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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饰蜡雕】

【Jewelry Wax Carving】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2040200】

课程学分：【4】
面向专业：【产品设计（珠宝首饰设计）】

课程性质：【系级选修课】

开课院系：珠宝学院产品设计系

使用教材：主教材【自编教材《首饰蜡雕课程讲义及实验指导书》】

辅助教材【图案设计类工具书】

参考教材【珠宝类期刊杂志、】

先修课程：【首饰制作（3）2040276（4）、珠宝设计软件 2040275（4）、首饰设计专业绘图

2040277（4）】

二、课程简介

本课程为产品设计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主要面向首饰设计方向学生开设。首饰蜡雕工艺以新

型的首饰雕刻专用蜡材为原料，采用专门的雕刻工具及设备，按照设计图的要求准确地雕刻成蜡材首

饰模型，其在整个首饰专业教学体系中对其他传统首饰制作技能教学是一种十分必要的补充和完善。

本课程内容主要针对首饰用蜡材性质，加工工艺技术，加工工具及基本蜡雕技法、失蜡浇铸方法进行

学习和研究。力求使学生通过本课程理论与实践知识的学习掌握基本的蜡雕工艺原理和技法，能独立

进行简单蜡雕首饰款式的雕刻并通过失蜡浇铸方法完成金属首饰的倒模。

三、选课建议

本课程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美术基础和动手能力，因此先修课程包括专业课首饰设计专业绘图、

首饰制作 1、2、3等。本课程适合产品设计（珠宝首饰设计）专业学生第六学期开设。

四、课程与培养学生能力的关联性

五、课程学习目标

知识目标： 增强学生对首饰创意设计与制作工艺关系的理解。使学生掌握首饰蜡雕起版的基本理论

知识和基础雕刻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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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目标： 使学生掌握首饰蜡雕基本工艺技能，尤其是对平雕、浮雕、圆雕、镂空雕等基本技能的

掌握。提高学生首饰创新设计与制作能力。培养学生既有较强首饰设计创新意识，又有

实际动手制作能力。使学生掌握首饰失蜡浇铸的基本原理及操作方法，独立完成从雕刻

首饰蜡模到浇铸为金属模的整体过程。

六、课程内容

此处分章或分单元、模块列出教学的知识点和能力要求。用布鲁姆认知能力的 6种层次：“知道”、“理

解”、“运用”、“分析”、“综合”、“评价”来表达对学生学习要求上的差异。必要时用文字说明教学的难

点所在。实践类课程该项可不填。

总课时：64课时，其中理论 16课时，实践 48课时。

课程理论部分内容：

绪 言 首饰蜡雕概述（理解）

第一章 首饰蜡雕的材料（理解-运用）：硬蜡，软蜡，胶蜡或补蜡，铸蜡，蜜蜡等。

第二章 首饰蜡雕中的常用工具（理解-运用）：雕刻刀及雕刻辅助工具

第三章 首饰蜡雕的基本技法及操作原则（理解-运用）

一、平花（线刻）技法； 二、浮雕技法； 三、圆雕技法；四、镂空雕技法；

五、蜡材的熔合（堆蜡）； 六、首饰蜡雕的基本原则；七、首饰蜡雕的基本步骤；

第四章 失蜡浇铸（理解-运用-综合）

七、课内实验名称及基本要求（适用于课内实验）

列出课程实验的名称、学时数、实验类型（演示型、验证型、设计型、综合型）及每个实验的内容

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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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数
实验类型 备注

1 平花吊牌雕刻 粗细线条与阴阳图底关系的雕刻表现 6 设计型

2 浮雕及镂空雕吊牌雕刻 造型体积与层次虚实关系的雕刻表现 10 设计型

3 戒指临摹雕刻 完整戒指结构与表面肌理的雕刻表现 10 设计型

4 创作作品雕刻 多种雕刻手法的综合雕刻表现 10 设计型

5 创作作品失蜡浇铸 完整结构金属首饰的成品制作 12 综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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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评价方式与成绩

“1”一般为总结性评价, “X”为过程性评价，“X”的次数一般不少于 3次，无论是“1”、还是“X”，

都可以是纸笔测试，也可以是表现性评价。与能力本位相适应的课程评价方式，较少采用纸笔测试，较

多采用表现性评价。

常用的评价方式有：课堂展示、口头报告、论文、日志、反思、调查报告、个人项目报告、小组项

目报告、实验报告、读书报告、作品（选集）、口试、课堂小测验、期终闭卷考、期终开卷考、工作现场

评估、自我评估、同辈评估等等。

本大纲只对“1”的考核方式以及比例进行规定，对“X”不予规定，由任课教师自行决定 X的内容、

次数及比例，同一门课程由多个教师共同授课的、由课程组共同讨论决定 X的内容、次数及比例。

撰写： 赵靖娜 系主任审核： 朱玉 院长签字：赵靖娜

总评构成（1+X） （1） （X1、X2、X3……）

评价方式 创作大作业 平时作品 1、2、3

1与 X 两项所占比例% 40% 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