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师美学课堂》教案

课题名称 来自自然之美——环境的协调与突出

设计者 崔雪 所属章节 建筑生态之美

教学对象 小学高年级 教学场地

教学目标 1.了解从山、水、植被、建筑赏析园林中之美，能够初步进行园林赏析，能够结合情境、

要求设计并制作园林模型。

2.通过园林设计制作，发展问题解决能力，合作能力、创新能力；通过赏析，发展审美判

断能力；

3.感受中国古代园林艺术人工建筑与自然融揉之美，感受中国古代园林艺术，初步理解园

林中建筑与自然是整体的观念；认识到“园林是城市中的自然”，园林追求的是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的方式。

教学重点 设计、制作园林模型

教学难点 设计和制作的园林模型，既有古典园林元素（山、水、植被、建筑），又能满足现代生活（社

区居民健身、休息、娱乐）需求。

教学评价 1.至少找出一个生活实例，分析优点及可改进之处。

2.观察得出园林中的主要自然元素有山、水、植被和建筑；对比、分析得出园林中建筑与

自然的整体的，统一协调的关系。

3.完成模型设计与制作，简述优点，评价其他作品。

课时安排

教学准备 A4 硬卡纸、轻粘土、彩笔、园林建筑图片、便签纸（每组颜色不同，大便签纸每组一张，

小便签纸每组若干，可用彩纸和双面胶制作）、星星贴纸

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建立认识 1.展示素材，讲述“不同地点的园林”中的两个小

故事，提问（发散）：从这两个小故事中能看出什

么？谈谈你的看法；追问（聚收）：为什么要在院

子搭建亭子，种上植物，养鱼？这样做能够带给人

什么感受？

2.对学生的回答进行小结，引申城市与自然的关

系，提高认识。

无论哪一个时代，无论哪一种文化，人们借助山水

自然的元素，把大自然和城市文明联系起来，营造

舒适、美好的生活环境。

1.观察老师给出的图片，聆听故事，思

考问题，回答问题。

2.跟随思路总结。



知识迁移 1.建立迁移：发现城市中的自然，引导学生由故事

迁移到实际生活中。

城市与自然的联系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的方式，很

多建筑与自然环境的融合的地方，有些既能用自然

让我们的生活空间更舒适，又能创造美的感受；有

些地方却往往只注重使用功能，忽视人们对美的追

求。

提出讨论问题：周围的公园、社区中，有哪些好的

做法，又有哪些需要改进设计满足审美需求的？

2.挑选2-3组展示、交流，每组展示完，挑选1-2

组对展示组进行分析、评价。

1.从建筑融合了什么自然景物、是否满

足实用和审美需要，设计的优点或改进

之处三点进行思考，小组至少讨论正反

两个例子，填入表格。

2.按照上述三点，展示或评价。

提高认识 1.引导学生进行审美判断：展示图片，举例拙政园

与网师园，提问图片中都有什么？继续展示图片，

提问建筑与建筑、建筑与环境、建筑与自然之间有

什么联系？结合学生回答进行总结：以自然水景为

主，廊桥联系起水和陆地，建筑邻水而建，桥把水

分隔开，建筑物有高度但不突出，与周围的景物大

小均衡、协调。

人们为了离自然更近创造了丰富的、如诗如画的园

林——“城市中的自然”，在满足基本需求的同时，

向往诗意的栖居，留下了很多文化遗产。

2.将待分析园林图片贴在黑板上，引导学生结合图

片和表格分析建筑与自然融合美的因素、特征；

山、水、植被、建筑，构成园林。园林的元素基本

相同，却有着不同的美。结合图和资料，分析园林

中的自然元素、园林建筑与自然之间是怎样的关

系。

发便签，指导学生每个自然元素写一个便签上，建

筑与自然元素的关系写在一个便签上。

3.引导学生观察、归类、互评；可进一步讨论中外

园林在建筑与自然关系上的相同和不同点。

从整体与局部、多样与统一角度总结建筑与环境之

间，建筑与建筑、建筑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1.观察图片，思考，回答问题。

2.按小组，从自然元素和与自然的关系

两点讨论、分析图中建筑之美，完成表

格。

小组将结果贴在图片后。

3.互评、对有异议之处进行解释、分析。



迁移实践 模型制作

1.创设情境，提出要求

现在很多公园的设计即结合了中国古代园林的设

计思想，又采用了很多新技术，设计一个有山、水、

植被和建筑，又能满足居民健身、休息和娱乐需求

的社区公园。

2.发放材料，指导学生按小组进行设计和制作。

过程中，适当举例部分用轻黏土制作的模型样例。

3.展示交流：引导学生按小组进行展示介绍，展示

后，给每组认为最好的两个作品投票。（星星贴纸）

4.总结。要点：建筑与环境的关系要基于整体观。

1.进入情境，理解要求。

2.按小组、分工合作，完成设计并制作

公园。

3.按老师的引导展示作品，每组 1-2 分

钟，简述优点（如何达成设计要求）。

按小组评价其他组作品。

情感升华 1.提供阅读素材故事，提出思考问题：大师如何让

古建焕发新生。

2.总结。由大师的话语进行总结，符合自然规律的

东西都是美的，建筑文化是活态的，也是不断发展

的，古代园林的设计思想要理解、传承，也要有所

创新，才能不断满足人们需求。

1.阅读故事，从建筑与环境的关系思考

问题。

2.跟随老师进行总结和思考。



附件

序号 园林名称 自然元素 建筑与自然元素的关系

1. 北京颐和园 山、水、植被
借助天然山水，建筑依山而立，逐步高升，气派宏伟，与自然

浑然一体

2 承德避暑山庄 山、（水）植被 充分利用原有的自然景观和地势，借助自然和野趣的风景

3 苏州拙政园 石、水、植被
以水景为主，建筑邻水而建，桥建立了水和陆地的联系，建筑

高而不危，与周围景物均衡

4 苏州留园 石、水、植被
水、建筑和石峰在色调上与形体上形成了高低横竖对比，显得

冠云峰更高大

5 苏州狮子林 石、水、植被
建筑邻水而建，水边、建筑边都有假山，树木错落有致，营

造山林的感觉

6 番禺余荫山房 石、水、植被 小巧紧凑，利用自然元素形成丰富的空间

7 拉萨罗布林卡 水、植被
湖心宫仿佛置于池水形成的小岛上， 树木种类较少但很密，

显得建筑不突兀

8 日本京都龙安寺 石、砂砾、植被
用石头和砂砾代表山、水等，植物矮（苔藓），受天气影响小，

在寺庙营造一种安静的氛围

9 英国查茨沃斯庄园 水、植被

水池为规整的长方形，水面平静，仿佛建筑浮在镜面上，看上

去建筑与水融合在一起；水面两边树木修剪整齐，使建筑居于

视野中心

10 意大利埃斯特庄园 山、水、植被
以山体为依托，建筑看上去有气势，依靠落差形成有层次的喷

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