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苏州寒山寺一日游 来到苏州心得体会
(汇总7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
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苏州寒山寺一日游篇一

近年来，苏州已成为中国旅游业的重要一环，其古韵、园林、
美食和文化等多元魅力吸引着不少国内外游客前来探索。近
期本人也有幸来到苏州旅游，亲身感受并了解了这座城市的
许多魅力之处，在这里我想与大家分享我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探访苏州的园林之美

苏州的园林因其精美的园林布局、精湛的造园工艺、以及细
致的植物布局等而享誉海内外。在苏州我有幸参观了著名的
拙政园、留园等园林，这些园林不仅体现了中国园林美学的
理念，更展现出了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我通过仔细观赏、
聆听讲解，深刻领悟到苏州园林的独特魅力，也更进一步喜
爱和欣赏中国园林的美学之道。

第三段：品味苏州的美食之道

苏州徽菜、阳澄湖大闸蟹、苏式月饼、松鼠桂鱼等美食吸引
了不少游客前来品尝。在苏州我也有机会品尝了当地的传统
菜肴，如松鼠桂鱼，鲜嫩可口；还有秋葵炒豆腐、糟鸭和白
切鸭等美味佳肴。品尝着这些美味的同时，我也感受到了苏
州传统文化中饮食与生活的密切关联，以及传统饮食文化的
深厚历史背景。



第四段：领悟苏州文化的艺术气息

苏州不仅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和传统艺术，并且也孕育
出了不少跨界艺术和新兴文化。我和我的朋友们在苏州美术
馆里欣赏了许多艺术作品，如纸雕、陶艺、绘画和雕塑等。
除了这些传统的艺术形式，苏州也有着独具一格的现代艺术
场所，例如苏州文华东方酒店内的艺术馆。在这些艺术场所
中，我感受到了苏州浓郁的文化氛围并深入了解了苏州独特
的地域文化。

第五段：回顾与总结

苏州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具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
底蕴，同时也是一座繁荣的现代化城市，充满着活力和创造
力。在苏州我们不仅感受到了其特有的古韵、园林、美食和
文化，更体会到了一种完美融合传统与现代、东西方文化与
交流的生动表现。我们所领悟到的这些都会使我深远影响，
更加热爱和欣赏苏州这座城市的多元魅力，愿意再次来到这
个美丽的地方。

苏州寒山寺一日游篇二

苏州，一座美丽的江南水乡城市，因其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
文化而吸引着无数游客。我有幸来到这片土地，并深深感受
到了苏州的魅力。下面我将以一位游客的角度，分享我对苏
州的心得体会。

2. 苏州的古典园林

苏州以其众多的古典园林而闻名，这些园林集中展现了中国
古代园林的精髓。游览苏州的园林，仿佛穿越了时光，进入
了一个独立的世界。每个园林都有其独特的设计理念和主题，
如拙政园的湖光山色，留园的精致小巧，以及退思园的典雅
庄重。在这些园林中漫步，我感受到了古人对自然的热爱和



对生活的品味。苏州的园林给人以宁静与舒适的感觉，使人
忘却尘世的喧嚣。

3. 苏州的文化遗产

除了园林，苏州还有丰富的文化遗产。苏州的古典建筑和各
类文物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历史和繁荣。游览苏州各个景点，
我看到了许多古老的建筑，如虎丘塔、北寺塔等。这些建筑
融合了汉族、佛教和道教的艺术风格，展示了中国传统建筑
的魅力。同时，苏州还有丰富的民间文化，如苏绣、苏州评
弹等，这些独特的艺术形式体现了苏州人民的智慧和艺术修
养。通过体验和欣赏这些文化遗产，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
苏州作为一座历史名城的独特魅力。

4. 苏州的美食与购物

除了园林和文化，苏州的美食也是吸引游客的一大亮点。苏
州菜以清淡而细腻、苏式点心以精致而美味闻名于世。我品
尝了苏州的经典菜品，如松鹤楼的太湖鲈鱼和阳澄湖大闸蟹，
口感确实令人陶醉。此外，苏州还有众多的小吃和特色小吃，
如三丝狮子头、苏式月饼等，每一款都有其独特的味道和制
作工艺。在苏州的大街小巷中漫步，我也购买了一些地方特
产和手工艺品，如苏州的丝绸制品、园林工艺品等，这些物
品展示了苏州作为手工艺之乡的地位。

5. 苏州的人文风情

苏州是一座拥有浓厚人文氛围的城市。在苏州的街头巷尾，
我看到了苏州人民的友善和热情。他们和善地对待每一位游
客，主动引导解答，让我感到宾至如归。与此同时，在苏州
的公园和街头，我看到了许多苏州人在悠闲地游园、聊天、
弹琴，这种宁静而又愉悦的生活态度令我羡慕。苏州人民的
生活方式和人文情怀，让我深深地喜欢上了这座城市。



6. 结语

苏州是一座充满魅力和文化底蕴的城市。它的古典园林、文
化遗产、美食和人文风情都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苏
州之行不仅让我欣赏到了美丽的自然景观和人文风情，更增
长了我的知识和见识。希望以后有机会再次来到苏州，继续
领略这座城市的魅力。

苏州寒山寺一日游篇三

我不是苏州人。

我喜爱苏州评弹。

我是刚刚喜欢上的。

吴侬软语那软绵绵的腔调我特喜欢。为了能听到原滋原味的
苏州评弹，我曾大老远的从千里外的苏北专门跑到苏州山塘
街老戏台那儿听评弹，可惜苏州评弹操吴语，结果一句也听
没听懂。这便让我对她一直敬而远之。前日（记不清是哪一
日），实在闲的慌，打开中央戏曲频道，可巧苏州评弹节目，
戏刚刚开始，演绎的是曹禺先生的名著《雷雨》，演绎者
（姑且这么称呼他们）也恰是苏州的名家。不知是因为对苏
州评弹心底的模糊喜欢还是对《雷雨》的一贯喜爱（即使是
爱屋及乌也说不清谁是屋谁是乌），我居然再没有换频道的
意思。谢天谢地，屏幕上有字幕，我能看懂，我也能听明白
了！那柔婉的三弦，那清越的琵琶，那绵软可口的腔调……
怎一个“爽”字了的！我心里想：苏州评弹，我终于找到了
让我爱你的理由了。就这么一直的坚持了两个多小时，直至
曲终人散，我仍意犹未尽。

我之所以爱看苏州评弹，还因为我不可告人的“爱美之心”。
老早老早我就知道“苏杭二州出美人”，到苏州跑了几多趟，
种种原因没机会细赏苏州美女。看评弹，是绝佳的机会。不



知是苏州果真俊男靓女实在多，还是鄙人实在不够上档次没
见过真正的俊男靓女。在我眼里，那些个在台上捧琵琶、操
三弦的评弹演绎者个个都是那么温文贤淑、风采照人。我就
想，苏州评弹界在收徒授业的时候是否要经过比较严格的面
试关——凡是不够靓、不够帅的主儿谢绝入行。反正甭管怎
么着，那些个登上评弹舞台的角儿，特别是女角儿都很养眼，
最起码最起码不会造成视觉污染。有时候，我也私下感慨：
太湖美，太湖养育的人儿更美！苏州评弹的演绎者们不仅人
美，衣着也挺光鲜。男人不说，都是清一色的长袍，文雅斯
文，很有些国人的传统。女士们的穿戴可就考究的多了去了：
各种花纹、色彩、质地的新式旗袍，很很女人味，很很苏州
女人味、很很中国女人味、很很东方女人味！

但是，品味苏州评弹如果仅仅停留在听吴侬软语、看苏州美
女的层面上绝对算不得真喜欢、真欣赏、真在行、真高手
（本人不敢妄称高手）。苏州评弹的内在美还应在它的戏词
上。鄙人没经过专业性的研究和考察比较不敢下权威论断，
但据我对其他一些地方戏的了解，戏词能和苏州评弹的戏词
叫的上板的还真没见过。我不知苏州评弹与昆曲有没有亲戚
关系，如果硬要我说还能有什么戏词堪与苏州评弹相媲美，
愚意只有昆曲了。

苏州评弹最最令我赞赏的应是她的角色塑造。也许这么说并
不确切，有人可能会说我外行：苏州评弹只是评书、弹词而
已，谈不上角色不角色，弹词演员不过是在演绎故事和角色。
其实，我的赞赏也正是因此而生的。别的形式的评书、鼓书、
快书、琴书等等讲说者、演绎者大多停留在说“书”的层面，
但苏州弹词的表演者在说“书”的同时，也进入了“角”的
内心世界、倾诉者“角”的内在情感。就以我所看到的《雷
雨》为例，许多的细节和情节简直让人分不清他们到底是
在“说书”还是在“演戏”。语气语调的把握、人物情感的
揣度、场景环境的拟设……叹为观止呀！有的时候我就有一
种错觉，演绎者是在演绎故事吗？他们不是在明明宣泄自己
的情感、表达自己的诉求吗？戏里戏外，无障碍出入，只有



嘴上功夫没有高超的“演”技应是无法做到的。而且，演绎
者们在“演戏”时是绝对不操吴语的，纯正的普通话！相信
不懂苏州话的观众也会喜欢的。

苏州评弹了不起的地方还在她的时尚。衣着的问题前面已经
说过，很具有传统和时尚的因素在里面。她的语言其实也是
与时俱进、时尚新潮的。论理说，苏州评弹作为地域色彩浓
郁的地方戏，其语言保有地方性特点，继承并发扬地方性特
点应是她的“本职”抑或“天职”。但苏州评弹在我看来似
乎有些不安分，或者叫做不守本分，她一点也不排斥时尚。
在苏州评弹的演绎过程中我们不时能见到“理解万岁”之类
的新词或者次新词的身影儿，而这类时尚新潮的词儿也总能
在最需要最需要她们一展容颜的时候来个“华美转身”，立
马就起到取谑观众、提神醒场的奇效。

最后不能不说的是弹词编写者的匠心和大手笔。为适应听众
的需要，编写者们创造了由三四回书组成的中篇形式。这种
中篇大多都改编自名家名著，例如前面提到的《雷雨》。但
是，你如果认为苏州评弹只是原原本本的在演绎话剧那就大
错特错了。改编者自有自己的构思和匠心，在改编过程中他
们既不迷信所谓名家更不拘泥于原著的结构，而是刻意寻求
最适合弹词的表达形式和结构安排，进行第二次创作。通俗
地讲，改编者最大限度的保留了名著的精髓，也最大程度的
诠释了自己的理解，更最大可能的展现了自己的才华。

苏州评弹的舞台虽小，但她做的是大文章，天下文章。

苏州评弹，我喜欢。

苏州寒山寺一日游篇四

一说到苏州，我的眼前又浮现出那斜塔、异石、绵雨的美丽
苏州，看见了那柳绿花红的美丽风景，碧湖如镜，古香斜塔
的虎丘。眼前又出现了那难以忘怀的秀丽。



道路是秀丽的。一路上随处可见一溪活水依地势流淌，一路
欢唱着，拍打着水中露出的岩石，水鸟在河面上飞舞。棵棵
垂柳依在水畔，绿色的枝条荡在水面上。棵棵樟树像湖面弯
着腰，梨花从空中飘然而落。我忍不住感叹：“真是上有天
堂，下有苏杭啊。”

雨中，隐隐约约看到了目的地虎丘的身影。

虎丘是秀丽的。虎丘的寺墙古香古色，别有一番韵味。一片
绿树中，有几朵别样的小花。紫的，如同一个绒球，几朵簇
拥在一起形成一片紫色的波浪。旁边的剑池中隐约可见吴王
墓。绿树时时刻刻都在我们身旁，四周都是绿色，灰蒙蒙的
绿，水淋淋的绿。雨越下越大，樟树摇摆的更加妖娆。“唰
唰”只见山上山下一片雾蒙蒙，灰灰的绿，灰灰的塔，只有
一点红黄白，但风一吹，随风藏在灰绿中了。在这天地之间，
一切都多出了一番柔情。

我们在这秀丽的天地间,渐渐的，也变得秀丽起来。我们那一
朵，两朵，三朵…五彩的雨伞在雨中冒了出来，鲜艳明亮的
粉色，亮晶晶的.天蓝色，醒目的黄色，点缀的这个空间分外
的美丽。几个调皮的学生也安静下来，慢条斯理的走来走去。
一位挥舞着雨衣的男孩停止了挥舞，静静的去拍照。

苏州寒山寺一日游篇五

苏州，位于中国江苏省东南部，被誉为“江南古城”。这座
历史悠久的城市以其优美的园林，精湛的织造技术和巍峨的
古建筑而闻名于世。我有幸在近期游览了苏州，对这座城市
有了一些深刻的体会。下面我将通过五个方面来分享我的心
得体会。

首先，苏州的园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苏州园林作为中
国传统园林的瑰宝，给人一种宁静和典雅的感觉。游览拙政
园时，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其精致的设计和明清时期的建筑风



格。一切都是如此精确而又自然，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同时，我也游览了其他的园林如留园和狮子林，同样让我叹
为观止。苏州的园林不仅是艺术的结晶，也是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体现。

其次，苏州的文化遗产令我深深着迷。苏州是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的摇篮，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游览苏州博物馆后，我
对苏州的历史及其对中国历史的重要性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此外，我还游览了吴中区的古建筑群和苏州的水上村庄，这
些古老而又有着独特魅力的建筑让我感叹中国古人的智慧和
才华。

第三，苏州的街道让我感受到了其独特的韵味。游览苏州的
街道时，我深深地被这里的传统建筑和精致的街道布局所吸
引。无论是古老的观前街还是洞庭街，每条街道都散发着独
特的韵味。这里的小巷弄堂，每一个拐角都有着不同的故事。
在苏州的街道上漫步，仿佛穿越了时空，感受到了这座城市
的历史沉淀。

第四，苏州的美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亮点。苏帮菜作为苏州
传统菜系之一，以其精巧的制作工艺和独特的风味而闻名。
在苏州的美食街上，我品尝了各种传统的苏帮菜肴如糖醋鱼
和南糖蒸排骨。这些菜肴不仅美味可口，而且对于苏州的历
史和文化也起到了很好的展示作用。此外，苏州的小吃也是
一大亮点，比如酥糖、鸢尾酥和锅盔等，丰富了我的味蕾之
旅。

最后，苏州的人文氛围使我感到宁静和温暖。无论是在苏州
博物馆里看到的历史文物，还是在与苏州人的交流中所感受
到的亲切和友善，这个古老的城市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苏州人民的淳朴和热情让我感到宾至如归，这种亲切感延续
至整个行程中，使我对这座城市产生了深深的迷恋。

在苏州的短暂停留中，我发现这座城市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



精美的园林、迷人的街道、美味的食物以及温暖的人文氛围。
这些都让我对苏州产生了深深的向往。苏州的魅力在于它的
独特之处，这是一个值得人们去亲身体验和感受的地方。我
相信，苏州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更多人理想的旅行目的地。

苏州寒山寺一日游篇六

苏州游园游记.

我们小朋友的心情象春光一样明媚

4月21日，是我期待了许多天去苏州春游的日子。这一天，我
们菊园幼儿园的许多小朋友在老师和导游阿姨的带领下，一
起去苏州乐园玩。这一天的天气和我们小朋友的心情一样好，
是一个春光明媚的好日子。听爷爷说，苏州离我们上海很近，
当我们乘坐的大巴士车一上高速公路，我以为马上就能到的，
所以一路上我总问爷爷：是不是快到了？爷爷一面告诉我车
子已经到了什么地方，一面说我：“你这孩子太急了！”

到了目的地，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和我一样，在爸爸妈妈或
爷爷奶奶的带领下，一窝蜂地进入了苏州乐园。我在爷爷带
领下玩了很多很多地方，有的地方玩得有趣，有的地方感到
刺激和新奇，也有的地方锻炼了我的胆量和体力。这里我只
说说两个地方。

一是我和爷爷乘坐了高速摩托艇。我和爷爷来到乐园里边的
湖边乘坐水上快艇的码头，恰好有一个小妹妹和她妈妈买好
了两张上船的票，但那个小妹妹临上船害怕了，哭着不敢上
船，这时爷爷问我：“陆懿敏，你敢不敢上啊？”我说我不
怕。于是，爷爷从那阿姨（小妹妹的妈妈）手上买下了两张
票，帮我穿上救生衣，带我登上了快艇。当快艇驶离了码头
在湖面上飞驰时，轰鸣的马达声、快速行驶激起的巨大波浪、
飞溅起的水花和转弯时船体似乎要翻过来的巨大倾斜，说实
话让我感到既刺激又有点害怕，紧张时我就紧紧抓住快艇上



的把手，尽管我知道有公园里的叔叔在驾驶，快艇是不会翻
的。快艇在湖面上兜了几圈，一会儿就靠岸上了码头。下船
后，爷爷问我害怕不害怕，我说：不害怕。爷爷夸我是个勇
敢的孩子！

二是我和爷爷登上了狮子山。苏州乐园是倚山而建的，这座
山就是狮子山，山的形状很象一头爬在地上，昂首远视的雄
狮，山的最高峰就是那高昂着的狮子头。据爷爷估计，从山
脚到这狮子头顶，垂直高差近100米。游人上山可以有两个选
择：一是乘索道的缆车，那比较省力；另一个途径那就是爬
山，那是比较费力气的。爷爷问我有没有勇气爬山？我
说：“让我试一试。”于是，爷爷便带我爬山。山道上尽管
有一格一格的石头台阶，但弯弯曲曲，崎岖不平，特别是上
山，很费劲。我和爷爷走得满头大汗。走到半山腰，我们歇
了一会儿，爷爷帮我脱了外衣，只穿一件t恤衫，又吃了点面
包、饮料，补充了一点体力，然后继续往上爬。在我们上山
到半山腰的路上，我们遇见了杜家磊和他妈妈正从山上往下
走，他们是坐缆车上山后选择了步行下山。我对没坐缆车不
后悔，这一路上我爬山的兴致不减，有时候我还故意不走台
阶砌的登山路，从山泥被雨水冲刷而成的土路上走。前后大
约用了半个小时，满头大汗的我和爷爷终于登上了狮子山的
最高峰。当我站在这巨大的“狮子”头顶上时，我感到非常
自豪。在我整个上山和后来下山的过程中，我没有看到我们
幼儿园的其他小朋友象我一样凭自己的体力爬上山又走下山
的。在山顶，可以看得很远很远，把苏州新区的大楼、道路
和苏州乐园的全景尽收眼底。一个和我们一起到达山顶、正
在喘着气休息的叔叔听爷爷介绍说，我是个还不到6周岁的孩
子、是完全凭自己的两条腿爬上山来的后，就夸我说：这孩
子不简单，是个男子汉!

从山上下来，我们还玩了很多在趣的地方。快到下午2点了，
接近回嘉定的大巴士发车的时间了，我和爷爷才恋恋不舍地
离开了苏州乐园。（陆懿敏小朋友）



春游让我和孩子零距离接触

4月21日，风和日丽正是出游的好天气，这天我们全体家长和
小朋友们一起参加由学校组织的游苏州乐园的亲子活动，一
大早，孩子们就牵着爸爸、妈妈的手，兴高采烈地来到了幼
儿园。

苏州乐园位于苏州新区中心的狮子山，它也被称为是东方的
迪斯尼乐园。主体工程欢乐世界，地处狮子山以东，占地面
积54公顷。非凡欢乐世界又以东方迪斯尼为主题，集西方游
乐场的活泼、欢快、壮观和东方园林的安闲、宁静、自然的
特点于一体。

上午9：45分，我们到达了目的地，走进苏州乐园，我们立刻
被一幢幢美丽、独特的'欧式风格建筑吸引住了。儿子更象一
只出了笼的小鸟，欢快地蹦了起来，直奔各个游乐点。

我们先选择玩了一些比较有童年色彩的活动，如“旋转木
马”、“碰碰车”等，接着我们又来到“萝卜城”，这里可
真是孩子们的天地，小朋友可以在这里尽情地玩耍，他们有
的荡秋千，有的玩滑梯，有的在玩钓鱼……看着他们一张张
天真无邪的脸，一个个都玩得那么的高兴，那么地幸福。

最后，我们又乘着观光缆车到了山顶，欣赏了苏州乐园的全
景。

开展这次活动我觉得非常有意义，一个是和孩子们有了一个
零距离的接触，从中更进一步地来了解自己的孩子，感受孩
子给自己带来的快乐；另一个是让孩子们从活动中看到自己
的长处和短处，从而也感受到老师、父母对自己最深厚的爱。
我相信今后我也一定尽量抽出时间，带他到大自然去走走，
也多搞搞“亲子活动”来丰富家庭生活，多给孩子一点真爱。
（杜佳磊家长）



苏州寒山寺一日游篇七

一、思路结构

说明文的结构(重点是段落和层次)比较清楚。通常分为三部
分：开头引出说明对象，中间详细说明对象；结尾总结说明
对象。一文采用了“总分”式结构，合理安排说明顺序。开
头两段总说的艺术价值和它们的共同特征。第三至九段分说
的具体特征，其中第三至六段分说始终紧扣图画美的特征，
并分别对应第二段总说中的四个"讲究"，第七至九段分说，
从细部紧扣的特征。这样写，脉络分明，结构严谨，充分说
明了的特征。

一般的说明建筑物的说明文，说明的对象是集中一处的建筑
实体，采用空间顺序来说明，就能层次清晰，主次分明及这
一篇写的蜚声中外的，几十个园林分散在城内各处，最著名
的也有沧浪亭、狮子林、拙政园、留园等四大名园，如果他
用空间顺序，一定会说得琐碎而沉闷。作者采用了一个巧妙
的结构方法，先由分到总：从设计者和匠师们因地制宜，自
由心裁修建成的各个不同的园林中抓住一个共同点；然后由
总而分，写出了这个共同点表现在物景中的各个侧面。这样，
文章没有具体提到一个的名字。却把苏州所有的园林都写到
了。

二、说明顺序

说明文，可以综合运用几种说明顺序，使说明的内容更加条
理化。如一文，先从整体上说明处处入画，后从各部分介绍
如何处处入画；先概括写“四个讲究”，后具体介绍这“四
个讲究”；先说的这“四个讲究”是主要的，然后再说花墙
廊子等次要的。因此这篇文章综合运用了从整体到部分、从
概括到具体，从主要到次要几种说明顺序，极有条理地说明
了具有图画美这一特征。



三、表达特点

本篇在表达上有两大“优势”。一是构思缜密，脉络清楚。
先总括的特点，然后对景物布置分类剖析；先作鸟瞰式的叙
述，后作局部景物的详细说明和生动勾勒，前后提挈，互相
照应，构成一个严谨的整体。二是说明准确，叙述生动。对
的个性特色略而不提，而是异中求同，经过比较归纳，准确
地抓住了各个园林建筑的共同特点，并以精练的语言加以说
明，既有提纲挈领式的概括，又有条分缕析式的叙述。它突
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说明物景时，时间上纵观一年四季
变化，空间上俯瞰各园的各个角落，既不说明观察的特定时
间，也看不出有特定的观察点，好象中国画中的透视画法一
样。这样写便于更全面地介绍，突出的总体形象。

四、虚实结合的写法

一般地说，说明文是为了让人了解物景的实形、实态，多是
写实的。却是将虚写和实写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将客观物
体和主观感受融为一体。写池沼两岸的石头、花草，写池沼
中的睡莲和金鱼，处处实写，又处处入画。“开花的时候满
眼的珠光宝气”是实写，接下去的“使游览者感到无限的繁
华和欢悦”则是一笔虚写，使读者展开了想象的翅膀。这样
的例子俯拾即是。

作者为什么采用实写虚写相结合的手法，且把虚写放在显眼
的位置呢？这是因为，本身就是虚实结合的。这种虚实结合
的艺术效果，增加了景色的层次，增添了景致的美，作者说
明这种特点时也就采取了相应的方法，在物景的实写中渗入
虚写的画意。独特的写作方法，是适应写作对象的特点应运
而生的。

五、步骤安排建议

第一步，可用比较法，在与一般的运用空间顺序说明的说明



文的比较中使学生明白物景说明文的空间顺序和总分顺序两
种结构方式。第二步，用图表法进行结构分析。在划中心句
和分段的基础上，掌握的总分顺序结构。第三步，用点睛法
读析第二部分（主体段）的各节，学习文章的语言艺术。第
四步，用仿写法，学习物景说明文的总分结构技巧。

六、语感训练建议

语感训练不仅要感知语言所描绘的形象，在脑海中形成如见
其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的主体画面，而且要学生体会语
言文字背后所蕴含的意境情调。领悟作者的思想感情。这就
要求我们在时必须为学生设置特定情景，并使他们进入其中
角色，这样他们才会动心动情。运用电教手段就可以实现这
一要求。如在教一课时，不仅让学生理解的特点，而且让他
们受到美的熏陶，提高审美能力。为此，在引导学生理解课
文内容的基础上，刘正海老师播放了有关的录相和课文录音，
让学生边看边听，同时要求他们把自己假想成一名游客，畅
游在其中。这样录相中的优美画面和轻快的音乐，加上抑扬
顿挫的朗读，一下子就把学生带入了那种如诗如画的境界，
使他们真正感受到了的优美，从而加深了对课文语言的理解。

设计示例

第一课时

〔要点〕

引子：用比较的方法导入  课文，解题激发学习的兴趣。
认读：朗读课文，认字解词，熟悉课文内容。疏导：理清文
章的脉络，了解作家的写作意图，懂得各部分之间的内在联
系。这一环节是的重点，时间要延续到下一课时。

〔内容和步骤〕



一、引子

〔预习：看图片（或做成演示课件），看课文，让学生对有
所了解。〕

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图片介绍了哪些园林？

学生先口述后，明确。

再回答第二个问题：说说对总的印象。

二、认读。

1.结合“思虑和练习”四，给予朗读指导，要求“读音清晰，
速度适当，语调舒缓，特别是一些关键性的说明语句，更要
注意读清楚，”以同桌为互助组，进行朗读练习。然后由几
位学生示范朗读或听录音。

2.在朗读课文的同时，把需要认读的字和理解的词提出来。
随即归类或出示小黑板。

三、疏导。

问：作者对总的印象是什么？

开头写总的印象，揭示了文章的写作意图：让大家用艺术的
眼光去鉴赏。

明确了写作意图，接着就该弄清文章的布局。

第一步：用一个短语概括每个自然段的段意。

第二步：综合各自然段之间的关系，掌握贯串全文的脉络。

第二课时



〔要点〕

弄清文章各段之间的内在联系。结合思考和练习，做几项练
习，扣住基础知识，提高理解词义的能力和掌握几种语言表
达的方法。最后一个环节是写作。不要简单地让学生做一个
现成的题目，而应进行意在锻炼思维的有针对性的训练。

〔内容和步骤〕

第三步：弄清总写与分说之间的内在联系。

老师明确后，学生讨论。

学生口述后，老师明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