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州园林教学设计吴凤森(优质8篇)
在典礼中，人们可以表达对特定事件或个人的敬意和认可。
在典礼上，主持人的主持能力和亲和力尤为重要，他/她需要
善于引导和调动气氛。以下是一些典礼相关的书籍和研究成
果，对于深入了解典礼的历史和意义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苏州园林教学设计吴凤森篇一

1.正确朗读课文，掌握生字词。

2.划分文章层次及概括层意。

3.把握文章说明顺序。

【教学过程】

一、板书课题

同学们，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苏州园林》，请同学们欣赏
美丽的苏州园林（板书课题）

二、出示目标

1.正确朗读课文，掌握生字词。

2.划分文章层次及概括层意。

3.把握文章说明顺序。

三、第一次“先学后教”（一读课文，扫除生字词）

1.请同学们快速的朗读课文，圈划出不会的生字词并解决，
或与同桌小声交流讨论。



时间：4分钟

轩榭（）嶙（）峋（）丘壑（）镂（）空

2.同学们拿出本子默写生字

3.同桌对调批改，并个别分析

四、第二次“先学后教”（二读课文，概括内容）

（一）先学。

同学们，大家通过自学，已经能够正确朗读课文了。下面大
家继续自学，请看投影（出示自学指导）:

自学指导：

读了课文，你认为苏州园林的共同特点是什么？

时间：4分钟

（二）后教

1．生朗读课文并独立思考，后同桌交流与讨论

2.老师提请学生回答问题，师点拨，其他生举手帮助纠正补
充，最后修改并记录。

3.ppt出示：

特点：使游览者无论站在哪个点上，眼前总是一幅完美的图
画。

五、第三次“先学后教”



自学指导（一）：

本文抓住特征，按照“总—分—总”的结构方式，从多方面
加以说明。请同学们快速浏览课文，将文章分为三个层次及
概括层意。

时间：3分钟

1师巡视，个别辅导

2生独立思考，小组交流与讨论

3师点拨

第一部分（1—2）：总说苏州园林在我国园林艺术中的重要
地位和影响，概括介绍苏州园林的共同特征。

第二部分（3—9）：从多方面具体说明苏州园林的总体特征。

第三部分（10）：指出苏州园林图画美的特点还不止以上所
写。

自学指导（二）

请同学们深入阅读课文3—9段，探究这几段文字分别介绍苏
州园林图画美的特征，理一理，想一想，这七段是按照怎样
的顺序写的。（5分钟）

六、当堂测试

伴你学》p714.5

七.板书设计

21苏州园林



第一部分（1—2）：总说苏州园林在我国园林艺术中的重要
地位和影响，概括介绍苏州园林的共同特征。

第二部分（3—9）：从多方面具体说明苏州园林的总体特征。

第三部分（10）：指出苏州园林图画美的特点还不止以上所
写。

苏州园林教学设计吴凤森篇二

1.培养学生把握说明文的写作对象和特征的能力，训练概括
能力。

2.引导学生欣赏苏州园林的图画美，培养学生对园林的审美
情趣。

3.理解作者对苏州园林的深厚情感，多角度朗读课文，引导
学生理解说明文中的情感渗透，激发学生对我国灿烂文化的
热爱。

【教学流程】

一、古诗导入创设意境

苏州园林是指中国苏州城内的园林建筑，起始春秋时期，形
成于五代，鼎盛于明清时期。无数的文人墨客为它们写下美
丽的诗句，下面我们一起来读读这些佳句。（屏显）

人道我居城市里，我疑身在万山中。——元·维则

绝怜人境无车马，信有山林在市城。——明·文徵明

谁谓今日非昔日，端知城市有山林。——清·乾隆



苍松翠竹真佳客，明月清风是故人。——狮子林楹联

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沧浪亭楹联

（学生齐读古诗）

古人把苏州园林写的如此美，那么我们看看叶圣陶先生又是
如何写的呢？

二、初读课文准确概括

1.积累雅词。

2.思考苏州园林的总体特点。

明确：务必使游览者无论站在哪个点上，眼前总是一幅完美
的图画。

分别概括3到9自然段的主要内容（要求说明对象和特点）。

（屏显）

第3段：亭台轩榭布局不对称

第4段:假山池沼配合有艺术

第5段:树木栽种修剪有画意

第6段:花墙廊子有层次

第7段:园林角落有点缀

第8段：门和窗设计有图案美

第9段：色彩淡雅给人闲适感



三、品味语言欣赏美景

选择你喜欢的段落或者句子细细品味，谈谈苏州园林的图画
美表现在哪些地方？

学生默读课文并思考讨论，可能谈到自然美、图案美、艺术
美等，教师适当点评。学生讨论交流后，教师小结。

明确：自然之美，含蓄之美，细节之美。

同学们，说明文大多读来很单调、呆板，可这篇说明文，却
有着美的语言，美的景色，更有着美的情感。课文的原题是
《拙政诸园寄深眷》,寄是寄托的意思，眷则是眷恋的意思。
叶圣陶是苏州人，从小和苏州园林结下不解之缘，文章字里
行间溢满了作者对其的喜爱怀念之情。

四、体会美情写出真情

活动一：读出对苏州园林的喜爱和赞美之情。

（学生自由品读句子，教师对朗读进行指导）

（屏显）学生齐读

1.倘若要我说说总的印象，我觉得苏州园林是我国各地园林
的标本，各地园林多少受到苏州园林的影响。

2.游览者来到园里，没有一个的心里不想着口头说着“如在
画图中”的。

3.那些门和窗尽量工细而决不庸俗，即使简朴而别具匠心。

4.谁都要赞叹这是高度的图案美。

5.可以说的当然不止以上写的这些，这里不再多写了。



苏州园林的美除了有大自然的眷顾，其实还离不开设计师和
匠师们的辛苦付出，课文里多次提到对设计者的高度赞美。

活动二:写出对苏州园林的赞美，几句话，一节诗。

教师示范：

一面面古典之窗

一道道岁月之门

那是浓缩的诗，

或写意的画，

大自然的精灵，

文人们的情怀，

失意者的家园

还是我

冗长的梦乡……

（播放视频资料《请你欣赏·苏州园林》

学生展示自己所写的作品。

五、结课小语

林语堂说：“最好的建筑是这样的:我们居住在其中,却感觉
不到自然在哪里终了,艺术在哪里开始。”我想这也许是对苏
州园林最好的诠释吧！



苏州园林教学设计吴凤森篇三

作者叶圣陶先生以其精练的语言、严谨的结构，抓住苏州园
林的艺术特点，条分缕析地做了全面、深刻的介绍。文章高
度概括了苏州园林在我国园林建筑中的地位，然后采用总分
式的结构展开说明。首先总写其“务必使游览者无论站在哪
个点上，眼前总是一幅完美的图画”，然后从亭台轩榭的布
局、假山池沼的配合、花草树木的映衬，近景远景的层次等
四个主要方面，再从每一个角落的构图美、门窗的图案美、
建筑的色彩美等三个微观方面来具体说明这个特点。

在统编教材中，七年级学生没有接触过说明性文章，本单元
是学生第一次学习该文体。虽然如此，但是因为本篇文章为
本单元第二篇课文，在此之前有《中国石拱桥》这篇非常规
范的说明文，让学生了解说明文的的基本特点。且八年级的
学生也具备了较好的整体感知的能力，所以本课作为说明文
的教学应该不是难题。相对来说，学生对园林文化的了解和
思考较为薄弱，应该作为本课的难点。

1.学习本文抓住事物特点，从整体到局部的多方面说明事物
特点的方法，把握苏州园林“图画美”的总体特点。

2.引导学生把握本文段首中心句的作用，学习作者文心周密，
层次清晰的说明结构。

3.领会园林设计者和建造的独特的审美意趣，理解作者对他
们的赞叹之情，激发学生对园林文化的兴趣。

1.学习作者抓住事物特征，并条理清晰地突出特征的写作思
路。

2.领会园林设计者和建造的独特的审美意趣，激发学生对园
林文化的兴趣，初步培养学生的审美鉴赏力。



情境教学法

自主、合作、探究

苏州园林文化寻访微课

一、激趣导入说园林：由学生假期文化寻访说起，播放吴昱
林微课。学生说自己的感受。

（设计意图：从学生视角去看苏州园林，迅速拉近学生的距
离，激发学生的兴趣。）

叶圣陶先生也有一篇文章来写他眼中的苏州园林。今天我们
一起来看看在这位大家的眼中，苏州园林是怎样的。

二、自主学习读园林（一读明特征，二读知结构）

1.默读课文，整体感知。明确：

苏州园林具有怎样重要的地位？（明确：1.苏州园林是我国
各地园林的标本，各地园林或多或少都受到苏州园林的影响。
）

作者看来，苏州园林有什么特点？（明确：务必使游览者无
论站在哪个点上，眼前总是一幅完美的图画。）

作者认为，苏州园林是如何达到这个目标的？（四个“讲
究”）

2.跳读课文，抓住关键信息缩写课文。

苏州园林是我国各地园林的标本，各地园林或多或少都受到
苏州园林的影响。她务必使游览者无论站在哪一个点上，眼
前总是一幅完美的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在整体上讲
究亭台轩榭的自然之趣，讲究假山池沼的自然之美，讲究花



草树木映衬的图画美，讲究近景远景的层次美。他们还在细
节上注重每个角落的图画美，注重门窗的图案美，颜色搭配
上的闲适美。

方法总结：抓住第二段中的四个讲究和3-9段中每段中的总起
句，基本上就可以抓住全文的主要脉络。

明确《苏州园林》在结构上的特点：总分结构。先总写苏州
园林“务必使游览者无论站在哪个点上，眼前总是一幅完美
的图画”的特点，然后从四个主要方面和三个细节上说明特
点。

三、合作学习品园林之美

问题一：作者说，苏州园林的特点是使游览者无论站在哪个
点上，眼前总是一幅完美的画。请大家以小组为单位，完成
以下问题：

你们可以从苏州园林中找到几幅画？

你最喜欢其中的哪一幅图或者哪几幅图？

这些图画的美有不同之处？用一个词语准确概括出来（可以
是文中的词语，也可自己概括）。

示例：亭台轩榭图——自然之美

假山池沼图——灵动之美（变化之美）

花草树木图——活力之美

花墙廊子图——层次之美

阶旁墙上图——图画之美



门窗——图案之美（简朴精细之美）

色彩——安闲之美

共同之处：以江南的自然为模范。体现了自然灵动之美，小
巧精致之美，朴素安适之美。

故宫博物院：规模宏大，对称结构，红墙金瓦，色彩浓艳。
皇家威严。

颐和园：规模宏大，建筑、山、湖都是巨制

四、探究发现悟园林

1.赞园？赞人？

——对园林设计者和匠师的赞叹。

从哪里看出来的？

“设计者和匠师们因地制宜，自出心裁，修建成功的园林当
然各个不同。”

“……似乎设计者和匠师们一直追求的是……”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他们唯愿游览者……”

“……全在乎设计者和匠师们生平多月里，胸中有丘
壑……”

2.何人？何缘？

苏州园林的设计者和建造者究竟是什么人，你们好奇吗？我
们一起来看两则材料。



材料一：

沧浪亭，初建于北宋中期杰出的爱国者和文学家苏舜钦之手。
苏舜钦状貌魁伟，慷慨有大志，欧阳修认为他有宰辅之才。
政治上支持范仲淹等人的庆历新政，因此深为朝内保守派所
忌，后遭弹劾，削职为民，闲居苏州。于是买水石作亭，
取“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
足”命名为“沧浪亭”，为读书会友之所，时发愤懑于歌诗，
其体豪放，往往惊人，一时豪俊，多从之游，诗文名满天下，
被誉为开有宋一代诗风者。

材料二：

拙政园是嘉靖时的御史王献臣和挚友文徵明共同设计营构的。
借《闲居赋》“拙者之为政”句意取名为“拙政园”。

王献臣，字敬止，号槐雨，为人疏朗峻洁，博学能诗文。为
官古直，不阿法，敢于抗中贵，时有“奇士”之称。因受东
厂特务的诬陷连遭贬谪，愤而弃官回归故乡苏州。

文徵明是诗文、书、画“三绝”的巨匠。自明中叶到清代，
文徵明成为文人画家普遍敬仰的宗师。他的书法清劲秀美，
洒脱而有韵度，工行草书，尤精小楷。诗歌风格清新妍雅，有
《甫田集》，收其700余首古、今体诗。文徵明不仅才艺冠代，
而且人品峻洁。他和王献臣志趣相投，绘制了拙政园31景图，
每个景点都配有诗一首，并亲撰了《王氏拙政园记》一文。

小结：中国古代没有专职的造园师，苏州园林是园主、诗画
家和匠师合作的结晶。这些园林的主人们都是“学富五车”
之辈，造园就是为了既在城市里享受丰富的物质供应和服务，
但却又向往自然山林的闲情逸致，于是凿池堆山，营建亭榭，
莳花植木，以自然山水为楷模，用种种造景手法构成引人入
胜的景象，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



五、拓展反思说园林

提示：可以从文章严整的结构对自己写作的启示方面说，也
可以从苏州园林独特的文化内涵说。

苏州园林教学设计吴凤森篇四

1、知识和能力目标

2、过程和方法目标

整体感知课文，自主、合作、探究本文特点，探究美，初步
学写说明文

3、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目标

领略中国园林的建筑美，激发对艺术的热爱之情

1、把握苏州园林的“图画美”整体特点和本文的结构、顺序

2、学习多种说明方法,品味准确、简洁、生动的说明语言

初步鉴赏美能力的培养

多媒体

一课时

学习说明文有关知识（幻灯片展示）

幻灯片展示苏州园林图片，学生欣赏，谈感受

1、指导学生阅读说明文应从下面几方面入手：

2、自读课文，思考问题



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圈点勾画幻灯片展示问题：

（1）作者是在开始是如何评价苏州园林的?

明确:“标本”

（2）苏州园林的总体特点是什么，能不能从课文中找出一句
话来概括？

明确:务必使游览者无论站在哪个点上，眼前总是一幅完美的
图画

（3）本文的结构、顺序怎样?

苏州园林教学设计吴凤森篇五

2、 认知目标：学习本文总说和分说的结构。

理解课文说明语言多样性。

（二） 教学设想：（第一课时）

1、 学习重点：总分式的结构和生动严密的语言。

3、 预习要求：

（1） 粗读课文，给预习提示中加点的字注音，标注小节。

（三） 教学内容和步骤：

集体朗读预习提示，回答下列问题：

1、作者介绍：叶圣陶，苏州人，对苏州园林的情趣和特征有
体会。



2、苏州园林的特点：富有诗情画意，是艺术品。

3、学习重点：说明语言严密生动，运用总分式的结构。

展标：总分式的结构，严密生动的语言（分行板书教学目
标 ）。

二、 检查预习：

轩榭、重峦叠嶂、丘壑、嶙峋、镂空、蔷薇。

补充：相间、斟酌、模样、对称、庸俗、阑干。

2、 回答思考问题，导入  课文学习：（预习布置粗读课
文）

三、 分析总体结构

1、 上面同学回答的很正确，就是课文第一小节听这句话

板书：各地园林的标本。这说明了苏州园林的地位。

开头总领全文。结尾留有余地，给人回味。

板书：不止这些。

板书：眼前总是一幅完美的图画。

为了说明这个特点从哪向个方面说明：（四个“讲究”）。

这样力求完美，目的是什么？愿游览者“如在图画中”。

7节：图画美 8节：图案美 9节：色彩美 （板书）

四、 精读4、5两节：



1、 根据图片看课文是怎样表现出苏州园林的特点，（4-5节
为主）。

（1） 这一节说明了什么？讲究假山池沼的配合

（3） 写池沼除了写水还写了什么？为什么这样安排？

还写了桥、石岸、花草、鱼。处处写“画”。

（4） “艺术”和“技术”能否调换，为什么？

不能调换。概念层次高下不同文章重点突出的是前者。

（5） “雷同”能否用相同“相同”替换，为什么？

不能替换，感情色彩不同。

小结：总分式结构（中心句—支撑句），说明语言的严密性
（板书在教学目标 上）

2、 自读第五节回答问题（不讨论，根据第四节为例做）

（2） 用了哪些表达方式：描写、议论、说明。

这些体现了说明语言生动性。

五、 总结：（回应教学目标 ，时间允许完成练习）

1、 根据说明事物的特征安排结构。

练习：课后练习三、四。

六、 作业 ：抄写字词注音，完成课后练习一。



苏州园林教学设计吴凤森篇六

1.感受并品析苏州园林的画面美;

2.整体感知课文，理清作者的写作思路，明确苏州园林的主
要特征，理解本文结构特点;

3.领略中国园林的建筑美，激发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逐步
培养学生的艺术鉴赏力。

1.整体感知课文，理清作者的写作思路，明确苏州园林的主
要特征，理解本文结构特点。

2.感受并品析苏州园林的画面美，品味生动严密的语言。

2课时

第1课时

一.情景导入

中国古典园林艺术家陈从国曾说：“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
园林甲江南。”

同学们运用你们的逻辑推理能力，可以得出什么结论?明
确：“苏州园林甲天下”。

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一位地道的苏州人——叶圣陶先生去苏州
园林游览一番吧!

二.感性认识：身临其境，感知文本

1.情景设置：假如全班组团游览苏州园林。

多媒体播放视频朗读，学生置身其中，用心游览，记录心情。



2.遇记者，受采访。

教师当记者，采访学生。

采访问题：游览完苏州园林，你此时的心情如何?

苏州园林给你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请用一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苏州园林。

3.心情小记：苏州园林美如画。(如诗如画、风景如画)

三.理性认识：静默解读，探究文本

1.说明文常识小站学生快速浏览

2.配乐默读，自主探究。

(1)配上一韵味十足的古筝曲，让学生快速默读浏览，解读说
明对象及说明对象的共同特征。明确：苏州园林;务必使游览
者无论站在哪个点上，眼前总是一幅完美的图画。

(2)解读全文中心句。

学生反复诵读“务必使游览者无论站在哪个点上，眼前总是
一幅完美的图画。”读出你认为重要的点。如“务必”“无
论”“总是”“完美”等。

3.合作探究，理清思路

(1)苏州园林被誉为是“一幅完美的图画”，足以见得它的非
凡地位。第一节中哪个词语也透露出这层含义呢?明确：“标
本”。

(2)“总是”“一幅完美的图画”具体从哪些方面体现?



小组讨论：看哪个小团的游览者心最细，能快速找到苏州园
林的美。

(3)归纳梳理，明确说明顺序、文本结构。

4.漫步亭台轩榭

(1)配乐朗读，漫步其中。

(2)根据说明文特点，师生解读文本。

提示：

抓住事物的主要特征;

安排合理的说明顺序;

运用恰当的说明方法;

准确使用的说明语言。

明确：亭台轩榭，要求自然之趣，不讲究对称。

由现象到原因

作比较、打比方，要求学生做具体阐述。

语言准确的体现“绝大部分”“绝不”等。

(3)直观画面的感受

5.品画轩

学生在师生共同解读文本的基础上，根据《导学案》提示，
自主学习，品析其他画面，然后全班交流。



四.板书设计

苏

州感性认识：美如画热爱

园理性认识：图画美赞美

林

苏州园林教学设计吴凤森篇七

1.感受并品析苏州园林的画面美;

3.领略中国园林的建筑美，激发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逐步
培养学生的.艺术鉴赏力。

1.整体感知课文，理清作者的写作思路，明确苏州园林的主
要特征，理解本文结构特点。

2.感受并品析苏州园林的画面美，品味生动严密的语言。

2课时

第1课时

一.情景导入

中国古典园林艺术家陈从国曾说：“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
园林甲江南。”

同学们运用你们的逻辑推理能力，可以得出什么结论?明
确：“苏州园林甲天下”。

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一位地道的苏州人——叶圣陶先生去苏州



园林游览一番吧!

二.感性认识：身临其境，感知文本

1.情景设置：假如全班组团游览苏州园林。

多媒体播放视频朗读，学生置身其中，用心游览，记录心情。

2.遇记者，受采访。

教师当记者，采访学生。

采访问题：游览完苏州园林，你此时的心情如何?

苏州园林给你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请用一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苏州园林。

3.心情小记：苏州园林美如画。(如诗如画、风景如画)

三.理性认识：静默解读，探究文本

1.说明文常识小站学生快速浏览

2.配乐默读，自主探究。

(1)配上一韵味十足的古筝曲，让学生快速默读浏览，解读说
明对象及说明对象的共同特征。明确：苏州园林;务必使游览
者无论站在哪个点上，眼前总是一幅完美的图画。

(2)解读全文中心句。

学生反复诵读“务必使游览者无论站在哪个点上，眼前总是
一幅完美的图画。”读出你认为重要的点。如“务必”“无
论”“总是”“完美”等。



3.合作探究，理清思路

(1)苏州园林被誉为是“一幅完美的图画”，足以见得它的非
凡地位。第一节中哪个词语也透露出这层含义呢?明确：“标
本”。

(2)“总是”“一幅完美的图画”具体从哪些方面体现?

小组讨论：看哪个小团的游览者心最细，能快速找到苏州园
林的美。

(3)归纳梳理，明确说明顺序、文本结构。

4.漫步亭台轩榭

(1)配乐朗读，漫步其中。

(2)根据说明文特点，师生解读文本。

提示：

抓住事物的主要特征;

安排合理的说明顺序;

运用恰当的说明方法;

准确使用的说明语言。

明确：亭台轩榭，要求自然之趣，不讲究对称。

由现象到原因

作比较、打比方，要求学生做具体阐述。



语言准确的体现“绝大部分”“绝不”等。

(3)直观画面的感受

5.品画轩

学生在师生共同解读文本的基础上，根据《导学案》提示，
自主学习，品析其他画面，然后全班交流。

四.板书设计

苏

州感性认识：美如画热爱

园理性认识：图画美赞美

林

苏州园林教学设计吴凤森篇八

1.了解苏州园林的特征，了解课文多角度进行说明的方法。

2.品味文章语言严密生动的特点。

学习由整体把握到具体揣摩的读书方法。

教学难点

培养学生初步的鉴赏能力。

一、导入新课。

导入:苏州素以园林著称于世,叶圣陶先生也是苏州人，苏州
人游园林，苏州人写园林,更觉得亲切。今天，让我们一起走



入叶圣陶先生的文章《苏州园林》。

二、初读课文，整体把握课文内容。

用各自喜欢的方式阅读课文，读后说说对苏州园林的了解。

方法提示：在文章关键词句下做标注。

阅读后，学生交流对苏州园林的了解。

2.时间到，请同学起来谈谈，你从文章中了解了什么?

三、以关键词语“标本”作为教学切入口进入对文章的讲析。

刚才大家都谈了对苏州园林的了解。同学看书的时候，我也
在读，我在想，要把苏州人熟悉的苏州园林介绍给大家，应
该怎么来写呢?我找到了一个词语，足以说明苏州园林的地位。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一起找找看。在第一自然段中，是“标
本”。(板书：标本)

1、什么是“标本”?

2、为什么说苏州园林是各地园林的“标本”?

明确：因为它具有代表性，“务必使游览者无论站在哪个点
上，眼前总是一幅完美的图画”，这就是苏州园林的特征。

3、那么，这幅图画中有些什么内容呢?在苏州园林这幅画中
都有些什么景致呢?我们一起到文章里去看看。

阅读相关语段，引导学生把握课文内容，抓住“布局、配合、
映衬、层次”四个词语。(用课件辅助。)

明确：有亭台轩榭



(1)作者是怎么样来介绍亭台轩榭的呢?好，我们来朗读有关
语段。

齐读第3自然段。(打图片ppt)

亭台轩榭布局时最大的一个特点是：绝不讲究对
称。(打ppt“亭台轩榭布局”)

这样的布局最终是要让苏州园林成为一副?美术画。

(2)画里还有什么?

有假山池沼、花草树木、近景远景。假山池沼要讲究配合，
他们是怎样配合的?(默读2分钟)让我们也来直接感受一
下。(打图片)

高墙之外是喧闹的城市，可是在里面，你觉得身在山间。池
沼的河岸，用文章中的话来说，是高低屈曲任其自然，还要
用花草点缀，不仅是岸上，水中也有，水陆草木之花各尽其
妙。

因此说，画里还要讲究花草树木的配合。

这些景致，方寸之间而有山林之趣。

4、其实大家发现没有，任何一副图画虽然都有侧重，但实际
都体现了这四个讲究。画中有亭台轩榭、池沼、花草，将构
成美丽途径的诸多元素都融合在一起，很难把它们分开。可
见，布局、配合、映衬、层次都体现着一个总的原则，那就
是，“务必使游览者无论站在哪个点上，眼前总是一幅完美
的图画”。

(1)追问，这是一幅怎样的图画?



明确：完美的。

学生继续阅读文本，明确园林的角落要注意图画美，门窗要
有图案美，色彩要引起人安静闲适的感觉。

明确：角落、门窗，另外，不要忘了，什么都注意到，构成
图画还要讲究色彩。

除了这些，还有没有?有，作者写到，可以说的当然不止以上
这些……

鼓励学生讲出自己的发现，补充讲讲还要注意些什么?

5、小结：只有这样，才能构成完美的图画。(板书：完美)一
座园林，大到亭台轩榭、假山池沼，小到一个角落、一扇门
窗，都体现出设计者的用心。如果说，我们以前去苏州园林，
觉得她美，可是又说不出它美在哪里。那么，我们现在再去
苏州园林，你就会知道如何去观赏园林的美了。我想，这就
好似标本，因为它代表了园林的特征。

我们不仅要学习文章的内容，了解苏州园林的特征，我们还
要学习作者是如何来写苏州园林的。叶圣陶先生从游览者的
角度来鉴赏园林，我们也借用这个词语，“鉴赏”文章的片
段。

四、分析重要语段

以第5自然段为例。(ppt打出字幕)教师范读。

这一段是从花草树木的映衬来说明苏州园林特征的。我来朗
读，同学们注意字音，看看哪一句是中心句。

(明确层次)



2.品味“寂寞”这个词语，谁不感到寂寞?

明确：游览者不感到寂寞，为什么?因为他一年四季都能欣赏
到花木。想想看，还有谁也不寂寞啊?另外，花草树木之间也
不寂寞。

明确：高树与低树“俯仰生姿”，为什么不说“高低错落”，
是什么手法?拟人。多么灵动而富有生机啊!我飘升秒落叶，
你绽开花朵，我们也不寂寞啊!

3.“依据中国画的审美观点看，这是不足取的”，“中国画
的审美观点”指的是什么?文中有相关的信息，把它找出来。

明确：好西哪个是艺术课程的范畴了，那么我们看看文章里
怎么说的，我们把相关信息找出来。

回到前文，“要求自然之趣，是不讲究对称的”。而松柏和
道旁树是讲究对称的。

文章从正面写树木的栽种，从反面写修剪，也和河道上的桥
梁一样，一座一个样，决不雷同。

4.体会语言生动形象的特点。展开联想，用自己的语言说出
美感来。

和图片相比，感受文字的魅力。

朗读文章，读出感情来。

你来说说看，作者没法说出来，“好美啊!”

(2)老师手边正好有一副画片，我们来看一下。应该说，画面
很美。但是看画面，仅仅是从欣赏者的角度看，看到的是一
副画。当你置身于苏州园林这副立体的画卷时，完美的图画
中，你除了满心的欢跃，满眼竟的繁华，你还能说什么呢?我



想，这就是文字的魅力，让我们带着欢跃把这些句子再读一
遍。

学生齐读。

5.拓展

找出文中其他用字用得好的地方，引导学生寻找文章中用词
精妙之处。

文章的好处要细细体会，真正好的作品经得起咀嚼，这样富
有表现力的词句，文章里还有。找找看，说一说。

五、结语

苏州园林一百多处，各不相同，各具特色，作者在这篇短文
中把苏州园林说得清清楚楚，让读者油然生出“如在图画
中”的感觉，这是什么原因呢?刚才我们研究过了，他抓住了
苏州园林的特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说明。他的语言平实中
蕴涵着生动，富有画意，也和苏州园林一样，很美很美。

学了这篇文章，大家一定都希望再到苏州园林去游览一下，
一定会发现以前所没有发现的独特的美。

文本框:苏州园林

叶圣陶

标本：完美的图画

鉴赏：结构美语言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