是对⾃⾝能⼒的⼀种⾃信。我们⽬前的教育体系总是
⽤专业来对学⽣的学习进⾏划分界限，其实，学科之间的差别并没有想像的那
么⼤，在学科边界软化及跨学科整合⽅⾯我们通过扎染活动的开展，做了深⼊
的探究并作出了创新。 

例如，在学习线绳捆扎技法的时候，学⽣发现，不同扎法对染制出的图案



产⽣的影响，体验了⽤线绳阻拦染料渗透的防染作⽤。同时，线绳在捆扎过程
中由于布料受到⼒的作⽤，产⽣了变形，也对图案的变化产⽣影响。最后，学
⽣还发现由于⼿⼯捆扎，线绳对布料的压⼒不同，产⽣的图案效果也不同，挤
压⼒⼤，作品风格⼲净界限分明，给⼈清爽明确的感觉。挤压⼒⼩，风格边界
模糊，梦幻朦胧。这些物理知识的有机联系，促进了学⽣经验社会建构的统
⼀。

有的学⽣对染料展开了研究。活性染料（reaction  dyes）  ：又称反
应染料。染料分⼦中存在能与纤维分⼦的羟基、氨基发⽣化学反应的基团。通
过与纤维成共价键⽽使纤维着⾊。主要⽤于棉、⿇、合成纤维的染⾊，也可⽤
于蛋⽩纤维的着⾊。直接染料(direct dyes) 该类染料与纤维分⼦之间以范德化⼒
和氢键相结合，分⼦中含有磺酸基、羧基⽽溶于⽔，在⽔中以阴离⼦形式存在，
可使纤维直接染⾊。染料的化学性质决定了染制织物的范畴和使⽤⽅法，必要
的化学知识成为染制的技术⽀持。

通过和古法植物染料的对⽐，学⽣又产⽣了研究染料环保等级的想法。他
们从⽹上了解到“染⾊和普通染⾊区分的主要指标是： 
1.甲醛含量是否超标。很多染料都含有甲醛，部分环保染料的甲醛含量控制在



⼀定的范围内，对⾝体的危害很⼩或者基本没有，⽽普通的染料甲醛含量⼤多
数是超标的，我们的⾝体就接受不了了。 
2.是否含偶氮AZO。环保染料绝对不含偶氮，但⼀般染料是有这个东西的，这
个物质是严重的致癌物，只要是出⼜欧美的，含偶氮就不能进⼜！”在禁⽤的
染料中直接染料占⼤多数，所以，近⼏年来，环保型直接染料的开发已成为染
料职业新种类开发的要点。 
        为了追求天然环保，返璞归真的创新作品，学⽣又结合⽣物学科，寻找适
合制作天然染料的植物。开始尝试了⽣活中常见的胡萝⼘，紫菜头等等，这些
染料环保可达到⼗级。 
         在学习制作植物染料的过程中有的学⽣对我国古⽼的染料提取技术产⽣
了兴趣。青⾊，学⽣了解到是⽤从蓝草中提取的。也有好多种兰草的品种不同，
⼈们最初⽤的是马蓝。后来到了“周”朝开始使⽤茜草，其根含有茜素，如果⽤
明矾做媒介剂可染出红⾊和黄⾊，早期主要⽤栀⼦。⽤柘黄染出的织物⾊彩很
眩，在⽉光下呈泛红光的赭黄⾊，在烛光下呈现赭红⾊，所以⾃隋朝以来就成
为皇帝的服饰⾊。  这些都体现了学⽣不仅遇到问题能⾃主研究，还能不断提
升⾃⼰，综合各学科知识解决复杂的问题，同时又提出新的问题，追求卓越，
永不满⾜。 

三．开放分享，团队协作创新。
创客所包含的教育意义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料。在开放的分为下，学⽣们交

流分享，团队协作，接触前沿技术，创造⼒被激发，创意作品被实现，这对培
养学⽣的创新精神具有重要意义。例如：《扎染的应⽤》的活动，学⽣分组以
不同主题进⾏扎染创新作品的设计。每个组都进⾏了讨论，有的想在扎染时装
设计中所表现出的古朴的民间风，有的组想结合浪漫的乡村风，还有的想利⽤
⽛买加特有的红黄绿三⾊碰撞表现嬉⽪风等等。⼤家围绕主题、通过观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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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深⼊独⽴思考、然后分⼯合作。还在此基础上研究了扎染设计应⽤的图案、
⾊彩等问题。最后学⽣们还通过直播的⽅式进⾏了扎染作品制作过程的分享。
获得了⼴泛的关注，成为了扎染⼿⼯艺创造的传播者。
在扎染创新作品的创造过程中，知识点、⼯具被⾃然的学会和使⽤，如果

我们从学习者的⾓度观察，我们会发现充满动⼒的去发现问题，然后解决它，
我们增长了新技能，提⾼了创造⼒，实现了⾃我，也培养了空前的创新意识。
因此我会继续实践这种从⼈的学习本质出发的教育⽅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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