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设计样例

1.题目名称：盘长结的文化内涵与编结技法

3.教学方法：多媒体讲授、讨论法、直观演示法、练习法等

4.教学特色

样例旨在引导学生了解我国优秀手工文化遗产中国结（盘长结）的文化内涵

与编织工艺，以 2022 北京冬奥会上的中国结（盘长结）艺术导出盘长结的起源、

盘长结蕴含的象征意义，盘长结的编织技法。让学生掌握编结知识与技法的同时

感受到文化自信、审美情趣和工匠精神的价值传递。增强学生的人文情怀与责任

担当。

图 1 盘长结课堂

5. 教学设计与实施

（1）教学设计

采用行动导向式教学结合翻转课堂学习。在教学过程中，师生互动关系是以

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课前，教师布置任务，学生自主观看视频查阅资料，

完成课前任务。课中， 设计“导入任务、分析任务、实施任务、完成任务、拓

展任务”五个教学过程。通过观看视频片段+提问讨论引出课程知识点——盘长

结。在讲解知识点的同时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思政元素，让思政元素很好的

浸入理解理论知识中。理论部分结束后布置实操任务。学生根据任务进行实践操

作，并在实操中发现问题，思考、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突破教学重难点。课后，



结合拓展任务进行小组合作。将思政元素和专业元素融合在一起，引起学生情感

共鸣，在促进学生对课程知识的理解、掌握、深化与拓展的同时还能达到培养学

生民族自信、工匠精神的目的。

（2）教学实施

第一部分：导入任务——盘长结主题

视频导入：播放 2022 北京奥运会闭幕式上冰车划出的大型 VR 盘长结片段。

提出问题：在刚才的片段中，在活泼可爱的孩子们的簇拥下，冰车在场地划

出一道道冰痕。最后变成了什么？引出本节课主题。

提出话题：在东奥会上用中国结元素向世界做展示，为什么中国结能成为中

国的代表元素呢？它有什么特殊的寓意？为讲解思政融入知识点盘长结的发展

历程与文化内涵做铺垫。

学生讨论：学生自由说出在课前收集到中国结的故事、寓意等。

图 2 教师通过时政热点视频导入知识点

第二部分：分析任务——盘长结的发展历程与文化内涵

说的非常好，那让我们一起来探索盘长结的故事吧。

知识点 1（发展历程）讲解： 中国人很久以前便学会了打结，结之所以具

有重要性，估计除了美观、实用外，还有其它原因，让我们继续探究。

在我们古人的日常生活中，最早的衣服是没有今天的钮扣，拉练等配件，所

以就只能借助绳子状的衣带，通过打结的方法将衣服系牢。到了唐代以后，绳结

在中国古代生活中已被广泛应用，并赋予了美好的寓意，如唐代绘有口含绳结的



飞鸟铜镜，寓意永结秦晋之好。到了清代，绳结已俨然成为一项样式繁多，花样

精巧的艺术品。这些中国结还有着各自不同的命名，如：方胜结、如意结等，其

中就有我们这节课会要学习到的盘长结。

知识点 2（文化内涵）讲解：盘长结，纹理分明、造型明显，是中国结艺中

最有代表性的"结"之一。也叫同心结，盘长结缘起于中国传统婚礼上结发而成的＂

同心结＂，自汉开始，天朝男女就设坛祭祀天地祖宗，大宴亲朋，在天地亲朋＂

注视＂下绾编青丝为结，喻意"阴阳相合，同心不负,生生不息”！实际效果上亦

确实因天地祖宗之神威天恩，一众参宴观礼亲朋之视威爱扶，夫妻亲蜜不负。千

万传承至今，婚礼即是结发礼，非结发礼不为真正婚礼和盟誓已成规识。凡结发

必为永誓同心亦成共知。

图 3 联系古今讲解盘长结知识点

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程：现在有非常多的物品上都用到盘长结。（展示图片

进行讲解）如新年里长辈悬挂在家中喜气洋洋的盘长结摆件，代表着家庭中每个

成员新年平平安安、和和美美的美好愿望，梅溪湖中国结大桥，这个被称为“世

界最性感建筑”之一，相互交织而又蜿蜒盘旋的盘长结将梅溪湖周边地区紧紧的

相连，中国电信的标志，迅达畅通的的通讯事业将中国领土上家家户户紧紧相连。

图 4 知识点的实际运用案例展示

http://www.so.com/s?q=%E9%80%A0%E5%9E%8B&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再次结合北京冬奥会闭幕式上态，12 辆晶莹剔透的冰车驶入场内这些冰车

采用了 12 生肖的造型小朋友们登上冰车在场内飞舞滑行痕迹成为一个盘长结。

每一根丝带都可以独立成结，而许多根不同的丝带也可以共同编织。传递着丰富

的奥运情感：团结之情、浪漫之情和友谊之情。最后用 AR 动画特效将红花的中

国结缠绕在矩形雪花火炬周围，生动地表达出紧紧相扣的团结予以以及“美美与

共”的世界大同观念，告知天地世界，中国，中国与世界同心，永誓盟好，一切

向来来！

以小家联系到大家，让学生感受中国结对于中国的重要性。

第三部跟：实施任务——盘长结的编织技法讲授与实践

图 5盘长结制作步骤图

图 6 盘长结成品实物图



在学生沉浸在民族的自豪感中教授盘长结的编织技法。在制作过程中感悟

“课程思政”与“工匠精神”及中国传统艺术精神。

图 7 盘长结教授过程

第四部分：完成任务——盘长结成品的展示与交流

学生将自己制作完成的盘长结进行展示，并交流在制作期间技法上、思想上

的心得。培养学生沟通和反思的能力，提升竞争意识。

点评：首先对两幅作品的完成进度表示赞许，大家都能按照老师的要求进行

制作。但两幅作品的完整质量有所差距，是否能像伟大的匠人一样，静下新来好

好将作品更加完善。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图 8 学生讲解盘长结作品设计过程

图 9 学生展示盘长结设计作品

第四部分：拓展任务——主题盘扣综合设计

课后创作：爱国教育——在国庆节到来之际，请同学们结合课堂上前期所学

习的编结技法进行小组创作，为祖国献上一份贺礼，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培养学

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和创新精神。

图 10 学生盘长结综合设计作品案例



6. 教学反思

教师通过检查学生查阅资料情况、课堂讨论、作品制作和展示等形式对思政

教学效果进行多元评价。

设计“导入任务、分析任务、实施任务、完成任务、拓展任务”五个教学过

程,“认知——实践——反思——再实践”的教学理念，让学生在实践与认知的

循环往复中，既巩固了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又体会了文化自信、审美情趣

和工匠精神的价值传递，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和人类关怀，强化遵守职业道德和

社会责任意识感，提升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实现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

培养三者融为一体的教学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