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苏州园林的教案设计(模板7篇)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
教学，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优秀的教案都具
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
理了一些优秀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苏州园林的教案设计篇一

(一)知识训练点

1、学习抓住事物的特征，由总到分的说明顺序。

2、学习掌握作比较、举例子的说明方法。

(二)能力训练点

培养观察能力和说写能力。体会说明文语言的多样性。

(三)德育渗透点

认识祖国河山壮丽，激发爱国之情。

(四)美育渗透点

体会苏州园林的图画美。

1、从文体特点人手，理解什么是说明文，什么是说明的对象；
结合课文内容，在阅读勺过程中把握说明对象的特征。

2、提供一些苏州园林的图片或音像资料，也可以准备一些对
比图片，如我国“古代的宫殿”，被“修剪得象宝塔那样的
松柏”、“阅兵式似的道旁树”、北京的园林中的彩绘等。
以增加感性认识，尽量把文字的描述转化成形象。



3、本文的语言简洁明晰、相当典范。应注意对本文的语言加
以品味。

重点：

(1)抓住事物特征，由总到分的说明顺序

(2)掌握作比较、举例子的说明方法

难点：体会说明文语言的多样性

解决办法：

1、复习说明文有关的文体知识。

2、分组讨论、填表、比较等方法理解文章的结构内容。

3、放映教学记录片《苏州园林》或结合课文看苏州园林的照
片，体会苏州园林的图画美，进而认识祖国河山壮丽，激发
爱国之情。

2课时

1、投影仪。

2、苏州园林的图片(或音像资料)。

1、说话训练。课前进行5分钟说训练，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说
话能力。要求学生结合说明文的文体知识，介绍一处建筑物。

2、以导游的口吻介绍苏州园林的建筑布局，感知文章的结构
内容。

3、分组竞赛。学习过程中把全班分为男女两组，每组成员答
对一个问题给本组加1分，课后评出“优胜组”，并选出“最



佳表现学生”，以激发课堂气氛和参与意识。

4、拟题训练。学习本文后，结合说明文的文体知识进行拟题
训练，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

导人新课

“同学们，我们伟大祖国历史悠久，名胜古迹星罗棋布，在
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请你们介绍一下自己知道的名胜古迹
或身边一个建筑物。”(自由发言，进行课前5分钟说话训练。
)“同学们，你们听说过诗句‘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
江南’吗?苏州园林现存近200处，它们有悠久的历史。苏州
园林的设计者和匠师们把根据自己的艺术趣味和审美理想，
将大自然的景物概括、提炼，创造了一个个富有诗情画意的
艺术世界。今天我们来学习我国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写的说明
文——《苏州园林》。”

(一)明确目标

1、复习说明文的文体知识，明确说明文的阅读要点。

2、学习本文抓住特征、以总分的结构形式进行有条理说明的
方法。

3、体会苏州园林的图画美、艺术美。

(二)整体感知

1、请同学朗读全文，然后以导游的口吻介绍苏州园林的建筑
特色。(朗读课文时学生自愿朗读，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

以导游的口吻介绍苏州园林的建筑特色如下：苏州园林有100
多处。设计者和匠师们因地制宜，自出心裁，修建成历功的
园林各各不同。可是苏州园林在不同之处有个共同点：游览



者无论站在哪个点上，眼前总是一幅完美的图画。因此我国
各地园林或多或少都受到苏州园林的影响，成为其他地方园
林的标志。如果谁要鉴赏我国的园林，苏州园林就不应错过。

我国的建筑，从古代的宫殿到近代的一般住房，绝大部分是
对称的，左边怎么样，右边也怎么样。苏州园林可绝不讲究
对称，东边有了一个亭子或者一道回廊，西边决不会来一个
同样的亭子或一道同样的回廊。追求自然之趣，不讲究对称
是苏州园林亭台轩榭布局的特点。

苏州园林里都有假山和池沼。假山的堆叠或者重峦叠嶂，或
者是几座小山配合着竹子花木，使游览者攀登的时候忘却苏
州城市，只觉得身在山间，具有一种艺术美。池沼大多引用
活水。有些园林池沼宽畅，就把池沼作为全园的中心，其他
景物配合着布置。水面假如成河道模样，在上面安排上桥梁，
并且安排两座以上的桥梁，决不雷同。池沼或河道的边沿很
少砌齐整的石岩，总是高低屈曲，任其自然。还在那儿布置
几块玲珑的石头或者种些花草。池沼里养着各色金鱼或鲤鱼，
夏秋季节荷花开放，真是“鱼戏莲叶间”的入画一景。

苏州园林栽种和修剪树木也着眼在画意。高树与低树俯仰生
姿，落叶树与常绿树相间，花时不同的多种花树也相间。没
有松柏，也没有阅兵似的道旁树。有的园里有古老的藤萝，
盘曲嶙峋，开花的的时候满眼的珠光宝气，无限繁华和欢悦。

苏州园林里也注意到花墙和廊子。有墙壁隔着，有廊子界着。
墙壁上有砖砌的各式镂空图案，廊子两边大多无所依傍，增
加了景致的层次和深度。

苏州园林的每一个角落都注意图画美。阶砌旁边栽几丛书带
草。墙上蔓延着爬山虎或蔷薇木香，甚至开窗正对着白色墙
壁，给补上几竿竹子或几棵芭蕉。苏州园林里的门和窗，图
案设计和雕镂琢磨尽量做到工细而决不庸俗，简朴而别具匠
心。苏州园林极少使用彩绘。梁子和柱子以及门窗栏杆大多



漆广漆，墙壁白色，墙壁下面铺水磨方砖，淡灰色和白色对
衬。屋瓦和檐漏一律淡灰色。这些颜色与草木的绿色配合，
给人以安静闲适的感觉。而到花开时节，各种花明艳照眼。

2、为了加深对苏州园林的感性认识，更好地理解文章内容，
放映教学记录片《苏州园林》或结合课文看苏州园林的照片。
这样可以更形象地感受苏州园林的建筑特色，感受苏州园林
的图画美、艺术美。

(三)教学过程

1、复习提问。

(1)什么叫说明文?

(2)说明文从对象上可分为哪两类?从语言角度可分为哪两类?

(3)如何理解说明对象的本质特征?

(4)常见的说明顺序有哪些?

(5)常见的说明方法有哪些?

(6)说明文的语言有哪些特点?

(7)说明文、记叙文和议论文三种文体有何区别?

(8)你认为阅读说明文体应从哪些方面人手?

(9)我们以前学过哪些说明文?并结合说明文的阅读知识点举
例说明。

引导学生回答如下：

(1)说明文是介绍客观事物的形状、性质、构造，解说事物的



成因、功用、关系等，以说明这种表达方式为主的文体。

(2)说明文从对象上可分为具体事物说明文和抽象事理说明文。
从语言上可分为平实性说明文和文艺性说明文(也叫科学小品
文)。

(3)说明对象的本质特征是指本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显著标
志。也就是这个事物所具有而别的事物所没有的特征。说明
事物首先必须抓住事物的特征。如《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一
文就抓住了说明对象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特征——巍峨、雄伟、
庄严。

(4)说明文中为了使说明文字条理化，常运用一定的说明顺序。
常见的说明顺序有：时间顺序、空间顺序、逻辑顺序。说明
的时间顺序和记叙文的时间顺序相似。空间顺序要特别注意
空间位置，注意事物的表里、大小、上下等位置和方向。逻
辑顺序主要用于说明事理的文章，分析事物的因果关系，揭
示事物的发展规律。

(5)要想把事物说明得好，还要讲求方法。说明方法很多，常
见的有：分类别、下定义、举例子、作比较、列数字、打比
方、列图表等。

(6)说明文的语言，要求简练、准确、讲究分寸。有时也运用
生动性的语言进行说明，使说明事物更加通俗易懂、生动形
象。

(7)记叙文、议论文与说明文的区别在于：记叙文重在记叙、
描写和抒情，以形象感人，以情动人；议论文重在阐明主张，
批驳谬论，以理服人；而说明文要实事求是地比较客观地说
明事物，使人增长知识和技能。

(8)阅读说明文应从下列几个方面人手：明确说明的对象是什
么；分析说明对象的特征有哪些；理清说明的顺序；找出说



明方法；体会说明文语言的准确性的特点。

(9)(略)

2、背景、作者简介。

背景 这是一篇为摄影集写的“序文”。1979年初，香港有一
家出版社打算出一本介绍苏州园林的摄影集，约叶圣陶写一
篇序文。可是那出版社还没有把摄影集编好，说是收集到的
照片不太满意。好在作者从小生长在苏州，几处园林他都熟
悉。还有，他借助陈从周教授编撰的《苏州园林》中的195幅
精美的照片作参考，亲手写了这篇序文。序文写好后不知何
故，这本新的《苏州园林》迟迟不出版，《百科知识》杂志
的编辑部知道了，要求让他们先发表，于是作者就以赠陈从
周教授的词《洞仙歌》中的一句——《拙政诸园寄深眷》为
题目，发表在《百科知识》1979年第4期上。发表的时候删去
了最后几句话，“拙政诸园寄深眷”这句话在第一段里，第
一段也删去了，题目只好改了，改成了《苏州园林》。

作者简介

叶圣陶(1894--1988)著名作家、教育家。原名叶绍钧，江苏
苏州人。历任小学、中学、大学教员，当过编辑。从1914年
开始写短篇小说。1921年，他和茅盾、郑振铎等人发起组织
了文学研究会，提出“为人生”的主张。短篇小说集有《隔
膜》、《火灾》等，童话有《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
等，长篇小说有《倪焕之》等。叶圣陶有“优秀的语言艺术
家”之称，他在语文教学和教材规范化方面也有独特的贡献。

3、生字词。(采取形式是男、女各派一名代表，另找一名学
生叫写，看谁写得对，写得规范)

如：轩榭 丘壑 嶙峋 镂空



自出心裁：出于自心的创造和裁断。

4、文章内容的具体分析。

分组讨论明确下列问题

(1)作者是如何评价苏州园林的?

(2)苏州园林总的特点是什么?文中围绕这一总特点如何展开
做具体说明的?

(3)苏州园林在亭台轩榭的建筑布局方面有何特点?

(4)苏州园林假山和池沼配合方面有何特征?

(5)文中第6自然段中“隔而不隔，界而不界”如何理解?

(6)这是一篇写建筑物的说明文。本文为什么采用逻辑顺序，
而不采用空间顺序?

引导学生明确回答如下：

(1)作者评价苏州园林“我觉得苏州园林是我国各地园林的标
本”。“标本”一词确切地说出了苏州园林在我国园林艺术
中的地位和影响。

(2)苏州园林总的特征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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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首先抓住苏州园林总的特
征，然后从亭台轩榭的布局，假山池沼的配合，花草树木的
映衬，近景远景的层次以及角落的修饰，门窗的图案、调的
处理等七个方面，有条不紊地加以说明。

(3)苏州园林建筑的特点是追求自然之趣，不讲究对称。

(4)苏州园林假山堆叠的特点是艺术美。游览者攀登的时候忘



却苏州城市；只觉身在山间。而苏州园林的池沼的特点是高
低屈曲，任其自然。

(5)文中第6自然段中“隔而不隔，界而不界”中“隔”是指
有墙壁隔着，“不隔”是指墙壁上有砖砌的各式镂空图
案。“界”是指有廊子界着，“不界”是指廊子两边无所依
傍。这样就使园林层次多了，景致深了。

(6)因为本文所介绍的不是苏州园林某个园林的情况，而是苏
州所有园林的共同特色。因此它不像一般介绍某个地方的说
明文那样，按照游览的路线来进行叙述，而是在高度概括的
基础上从全局到局部、从大的显眼的事物到小的不显眼的事
物，分项地进行叙述。进而采用了逻辑顺序。

(四)总结、扩展

苏州园林有一百多处，作者到过的不过十多处。通过周密的
观察，从个别中概括出一般，抓住了苏州园林不同中的共同
点，进而围绕这个中心，把各种景物综合分成几个类型和方
面，分别加以介绍和说明，做到了以一统百。这种由总到分、
由主到次的说明顺序值得我们学习。请同学们再次欣赏教学
记录片《苏州园林》，感受苏州园林的图画美、艺术美，进
而增强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

(评出本节课获胜组并选出“最佳表现同学”，给予表扬。)

(一)明确目标

1、学习掌握作比较、举例子等说明方法。

2、体会说明语言的多样性。

3、拟题训练。



(二)整体感知

细读文章内容，找出文章运用的说明方法及其体会语言的多
样性。

本文恰当地运用了多种说明方法。如作比较、举例子、打比
方等；使被说明的事物易被读者理解。作比较、举例子的说
明方法比较突出。作者常常在与其他地方园林的比较中来说
明苏州园林的特色，这是指导我们提高鉴赏能力和审美观点
的一个重要方面。例如： (1)在介绍布局的时候，将苏州园
林内亭台轩榭的布局跟宫殿和住宅相比，突出了苏州园林讲究
“自然之趣”的特点。(2)在介绍花草树木时说，“没有修剪
得像宝塔那样的松柏，没有阅兵式似的道旁树”。这既是比
喻，又是比较，表现了我国传统的审美观点和民族的特有风
格。(3)在介绍建筑物的色彩时，又与北京的园林相比
较，“与北京园林不同，极少使用彩绘，梁和柱子以及门窗
栏杆大多漆广漆，那是不刺眼的颜色”。这是因为在它的周
围有苍翠的树木，鲜艳的花卉，使人在幽静闲适的环境中依
然有丰富多彩的感觉，所以没有用彩绘的必要。

本文的语言多种多样。(1)以说明为主；适当进行描写和议论。
本文是一篇说明文，主要用解说的方法介绍苏州园林，但它
并不排斥表达方式的多样性。根据表达内容的需要，文章融
说明、记叙、议论为一体，以概括的说明介绍园林，以生动
的描述形容景物，以通俗的议论来分析原理，使文章既眉目
清楚、生动形象，又耐人寻味、启人兴趣。就记叙景物而言，
它的手法与游记有很大的区别。游记描述景物，常在某个特
定时间、某个固定的角度观察环境或者移步换形，境随人迁。
本文则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文章的记叙语言简洁、生动，
赏心悦目地表现出景物的形象。如“高树与低树俯仰生姿”，
写出了万木争荣的情景；古老的藤萝枝干“盘曲嶙峋”，开
花时候“满眼的珠光宝气”，烘托出园林的繁华气氛。这些
地方，稍加点染，便显得生机盎然，沁人耳目。类似的例子，
俯拾皆是。(2)语言准确简练，耐人寻味。动词的运用，



如“如果开窗正对着白色墙壁，太单调了，给补上几竿竹子
或几棵芭蕉”中的“补”字，表现了匠师们的细心，善于化
单调为多彩。副词的运用，如“池沼大多引用活水”，“苏
州园林极少使用彩绘”，其中的“大多”，“极少”就用得
有分寸，既不夸大，又不缩小。再如“总之，一切都要为构
成完美的图画而存在，决不容许有欠美伤美的败笔”，“屋
瓦和檐漏一律淡灰色”中的“一切”、“决不”、“一律”
则表示十分肯定的语气，对突出苏州园林的特色有着重要的
作用。

(三)教学过程

1、复习提问。

(1)说明文常见的说明方法有哪些?

(2)说明文语言有哪些特点?

(3)阅读说明文应抓住哪几个方面?

引导回答

(1)常见的说明方法有：分类别、作比较、举例子、列数字、
下定义、打比方、列图表等。

(2)说明文的语言特点：准确、简练、平实、生动等。

(3)阅读说明文应该注意下列几个方面：明确说明的对象；分
析说明对象的特征有哪些；理清说明顺序；找出说明方法；
体会说明语言的特点等。

2、具体研讨课文。

分组讨论下列问题：



(1)本文的结构层次是怎样的?

(2)本文为说明苏州园林的特点，与哪些事物作了比较?各说
明了什么特点?

(3)本文运用了哪些例子说明苏州园林的什么特点?

(4)课文中有不少概括性的句子，从文中找出来，并作分析。

(5)文中有许多生动形象的语句富有画意，试找出几个例子加
以体会+

(6)“苏州园林据说有一百多处”句中“据说”能否去掉?为
什么?

引导学生明确如下：

(1)本文的结构层次如下：

本文共10个自然段，可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第1自然段)，对苏州园林总的评价。

第二部分(第2—9自然段)，说明苏州园林的特点。这部分可
分两层。

第一层(第2自然段)，总说苏州园林的特点。

第二层(第3—9自然段)，分说苏州园林的特点。

第三部分(第10自然段)，指出苏州园林要写的不止这些，引
人回味。

(2)第3自然段介绍布局时，用苏州园林的建筑布局与古代宫
殿和住房作比较，突出苏州园林不讲究对称的建筑特点。第5



自然段介绍花草树木时与外国式的花园作比较，写出我国传
统的审美观点，表现了我们民族的特点。第9自然段在介绍苏
州园林建筑物色彩时与北京园林作比较，突出苏州园林色调
能给人们以安静闲适的感觉这一图画美的特点。

(3)第5自然段，在说明花草树木的映衬时举了例“有几个园
里有古老的藤萝，盘曲嶙峋的枝干就是一幅好画”。形象说
明苏州园林的艺术风采。第7自然段，为了说明苏州园林每一
个角落都注意图画美，举了几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加以说
明“阶砌旁边栽几丛书带草……”这样就使要说明的事物具
体化了，人们容易领悟和理解。

(4)课文中有不少概括性的句子。如“游览者无论站在哪个点
上，眼前总是一幅完美的图画”，它概括了苏州园林的特点，
是全文中心，给人以总体的认识。“假山的堆叠，可以说是
一项艺术而不仅是技术”，它概括刊匿山的艺术特点。又
如“苏州园林在每一个角落都注意图画美”， “苏州园林里
的门和窗入图案设计和雕镂琢磨工夫都是工艺美术的上品”
等。

(5)如：“高树与低树俯仰生姿”，这句话精练而形象，写出
了树枝交相辉映的情景，富有动态。 “古老的藤萝，盘曲嶙
峋的枝干就是一幅好画。开花的时候满眼的珠光宝气，使游
览者感到无限的繁华和欢悦。”“盘曲的嶙峋”写藤萝的古
色，“珠光宝气”显示藤萝花的典雅风韵，构成一幅生意盎
然的画面，烘托出园林的繁华气氛等等。

(6)“据说”一词不能去掉。因为苏州园林究靠有多少处，作
者没有考察过，去掉后变成肯定的意思，与实际情况不相符，
所以不能去掉，体现说明文语言的准确性。

苏州园林的教案设计篇二

一、领会苏州园林的画意美，激发学生爱美、爱国。



二、了解作者的思路，把握文章总说和分说的结构层次。

三、学习本文多样性的语言。

本文着重于苏州园林的总特点，有很强的概括性，理清作者
思路，了解文中总说和分说的自然结合。

教学关键：同上。

教学方法：尽可能将有关文字还原成画面。

出示苏州园林图片。

一、导入新课

苏州是个有悠久艺术传统的历史名城。这篇艺术性很强的说
明文就概括说明了苏州园林的基本特点。作者叶圣陶有“优
秀的语言艺术家”之称。

二、检查预习

三、范读课文，引导分段。

（一）（1—2）概括说明苏州园林的总印象和共同点；

（二）（3—9）具体说明苏州园林的共同特点；处处八画。

（三）（10）交代说明苏州园林的特点“不止以上写的”

结束全文。

四、讲析第一段（1—2）

——总印象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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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由一二句中两个“到来”



而来。作者的总印象指明了苏州园林在各地园林中的地位告
诫我们鉴赏我国园林不应该错过苏州园林。

2学习2段。

（1）齐读。

——苏州园林的总特点是“处处八画”，具体表现为四
个“讲究”和一个“一切”。这是下文说明的总纲和顺序。

3讨论第一段两自然段间关系及第一段与第二段的结构关系。

——第一段的两节为因果关系。正因为苏州园林是“一幅完
美的图画”，才使它具有“标本”价值。这里的因果说明既
赞美了苏州园林，又颂扬了设计者和匠师们的智慧。

第一段是总的说明，明确说明中心；第二段是分别说明，先
总后分是这篇说明文的说明顺序。

4指导朗读课文第一段。

（1）明确说明文的朗读要求；

（2）指名朗读。

五、布置作业

1抄写生字词并解释；

2划分第二段层次，概括各层意思；

3练习一。



苏州园林的教案设计篇三

教读课

1、学习本文围绕说明对象的总特征，先总后分，由整体到局
部条理清晰地说明事物的写作方法。

2、体会说明文语言的准确性；

3、继续学习常用的说明方法；

4、领略中国园林的建筑美，逐步培养学生的艺术鉴赏力。

1、通读课文，初步领会课文结构；

2、给生字词注音，初步扫清字词障碍。

二课时

教学内容及步骤：

1、导入：前面我们学习了《中国石拱桥》，了解了中国石拱
桥的特点，认识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勤劳，但这只是其中
一个方面。中国的园林艺术又怎样呢？中国古典园林艺术家
陈从周曾说，“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足见
苏州园林之美。今天我们又来学习著名的教育家叶圣陶老先
生的一篇介绍中国园林建筑特点的文章《苏州园林》。

2、词语教学：读准下面的字词并解释：

（1）轩榭：（见课本注解）

（2）因地制宜：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规定适宜的办法。

（3）标本：本意是经过整理而保存原形的动物、植物、矿物



等实物样品，供观摩、研究之用；文中借来形象地说明苏州
园林的价值。

（4）败笔：字写得不好的一笔；画画得不好的部分；诗文中
写得不好的词句。

（5）图案：有装饰意味的花纹或图形，以结构整齐、匀称、
调和为待点。

（6）重峦叠嶂：重重叠叠的山峰。峦，小而尖的山；嶂，直
立如屏障的山峰。文中指假山堆叠的形状。

（7）俯仰生姿：有的向下，有的向上，形成各种美好的姿态。

（8）珠光宝气：珍珠与美玉发出的光辉。

（9）闲适：闲静舒适。

（10）明艳照眼：鲜明艳丽，使人眼明目亮。

（11）丘壑：深远的意境或思虑。

（12）嶙峋：（见课本注释）

（13）镂空：雕刻出穿透材料的花纹或文字。

（14）蔷薇：花名，落叶灌木。

3、学生看课本前面插图，说说自己的感觉。（自由发言）

4、自由朗读课文，试画出你认为可以概括各段意思的中心句。

5、发言明确各段的中心句。（教师随时提示与点拨）

6、每段的中心句找到了，那么这篇文章的呢，作者对苏州园



林有怎样的印象？（第一段中心句：苏州园林是我国各地园
林的标本）

7、说明：“标本”一词，在这里比喻有代表性的人和事物。
也说是说通过苏州园林这样一斑可窥我国各地园林之全豹。
足见苏州园林在中国园林中的地位。 “不该错过”则说明了
苏州园林的认识、欣赏价值。

8、问：苏州园林在哪一点上可作为中国园林的标本？这就是
第二段中的内容。

9、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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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来说就是无论何时何地都“如在画图中”。
这就是苏州园林的总特点。

10、如何实现这一点？那就是四个“讲究”，一个“一切”。
四个“讲究”是从大的方面来说，“一切”是说处处讲究图
画美。

11、引导学生理清结构，板书：

苏州园林

1节：是我国园林的标本

3节：讲究亭台轩榭的布局

4节：讲究假山池沼的配合

5节：讲究花草树木的映衬主

6节：讲究近景远景的层次

7节：每个角落的构图美



8节：门窗的图案美次

9节：建筑的色彩美

12、体会词语的准确性：（结合练习第二题进行）

13、本文用了那些说明方法呢？

14、学生找出来后发言，教师适时提示点评。

15、明确：本文和《中国石拱桥》使用的说明方法有：

举例子：

（1）我国的石拱桥几乎到处都有……其中最著名的当推河北
省赵县的赵州桥，还有北京丰台区的卢沟桥。

先介绍一种现象或说明一种道理，然后再用具体例子做例证，
这样有点有面，既增加了文章可信度，又使文章血肉丰满。

作比较：

（1）我国的建筑，从古代的宫殿到近代的一般住房，绝大部
分是对称的，左边怎么样，右边也怎么样。苏州园林可绝不
讲究对称。

（2）苏州园林与北京的园林不同，极少使用彩绘。

通过比较，容易突出被说明对象的特点。

打比方：

（1）石拱桥的桥洞成弧形，就像虹。

（2）桥洞不是普通的半圆形，而是像一张弓。



打比方可以使要说明的对象形象可感。

列数字：

（1）赵州桥非常雄伟，全长50．82米，两端宽9．6米，中部
略窄，宽9米。

（2）（卢沟桥）桥长265米，由11个半圆形的石拱组成，每
个石拱长度不一，米到21．6米。

采用列数字的方法，读者可以通过确定的数字获得对说明对
象的准确了解。数字的精确，是体现说明文语言准确性的一
个重要方面。

引用：

（1）唐朝的张说，远望这座桥就像“初月出云，长虹饮涧”。

引用别人的话或有关资料，可以增强文章的说服力。

16、知识迁移训练：（练习四）

1、从课文中领会到哪些欣赏中国园林的方法？

因为正如文中所说，“苏州园林是我国各地园林的标本”，
所以从文中获得的有关欣赏园林方面的知识可以得到迁移运
用。学生能够领会到的方法，概括地说，是要注意园林内各
方面的布局是否妥当适宜，具体景物的安置是否自然合理等。

2、写一篇文章，介绍你游玩过的一座园林，200字左右。

也可以介绍村庄、街道或小区等，要注意抓住特点来写，并
适当运用一些说明方法。



苏州园林的教案设计篇四

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之所以获得“天
堂”的美称，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它拥有一批全国以至世界知
名的古典园林。今天我们一起学习《苏州园林》。

明确：苏州园林的总特征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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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选用文中的一个词，甚至一个字来概括你读了课文之
后的感受。

生1：我想选用“标本”一词，人常说：“江南园林甲天下，
苏州园林甲江南。”可见苏州园林的影响。“标本”一词，
在这里形象地概括出苏州园林在中国园林里的典范意义。

生2：我选用“图画”一词。

生3：我以为“配合”更能恰切地体现出苏州园林的特征。

生4 ：我认为“自然”一词最好。

2、精读课文，梳理苏州园林图画美的表现形式，用“苏州园
林美在_____”说话。

3、苏州园林这幅图画的完美，除了表现在上面讨论的四
个“讲究”外，它还注意了细节之处的美，是哪些呢?(明确：
“各个角落的图画美”、“门和窗的图案美”、“色彩的搭
配美”等。)

1、比喻式地说

苏州各个园林在不同之中有个共同点，似乎设计者和匠师们
一致追求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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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排比式地说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讲究亭台轩榭的布局，讲究假山池
沼的配合，讲究花草树木的映衬，讲究近景远景的层次。

3、比较式地说

我国的建筑，从古代的宫殿到近代的一般住房，绝大部分是
对称的，左边怎么样，右边也怎么样。苏州园林可绝不讲究
对称，好像故意避免似的。

4、评价式地说

假山的堆叠，可以说是一项艺术而不仅是技术。或者是重峦
叠嶂，或者是几座小山配合着竹子花木，全在乎设计者和匠
师们生平多阅历，胸中有邱壑，才能使游览者攀登的时候忘
却苏州城市，只觉得身在山间。

5、议论式地说

没有修剪得像宝塔那样的松柏，没有阅兵式似的道旁树：因
为依据中国画的审美观点看，这是不足取的。

6、描绘式地说

阶砌旁边栽几丛书带草。墙上蔓延着爬山虎或者蔷薇木香。
如果开窗正对着白色墙壁，太单调了，给补上几竿竹子或几
棵芭蕉。

7、阐释式地说

墙壁上有砖砌的各式镂空图案，廊子大多是两边无所依傍的，
实际是隔而不隔，界而未界，因而更增加了景致的深度。



8、举例式地说

水面假如成河道模样，往往安排桥梁。假如安排两座以上的
桥梁，那就一座一个样，决不雷同。

9、赞美式地说

苏州园林里的门和窗，图案设计和雕镂琢磨功夫都是工艺美
术的上品。大致说来，那些门和窗尽量工细而决不庸俗，即
使简朴而别具匠心。

10、烘托式地说

摄影家挺喜欢这些门和窗，他们斟酌着光和影，摄成称心满
意的照片。

问题：从文中你领会到哪些欣赏中国园林的方法?

学生自由发言。方法有：注意园林内容方面布局是否适宜和
谐，具体景物的安置是否自然不呆板等。

揣摩语句，理解语句丰富的内涵 叶圣陶先生是“优秀的语言
艺术家”，本文语言准确简练，生动传神，耐人寻味，堪称
说明文语言的典范。多媒体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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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在这里是什么意思?)

“标本”原指实物原样或经过整理、供学习研究时参考用的
动物、植物、矿物。这里是典范、样本的意思。用这个词非
常简练地说明苏州园林在各地园林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对各地
园林的广泛影响。

2、谁如果要鉴赏我国的园林，苏州园林就不该错过。(后半
句能否改为"谁就不该错过苏州园林"?)



不能，原句突出了“苏州园林”。

3、总之，一切都要为构成完美的图画而存在，决不容许有欠
美伤美的败笔。(去掉“一切”“决不”，可以吗?) 不能去
掉，“一切”“决不”表示十分肯定的意思，强调苏州园林
的总特点。

4、假山的堆叠，可以说是一项艺术而不仅是技术。 (“艺
术”与“技术”有什么区别?) “艺术”是强调个人独创性的
活动，其成果能给人以审美愉悦，并且无法被复制;“技术”，
意味着有固定的程序和手法，其成果是具有实际效用的东西，
一般可以大量复制。

5、水面假如成河道模样，往往安排桥梁。(去掉“往往”好
不好?) 去掉“往往”，使表达失去了分寸。原句强调“大多
是这样，但又不全是”这一层意思。

6、有几个园里有古老的藤罗，盘曲嶙峋的枝干就是一幅好画。
开花的时候满眼的珠光宝气(这个描写的句子有什么作用?)
学生朗读句子，悉心体味，思考。

这句子写出了藤萝争春的情景，烘托园林的繁华气氛，生机
盎然，沁人耳目。

“隔而不隔，界而未界”的意思是，尽管猛一看上去花墙和
廊子把景致分开了，但因为墙壁是镂空的，廊子两边无所依
傍，所以景致并没有真正隔开，而只是缓冲了一下视线，使
得景物不是一览无余地呈现在游览者跟前，而是渐次展开，
给人“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

1、根据苏州园林的地位和特征，请对出“江南园林甲天下”
的下联?

2、请你来当小导游。 假设你面对一个没有游览过苏州园林，



也没有读过本文的人，请你指着课本上苏州园林的彩图，给
他说说苏州园林有哪些特点。请同学们尽量用课文的原话介
绍这张图片所体现的苏州园林的特征。(指导学生看封面插图
说话，按 “总—分—总”的顺序面对全班说，师生给予评价。
)

改写：苏州园林是富于诗情画意的艺术世界，只有当你深入
其中，才会了解它的艺术之美。 好了，不多写了，看看摄影
集吧，你会发现更具体更生动的苏州园林。

2、如果作者不在此结尾，还要继续写下去的话，会再写些什
么呢? 一学生回答：

从作者思路看，作者是按由主到次的顺序来写的。我想，如
果作者再继续写下去的话，一定是越写越细，有可能写到园
中的小径、小品和盆景上去了。

说明结构 ：层次很清楚;从多角度说

说明方法 ：作比较、举例子、打比方、摹状貌、引用、分类
别 说明语言 ：概括性强;精练形象;准确严密; 紧扣中心 表
达方式： 综合运用(说明中适当运用描写和议论)

同学们，这堂课我们不仅赏美景，而且品美文，感受了 “优
秀语言艺术家”叶圣陶先生的语言魅力，那么学完这篇课文
后你有什么收获呢?(设计解说：帮助学生养成随时回顾总结
反思的习惯。)

苏州园林的教案设计篇五

知识目标：积累词语和优美语句；提取中心句，明确说明对
象及特征；了学习本文层次分明的写法；运用合适的说明方
法介绍事物。



能力目标：通过阅读分析学习提取关键词和关键句，学习概
括内容；揣摩文中生动精妙的语句；能够运用桥党的顺序和
方法解说事物。

情感目标：体会作者对苏州园林的`情感，培养学生的审美情
趣，激发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教学过程：

导入：俗话说：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还有俗
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之所以闻名天下，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苏州园林。苏州园林如何有这样的魅力？今天我
们相约苏州园林，去欣赏他的风采魅力。

一、初读课文，感知内容

1、学生自读课文注释1了解作品和作者。

2、快速默读课文，批注课文重点信息。作者评价，苏州园林
特征，园林景貌等抢答

3、交流：读完课文你对苏州园林有怎样的印象？

4、引出中心句

二、再读课文，分析思路

1、苏州园林追求的是“完美的图画”，作者为我们描述了几
幅这样的图画？请简要概括。

2、你最喜欢哪一幅图画？你发现这幅图画美在哪里？小组交
流，讨论美点

3、这些图画分别于文中哪些句子相对应？你觉得这种写法有
什么好处？合作讨论。



先总后分，先中心句后支撑句，条理清楚，层次分明

4、为了将苏州园林的特征向不大熟悉它的人们介绍的通俗易
懂，作者运用了一些方法。看看下面语句主要运用什么方法
说明的？举个典型例句。

一、朗读课文，美点寻踪

1、你喜欢文中哪些语句和词语，说说你喜欢的原因。自由表
态

2、齐读2、4、5段，感受语言的趣味美。

二、回顾课文，再度审美

1、体会作者对苏州园林的情感。

2、交流：你喜欢我们的校园吗？你发现我们的校园花草布局
之美吗？请你就校园一角运用恰当的方法和顺序给不熟悉他
的人介绍一下。

三、总结课文，陶冶情趣

假山池沼艺术配合

花草树木着眼画意近景远景层次多深

苏州园林的教案设计篇六

1、理清文章的说明顺序，感知园林的画意美。

2、学会抓住特征来说明事物，体会文章的语言美。

学会抓住特征来说明事物，体会文章的语言美。



昨天是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我们的国家曾经经受了战火
的洗礼，但这掩盖不了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古典园林的
流光溢彩。今天我们继续走进《苏州园林》板书课题、作者）
去领略那别样的美丽！

1、同学们初读课文，能找出本文的说明对象的特征码？

2、为了说明这个特点从哪几个方面进行说明的？

3、请同学们速读3―6节，看看依次写了什么？和我们刚学的
内容有什么关系？3―6节依次照应第2节中的四个“讲究”。

6、板书全文结构。

合作探究：

本段运用了哪些说明方法及语言特征（生动性和准确性）来
体现“苏州园林”的美？

她，是一个标本，一个鉴赏我国园林的标本。

她，是一扇大门，一扇开启艺术宝库的大门。

她的亭台轩榭，布局精美，

她的假山池沼，配合绝伦。

她的花草树木，彼此映衬，

她的近景远景，层次甚蕃。

她，是一个标本，一个充满画意的标本，

她，是一扇大门，一扇通向自然的大门。



要求：

1、运用总分的说明顺序；

2、运用两种以上的说明方法；

3、语言准确生动。

苏州园林的教案设计篇七

【知识与能力】通过领会文章思路，把握行文创作意图，提
升说明类文体的写作能力。

【过程与方法】掌握总――分式结构形式，领会多种修辞使
用的妙处。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感受我国园林艺术的高超水平和设计
师严肃杰出的艺术创造能力。

【重点】 掌握总――分式结构形式，领会多种修辞使用的妙
处。

【难点】 感受我国园林艺术的高超水平和设计师严肃杰出的
艺术创造能力。

(一)导入新课

图片激趣：(理解诗题，知晓诗人)

导入语：同学们，还记得我们开学时的大家反馈的假期旅行
游记吗?老师今天为大家展出这位同学拍摄的照片，其实这些
照片只是苏州园林的美景中的一小部分，今天我们一起去领
略更多的美景，走进今天的课文《苏州园林》。



(二)初读感知

(解决生字词，大致理清课文思路)

1、大声朗读，圈画不认识的生字词，自主借助工具书完成，
重点强调“镂空”的读音。

2、听名家示范朗读音频，找出文章围绕“苏州园林”主要写
了哪些部分的美景?

(学生回答并总结)

学生反馈：布局、假山池沼、花草树木、远景近景层次。

教师总结：讲究布局、假山池沼的配合、花草树木的映衬、
近景远景的层次。

(三)深入研读

小组探究：作者为何在开篇就以总述句开头，这样写有何好
处。

学生反馈:

a、先总述课文内容，给读者一目了然的景象。

b、行文上，脉络会很清楚。

教师明确：作者先指出苏州园林的总体特征，是全文的中心
句，四个“讲究”构成排比，四个“讲究”又照应接下来的
几段行文，从总到分，这是我们说明文中常见的结构形式，
总――分式结构形式，总是对说明对象整体性质的概括，分
是从对象的几个方面、部分分别进行说明，这样使文章脉络
分明，结构严谨，且具有某种艺术色彩。



(四)巩固提高

活动“我喜欢的句子”

学生反馈：a、游览者看“鱼戏莲叶间”，又是入画的一景、结
合了诗句。

教师明确：用诗把景物的内容表达出来，让严谨的说明文增
添了艺术气息。

学生反馈：b、苏州园林据说有一百多处，我到过的不过十多处。

教师反馈：“据说”体现了说明文语言的准确性。

(五)小结作业

搜集祖国其他富有工匠艺术的景观，下节课展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