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颐和园慈禧住处 去颐和园的心得
体会(优质10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我给大家整
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吧。

颐和园慈禧住处篇一

颐和园位于北京市西郊，是中国古代皇家园林建筑的典范之
一。作为世界文化遗产，颐和园以其秀丽的自然景观和精美
的建筑艺术吸引了众多游客的目光。近日，我有幸游览了颐
和园，深深被这座美丽园林的魅力所折服，收获颇多。以下
是我对这次游览的心得体会。

首段：颐和园是一座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园林，我对它
的第一印象是它的壮丽景色。园中有如汪洋大海的长廊，琳
琅满目的雕刻工艺让人惊叹不已。而我最为喜爱的是颐和园
的主体建筑——万寿山，屹立在湖岸边，宛如一座宏伟的宫
殿。站在万寿山上，我俯瞰着整个颐和园，一片美丽的景色
尽收眼底。湖光山色，层峦叠嶂的建筑和翠绿的植被交相辉
映，给人一种宁静与和谐的感觉。

人物描写段：颐和园不仅仅是一座美丽的园林，更是历史上
许多重要人物的生活场所。游览园林时，我看到了很多与颐
和园历史有关的建筑物，比如万寿山下的寿山福海，它是乾
隆皇帝养老之所。寿山福海的建筑十分独特，仿佛整个园林
都将人们带回了乾隆皇帝的时代。游览颐和园还可以看到一
些与清朝历史上的其他重要人物有关的建筑，比如昆明湖的
南薰殿，它是乾隆皇帝的重要寝宫之一。透过这些建筑，我
不仅仅看到了风华绝代的皇帝，也更加了解了中国古代的历



史与文化。

文化意义段：颐和园不仅仅是一座美丽的园林，更是中国古
代文化的结晶之地。园中的小吃一条街以及大量的手工艺品
店，给游客提供了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良机。在游览园林的
过程中，我品尝了许多传统的北京小吃，比如糖葫芦、豆汁
儿等。这些小吃不仅让我感受到了北京的风味，也能够让我
更加贴近中国传统文化。此外，手工艺品店里的各种工艺品
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学会了挑选中国传统手工艺品
的技巧，也了解了这些手工艺品背后的文化寓意。颐和园为
我打开了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大门。

个人体会段：游览颐和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体验
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魅力。在这里，我不仅仅看到了中国传
统建筑的精髓，还看到了中国古代文人的精神追求和对自然
的赞美。这些让我深受启发。游览园林的过程中，我也感受
到了自然的力量和美。青山绿水，花红柳绿，让我感受到了
大自然的奇妙，也让我更加珍惜和爱护我们的环境。颐和园
的美丽景色和深厚历史文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体会。

结尾段：回顾这次游览颐和园的经历，我不禁感叹人类智慧
的伟大和自然景观的壮丽。颐和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让我更加了解了中国古代文化。我相信，我从这次游览中学
到的知识和体验将伴随我一生，成为我人生道路上的宝贵财
富。我希望这些提升的经历能够鼓励我更好地热爱生活，追
求卓越。同时，我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去颐和园，深入
了解和感受中国古代文化的魅力。

颐和园慈禧住处篇二

1．本册第五单元教材以我国的世界文化遗产为专题，《颐和
园》是义务教育标准实验教材第七册第五组的第二篇精读课
文。本组共三篇课文，两篇精读课文《长城》、《颐和园》，
一篇略读课文《秦兵马俑》，介绍的都是我国的“世界遗



产”。《颐和园》这篇课文描述了北京颐和园的美丽景观，
按照游览的顺序记叙了长廊、万寿山、昆明湖的景色。全文
层次清楚，首尾呼应，语言生动优美，具体形象，处处洋溢
着作者对颐和园的赞美之情。

学生已有的认知水平和能力基础：四年级学生在识字写字方
面已有一定的基础，但在词义句意的理解上还欠缺，他们在
三年记忆学过参观游记的文章，对这一类问题并不陌生。

二、学生在学习本课时可能遇到的问题和困难：通过语言文
字去想象画面、感受美景的能力不够完善。

三、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能采取的各种学习策略：课前查阅
相关资料借助工具联系自己的实际生活，与同学老师交流讨
论。

1、有感情朗读课文，背诵自己喜欢的段落。

2、学习(zh09)课文写景状物的叙述顺序，以及抓住特点描写
事物的表达方法。

3、了解颐和园的美丽景色，培养学生的爱美情趣，增强民族
自豪感。

4、培养学生搜集材料，整理材料，想象作画，学写广告词，
编写顺口溜等综合能力。

感受颐和园美丽的景色和课文优美的语言，激发学生探究中
国的“世界遗产”的兴趣。

了解作者的写作顺序，体会并学习课文抓住特点写景状物的
方法。



颐和园慈禧住处篇三

颐和园作为中国古代皇家园林之一，以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和
精美的景观广受游客的喜爱。近日，我有幸到访了颐和园，
领略了这座皇家园林的独特魅力。在游览过程中，我深深地
感受到了颐和园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同时也体会到了中国传
统园林的独特魅力。

在进入颐和园的大门时，我的目光被眼前的壮观景色所吸引。
高大的山石，矗立于湖水之间，仿佛是一幅墨画融入了自然
景观之中。巍峨的山石与蓝绿交织的湖泊形成了独特的景致，
给游客一种宁静和舒适的感觉。我不禁驻足停留，细细欣赏
这一壮美景色，感受其中蕴含的中国传统园林精神。

进入园内，我被颐和园的建筑风格所震撼。古建筑与自然景
观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亭台楼阁
沿湖而建，错落有致，仿佛一个个独立的景点，吸引着游客
的目光。每座建筑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故事，让人沉醉其中。
我进入一座座建筑，领略了其中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在
这些古建筑中，我看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精粹和独特的审美
观。

除了建筑外，颐和园还有着丰富多样的园林景观。我游览了
九曲桥和昆明湖，被其美丽的景色所感染。九曲桥独特的造
型和绚丽的色彩令人叹为观止，昆明湖的湖水清澈见底，鱼
儿游曳其中，让人心情愉悦。我在昆明湖的湖畔漫步，感受
到了大自然的宁静与美丽。这些园林景观不仅仅是美的体现，
更是对自然美的尊崇与赞美。在这里，我深深体会到了中国
古代园林所倡导的自然与人文的和谐统一。

通过游览，我还了解到了颐和园丰富的历史文化。在颐和园
的宫殿中，我看到了许多珍贵的文物和艺术品。这些文物和
艺术品见证了中国古代皇家生活的繁华和辉煌。在颐和园的
博物馆中，我还了解到了宫廷文化的许多故事和传统。这些



历史文化不仅仅是一段段故事，更是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
传承和发扬。

颐和园的游览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国传统园林的独特魅力。
这里的自然景观和古建筑与人文精神的巧妙融合，形成了一
种独特的美。同时，颐和园富有的历史文化也让我更加了解
了中国古代皇家园林的深厚内涵。回想起这次旅行，我深深
地感慨，颐和园不仅仅是一座园林，更是中华文化的瑰宝，
给人们带来了不可磨灭的精神享受。它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尊重和推崇。

总之，去颐和园的这次旅行使我受益匪浅。从大门进入，我
被壮观的景色所震撼；在园内游览，我领略了古建筑的精髓
和园林景观的美丽；通过观赏文物和艺术品，我了解到了颐
和园背后的历史文化。颐和园给予了我美的享受，也让我对
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深的认识。我相信，这次旅行会成为我
宝贵的回忆，并且对我今后的生活和学习会有着积极的影响。
我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去颐和园，继续领略这座园林所独有
的魅力。

颐和园慈禧住处篇四

教学要求

1.理解课文内容，使学生了解颐和园美丽的景色；培养学生
的爱美情趣和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2.按照课文所记叙的游览顺序，给课文分段。

3.学会本课14个生字，会用带点的词语造句。

4.有感情地朗读课文。背诵第2、4自然段。

教学重点



1.理解课文内容，陶冶爱美情趣，受到民族自豪感的教育。

2.练习给课文分段。

教学难点

作者是按怎样的顺序介绍颐和园的；课文的每个自然段主要
讲的是什么；哪些自然段联系比较紧密。

教学时间

3课时。

教学准备

图、投影片、录音机。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启发谈话，导入新课

（教师板书课题。）

二、认真读文，理清脉络

（一）学生出声自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划出不懂的词语；
标出本文共有几个自然段。

（二）请6名同学按自然段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

思考：作者游览的顺序是什么？

（三）说一说每个自然段的意思？这实际上也是作者游览的



顺序。

第2自然段讲长廊的景色。

第3自然段讲在万寿山脚下看到的景色。

第4自然段讲登上万寿山看到的景色。

第5自然段讲在昆明湖畔看到的景色。

第1自然段讲对颐和园总的印象。

第6自然段和第1自然段相呼应，表达了作者赞美之情。

（四）试着给课文分段，讨论。

讨论结果：3、4自然段都是写在万寿山看到的景色，可以合
并为一段。

（五）.总结全文共分5段。

本文是按游览的顺序写出颐和园的美丽。

三、朗读课文，划句欣赏

同学们，颐和园的风景美吗？你怎么知道的？

（一）以开火车的形式，每人读一段课文。其他同学边听边
认真看书，注意描写景色的句子。

（二）自己快速默读，边读边找并划出描写美丽景色的句子。

（三）在学生发表意见的基础上，教师投影。指名读或齐读，
欣赏颐和园景点之美。



如：正前面，昆明湖静得像一面镜子，绿得像一块碧玉。游
船、画舫在湖面慢慢地滑过，几乎不留一点儿痕迹。

小结：本课时从预习入手，着重在初读课文的基础上，知道
有6个自然段，又用同并异分的方法将课文分为5段。

颐和园慈禧住处篇五

第一段：颐和园之美

颐和园是一幅巨大的绘画，里面有着美丽的山水，热闹的游
人，平和的天空，形态各异的建筑，还有珍稀的花木和浩瀚
的湖泊。在颐和园散步和写生，让我更加深刻的体会到了它
的美。古人讲过四“吸”：“吸山之气，吸水之气，吸神仙
之气，吸智慧之气”。颐和园便是这样一座山山水水，深深
吸引着我们的目光，让人在这里找到一份舒爽宜人的情感体
验。

第二段：写生的初体验

在颐和园中，我进行了我的第一次写生体验。一手拿着画皮，
一手拿着铅笔，我的心情十分的激动。初次到达颐和园时，
我被园内的一些景观吸引，安静地在那里观察，大感兴奋。
亭台楼阁，桥梁流水，群山起伏，人文景观，花草树木，鸟
语花香，种种都是写生的素材。写生的过程中，我学会了更
加认真地观察，更加仔细地分析，以及需要有耐心和毅力。
研习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经过反复多次尝试与调整，我才得
到了满意的作品。

第三段：颐和园的建筑魅力

颐和园的建筑群以古典园林为基础，又融入了中国建筑的造
型和元素，形成了独特的建筑风格。颐和园的建筑风格主要
分为宫廷建筑和山水建筑两种。前者属于明清时期的建筑风



格，在布局和工艺上都相当严谨；后者则是后期增建的，以
自然山水为依托，使建筑的风姿和山水打成一片，充满了灵
气。在观摩颐和园的建筑时，我得到了对于中国传统建筑美
学的领悟。

第四段：注意颐和园的人流

颐和园是著名旅游景点之一，每年都吸引着大量的游客前来
参观，拍照和写生。当我们进入颐和园时，需要注意一些规
矩。如：服装需要休闲轻便，便于活动；不允许私自攀爬山
峰，破坏园内环境；禁止大声喧哗，影响他人情绪等等。在
写生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对游客的安全证明，不得占据行
道、桥梁、观景台等游客公共通道，自觉遵守游园公共秩序。
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不产生矛盾，也能享受到真正的旅游
写生体验。

第五段：感受生活的美好

颐和园是一片尘世中的净土，在这里感觉到了问题的解决性、
快乐、安详与平静，体会到了生活中的美好。在写生的过程
中，品味颐和园的美好，汇聚园林之气，让我心情无比好。
我的画皮上静静地描绘着古建筑的曲线，折射着他们整唇宽
广错落分明，每一处细节让我感受到美与生命的力量。在这
个美妙的世界，人生更加精彩丰富，也为我的人生增添无限
的动力与启示。

总体来说，颐和园是一座让人流连忘返的美丽园林。无论是
游客还是画家，都能在这里找到最好的享受。通过在这里的
写生体验，我深刻地认识到我们的天地造化之妙及中国人的
哲学魅力。同时也明白了写生不仅仅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将
自己的情感融入到画稿中，即“意境的写生”。希望以后还
有机会从事这样的艺术体验。



颐和园慈禧住处篇六

作为中国著名的皇家园林，颐和园不仅是一座宏伟壮观的景
点，更是一部很好的历史文化教材。最近，我有幸参观了颐
和园，深深地感受到了这座古老园林的魅力，也加深了我对
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识。在此，我将分享我的颐和园参
观心得体会。

第二段：园林建筑之美

颐和园的建筑和园林都展现了中国古代皇家建筑艺术的精髓。
从 最著名的万寿山长廊，到宏大的菜园子，以及颐和园的大
石舫等，每一处建筑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风格和特点。
整个园林的设计都是根据中国传统美学的原则来组织的，利
用天然的山水，营造出一种优美的视觉效果。更令人叹为观
止的是，在建筑和园林中均贴满了名人题写的各种诗词，这
不仅增加了整个园林的文化气息，更为我们展现了中国传统
文化中的审美和哲学思想。

第三段：历史人物之故事

颐和园也是中国历史人物生活史的丰富纪录。园内的每一个
建筑，每一个景观都代表着一个时期的历史事件，展现了中
国古代的政治文化。例如，玻璃永定河上的“万寿山长廊”，
被称为“中国古代画廊之巅”，其上有近8千块世界名人书写
的字画，吸引了不少参观者。在游览园内时，司白衣、曾布、
李货、杨岱等许多历史名人的爱情故事也深深地吸引了我。

第四段：文化氛围之浓郁

我们每到一个地方，第一感觉就是感觉它的气氛，在颐和园
也不例外。颐和园中的文化氛围是浓厚的、深刻的、自然的，
加上这里充满了古典的气息，使参观者感到亲切舒适。每一
个建筑、每一件景观都流露着中国的传统文化。没到说话尽



显文化，喜欢历史、文化者必须要亲自走一回。

第五段：总结

总而言之，颐和园是一个充满文化和历史、具有教育意义的
景区，为很多国人和外国游客所喜爱。它能够带领我们领略
到中国皇家建筑艺术和庭院花园文化的最高水平，了解新的
历史事件，了解中国的古代文化、美食和人民的生活方式。
我相信，每一个参观颐和园的人，都会在这里汲取到很大的
知识和文化氛围，也必定会感受到颐和园对传统文化的继承
和弘扬，从而更深刻地理解祖国的美好，更加热爱我们自己
丰富多彩的文化。

颐和园慈禧住处篇七

２０xx年１０月，我，一个乡村小学的语文教师，有机会参加
全县小学语文优质课评选活动，感到十分高兴。在这次优质
课评选中，我执教的是人教版现行教材四年级上册第１８课
《颐和园》（第二课时）。虽评选结果不尽如人意，但在这
次活动中，使涉足讲台不久的我受益匪浅。我观摩学习了我
县其他乡镇的１６位教师讲授的语文课。通过说课评课，我
对新理念下的小学语文课堂教学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而引
起了对我所执教的《颐和园》一课的反思。

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得有一桶水。的确如此，甚至教师自
身需要更多的水。

教学《颐和园》这篇课文，既要引导学生学习生字新词，有
感情地朗读课文，学习课文写景状物的叙述顺序以及抓住特
点描写景物的表达方法，同时还要让学生了解颐和园的美丽
景色，培养学生的爱美情趣。

为了上好这节课。我在备课中查阅了大量有关颐和园的资料。
在授课前我又鼓励学生收集相关资料。这一课前活动，我认



为能起到培养学生课外独立学习知识和收集资料能力的作用。
我自认为从教和学两方面的准备还是较充分的。可是在课堂
教学中，还是出现了一段小插曲。当我展示颐和园中的长廊
图片，引导学生理解课文是怎样写出长廊的长时，一个学生
问道：请问老师，长廊横槛的大匾上写的什么字？这个问题
让我始料未及，不知所措。我自认为准备充分，但在实际教
学中，才知道对这样更细微的问题，我的准备还是有疏漏。
尽管学生提出的这个问题，与落实本课的学习目标关系不是
十分大，但在以学定教、以生为本的课堂教学中，还是应该
做到问有所答。这也说明了我的临场应变能力还学要加强。

学生的思维是十分活跃的，课堂教学中学生提出的问题不是
都可能课前预设到的，要解决这样的课堂教学中动态生成的
问题，只有教师课前准备得充分，再充分，对知识的积累丰
富，再丰富。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课程资源越来越丰富，课程资源的利
用使我们的课堂教学也变得丰富多彩。这次小学语文优质课
评选活动中，每一节课上都有课程资源的利用。

４０分钟，十几幅图片展示出来就花掉了不少时间，学生哪
还有充足的时间读书、与文本对话？因此对这节课学习目标
的完全落实就显得成问题了。

回顾这节课的教学，我才认识到引导学生感受颐和园的美景
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通过对这一课字、词、句、
段、篇的学习，让学生在听、说、读、写的过程中，在自主、
合作、探究的过程中，学习课文是按照怎样的顺序、怎样写
出颐和园的美景的。

课程资源的利用让我们的教学手段更先进了，但课程资源毕
竟只是教学的辅助手段，只有做到合理地利用，才能有效地
服务于教学。



回想起我在课堂上把应该板书的内容都由多媒体展示代替了，
更感到值得反思。因为这对于学生书写习惯和写字能力的培
养都是不利的，单从写字这个环节就没有做到对学生语文素
养的培养和提高。

能够认识到自己教学中的不足是一个进步。今后，我一定会
进一步加强语文课程标准的学习，把课标精神落实在每一课
的教学之中，按照华中师范大学的杨再隋教授所说的，念好
字、词、句、段、篇、听、说、读、写、书（写字）十字真
经，努力实践平平淡淡教语文，简简单单教语文，扎扎实实
教语文，轻轻松松教语文。在不断的学习和反思中，不断提
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在引导学生学习语文的过程中，不断培
养和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颐和园慈禧住处篇八

颐和园是中国最著名的皇家园林，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之一。
作为一名游客，我有幸参观了这座宏伟的园林，深刻领略到
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皇家文化的独特魅力。在这趟游览
中，我看到了优美的景观，聆听了历史和文化的讲解，也了
解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精华。下面就从我的角度，为大家分
享一下我的参观颐和园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印象最深的景点

在颐和园的众多景点中，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恭王府。恭
王府是清代王公大臣的府邸，庞大而气派的建筑群在我面前
徐徐展开，令我目瞪口呆。府内的陈设、壁画都是历史和艺
术的结晶，令人赞叹不已。而恭王府园林则是回归自然的精
神家园，大量树木、花草覆盖整个府内空间，令人感受到一
种清凉的气息。此处充分展现了中国文化的大同小异和自然
美妙。

第三段：收获和感悟



参观颐和园让我深刻认识到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宝贵传统，也
让我体味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在每个景点参观的过
程中，都有专业的工作人员对景点进行讲解，我从中学习到
了许多新的知识，更深刻地了解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由
此，我坚定信仰"传统的力量是无限的"，我们要好好传承和
发扬传统文化的价值。

第四段：对细节的感受

在参观颐和园的过程中，我还留意到了园内的设施和服务，
发现几乎每个景点都配备详细的线路说明和聆听装置，方便
游客观赏和了解景点的历史和文化意义。而每个景点的清理
保养也做得十分到位，可以明显感受到工作人员的认真负责
和职业素养的高质量。整个游览过程十分舒适和愉快。

第五段：总结

参观颐和园让我深刻认识到了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让
我受益匪浅。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沉
淀和深刻内涵，也切身感受到了中国的伟大历史和文明传承。
这次体验让我发现，了解历史，从历史中检索出一定存在的
价值，让历史成为活的媒介，是对我们每个人的期许。我相
信，只要我们用心体验，就一定能从中汲取到深刻的营养，
从而进一步走向成功。

颐和园慈禧住处篇九

1．抓住重点词句理解课文内容，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2．感受颐和园美丽的景色和课文优美的语言，积累背诵自己
喜欢的段落。

3．学习作者按游览顺序有序观察，抓住景物特点准确描写的
写作方法。



1．抓住重点词句理解课文内容。

2．学习作者按游览顺序有序观察，抓住景物特点准确描写的
写作方法。

1．学生课前收集颐和园相关资料。

2．教学课件。

一、复习生字词

听写“长廊、万寿山、昆明湖”等词，读词语纠正错误。

二、从游览顺序入手，了解文章结构和课文内容。

（一）从词入手，了解课文描写的主要景点和游览顺序。

2．学生自读课文，勾画文中表示游览顺序的句子。

（二）从句子入手，掌握文章的结构，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

1．学生自读中3—9段段首表示游览顺序的句子，从中感受移
步换景的游览观察顺序。

2．给表示游览顺序的这几句话加上文章的首尾段，学生自读
感受课文总分总的结构形式，并根据段落提纲掌握课文的主
要内容。

（三）师生共同根据板书概括课文主要内容并提出进一步的
学习要求：这就是文章的段落提纲，它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学
习课文。现在，我们就移步换景，依次游赏长廊、万寿山、
昆明湖，去领略颐和园这个皇家园林的独特之美。

三、抓住重点词句边读边想象，从不同的观察角度欣赏颐和
园美景的不同特点，体会颐和园是一个美丽的皇家园林的同



时，学习作者简洁准确的表达方式。

（一）“游赏”长廊。

1．进了颐和园的大门，绕过大殿，就来到有名的长廊。出示
课文三、四段文字，试着从不同观察角度去欣赏长廊，发现
长廊的特点并试着用自己的朗读把感受表达出来。

2．根据学生的自学情况，老师重点指导学生通过填词练习，
边读边想象，理解“每一间的横槛上都有一幅五彩的
画……”这个句子，体会长廊所包含的中华文明，感受作者
抓住特点简洁表达的写法。

3．配合由此段文字看到的景象图片，学生练习做导游介绍长
廊。男女生各派一名代表比赛。

4．背诵本段句子，体会表达顺序，达到段的积累。

5．小结：作者移步换景，从不同的角度写出了景物不同的特
点。让我们继续随着文字去感受。走完长廊，就来到万寿山
脚下。这一次，作者又是从哪个角度去看万寿山？又赏出些
什么呢？自己读一读吧。

（二）“游赏”万寿山。

1．学生自读第五自然段，抓重点词语体会万寿山的美丽。
从“抬头一看”、“耸立”、“金碧辉煌”、“金光闪闪”
等词想象仰望万寿山建筑群的感受，体会皇家园林的宏伟气
势。

2．抓住重点词，通过朗读表达感受，体会作者用词准确。

3．小结：这一次，我们跟着作者从抬头一看这个观察角度赏
到了颐和园华美、宏伟的特点。



（三）学生自读自悟，从不同角度“游赏”昆明湖景区
（6—9段），感受昆明湖的特点和作者的表达方式。

1．占颐和园总面积2/3的烟波浩渺的昆明湖又可以从哪些角
度去欣赏它呢？请学生跟随一组图片从不同的角度去直观地
看看作者描写的不同景色。

2．学生选择自己最喜欢的观察角度，练习边读边想象，通过
朗读表达自己的感受。

3．学生交流分享朗读及感受。老师通过对比组词等语言训练，
重点引导学生理解“滑”与“划”的意思差别，从而理解作
者准确的用词以及生动的比喻。

通过和学生一起想象不同狮子的形象，读好描写十七孔桥的
句子，体会精湛的艺术和劳动人民的智慧。

4．今天这堂课我们按游览顺序，依次从不同的观察角度游赏
了颐和园，你觉得移步换景究竟有什么妙处？（引导学生自
己感受从不同角度抓住景物特点的写作方法。）

四、总结全文。

1．为什么说颐和园“不愧为世界著名的皇家园林”？结合课
文和你所搜集的资料说一说。

2．你还可以说（ ）的颐和园？

五、拓展作业。

把文中自己特别喜欢的句段读一读，记在读书笔记上，积累
背诵。

六、板书设计



长廊 长、美、奇

佛香阁 闪闪发光 按顺序、

颐和园

颐和园慈禧住处篇十

观颐和园

颐和园是一座典型的中国古典式建筑群，风景秀美，环境幽
雅，吸引了国内外大批游客。

颐和园最奇特，最吸引人的是颐和园它是人工造成的具有诗
情画意的自然景色，所以园里的景色定是令人赞不绝口了。
我就为大家当一回“导游”，为大家讲一讲一些有故事的精
美建筑物吧!

颐和园内四处春意盎然，亭台楼阁，假山流水，处处美不胜
收，无不让人不惊叹之处。不知不觉中，我们来到了昆明湖
畔，昆明湖中荷花随风摇曳，像一群天真烂漫的小姑娘在湖
面上翩翩起舞。顺着湖畔，不一会，我们见到了一座三合院
抬起头我们看到“玉澜堂”三个字。“这座三合院曾经幽禁
过清朝一位皇帝，这位皇帝就是光绪皇帝……”从导游姐姐
口中，我们知道了“玉澜堂”的历史。我们不禁惊叹不已，
这小小的三合院竟然幽禁过清朝的光绪皇帝。原来这玉澜堂，
是乾隆十五年建成的，在光绪年间重建。光绪皇帝在戊戌政
变失败后，慈禧老佛爷就把这位皇帝幽禁于此。甚至，为了
防止光绪皇帝与外界接触，在玉澜堂的门后砌了多道的墙，
今虽拆除了，但仍有痕迹。陈志岁爷爷的一首《玉澜堂》就
说出了光绪皇帝的无奈，陈志岁爷爷是这样说的：“咫尺霞
芬与藕香，万般无奈玉澜堂。到今人议前清事，为底幽囚光
绪皇。”现在屋留人逝，只有玉澜堂在为世人讲述着这段无



奈…。。

颐和园内最引人瞩目的便是这条长廊。长廊一共728米，273
间。漫步长廊，旁边的景物全都尽收眼底。这条长廊是以其
精美的建筑，曲折多变和极丰富的彩画而远负盛名的。“那，
那，那不是张飞吗?”随着一个同学的声音，我们抬头向上看
了看，原来长廊的彩画不止有山水，花鸟，更有我国四大名
著的情节。“长廊有1400余幅的彩画，幅幅色彩鲜明，富丽
堂皇，它的长度与彩画在《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上早已榜
上有名了。”导游姐姐开始讲起颐和园的故事了。这么好听
的故事，我们怎么能错过呢?大家伙一个劲地往导游姐姐身边
挤，令过往的`游客“驻足痴望”。导游姐姐还为我们讲了长
廊的历史故事。开始，慈禧老佛爷很是喜欢这里江南的景色，
时间一长，就不觉得新鲜了。慈禧老佛爷每天都要去散步，
起初还左看看，右看看，到了最后竟然连看都不想看了。老
佛爷总想建点什么，但建什么，她一时也没想好。正巧，一
日老佛爷又去散步了，当走到万寿山山下时，天空竟下起了
雨，太监李莲英便上前撑伞，并顺势观察了老佛爷的脸色，
老佛爷竟阴转晴了，回宫后，老佛爷叫来了工匠，把自己所
想告诉了他，从此，万寿山南麓和昆明湖北岸之间就出现了
一座美丽的长廊。听完这些故事，我们不禁叫好。

原来，颐和园初为帝国行宫时，是叫“好山园”，后来有乾
隆皇帝将其扩建，名“清漪园”，在“三山五园”中清漪园
以优美的景色，独占诸园之首，曾有“何处燕山最畅情，无
双风月属昆明”之说。后来遭到了英法联军的焚掠，光绪年
间，慈禧老佛爷挪用了3000万两军费重建，工程历时10年，
竣工后，改名为“颐和园”。

颐和园以它那中国古典的气息，秀美迷人的风景，幽雅的环
境，欢迎着四海的宾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