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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化传承邂逅非遗扎染,并且非遗扎染在学前教育活动中具有艺术、文化与社会价值。根据现

阶段学前教育活动中的非遗扎染运用的现状,还存在学前教育活动中教师的专业素养参差不齐、课程设

置不够系统、教学资源不足等需要解决的问题。针对以上问题,结合当下前沿发展,提出了六条创新策略,

以促进非遗扎染在学前教育活动中的运用与发展,将非遗文化持续传承并传递其深厚的价值。 

[关键词] 扎染；学前教育；创新运用 

中图分类号：G61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on the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ie-dye in preschool education activities 
Lirong Long  Bingbing Liu  Naifang Zhang  Bingzhuan Mo  Liyu Jin 

Nanning College of Technology 

[Abstract] Cultural inheritance meet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ie-dy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ie-dye 

has artistic, cultural and social value in preschool education activities.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ie-dye application in preschool education activities,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that 

need to be solved in preschool education activities, such as uneven professional quality, insufficient systematic 

curriculum setting and insufficient teaching resources in preschool education activities. In view of the above 

problems and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cutting-edge development, six innovative strategies are put forward to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ie-dye in preschool education 

activities, so as to continuously inherit and convey the profound value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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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扎染是一项传承数千年的手工艺技术,自2006年起被列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手工扎染制作的布料色彩鲜艳、图

案独特,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被广泛应用于服装、家居用品等

多个领域[1]。扎染,这一古老的中国传统技艺,作为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更在现

代幼儿教育中展现出独特的应用价值。通过将扎染引入幼儿教

育,不仅能够培养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和创造力,还能在他们心中

播下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认同的种子。 

1 扎染在学前教育活动运用中的价值 

扎染在古代被称为“绞缬”,通常需要根据主题进行纹样设

计,然后利用线对织物进行缝扎或捆绑使其聚拢,再将其浸入染

缸染色[2]。非遗文化扎染在幼儿教育中的应用价值由于织物捆

绑或缝扎部分无法完全浸润染料,其会产生独一无二的纹样或

图案。扎染是中国民间传统染色工艺,具有多种价值。 

1.1艺术价值 

扎染作品制作过程中,受到捆扎手法、面料特性、染色时间、

温度及染料活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织物会产生风格多样、新颖

别致的艺术效果,进而使得作品的美学形象特征、工艺特征、色

彩特征各不相同,具有不可复制性。将扎染技艺应用于文创艺术

设计,通过传统技艺与现代设计理念的结合,可以创造出各种风

格迥异、独具特色的文创产品,提升文创产品的吸引力和辨识度,

满足现代消费者的审美需求[3]。 

在幼儿学习扎染过程中,扎染活动能够有效激发幼儿对课

程和文化的兴趣。扎染通过其丰富的色彩和独特的图案,立刻能

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在动手操作的过程中,孩子们通过奇思妙

想的扎法,染出独一无二的图案,每一次尝试都是对美的探索和

创造。这种趣味互动的方式,不仅让孩子们在玩乐中学习,更能

大大提高他们对民族文化的探索兴趣。 

扎染能够提升幼儿的动手能力和审美情感。扎染是一项需

要动手操作的艺术,通过扎、染等步骤,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和操

作能力得到了充分的锻炼。同时,在选择布料、染料以及设计图

案的过程中,孩子们的审美情感也得到了培养。《3~6岁儿童学习

与发展指南》指出,儿童艺术领域学习的关键在于充分创造条件



幼儿教育科学 
第 7 卷◆第 1 期◆版本 1.0◆2025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705-1218(P) / 2705-1226(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92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Science 

和机会,在大自然和社会文化生活中萌发儿童对美的感受和体

验。扎染活动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让孩子们在探索和创造

中感受美、体验美。 

1.2文化价值 

扎染不仅仅是一种纺织染色技艺,它还承载着深厚的文化

内涵。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扎染技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和智慧。扎染作品中所蕴

含的吉祥、富贵、幸福等寓意,以及其所展现的民族文化特色,

都使得扎染具有了独特的文化价值。 

扎染有助于增强幼儿的综合素养与文化认知。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民族价值观和传统美德,幼儿在参与扎

染活动的过程中,不仅能学习到传统技艺,还能感受到其中蕴含

的深厚文化底蕴。通过接触和了解扎染的历史背景和制作过程,

孩子们可以拓展视野,增长见识,从小培养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

认同感和自豪感。这种文化的熏陶有助于塑造他们积极向上的

民族情感,同时也能在耳濡目染中增强文化认知,有利于多元智

能的培养。扎染技艺在艺术设计方面,显著增强幼儿的体验感和

满意度。幼儿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创意,选择不同的扎染手

法、色彩搭配和图案设计,亲自动手参与创造过程,制作出独一

无二的扎染文创产品[4],深刻感受扎染艺术的魅力,提升对创品

的情感认同和满意度。另一方面,扎染技艺的应用能够满足用

户多样化的审美需求,提升文创产品的审美价值。扎染技艺以

其独特的色彩搭配和图案 设计,展现出浓郁的民族特色和自

然美感[5]。可以充分利用扎染技艺的这些特点,创造出符合不同

消费者审美需求的文创产品。 

在扎染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特

色。例如,白族扎染的图案和色彩就反映了白族人民的生活环

境、审美观念和民族精神。这些文化元素在扎染作品中得到了

淋漓尽致的体现,使得扎染不仅仅是一种技艺,更是一种文化的

传承和表达。 

扎染作品还承载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在扎染

作品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各种吉祥图案和寓意美好的文字,这

些都是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期盼和祝福 

1.3社会价值 

扎染技艺不仅仅是一种传统手工艺,它在社会层面也蕴含

着深厚的价值。在增强社区凝聚力方面,扎染技艺的传承与实践

往往成为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的活动。在学习和制作扎染作品的

过程中,社区成员之间分享经验、交流心得,不仅提高了各自的

技艺水平,更在无形中加深了彼此的情感联系,强化了社区的团

结与和谐。 

扎染技艺还承载了促进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重要使命。扎染

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们前来欣赏与

学习。通过扎染技艺的交流,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得以碰

撞与融合,增进了人们对多元文化的理解与尊重。 

2 非遗扎染在学前教育活动中的运用现状 

扎染在学前教育中的应用现状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

逐渐成为幼儿园艺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扎染主要通过

两种形式融入学前教育：一是作为美术课程的一部分,二是作为

独立的特色课程。在美术课程中,扎染通常被纳入手工艺术或色

彩教学单元,教师通过设计简单的扎染活动,如捆扎、染色等,

让幼儿体验色彩的变化和图案的形成过程。这种形式灵活多样,

能够与其他美术教学内容有机结合,丰富课程内容。例如,在小

班教学中,教师可能会让幼儿通过简单的捆扎动作创造出有趣

的图案；而在大班教学中,则可以引入更复杂的技法挑战幼儿的

动手能力和创造力。在一些重视传统文化教育的幼儿园中,扎染

被开发为独立的特色课程,具有系统的教学计划和明确的教学

目标。这种课程形式能够更深入地挖掘扎染的教育价值,但同时

也对教师的专业素养和幼儿园的教学资源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教学方法上,幼儿园普遍采用体验式教学法,强调幼儿的

亲身参与和实践。教师通常会设计适合幼儿年龄特点的扎染活

动,并确保活动的安全性和趣味性。例如,在小班教学中,教师可

能会选择橡皮筋捆扎法,让幼儿通过简单的捆扎动作就能创造

出有趣的图案；而在大班教学中,则可以引入更复杂的折叠和缝

纫技法,挑战幼儿的动手能力和创造力。此外,一些幼儿园还尝

试将现代科技与传统扎染结合,丰富教学形式。例如,使用数码

技术设计图案,或通过投影仪展示扎染作品的制作过程,增强教

学的直观性和趣味性。这种创新不仅能够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

还能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扎染的原理和技法。 

扎染在学前教育中的应用不仅限于课堂教学,还延伸到了

各种课外活动和主题活动中。例如,在文化节或艺术周期间,幼

儿园会组织扎染工作坊,邀请家长参与,共同体验扎染的乐趣。

这种活动不仅能够增进家园互动,还能让家长了解扎染的教育

价值,形成良好的教育合力。此外,一些幼儿园还将扎染与节日

庆祝活动结合。 

尽管扎染在学前教育中的应用日益广泛,但仍存在一些问

题。首先,教师的专业素养参差不齐,部分教师缺乏扎染技艺的

专业知识和教学经验,影响了教学效果。其次,课程设置不够系

统,缺乏长期规划和科学设计,难以充分发挥扎染的教育价值。

此外,教学资源不足,如专业教材缺乏、材料准备困难等,也制约

了扎染在学前教育中的发展。针对这些问题,幼儿园应加强师资

培训,提高教师的扎染技艺水平和教学能力；优化课程设计,制

定系统的扎染教学计划；开发适合幼儿的扎染教材和教具,为教

师提供更多教学资源支持。通过这些措施,可以进一步推动扎染

技艺在学前教育中的发展,为幼儿提供更加丰富多彩的学习体

验,促进其全面发展。 

3 非遗扎染在学前教育活动中的创新策略 

3.1教师专业能力提升策略 

3.1.1分层培训与资源支持。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培

训,邀请非遗传承人或艺术教育专家进行扎染技艺示范与教学

法指导。建立教师互助社群(如微信群、共享文档),分享扎染教

案、工具使用技巧及问题解决方案。为教师提供“扎染工具包”

(含基础材料、教学视频、安全操作指南),降低备课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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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科技赋能教学创新。利用AR技术模拟扎染图案的动态

变化,例如通过平板扫描布料折叠后的虚拟染色效果,帮助教师

直观讲解原理。录制“微课视频”辅助教学,如“3分钟学会螺

旋扎法”,供教师灵活调用。 

3.2系统化课程设计与资源开发 

3.2.1分龄进阶课程体系。小班：以“感官体验”为主,用

天然染料(如菠菜汁、火龙果汁)进行自由滴染,观察色彩流动；

中班：学习基础捆扎法(如橡皮筋绑扎、木夹固定),结合数学对

称知识设计简单图案；大班：引入主题创作(如“四季扎染”“环

保布袋设计”),融入缝纫、拼贴等综合技能。 

3.2.2开发本土化教材与工具。编写《幼儿扎染活动手册》,

图文结合展示安全操作步骤与创意案例。 

设计“环保材料包”：使用废旧T恤、餐巾纸或无纺布替代

传统棉布,降低成本。 

3.3技术融合与跨学科实践 

3.3.1科学探索延伸。将扎染与科学实验结合,例如用紫甘

蓝汁染色后喷洒醋/小苏打水,观察酸碱反应引起的色彩变化

(如红→粉、蓝→绿)。 

开展“自然染料采集”户外活动,带幼儿收集花瓣、树叶制

作染料,讨论植物色素来源。 

3.3.2数字化创作与展示。通过3D建模软件创建扎染作品的

3D模型,然后使用3D打印机打印出来。这些模型可以作为教学辅

助工具,帮助幼儿更好地理解扎染的立体效果和结构。以便于幼

儿设计出符合自己想象中的那个作品。 

制作“扎染数字博物馆”,用电子相册或短视频记录幼儿作

品及创作过程,生成二维码供家长扫码观看,记录扎染的全过程,

包括设计、扎结、染色、晾晒等步骤。 

3.4家园社协同与资源整合 

3.4.1社区联动与文化传承。邀请本地扎染手工艺人进课堂,

开展“非遗小课堂”,让幼儿触摸传统扎染布料、体验古法技艺。

组织幼儿参观文化馆、扎染工坊,了解扎染的历史与民族特色

(如云南白族扎染)。 

3.4.2亲子共创与资源循环。发起“旧衣改造计划”,鼓励

家庭捐赠旧衣物进行扎染再创作,成品用于班级装饰或公益捐

赠。举办“扎染文化节”,设置亲子工作坊、作品拍卖会,将收

益用于购买教学材料,形成可持续资源循环。 

3.5评价体系与成果转化 

3.5.1过程性评价工具。设计“扎染成长档案袋”,收录幼

儿不同阶段的作品照片、创作故事录音及教师观察记录。采用

“幼儿自评+同伴互评”形式,用贴纸或表情符号投票选出“最

具创意图案”“最环保作品”。 

3.5.2成果多元应用。将扎染作品转化为实用物品：如班级

窗帘、绘本封面、戏剧表演服装,增强幼儿成就感。 

联合其他幼儿园举办“扎染作品巡回展”,通过线上线下同

步展出,扩大传统文化影响力。 

3.6解决现存问题的针对性建议 

3.6.1教师专业性问题解决的建议。为解决幼儿园扎染活动

中教师专业水平不一的问题,建议幼儿园与高校艺术教育专业深

度合作,共建“幼儿园扎染实践基地”。此基地为教师提供系统学

习与实践平台,高校专家长期给予专业指导。通过定期培训、工

作坊及学术交流,助力教师更新教学理念,提升扎染技艺,使传

统文化更好融入日常教学。这种合作模式还能激发教师对传统

文化的热爱与传承意识,为幼儿带来更丰富、专业的艺术体验。 

3.6.2课程碎片化问题解决的建议。针对扎染课程碎片化问

题,制定三年连贯教学计划。小班培养“感知”,让孩子通过触

摸、观察初步了解扎染材料与工艺；中班侧重“探索”,尝试不

同折叠、绑扎技巧；大班鼓励“创造”,自主设计图案完成作品。

该计划助力孩子系统掌握扎染技艺,激发创新思维与艺术潜能。 

3.6.3资源不足问题解决的建议。为推进扎染课程,幼儿园

可积极申请教育公益项目资助,通过撰写详实项目申请书,阐明

扎染活动教育意义与社会价值,提升获批几率。同时,与环保企

业合作,借助其资源与技术,探索废旧布料、植物染料再利用,

解决材料来源问题,达成环保教育目标,为幼儿提供丰富材料,

培养其环保与可持续发展意识。 

通过以上策略,扎染教学可突破传统手工课的局限,成为融

合科学、艺术、环保与文化传承的综合实践载体,在解决现存问

题的同时,激发幼儿创造力并深化文化认同。 

4 结语 

扎染作为中国传统民间染色工艺的代表,其每件作品均展

现出与众不同的艺术魅力与文化价值。非遗文化扎染在幼儿教

育中的应用,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更是对幼儿综合素质培

养的一种创新探索。愿扎染这项古老的技艺,在幼儿教育中绽放

出更加绚丽的色彩,成为孩子们成长路上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非遗文化与幼儿教育的融合不仅有助于文化的传承,还能

够丰富幼儿的教育内容,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这种融合具有重

要的社会和教育价值,值得广泛推广和实践。 

[项目基金] 

2024年自治区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非遗传承

——扎染在幼儿教育活动中的创新运用》编号：S202413645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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