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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苗绣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艺术审美和思想道德文化内容，是地方课程开发的天然资源。把苗绣作为重

要的教育教学资源开发成地方课程，既是民族文化传承的急需，在教育教学上也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符合教育教学规

律。在开发中应坚持主体性与实用性、民族性与开放性、互补性与适合性原则，按照需求导向、因地制宜、全员参与的策

略予以开发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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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苗绣是重要的地方课程资源
课程资源是课程设计、实施和评价过程中可利用的一切人力、物力以及自然资源的总和。自国家课

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的三级课程目标确立实行以来，地方课程在弘扬地方文化与培养乡土情怀、激发

学生学习兴趣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它反映了地方和社区对学生素质发展的基本要求，具有鲜明的地域

色彩。苗绣是苗族刺绣的简称，是苗族民间传承的一种刺绣技艺，主要流传于贵州省苗族聚集的地区，

如黔东南、松桃县等。在新课程改革的大潮中，苗绣以其自身的独特优势，成为地方课程开发的天然资

源。１）苗绣蕴含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具有历史文献的特征。苗家妇女擅长纺织和刺绣，清《开化府
志》《广南府志》、民国《马关县志》《邱北县志》都记载有苗族妇女“能织苗锦”之句。２）苗绣是精美的艺
术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苗绣的纹样造型夸张生动，图案通过艺术的抽象，大胆地运用各种变形和

夸张手法；构图对称和谐，形态自然，情趣盎然，图形主要是由规则的若干基本几何图形组成，花草图案

极少；色彩鲜艳明快、讲究冷暖的对比，注重在强烈的对比之中取得一种色彩美的协调。３）把苗绣作为
重要的教学资源，已成为学校的共识。当地学校把苗绣作为重要的课程资源，其开发形式或为隐性、或

为显性。如松桃民族中学成立了苗绣兴趣班、松桃职业中学开设了苗绣课、松桃实验小学在教室挂着苗

绣作品。４）苗绣是苗族地区人民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一部分，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传统节日时，
苗族人民都会披金戴银、穿戴苗绣新衣盛装出席。因此，把苗绣作为重要的课程资源加以开发和利用，

既是民族文化传承的急需，也是新课程改革的必然要求，也符合民族地区学校教育教学的实际需要。

选取学生身边的苗绣生活资源作为课程资源，是教育回归生活的表现，符合时代的潮流，能避免知

识内容的高度抽象及与日常生活的脱离。在熟悉的背景下开始熟悉的学习内容有助于理论与实践的联

系、主观与客观的融合，可以最大程度地在儿童的直接经验与学科教材之间达成儿童心理经验的历史统

一性，甚至使认知教育与学生自己的生活也能共同发展，符合当今兴趣广、领域宽、知识博的认知观。

２　苗绣的开发与利用
第一，苗绣课程开发的内容。其一，历史文化。苗绣是苗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厚的历史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６０３
作者简介：罗莎莎（１９９１－），女，湖南邵阳人，硕士生，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论研究。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５年第７卷

底蕴、传奇的神话故事是苗绣能作为课程资源开发的因素。如，从苗绣绣品中体现出的“人神混同”“人

兽混同”“自然物类混同”的原始思维特征就可以看到苗族人民营造出的龙是那样的率真稚气、热烈奔

放、神奇壮丽、自由不羁；苗绣与传说中的苗民南迁紧密关联，传说有位叫兰娟的女首领为了记住迁徙跋

涉的路途经历，想出了用彩线记事的办法，过黄河绣条黄线，过长江绣条蓝线，翻山越岭也绣个符号标

记，待最后抵达可以落脚的聚居地时，从衣领到裤脚已全部绣满。其二，艺术文化。由全球著名时装杂

志《嘉人ＭａｒｉｅＣｌａｉｒｅ》和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联合举办的“２０１４中国苗绣公益展”于２０１４年９月３０日在
巴黎隆重开幕。苗绣所带来的视觉盛宴令国人甚至国际惊艳：变化多样的针法、色彩鲜明复杂的图案、

夸张生动的纹样、自然和谐的花纹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继承与发展苗绣的这些艺术文化，既与当今提

倡的美育目标是一致的，既培养学生感受美、发现美、创造美的能力，培养学生的艺术鉴赏能力和审美情

感，又能使民族的瑰宝不湮没于世俗，能增强民族自尊心、自豪感与认同感、归属感，增强本民族的凝聚

力。其三，思想、道德教育文化。诗人寓图画于文字中，画家寓言语于图画中，巧心匠手的苗族祖先们把

对先祖们的尊敬与缅怀融入节日的气息，如苗年节的祭祀祖先；把对真善美的追求刺入画中，如梵净山

的鸽子花；把对勤劳勇敢的歌颂唱入苗歌中，如七言一句的故事歌。苗族道德观念中的孝敬父母、团结

互助、尊老爱幼、自强不息等品质也是传统的中华美德，将这些道德观念通过地方课程引入课堂，有益于

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构建。

第二，苗绣课程开发的原则。其一，主体性与实用性原则。课堂教学活动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

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其主体发展的活动。苗绣课程作为地方课程，在开发时也必须尊重学生的主体地

位、发挥其地方本位的作用———服务于地方，要为学生日常的苗绣作品制作提供知识指导，为日后学生

的就业提供技术支持。其二，民族性与开放性原则。民族文化是大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中的个

性，在继承与开发利用的过程，务必要保持本民族的特色与传统，不能简单地将其纳入汉文化，与汉文化

或其他民族文化粗暴地相加或相减。民族的是世界的，并不是封闭的、恒古不化的，在发展的历程中需

要与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与社会发展步伐一致。在坚持多元价值文化引导的前提下，既尊重民族的个

性又吸收世界其他民族的有益因素。其三，互补性与适合性原则。基础教育中强调的“双基”教育，在

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学生的兴趣与实践能力，作为对国家课程补充的地方课程，要充分发挥课程的互补作

用，补充国家课程对学生生活实际、积极性的忽视，补充对该地区地域特色照顾不周的弊端。同时开发

苗绣课程要有一个“适合”的原则。既要“适合”学校的办学理念和办学目标，又要“适合”学生的发展

需要，也要“适合”学校和教师的实际工作［１］。

第三，苗绣课程开发与利用的策略。其一，全员参与策略———苗绣课程开发的校内条件。全员参与

是一种集教育合力的表现，是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主体、以专家为顾问、以教育行政工作者为伙伴，

凝聚各种力量，形成教育合力以共同进行课程资源开发［２］。学校领导要树立苗绣课程开发的教育观念

和开拓精神，建立良好的苗绣课程评价体系与机制，创建良好的苗绣校园文化氛围，另外加强课程设置

和课程管理的自主权。除此之外，加强校际之间的合作也是开发苗绣课程的又一切入点，关注区域内学

校本土专业力量的培育并通过他们来加强对课程开发的校级影响。教师作为课程的开发者、编制者和

研究者和直接接触者，应该积极主动转变课程意识、学生观、教师观、人才观等，努力提高自身的基本知

识和基本技能。学生则要正确处理好升学和兴趣的关系，在苗绣的课程内容与形式的设置上可以发表

自己的想法与观点。其二，需求导向策略———苗绣课程开发的校企条件。课程资源的开发并不是一个

自足与自为的过程，也不是为了开发而开发，而是以真实的需求为起点，以明确的目的为导向，因此苗绣

课程的开发要基于该地区教育发展的现实问题与未来发展的情况而确定［２］。校企合作，不仅体现在技

术上，也表现为学校对企业的资金依赖上，企业能根据社会需求决定对苗绣的投入力度。学校（尤其是

职业学校）与企业加强合作，形成“产－学－研”一体化合作方式，从单一力量到多种力量的整合，发挥
社会、企业的指挥棒作用，培养社会所需要的技能人才，开发优质高效的课程。其三，因地制宜策略———

苗绣课程开发的其他条件。要扬长避短，争取在短时间内有效地推进课程资源开发［２］；要取得地方政

府或教育行政部门的支持，获取资金、政策支持，为苗绣课程的开发创建良好的物质环境，利用社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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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社区传统的节日气息与社区苗绣企业的推动为苗绣课程的开发创造了发酵的温床，

以及绣工娴熟的刺绣技艺都是苗绣课程开发的独特优势。这些都为苗绣课程注入了社会实践的生命，

在开发中必须要坚持课程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３　开发与利用过程中需注意的问题
第一，课程开发的存在形态。就民族文化教育资源的开发利用而言，学科课程适宜，活动课程也适

宜；显性课程适宜，隐性课程也适宜；分科课程适宜，综合课程也适宜；正规课程适宜，非正规课程也适

宜［３］。苗绣文化作为重要的民族文化教育资源之一，在课程资源的开发上同样具有灵活多样的优势。

但在充分利用这一优势的同时，要注意各种课程的存在形态，因为教学设计是根据教学对象和教学内容

确定合适的教学起点，将教学诸要素有序地安排行成教学方案的过程。教学设计必须体现以学生为主

体的教学理念，把握教师与学生的结合点，注重学生的特点和知识结构、经历和体验、评价能力。即要根

据不同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来确定相应的课程形态。

第二，教师层面。当地实际的苗绣培训主要采取的是师徒制的形式，即一些工龄较大、技术较熟练

但文化水平并不高的“老师傅”来教导新来的员工，这种传播与扩散模式能精细地带领徒弟走入“正

轨”，但效率低、耗时长、覆盖面少也是存在的大问题。一边是文化水准不高的“老师傅问题”，而另一边

是教师文化水准较好但对苗绣了解甚少的难堪之忧。因此，双师型的教师仍是个重大难题。

第三，学生层面。学生是课程学习的直接学习者，课程实施结果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所

内化与吸收的效果，因此最先要满足学生的身体与心理需求。在苗绣课程开发的调查结果中，有些学生

并没有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与乐趣，如男同学不爱好刺绣，坚持不住长时间的静坐，此外绣工的薪资（约

２０００元／月）对男生也没有吸引力。又在面临升学压力大的氛围下，学生本人及家庭更希望自己在文化
知识的学习上投入更多的精力与时间，对于苗绣，当做一个爱好就好。因此，在开发与利用过程中，要注

意调动学生对苗绣的热爱，兼顾性别的差异。

第四，苗绣自身层面。苗族刺绣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技巧，但针法多且复杂，有平绣 、辫绣、结

绣、缠绣、绉绣、贴花、抽花、打子、堆花等十来种。图案有视为吉祥的麒麟、龙、凤和常见的虫、鱼、花卉、

挑子、石榴等；颜色有大红、水红、紫红、深蓝、浅蓝、深绿、浅绿、橙黄、深黄等，种类多样且复杂。另外，苗

绣所需要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有些个别作品甚至要几年及以上才能完成，需要工作者极大的耐心与毅

力。又由于苗绣图案本身并没有现成设计，需要制作者大胆的想象与创作。此外，广泛开发苗绣课程，

还会遇到学生性别上的抵触，一般而言，男生对这种细工要求的针线活并没有多大的兴趣。所以，把苗

绣的技艺与内涵模块化、具体化是学习的起点。

４　结语
苗绣资源是一种丰富的课程资源，需要教育专家与当地学校的重视与挖掘。在当地苗绣课程开发

与利用中，要把学生身心的发展规律与教育教学的客观性、内在性统一起来。在丰富课程多样性的同

时，对提高当地学生的人文素养与历史厚重感、传承优秀的民族文化都有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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