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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高中通用技术《布艺》课程的图纸绘制能力的
现状与对策探究

◎龙漩
摘要：图纸绘制能力是通用技术教学的重要内容。笔者发现， 现在的通用技术《布艺》课程的草图设计教学，只能提

高已具备立体构图能力的学生的基本绘图水平，对于立体感表现、细节呈现与绘图能力的提高存在明显不足。本文以高中《布

艺》欧式立体绣案例为例，对绘图教学模式进行了应用、分析和反思。建议在教学中改变教学方式，重点研究从实物临摹

到绘制成图纸之间的转换，提高设计草图教学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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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技术课程标准和教学指导意见均

明确提出，要培养学生徒手绘制设计草图

的能力。徒手绘制设计草图能生动、形象

地记录下设计者的创意，然而笔者在实际

教学过程中发现，学生现在的通用技术《布

艺》课程的草图设计教学，只能提高已具

备立体构图能力的学生的基本绘图水平，

对于立体感表现、细节呈现以及绘图能力

的提高存在明显不足，学生很难徒手绘制

出较好的设计草图，学生的设计思维不能

得到有效体现。笔者以高中《布艺》课程

欧式立体绣案例为例，对绘图教学模式进

行了应用、分析和反思。建议在教学中改

变教学方式，重点研究从实物临摹到绘制

成图纸之间的转换，提高设计草图教学的

有效性。

根据《技术与设计 1》，草图也叫方

案草图或设计速写，它能迅速捕捉和记录

设计转瞬即逝的创作灵感，表达设计创意，

是把设计构思转化为现实图形的有效手段

之一。根据所处的设计阶段的不同，草图

可分为构思草图和设计草图。设计草图是

经过设计者整理、选择、修改和完善的草

图，它是一种正经的草图方案。设计的主

体构思基本上是在绘制构思草图阶段完成

的。设计草图是从构思草图中挑选出来的，

可以继续深入的、可行的设计方案，是通

过对细节的完善得到的。而真正投入到作

品使用的成品图纸，与雏形草图又有一定

区别。

高中通用技术《布艺》课程以布造型

为基准，涵盖了珠绣、乱针绣、欧式立体

绣等不同风格的刺绣。根据普通高中通用

技术课程标准（2017 年版），布艺课程的

图纸设计，需要学生具有一定的工程思维、

美术功底以及历史文化底蕴。以欧式立体

绣为例，一幅完备的设计草图需要有空间

感、设计感以及具体尺寸参数，是多维度

的空间美学设计作品。

笔者在欧式立体绣环节的教学中，发

现学生绘制图纸的问题主要存在于三个方

面：工具使用不规范、尺寸参数不精确以

及绘图能力不足，这几方面尤其第三点将

会在很大程度上干扰图纸转化成作品实物

的效果。经过调查，笔者发现学生绘制图

纸的方式主要集中于：直接临摹绘图和转

印图案这两种方式。首先，直接临摹绘制

图纸有一定难度，需要学生具备相当程度

的美术功底与空间想象能力，同时也考察

学生对色彩搭配的掌控能力。教师可以引

导部分有美术功底的学生先进行绘图的准

备工作：第一步，掌握正确的握笔姿势。

以拇指和食指抓握笔并使笔与纸面保持一

定的角度，同时要使手臂带动整个手在

纸面上自由移动，而不仅仅是移动手指。

第二步，使用铅笔在 A4 纸上试着进行徒

手自由画线练习，如作水平的、垂直的和

45°角的平行线。画线时，要保持均匀的

力度和手的运行速度。用笔要肯定，不要

犹豫。第三步，提高对笔的控制能力。徒

手用笔在纸上画长度10厘米以上的直线，

并连续重复10次左右。笔者在教学时发现，

这样的练习需要经常进行，才能达到熟能

生巧的效果。关于基本图形的画法，大多

数物体都可以通过一些基本的几何图形来

表达，如平面正方形、长方形、圆形等等，

学会绘制这些基本的图形是画复杂图形的

基础。作图时，先按照作图的要领，用铅

笔画出物体的轮廓线，使物体的各部分结

构关系都能清楚地表达出来，然后用墨线

勾勒出物体的轮廓线，注意外轮廓的实线

要略为粗一些。

另一部分缺乏美术基础的学生，可在

教师的指导下利用描图纸、珠针、胶带等

工具对图纸进行转印，既节省绘图时间，

也能提高制作作品的效率。

一、使用工具转印绘制图纸

（一）主布的图案转印

笔者在教研中发现，有许多种方法和

工具，可以帮助学生将选择好的图案转印

到绣布上。具体选用哪种方式，取决于图

案大小、疏密程度、选择的绣布、针法，

以及作品的用途。在转印之前，将绣布在

绣绷上绷紧可以有效避免图案倾斜。将绷

好绣布的绣绷套在一个表面光滑硬实的物

体上（一本书或铁皮盖上）即可。

图 1-1

（二）直接描图法

使用这种绘制方法，绣布越透明，学

生越容易看清楚图案。在绣布背面放一个

灯源，会使绣布更加透明。使用拷贝台或

者用胶带将图案粘到向阳的窗户上。使用

这个方法，要在绣布上绷紧转印图案。

先用黑色墨水笔或黑色毡头笔，将图

案绘制或描摹到描图纸上。然后将描图纸

用胶带粘在一个操作台（可以是窗户或拷

贝台）上，再将绣布适当地放于描图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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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用胶带固定好。然后用铅笔、布料记号

笔或画粉沿图案线条把图案描画在绣布上

即可。

（三）间接描图法

用铅笔或黑色钢笔将图案描到描图纸

上，接着将描图纸翻到背面，用细铅笔沿

图案的线条再描一次。将绣布正面朝上，

描图纸背面朝下放置在绣布上，并用胶带

固定。将其放在一光滑、硬实的操作表面

上，用铅笔或无油圆珠笔沿图案线条再用

力地描画一遍。这样，描图纸背面的铅笔

印就会转印到绣布上了。

（四）疏缝法

疏缝法是非常耗时的，一般不建议在

通用技术教学过程中使用，但它不会在绣

布上留下永久无法去除的印记。先将图案

描在描图纸或者薄绵纸上，用珠针或胶带

将其固定在绣布的正面。使用与绣布颜色

不同的线，沿图案的线条，用小针迹的平

针缝进行疏缝。完成后用针尖沿疏缝线条

划一下，将纸撕去。如果学生使用薄绵纸

转印，可以用湿海绵沿图案线擦拭，然后

将纸扯掉。

（五）使用布用复写纸

这是适合绣布使用的复写纸，表面光

滑，并且有多种颜色。若选择与绣布对比

鲜明的颜色，会在绣布上留下明显的印记。

将绣布正面朝上放在光滑、硬实的操作表

面上，接着放上布用复写纸，有蜡的一面

朝下。然后将描画好的图案放在复写纸上，

并用胶带固定。最后用尖头铅笔、圆珠笔

或者铁笔沿图案线条描一遍即可。

（六）独立组件图案的转印

将奇异衬纸面朝上，然后将模板放在

上面，用铅笔描画出外轮廓。再将描好的

图纸烫贴在绣布背面，并沿描好的线条剪

下。在要将其用在主布上时，将背纸撕掉。

或者先将形状描在描图纸上，并沿线条剪

下。用珠针或胶带将其固定在绣布上，再

沿外轮廓将其剪下。这种转印绘图方式存

在一定风险，教师应注意提醒学生注意规

范操作，排除安全隐患。

（七）熨烫转印

21 世纪，热转印图案变得方便快捷，

只需要用绣线覆盖住这些图案即可。为了

使图案清晰，需要使用光滑的绣布。首先，

将铝箔纸放在一块木板上，光面朝上；然

后将绣布正面朝上放在铝箔纸上，最后将

图案正面朝下放在绣布上。用珠针固定后

用熨斗熨烫，压一下抬一下，最后再用手

压几秒钟。千万不要在图案上滑动熨斗，

否则会形成污迹并且导致图案移动。教师

可指导学生，小心地抬起一角检查图案是

否转印得清晰。假如不清楚，继续按压直

到图案转印成功。注意不要烤焦绣布，如

果有必要，可以用一块轻量级的熨烫布以

防止发生这种情况。

这七种转印绘制工艺各有特色，教师

应根据作品实际情况，指导学生选用相应

的方式。

二、运用技术语言标注图纸

欧式立体绣源于 17 世纪的英国，经

常选用丝绸、缎子以及精细的亚麻画布。

笔者在教学实践中研究发现，欧式立体绣

不同于平面刺绣，它的特色是针法繁密、

活灵活现，依据图形特征使用轮廓绣、鱼

骨绣、缎面绣、卷针绣等造型各异、形态

瑰丽的针法。笔者认为，在欧式立体绣的

作品图纸上，应当包含图形的轮廓线条，

标注内部肌理使用的具体针法，如图 2-1 

植物花卉的设计图纸中，学生容易忘记标

注具体针法，或者将几种针法混淆。教学

时，应及时讲述、辨析。

以图 2-1 为例，教师应启发学生自主

探究，可进行分组讨论，从而使学生明确

针法原理，将枝干和花苞外部线条标注为

“轮廓绣”，叶子内部肌理标注为“鱼骨

绣”等。教学中，教师可利用多媒体设备，

示范如何描摹绘制图纸。

图 2-1

笔者发现，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学生

容易将缎面绣和直针绣混为一体。教师应

根据作品情况，为学生辨析这两种针法。

根据欧式立体绣的针法原理，直针绣是运

用垂直线条组成的针法；缎面绣，则是沿

着图案轮廓左右两旁一入一出就可以。（如

图 2-2）。

图 2-2

学生标注好图纸上的针法后，还需要

针对图形大小，标注好使用几股线。建议

教师指导学生在相应图形的位置上标注对

应的颜色和线的股数，使图纸的参数更为

客观可读。（如图 2-3）。

图 2-3

三、作品案例分析 1

作品名称《薰衣草束口袋》

课时安排：建议 3 课时

材料准备：圆盘金尾针、缝纫线、棉

绳若干、剪刀、棉线花边若干、木珠四颗、

相同尺寸的表布两块、里布两块、珠针笔、

硫酸纸、图纸样稿。

实操过程：第一步，教师集中授课，

讲述各项工具设备的操作规范，规避风险。

第二步，教师引导学生转印绘制图纸

《薰衣草》（如图 3-1），标注好薰衣草

图形的色号，以及对应的针法（卷针绣、

轮廓绣、缎面绣）。

图 3-1

第三步，教师讲授针法并实操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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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中涉及到的卷针绣（如图 3-2）、缎

面绣和轮廓绣，尤其是难度较大的卷针

绣，采用分组和一对一教学相结合的教

学模式。

图 3-2 卷针绣

最后，教师指导学生在转印好的图纸

基础上，根据相关参数，进行作品《薰衣

草束口袋》的缝制（如图 3-3）。

图 3-3

四、作品案例分析 2

作品名称《野生百香果》

课时安排：建议 3 课时

材料准备：铅笔，硫酸纸，A4 纸，

布用复写纸，DMC 纯棉绣线，5 号小眼针，

22 号挂毯针，长织补针，主布，底布，绿

色府绸，中等克重衬布，水溶衬，金属丝，

圆木珠，直径 20 厘米绣绷，直径 10 厘米

绣绷，两颗弹珠，一把勺子，一根钎子。

实操过程：第一步，找出图纸《野生

百香果》。由于图样本身的复杂性，建议

教师进行拆分教学，如学生绘制过程中有

难度，可以先练习局部。即先绘制图样的

叶片部分，然后是花苞部分，最后进行组

合绘制。（如图 4-1）

第二步，教师指导学生整体临摹绘制

整幅作品，绘制时要从整体到局部，尤其

是细节部分要注意不要缺漏，需标注花朵、

叶片、枝干等各部位的针法，以及所用的

颜色线、线的股数。（如图 4-2）

图 4-1

图 4-2

第三步，教师引导学生转印图案，用

布用复写纸将第二步绘制的图形复制到绣

布上。转印时将主布绷在较大的绣绷上。

第四步，教师分组教学，示范各部位

针法，重点部位是立体叶片和花朵部分。

首先，立体叶片需要将两片叶子的图案转印

到绿色府绸上，并将其绷在较小的绣绷上。

用锁链绣勾勒叶子的轮廓。剪两根绿色金属

丝，每根长 20 厘米。在开始和收尾处各留

出“尾巴”，沿着叶子的轮廓用钉线绣把金

属丝钉好。用约2毫米的锁边绣包覆金属丝，

勾勒出叶片轮廓。用与平面刺绣叶子相同的

方法绣好叶片。从府绸上剪下叶子，小心不

要剪到绣线。在叶片根部固定好一根新的

绣线，对金属丝的“尾巴”进行绕线绣并

加以固定，但注意暂不要剪掉多余的绣线。

于图案指示的位置将金属丝穿引至主布背

面。在相同的位置将绣线也穿至主布背面，

并将绕线金属丝的尾端加以固定。

第五步，其次是花朵的部分。将花瓣

图案转印到衬布上，并将衬布绷在较小的

绣绷上。将乳白色的花朵成品置于布面上，

以钉线绣固定，再用轮廓绣装饰其外形。

内里的花蕊部分用紫色绣线 2 股，以直针

绣的方式绣制。然后完成花朵外部的须子，

将三个大图案和两个小图案转印到水溶衬

上，并绷在较小的绣绷上。在一个图案上，

沿着中心线和侧边枝锁链绣，要确保侧枝

与中心线相连。沿着中心线绣 4 个结粒绣，

每个侧枝上绣 2 个结粒绣。以相同的方法

刺绣剩余图案。将大图案的线环修剪至约

2 厘米长，小图案上的线环修剪至约 1.5

厘米长。将每个图案剪下 来，并逐一漂洗，

直至水溶衬完全溶解，用长织补针将绣线

与水溶衬分离。将小须子放置在两个弹珠

上铺开，大须子则放置在勺子的背面。直

至干燥后，取下。在花瓣下面，将三个大

须子的末端固定好。两个小须子的末端则

固定在心皮的位置。

第六步，卷须。用轮廓绣和钉线绣相

结合绣制，以确保固定在适当的位置。

成品展示（如图 4-3）

图 4-3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出台

了新的通用技术课程标准（2017 版）。图样

表达能力作为通用技术学科五大核心素养之

一，在高中阶段培养学生的该能力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笔者将自己多年的教学实践进

行梳理、反思，从绘图练习、临摹局部图形

到绘制整幅作品图纸，都是为了最终呈现优

秀的布艺作品做出铺垫。未来，深度挖掘学

生的绘图潜力，我们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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