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术课了解纹样教学反思 大学生美术报告
(实用7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
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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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术课了解纹样教学反思篇一

年级11级（8）班姓名：王征强学号:20168******实践单位;
大兴中心校

实践时间：20xx.01.11――20xx.02.11共25天

实践目的：为了能更好的融入社会、服务社会，积极地锻炼
自己；在实践中磨练自己，在挫折中积累经验。以致学以致
用，更好的完善自己。

参加社会实践，使我明白大学生社会实践是引导我们真正走
出校门，走向社会，接触社会，了解社会，投身社会的良好
形式；是培养锻炼才干的好渠道；是提升思想，修身养性，
树立服务社会的思想的有效途径。通过参加社会实践活动，
有助于我们在校大学生更新观念，吸收新的思想与知识。近
一个月的社会实践，一晃而过，却让我从中领悟到了很多的
东西，而这些东西将让我终生受用。社会实践让我开拓了视
野，增长了才干，进一步明确了我们青年学生的成材之路与
肩负的历史使命。社会才是学习和受教育的大课堂，在那片
广阔的天地里，我们的人生价值得到了体现，为将来更加激
烈的竞争打下了更为坚实的基矗我在实践中得到许多的感悟。

建三江管局大型农场中心校



时间安排如下：

早：8:00――14:00

晚17:00――20:00

春节三天假期，元宵节一天假期2月11日结束

当假期结束，拖着满心的疲惫和满满的收获坐在回校的飞机
上我思绪万千。脑子里至今还回想着孩子们那些纯真的笑脸。
当工作开始，我先从素描入手，首先给学生们讲解了素描的
理论。先让学生们对素描有个大体的了解，进而还对后续教
学的展开有个很好的铺垫作用，讲解内容整理如下：

一、素描是指运用铅笔或者炭笔之类的单色调黑色美术用笔
对物体进行刻画，运用线条将块面铺出，再进行黑白灰的刻
画。从而让物体的明暗交界线.暗部.亮部.高光等把对象立体
地表现在纸张上面，这就是素描的特征。

二、画法上，要从整体入手，先勾画出对象的外形比例，涂
上大体的明暗，再详细的刻画局部，最后，再调整明暗的调
整。三、从定义上来讲，素描就是朴素的描绘，指的是用单
色的线条或块面来塑造对象的形体、结构、质感、空感、光
感的绘画形式，是所有造型艺术的基矗来源于西方绘画，一
般作为绘画、雕塑等艺术的基础训练手段。

四、从描绘内容上来划分，可以分为：石膏几何形体素描、
静物素描、石膏头像素描、石膏半身像素描、石膏全身像素
描、人物头像素描、人物半身像素描、人体素描等。

五、按照绘画方法不同，还可分为全因素素描（也叫光影素
描）、结构素描、超写实素描和设计素描等。

六、绘画工具包括各种软硬不同的铅笔，如10b--b,h--8h，炭



精条，碳铅，可塑橡皮，各类克数不同的素描纸或绘图纸等。

七、素描的.步骤是，先找型，然后修线，找出灰面跟暗面后，
上调子。

讲解之后，我安排了白天六个小时的素描，晚上练习速写的
课程安排。因为学生都有一定的基础，所以我做了素描先是
石膏写生，然后组合在加光影的课程进度。

在实践中我充分的意识到专业知识的重要性。针对不同学生
的性格特点、以及学习方式的特点要以不同的方式去对待。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给孩子们最大的收获。

实践总结与收获:

经过这次实践我总结了以下六点：

一:挣钱的辛苦

二:人际关系

三:管理者的管理

四:自强自立

五:认识来源于实践

这次亲身体验让我有了深刻感触，这不仅是一次实践，还是
一次人生经历，是一生宝贵的财富。在今后我要参加更多的
社会实践，磨练自己的同时让自己认识的更多，使自己未踏
入社会就已体会社会更多方面。

美术课了解纹样教学反思篇二



实习地点：中国美术学院风景建筑设计研究院

实习单位介绍：

中国美术学院风景建筑设计研究院始建于1984年，具有建设
部颁发的建筑工程设计甲级资质、风景园林设计甲级资质、
建筑装饰设计甲级资质。

设计研究院以中国美术学院为学术背景，以我国第一个环境
艺术系的学术目标为宗旨，以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系、城
市设计系、景观设计系、环境艺术系、雕塑系、公共空间艺
术系、平面设计系等众多学科为人才后盾，利用学院众多的
国际国内学术交流活动，博取众长，使设计研究院具备了全
方位的国际化、艺术化、民族化的艺术氛围。设计研究院主
要从事城市环境景观设计、建筑设计、建筑装饰设计、陈设
设计、雕塑设计、公共艺术品设计及制作等相关产业。真正
做到以建筑、景观、室内为主的“三位一体、链接设计”。

实习目的：

通过在设计单位或其他相关单位实习，理论联系实际，掌握
环境艺术设计及相关设计行业的一般设计方法、工艺流程，
了解最新的设计思维，认识行业、市场的现状，达到对社会
需求的认知，以加深我们对专业的`认识和行业法律法规的了
解，为下一阶段深入学习专业知识准备必要的实践基础。

美术课了解纹样教学反思篇三

为加快我校标准化功能室建设工作，让美术室更好地为教育
教学服务，我校对照《温州市中小学标准化美术室评估细则
（试行）》标准的要求，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创建，现将自查
结果汇报如下。

洞头县实验小学现有36个班级，学生共1711人。现有专任教



师92人，教师学历达标率100％，其中专职美术教师5名，专
职美术室管理员1名。我校近几年迅速走向教学现代化，教育
设施逐步完善。学生功能用房配有电脑室2个，音乐室、实验
室、图书室已于去年创建温州市标准化功能室，为学校实施
素质教育提供优越的条件。

针对此次创建活动，学校积极成立了由杨志斌校长为组长的
创建工作小组。各小组成员分工明确，工作深入细致，发现
问题及时整改，有条不紊地领导和指导创建工作。全校做到
认识到位，领导到位，政策到位，资金到位，工作到位，责
任到人。主要做法如下：

1、全体动员，提高认识。学校及时召开了全校“温州市中小
学标准化美术室建设动员会议”，提出明确要求，统一思想，
布置工作任务，创建品牌。

2、对照标准，对照方案，逐一整改。我们细致对照《温州市
中小学标准化美术室评估细则（试行）》要求，逐条衡量，
逐项评定存在问题和不足，认真分析整改，制定规划，专人
负责，限时整改。

3、坚持“硬件设备，软件设施”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要求，
积极创造条件，加强深化美术室管理，努力推进“创建进
程”，优化改进各项工作，提升学校的品味。

对照《温州市中小学标准化美术室评估细则（试行）》，
对20项c级指标进行认真的自查自评，我校已经全部达标。具
体评估情况汇报如下：

第一部分条件建设水平

第一条：组织机构及经费（共10分）

第二条：用房（共10分）



第三条：设施设备（共20分）

第二部分：管理水平

第一条：管理（共10分）

第二条：账务管理（共10分）

第三条：器材、设备及环境管理（共10分）

第三部分：应用水平

第一条：教学常规（共10分）

第二条：教学活动（共10分）

第三条：教育成效（共10分）

合计总得分：95分

1、学校美术室管理水平不够。如器材借还记录，器材验收入
库、维护保养等日常管理工作还亟待健全。

2、第三间美术室有待建成，美术器材还有部分欠缺。

3.进一步加强学校管理，充分利用好现有器材为教学服务。
让学生的美术课以及课外活动丰富多彩。

美术课了解纹样教学反思篇四

练习色彩的运用，构图，了解徽派建筑。

二、实习时间

20xx年9月5号——20xx年9月16号



三、实习地点

安徽省黄山市黟县

四、实习单位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

五、实习内容

色彩

徽州的九月，山清水秀，稻香点点，丝毫没有让人察觉秋已
临近。金黄的稻田，翠绿的桑叶，清零的池水，加之徽派建
筑特有的黑白相见，徽州呈现出她特有的秋的韵味。丰富的
色彩，恬淡的景致，想把这些画面准确的表现出来，需要我
们对色彩的高度把握。

首先要来了解我们经常运用的几大色系，红色系：深红、大
红、朱红、玫瑰红、肉色、橙红，棕色系：赭石、熟褐，黄
色系：橘黄、土黄、中黄、柠檬黄，绿色系：深绿、橄榄绿、
中绿、粉绿、淡绿、黄绿、翠绿、草绿、等，蓝紫色系：普
蓝、群青、湖蓝、紫罗兰、青莲，灰度：煤黑、钛白、培恩
灰。

了解水粉色彩的特性，水粉颜料大部分颜色是比较稳定的，
如土黄、土红、赭石、桔黄、中黄、淡黄、橄榄绿、粉绿、
群青、钴蓝、湖蓝等等。但是，深红、玫瑰红、青莲、紫罗
兰等颜色就极不稳定，容易出现翻色，不易覆盖。水粉颜色
的透明色彩种类较少，只有柠檬黄、玫瑰红、青莲等少数几
种颜色。而且，水粉在湿的时候，它颜色的饱和度很高，而
干后，颜色失去光泽，饱和度大大降低，这就是它颜色纯度
的局限性。水粉明度的提高是通过稀释或含粉质颜料较多的
浅颜色来实现的。它的干湿变化非常之大，往往有些颜色只



加少许，在湿时和干时，其明度就表现出或深或浅的差别。

当地色彩丰富，如何进行色彩的组合，不仅要有色彩的感觉，
还要清楚色彩的组合搭配规律，了解色彩的性格。

构图

这次实习过程中还尝试了多种构图方式。垂直式构图，南屏
的水车和树林强调竖向线条，充分显示出了树木的高大，同
时增强了画面的深度感，更体现出了树林的苍幽。水平式构
图，南屏的河岸，更多的是强调水平线条，以及水面，给人
以平静，舒缓稳定之感。交叉构图，巷子的刻画，两侧的房
屋，所有的线条向巷子的中心收缩，强调出其透视感，把人
们视线引向深处。应用的最多的应属三角形构图，主要在刻
画建筑单体时，为了保持画面的平衡。s形构图，对田间小路
的刻画，s形的道路将大片的黄色稻田分隔开，将景色引向深
处，看上去更有韵律感，产生优美、雅致、协调的感觉。

建筑

徽派建筑给人留下的最深的印象应该是白墙黑瓦，风格独特，
结构严谨，雕镂精湛，不论是村镇规划构思，还是平面及空
间处理、建筑雕刻艺术的综合运用都充分体现了鲜明的地方
特色。尤以民居、祠堂和牌坊最为典型，被誉为“徽州古建
三绝”，南屏的倚南别墅，叶氏宗祠，西递的牌坊。马头墙，
小黑瓦，加上石雕、砖雕、木雕更加显现出了徽派建筑独有
的古雅，简洁中不乏富丽。

以山为屏，建筑聚集，高低错落，青山绿水间，黑白点点，
如诗如画。徽州古民居受文化传统和优美地理位置等因素的
影响，形成独具一格的徽派建筑风格。粉墙、瓦、马头墙、
砖木石雕以及层楼叠院、高脊飞檐、曲径回廊、亭台楼榭等
的和谐组合，构成徽派建筑的.基调。



徽派古民居规模宏伟、结构合理、布局协调、风格清新典雅，
尤其是装饰在门罩、窗楣、梁柱、窗扇上的砖、木、石雕，
工艺精湛，形成多样，造型逼真，栩栩如生。有“民间故
宫”之称的宏村承志堂前厅横梁上的“唐肃宗宴客图”
和“渔樵耕读”、“琴棋书画”等木雕精品，每每令旅游者
惊叹不已。徽州民居讲究自然情趣和山水灵气，房屋布局重
视与周围环境的协调，自古有“无山无水不成居”之说。徽
州古民居大多坐落在青山绿水之间，依山傍水，与亭、台、
楼、阁、塔、坊等建筑交相辉映，构成“小桥、流水、人
家”的优美境界。宏村，背靠古木参天的雷岗山，前临风光
旖旎的南湖，傍依碧水萦回的浥溪河，整个村落设计成牛形，
景色极为秀丽，有“中国画里的乡村”之称。徽州古民居，
多为三间、四合等格局的砖木结构楼房。两层多进，各进皆
开天井，充分发辉通风、透光、排水作用。人们坐在室内，
可以晨沐朝霞、夜观星斗。经过天井的“二次折光”，比较
柔和，给人以静谧之感。雨水通过天井四周的水枧流入阴沟，
俗称“四水归堂”，意为“肥水不外流”，体现了徽商聚财、
敛财的思想。民居楼上极为开阔，俗称“跑马楼”。天井周
沿，还设有雕刻精美的栏杆和“美人靠”。关麓的“八大
家”就是由八个兄弟的20幢民居屋舍相贯、院庭联幢而成。

徽派民居在室内装饰和摆设方面也极为讲究。正堂挂中堂画，
两侧中柱上贴挂楹联透出深刻的哲理，反映了徽商贾而好儒、
崇文重学的思想。厅内陈设条桌，桌上东边放一花瓶，两边
摆一古镜，中间是时钟，寓意徽商在外永远平安。走进徽州，
人们可以从众多鳞次栉比的古民居中看到“东方文化的缩
影”。

南屏，关麓，屏山，宏村，西递永远的徽州记忆。

美术课了解纹样教学反思篇五

实习地点：中国美术学院风景建筑设计研究院



实习单位介绍：

中国美术学院风景建筑设计研究院始建于1984年，具有建设
部颁发的建筑工程设计甲级资质、风景园林设计甲级资质、
建筑装饰设计甲级资质。

设计研究院以中国美术学院为学术背景，以我国第一个环境
艺术系的学术目标为宗旨，以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系、城
市设计系、景观设计系、环境艺术系、雕塑系、公共空间艺
术系、平面设计系等众多学科为人才后盾，利用学院众多的
国际国内学术交流活动，博取众长，使设计研究院具备了全
方位的国际化、艺术化、民族化的艺术氛围。设计研究院主
要从事城市环境景观设计、建筑设计、建筑装饰设计、陈设
设计、雕塑设计、公共艺术品设计及制作等相关产业。真正
做到以建筑、景观、室内为主的“三位一体、链接设计”。

实习目的：

通过在设计单位或其他相关单位实习，理论联系实际，掌握
环境艺术设计及相关设计行业的一般设计方法、工艺流程，
了解最新的设计思维，认识行业、市场的现状，达到对社会
需求的认知，以加深我们对专业的认识和行业法律法规的了
解，为下一阶段深入学习专业知识准备必要的实践基础。

【必备】会计类实习报告模板九篇

【必备】建筑类的实习报告三篇

【必备】师范类实习报告三篇

【必备】管理类实习报告四篇



美术课了解纹样教学反思篇六

为期两周时间的艺术写生结束了，在这当中，我们品尝了辛
苦，领悟了生活;走过了艰辛，思考了人生。疲累与我们为伴，
快乐与我们作友。记忆中留下的许许多多，令人回味，让人
沉思。仍然难忘石板岩的那一草一木，大自然的天然氧吧;山
里人的纯朴、善良、厚道，感觉一下子从车来人往、拥挤喧
闹的城市，回归到了宁静、安详、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那
种心情无以言表。同学们依依难舍，一句话：“石板岩的景
色好，石板岩的人更好。”

在石板岩写生的日子——是美好的日子，也是我难以忘怀的
日子;它将时刻提醒我在以后的人生路中要正确地对待任何一
件事物，也使我的心境逐渐平静，也再次学到了，思考到了
以前并不知道的东西。

石板岩的居民有什么特色?当地流传着这样的民谣：“石梯、
石楼、石板房，石地、石柱、石头墙，石街、石院、石板场，
石碾、石磨、石谷洞，石臼、石盆、石水缸，石桌、石凳、
石锅台，石庙、石炉、石神像......”即使你从没有到过石
板岩，也可以从民谣中听出来，石板岩的民居是由石头组成
的。在太行大峡谷里，你不管走到哪个村，见到的都是石头
房。关于这种房子，散文作家唐兴顺在散文《石板岩之韵》
中写道：“此间人家所居之屋在全国乃至世界居民中也有异
常特色，一律用石头建造。一座房屋只有门子、窗棂是木头
的......像童话中的建筑一样美丽。”对墙的内壁，山里人
先用麦秸泥泥一层，然后再泥上一层白灰泥，屋内便变得整
洁、亮堂。这种房住进去冬暖夏凉。就地取材成就了富有特
色的石板岩居民。古时石板岩山道崎岖险峻，交通运输极为
不便，人们进山出山运点儿东西都是靠肩挑手抬，山下的砖
瓦是很难运到山里的。再者，石板岩是个非常贫瘠的地方，
多数村民没有财力到山下买来砖瓦建房，即使有的人有财力，
勤俭的人们也不原意花那冤枉钱，眼前、身边、脚下，那塞
满天地间的石头就是最亲切、最经济、最顺手、最理想的建



筑材料。他们只需要花些力气把这些石头开出来，再根据自
己的需要凿成形，就可以建成一座称心的房子。这种房子在
发展旅游业的今天，形成自己独有的地方特色，形成一种极
富地方文化魅力的建筑。一开始同学们看到这么多的石板、
房子有点手足无措，不知从何画起。于是老师就耐心地讲解
并亲自作范画给我们看。按照老师的讲解，先构图，注意疏
密关系，画多了自然就好了。

晚上，我们进行讨论和总结，老师点评。由于画的是速写，
对于收集素材和锻炼手绘能力很有帮助。在这里，我们看到
了很多名家作品，知道速写非常严谨，线的虚实、画面的疏
密、线条的美感等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仅增长了专业知
识，而且陶冶了情操。那种回归自然的恬淡心境，真是无法
用确切的、精美的词句去描写，太美了。校外写生，让我们
学到了如何思考以前不知道的东西。听到的是山民的欢歌笑
语，感受到的是山民的热情厚道、真诚好客。

在这里，大自然的绚丽壮美，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恶劣和
险峻的路途，艰苦的历程，都强烈地吸引和刺激着同学们的
感官，激励求知探索的欲望，唤起强烈的画画冲动。这种被
真实所打动的激情所迸发的创造活力，又使笔下的作品随情
感的涌动而产生激动人心的视觉效果、生命力与凝聚力。一
周的写生活动中，我们的.凝聚力得到了煅造，行走在不平的
山路上，相互关照、互相提醒，同学情谊、师生情怀，无一
不显示在山谷中、悬崖边、飞瀑旁。

美术课了解纹样教学反思篇七

二、实习地点：苏州、杭州、上海

三、实习形式：专业考察

四、实习目的： 本次写生实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通过对实体
建筑的感知和认识，结合平时在学校学的理论知识，通过对



不同风格和时代的建筑的观察和理解，来更好的学习设计和
创造出新的设计。

五、实习报告内容：

（一）苏州艺术考察

1、苏州园林

苏州素有“人间天堂”的美誉。此次实习我们去了古典园林
中的拙政园和狮子林。苏州古典园林宅园合一，可赏，可游，
可居，这种建筑形态的形成，是在人口密集和缺乏自然风光
的城市中，人类依恋自然，追求与自然和谐相处，美化和完
善自身居住环境的一种创造。

“中国园林之母”——拙政园

来去无尽的流水，蜿蜒曲折、深容藏幽而引人入胜；通过平
桥小径为其脉络，长廊逶迤填虚空，岛屿山石映其左右，使
貌若松散的园林建筑各具神韵。整个园林建筑仿佛浮于水面，
加上木映花承，在不同境界中产生不同的艺术情趣，如春日
繁花丽日，夏日蕉廊，秋日红蓼芦塘，冬日梅影雪月，无不
四时宜人，创造出处处有情，面面生诗，含蓄曲折不愧为江
南园林的典型代表。

狮子林

狮子林为苏州四大名园之一，至今已有672年的历史。狮子林
假山，群峰起伏，气势雄浑，奇峰怪石，玲珑剔透。假山群
共有九条路线，21个洞口。横向极尽迂回曲折，竖向力求回
环起伏。游人穿洞，左右盘旋，时而登峰巅，时而沉落谷底，
仰观满目迭嶂，俯视四面坡差，神妙夺天工。

2、 山塘街、平江路



山塘街东起阊门渡僧桥，西至苏州名胜虎丘山的望山桥，长
约七里，所以苏州俗语说“七里山塘到虎丘”。山塘街历史
悠久，它始建于唐代宝历年间，至今已有一千一百余年。据
传说乃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所建。山塘街一直被誉为“姑苏
第一名街”。

800多年来平江路依然在原址保留了它河路并行的格局、肌理
和长度，小桥流水、粉墙黛瓦，房屋的体量、街道的宽度和
河道，比例恰当，显示出疏朗淡雅的风格；平江路两边小巷
特别是东边，还较好地保留了多条水巷，很有水城味道。

3、 苏州博物馆

苏而新”的设计理念。以及被称为“不高不大不突出”的设
计原则。形态上，色彩的把握，和周围建筑保持一致。

在庭院的处理上，保留了很多和苏州过去的园林相似的地方。
但在反映园林文化的同时，但又并不是照搬过去的形式，而
是将许多苏州传统的东西，通过一种新的方式来表达出来。
在新馆建筑的构造上，大量使用玻璃，和采用开放式钢结构，
现代的钢结构替代了苏州传统建筑的木质材料，由几何形态
构成的坡顶，既传承了苏州城内古建筑纵横交叉的斜坡屋顶，
又突破了中国传统建筑“大屋顶”在采光方面的束缚，充分
体现了“让光线来做设计”的理念。此外，中央展厅顶部是
以米字形钢结构构成，完全没有任何支撑，然而嵌在结构中
的石材，每块重达三四百公斤。这些都完全是通过现代的技
术手段来实现的。

面对像拙政园、狮子林这样的苏州园林经典，不仅在建筑上
超越是一种挑战，而园艺上更是无法超越。贝聿铭认为，传
统园林的假山已经做到了极致，后人是无法超越的，为此，
他则选择了另辟蹊径。以和拙政园相邻的一面白墙为背景，
在前面以石片作为假山。“以壁为纸，以石为绘”，在朦胧
的江南烟雨笼罩中，将其喜爱的米芾山水画加以立体呈现，



远远望去就像连绵不绝的山峦将新馆与拙政园相连。

4、 同里古镇

同里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典型水乡风格的古镇。同里风景
优美，镇外四面环水，镇内由15条河流纵横分割为7个小岛，
由49座桥连接。镇内家家临水，户户通舟；明清民居，鳞次
栉比；宋元明清桥保存完好。它以小桥流水人家的格局赢
得“东方小威尼斯”的美誉。

（二）杭州艺术考察

1、 浙江美术馆

浙江美术馆是中国工程院程泰宁院士的代表作，是现代化程
度最高的美术馆之一，毗邻西湖。分为四层的现代建筑，采
用全玻璃顶的优质采光。

2、 西湖

杭州之美，美在西湖：西湖依杭州而名，杭州因西湖而盛。
自古以来就有“天下西湖三十六，此中最美是杭州。”西湖
四周，绿荫环抱，山色葱茏，画桥烟柳，云树笼纱。西湖不
仅独擅山水秀丽之美，林壑幽深之胜，且更有丰富的文物古
迹、优美动人的神话传说，把自然、人文、历史、艺术巧妙
地融为一体。

（三）上海艺术考察

1、 上海外滩及南京路步行街

上海作为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也是中国大陆的经济、金
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外滩位于上海市中心区的黄浦江畔，它
是上海的风景线，是到上海观光的游客必到之地。外滩又名



中山东一路，全长约1.5公里。东临黄浦江，西面为哥特式、
罗马式、巴洛克式、中西合璧式等52幢风格各异的大楼，被
称为“万国建筑博览群”。而外滩夜景却是绝不可错过的。

南京路是上海最繁华的街区，素有“中华商业第一街”之誉，
东起外滩，西至静安寺与延安西路交汇，全长5.5公里，两侧
商厦鳞次栉比，云集着约600多家商店。商业繁荣是南京路永
恒的主题。

2、 中华艺术宫

中华艺术宫场馆原是由何镜堂先生主持设计的上海世博会中
国国家馆，，表现出了“东方之冠，鼎盛中华，天下粮仓，
富庶百姓”的中国文化精神与气质。值得一提的是：中华艺
术宫的馆标基本延用世博会中国馆馆标的主要元素和设计理
念，包含了繁体的“华”字，同时勾勒出世博会中国馆“东
方之冠”的形象外观，颜色则选用东方红。

深刻，头顶上做成极具地域特色的建筑屋顶的发生装置与放
出的极富民族色彩的音乐让我感受到了建筑与音乐课堂上讲
的场的概念。

实习总结体会：

通过这10天的学习和考察，还有对建筑的亲身体验。通过对
古典的苏州园林和苏州博物馆的观察理解，对苏州博物馆与
浙江美术馆的对比，对中华艺术宫的理解与体会，对建筑与
音乐的切身感受与认识，更深刻的理解了理论知识。收获颇
多，在这里按以上几个部分简单的做一下阐述。

（一） 苏州园林

苏州园林作为中华建筑艺术之瑰宝竟如此超前的体现出当前
建筑设计师所提倡的“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交流。



“十分值得学习。其中体现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也正成为
当今建筑界研究的热门。这里的天人合一，我们可以理解为
人为与大自然的和谐统一，在苏州园林的设计建造过程中因
势利导，因地制宜先堆山、理水，随机种植花木构成园林之
基础，而后再顺应自然地势增加建筑，开合相适，讲究自然
情趣的不对称。

在空间划分中，苏州园林在面对实际面积狭小与意境宽广的
矛盾中运用以小见大扩大视觉空间的手法。园与园之间以墙
分隔，又借以花窗相互渗透，一步一景。

苏州园林中的将藏与露，疏与密，虚与实，迂回曲折的空间
变化，相互渗透的空间层次发挥到了极致，诗情画意尽在这
灰墙黛瓦围合的小小空间里。我们要学的还有很多很多。

（二） 苏州博物馆与浙江美术馆的对比

07年建成的由程泰宁先生设计的浙江美术馆与06年建成的由
贝聿铭设计的苏州美术馆在先天条件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一
个位于西湖之畔，另一个与苏州拙政园仅一墙之隔，设计者
分别是建筑大师程泰宁和名满天下的华裔建筑师贝聿铭，在
浸润着江南文化的苏杭，两顿建筑都探索了中国传统美学在
当代建筑中的延续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