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72024 年第 4 卷第 04 期 教学教法研究

依托绳结劳作工坊——传承非遗技艺
刘燕玲

（桂林市东昇小学，广西 桂林 541004）

摘要：在新课程标准之下，劳动教育课程理念要求加强与学生生活和社会实践的联系。注重选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工匠精神的手

工劳动内容，注重动手实践、手脑并用，知行合一、学创融通，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绳结编织技艺，是我国珍贵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它不仅独具艺术观赏价值，还蕴含着中华历史文化的气息，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非遗的魅力源于悠久历史，非

遗的生命力在于传承。传承非遗技艺是增强文化自信的有力手段，是培养劳动品质和工匠精神的有效途径。多年来，我校持续开展非遗

绳结编织融入劳动教育的实践研究，依托绳结劳作工坊开展劳动教学和实践活动，让学生感受传统工艺技术的精湛，形成传承并发扬传

统工艺的意识，养成专心致志的劳动品质，培育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并将其应用与生活中，从而获得劳动成就感，以及劳动带来的美

好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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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结绳技艺的起源与发展

在文字尚未出现的时代，人们将绳子作为记事工具，通过打

结的方式记录信息，结的大小代表事情的重要程度。东汉学者郑

玄在其著作《周易注》中提到，重大的事情会打一个大结，相对

次要的事情则打一个小结。这表明在原始社会，结绳具有记事、

传达思想和信息的多重功能。正如《易·系辞》所述，“上古之人，

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说明了结绳记事最终被文字

记事所取代的过程。

结绳技艺是古人赋予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是优秀的传统民

间艺术，值得我们珍视并传承。与古代不同，在现代结绳被广泛

应用于首饰、服饰、摆件等领域。将结绳技艺与金银珠宝饰品相

结合，可以创新设计出具有民族特色、蕴含寓意的精美饰品，实

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审美的结合。在众多结绳技艺作品中，中国

结是最为人所熟知，它造型美观、意蕴深远、种类繁多，例如双

钱结、纽扣结、十字结、万字结等，都是中国结的不同类型。

二、结绳技艺的文化内涵及特色

春秋时期，结绳技艺开始在服饰等领域应用并流传于习俗之

中，承载着对世间的美好祝愿，是祈福文化的具体体现。从唐代

开始已经有专门制作结绳技艺产品的作坊，如香囊、佩印、带子、

花绳、穗带等。历经数千年的文化演变，人们不断创新结绳技艺，

其独特性又赋予了丰富的吉祥寓意。例如，中国结作为汉族独特

的手工编织工艺品，从旧石器时代的缝衣打结，经由汉朝的仪礼

记事，发展至今天的装饰工艺，象征着团结、幸福与平安。吉祥

结则寓意吉祥、富贵与平安，而如意结在中国古老装饰中广泛应

用，搭配其他结式，寓意吉祥如意等。这些蕴含吉祥寓意的绳结，

是将抽象思维通过结绳技艺具体化的表现，体现了当时人们对美

好生活的祝愿，并在结绳技艺的演变过程中，从文化符号提升至

民族认同的高度，深刻影响着历史文化中的民众生活。以陕西西

安雁塔区独特的结绳技艺为例，其植根于当地独特的结绳文化，

其中结绳技艺多以香囊造型展现。编制完成后，再将其与其他配

饰搭配，共同构成富有当地文化特色的独特造型，寓意深远，凝

聚了人们对新时代社会的美好祈愿，将时代特色巧妙地融入结绳

技艺之中。这种技艺不仅可用于复古风格的纹饰搭配，还适用于

室内装饰，同时也是亲朋好友间表达思念或互赠礼物的一种方式。

雁塔地区的结绳技艺长期受到关中地区刺绣及黄陵面花技术的影

响，其样式在不断丰富和变化中融入了地域文化的特色，与生活

民俗紧密相连。这体现了其独特的地域性文化特点。中华民族的

结绳技艺与地域性民俗文化相互融合、发展迅速，是吸收借鉴与

千年文化积淀的结晶。

三、以开展劳动教育为目的传承传统绳结非遗文化的路径

（一）建立劳作工坊，开辟固定劳动实践场所

为提升绳结编织融入劳动教育的专业化程度和实践质量，学

校成立了“绳结记”劳作工坊，聘请专任教师分年段分季度定期

开展绳结编织劳动教育教学活动，保障每一位参加劳作工坊的学

生能够在一段时间内，循序渐进地逐步获得绳结技艺上的成长。

在教学活动安排方面，根据不同年段设计有针对性和阶梯性的编

织劳作课程内容。低年段从简单平结、十字结开始，在一学期内

学会一种结艺；中年段以多样中国结艺学起，一学期内学会编织

一种结艺手链或配饰；高年段以多种结艺编织生活用品。劳作工

坊顺利开展活动离不开教师对工坊整体建设活动的有效引导。为

了保障学生在参与工坊活动的高效质量，学校成立工坊研究小组

教师团队，从学术和实践教学方式方法等方面进行深入教研。通

过建立劳作工坊，开辟固定劳动实践场所，以专任教师组织有效

教学活动，每一位学生在劳作工坊内学习编织技艺都得到了不同

程度的能力提升。建立劳作工坊，既是为开展劳动实践教育活动

固定劳动实践场所，也是学生展示劳动成果的固定场所，实现劳

动价值的，树立文化自信心。

（二）传承非遗技艺，优化劳动教育活动内容

绳结编织中国结代表着团结幸福平安，特别是在民间，它精

致的做工深受大众的喜爱。把它融入劳动教育课程资源进行开发

利用，形成绳结编织特色劳动教育活动内容，可以有效发展学生

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在开展劳动教育的同时达到传承非遗编

织技艺的目的。

1. 了解“结”意，赓续传统文化

在绳结劳作工坊开展的活动中，通过老师的教授讲解，将每

种中国结的寓意介绍给学生，让学生为中国传统文化而骄傲，传

承技艺的同时增强文化自信。“结”是一个表示力量、和谐，充

满情感的字眼。中国结不仅是一种装饰品，它承着深厚的文化内

涵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祝愿。绳结编织中国结的花样丰富，形状

繁多。不论是简单的基础结，还是复杂的结艺，每一种结都有它

的寓意。赓续传统工艺是学一种技艺的同时学生还应懂一种文化，

明一个道理。基础结平结是一种最古老、最通俗和实用的结艺，

正如“平”字，象征平安、平福。吉祥结寓意大吉大利，如意顺心；

祥云结如祥云绵绵、瑞气滔滔；平安结祝福人们一生如意；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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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寓意长寿百岁；鲤鱼结庆祝年年有余。学习绳结编织技艺的同

时了解“结”意，赓续传统文化，优化劳动教育活动内容。

2. 结合传统节日，融入绳结编织

传统中国节，心有千千结。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人们庆祝

的特殊方式。依托劳作工坊，固定劳动教育实践场所，结合中国

传统节日定期开展绳结编织劳动实践活动，通过开展观摩、现场

学习、成果小展示等活动，进一步提升学生对中国绳结编织艺术

深层次的理解，让学生在实践活动中获得劳动成就感，增强文化

自信，从而形成文化认同和传承。通过节日主题实践活动，结合

传统节日引导学生利用绳结编织技能美化生活，优化劳动教育活

动内容。

如在春节自己动手编织一个称心如意的中国结挂于家中，徜

徉在火红的年味儿里，为新的一年带来如意吉祥。结合地方区域

特色在“壮族三月三”民俗活动中组织学生用绳结编彩粽，织彩

绳，将劳动编织内容与地方传统文化相联系，树立民族自豪感。

清明时节制作一个香囊吉祥结，将预防感冒的中草药置于香囊中，

以中国吉祥结编织挂件，挂于孩子们的书包上，既起到装饰作用，

也有防疫效果。在传统“端午节”为孩子戴五彩绳是端午节的重

要习俗，它有祈福纳吉的美好寓意，更有保护儿童驱妖辟邪之意。

学生用五彩线以蛇结 + 纽扣结编织方法，自己制作一条祈福手链，

感受传统文化的同时美化节日生活。在“母亲节”为母亲编织一

条桃花结手链，祝福母亲永远年轻美丽，或为母亲编织一条如意

称心绳结手链，感谢母亲的养育之恩。劳动教育活动适时地结合

节日文化引导学生利用劳动编织技能美化生活，体验劳动成果带

来的美好生活感受。

（三）传承绳结编织技艺，体验工匠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是千百年来工匠在劳动实践中展现出来的风采和神

韵，体现了技术尖兵的优秀品质。工匠精神的实质是专注、精进、

乐业。绳结编织技艺的传承，在兴趣动机引领的同时，要培养学

生“做事”的专注力，培养学生精进的思维，从而体验劳动创作

的价值和愉悦。

1. 培养学生专注劳动，精进编织技艺

劳动教育的实施，以《劳动教育课程标准》为引导，以教学

内容为支撑，靠教师来具体实施。中国绳结编织技艺技法独特，

材料以各种绳线为主，编织技艺分为备料、挂线、编织、下模、

调整、定形、组装七个步骤，编结手法主要有挂、穿、缠、绕、挑、系、

勾等。传承编织技艺除了心灵手巧，还需专心和细心。在绳结编

织活动实施过程中，教师要不断提升自身编织技艺的同时，也要

不断提升学生在绳结编织技艺方面的能力，更重要的是通过学生

的主动参与提升绳结编织在其心目中的地位，并激发出学生对非

遗技艺传承的认同感，进而自愿成为非遗传承的宣传员、继承者、

宣传员。将传统非遗融入劳动教育的实践意义正在于此。学生通

过探索学习绳结编织技法，掌握相应的劳动技能，体验劳动的艰辛。

2. 依托编织劳作工坊实践活动体验工匠“乐业”精神

工匠精神的第三个要义是乐业，不论做什么，都积极体验其

中的乐趣，并通过主动赋予意义，获得工作动力的输入，成为一

个有自我工作动机的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绳结编织实

践活动中，通过持续性学习使学生“乐于参与，乐于成就，乐于

成长。”通过定期分年段开展将传统非遗绳结编织技艺融入劳动

教育的实践，学生能学会制作简单的传统工艺作品，有利于激发

学生的劳动兴趣，吸引学生了解传统文化，爱上非遗绳结编织，

感受传统工艺技术的精湛，以及劳动的艰辛和收获的快乐，形成

传承并发扬传统工艺的意识，既可培养学生的劳动观念与劳动习

惯，又可使非遗技艺薪火相传，感受工匠精神。

（四）依托劳作工坊，激发学生劳动创造能力

劳动教育以培养“会动手、能设计、爱劳动”为教学目标，

强调劳动实践的重要性。学生通过主动参与传统编织技艺的体验，

了解编织技艺的文化内涵，促进自身技术思维的发展，有助于激

发创新意识。绳结劳作工坊的建设活动，其目的就是为了增强有

效绳结编织融入劳动教育实践的组织性、传承性，并将绳结编织

活动作为学生日常的主体活动之一，形成学生积极、主动参与的

模式，从而激发学生劳动创造能力，形成传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工

艺的意识。一个成功的结艺作品落在一个“编”字，其间包括了穿、

结、绕、缠、编、抽等多种工艺技法，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每一个

结从头到尾都是用一根丝绳完成。依托工坊学习活动，学生逐渐

掌握基本编结技能要领后，在制作过程中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不

断进行创新和美化，做到“在做中学，在学中做。”例如，在学

生学会平结、蜻蜓结、琵琶结、雀头结、玉米结、斜卷结等基础

结编织技艺后，启发学生利用编织技艺创新制作 U 盘挂绳、手机

挂链、钥匙扣、收纳框、水瓶提手袋、水杯垫、宠物垫等生活小

物件美化生活、创意生活。让绳结编织作品不局限于传统工艺品，

而是被充分应用到生活中，真正体验“劳动服务与生活”的价值

取向。让学生劳动成果回归生活，体现劳动价值，丰富劳动教育

内涵。    

四、反思与展望

建立劳作工坊，为学校劳动教育提供了更多的可利用资源，

能够助推劳动经验、劳动品质持续深入的交互递进。依托工坊实

践活动，让学生在劳动编织的过程中体味艰辛和快乐并存、付出

与收获相伴的辩证劳动观，在劳动编织实践中创造劳动成果、体

会劳动创造美好世界、体悟劳动的精神和价值，形成了尊重劳动、

尊重劳动者的好品质，真正实现“树德、增智、启智、润心”的

教育目标。在未来的实践研究中，学校应从“教”与“学”两方

面不断提升。教师师资素养提升方面：在绳结编织技艺技术水平

提升方面和互动推广方面，学校还应寻找本区域内的绳结非遗传

承人，进行师资技能培训和学习。学生素养方面：以不同形式组

织学习和研究，有效开展非遗绳结编织研学活动或社区公益劳动

活动。将“非遗”文化融入劳动教育，既是对非遗文化的最好传承，

又是培养学生劳动教育核心素养的有效途径，更是新时代劳动教

育的要求。让非遗绳结编织传统文化促进学生劳动综合素养的充

分发展，实现劳动育人的重要价值。

参考文献：

[1] 杨艳 . 澜玉轩绳结编织指尖上的非遗传承 [J]. 重庆与世

界， 2023（9）：58-61.

[2] 陈志军，陈泽 . 探析绳结文创产品的困境与发展策略 [J].

中国艺术， 2023（3）：104-107.

本文系广西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2 年度研学实践教

育与劳动教育专项课题重点课题编号 2022ZJY1914《非物质文化

遗产绳结编织融入劳动教育的实践研究》课题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燕玲，1982 年 7 月 1 日，女，汉族，籍贯桂林，

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小学一级教师，桂林市东昇小学科研主任，

研究方向为基础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