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师美学课堂》教案 

课题名称 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视野的延伸与遮挡 

设计者 崔雪 所属章节 第三章 建筑生态之美 

教学对象 小学高年级 教学场地  

教学目标 1.初步了解借景的基本做法，认识并理解建筑上如何通过视野的遮挡与延伸创造美的感受；

并用以分析经典建筑之美；能够设计、制作漏花窗模型； 

2.通过对比、分析、实践，发展逻辑思维能力，理性思维能力；通过赏析发展审美判断能力； 

3.感受因视野不同形成的建筑空间之美；建立对古代园林艺术的文化认同。 

教学重点 了解建筑中如何通过视野的延伸和遮挡创造美景 

教学难点 了解建筑中如何通过视野的延伸和遮挡创造美景 

教学评价 1.举例至少 2 个生活中用到借景的建筑，描述清楚如何借景，并进行分类； 

2.分析、描述出至少 2 处经典建筑中如何通过改变视野造景；归纳、总结出规律； 

3.设计、制作完成漏花窗。 

课时安排  

教学准备 便签纸、大卡纸、硬纸板（纸箱），刻刀（剪刀），铅笔，直尺、橡皮（胶水或双面胶） 

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建立认识 （学生课前分组） 

1.提供“距离产生美”阅读材料（每组一张阅读卡、

或展示 ppt），提出讨论问题：什么原因让诗人对家

的美产生了不同的感受；诗中出现了几个位置，分

别从哪看到的？ 

2.引导 2-3 组学生交流讨论结果，其他组评价。 

3.引导学生思考、总结距离产生的美是视野不同形成

的视觉上的美的感受、观察发现了美。 

 

1.按小组阅读卡片，讨论问题，形成小

组答案，记录在阅读卡下面（或记录纸

上） 

2.推选出小组发言人展示讨论结果，评

价其他组。 

3.思考距离产生的美是靠什么实现的。 

解读理解 1.由感觉的“看”联系到建筑的“窗”，以“窗含西

岭千秋雪”为例，讲解窗如何拉近建筑内外空间，

引入自然景物，提供美的感受。 

2.提出问题：你周围的环境中，有哪些建筑上可以通

过改变视野实现借景，把远处、相邻、建筑外高大

的、建筑外低处的或不同季节的自然之景纳入家中、

园中，让人感受到自然之趣？ 

3.将学生记录纸(标号)粘在黑板上展示，给出七个借

1.倾听、思考。 

 

 

2.按小组讨论问题，找出 2 个建筑，并

按提示进行分析，将每座建筑分析记在

一张大纸上。 

3. 根据视野变化进行分类；小组讨论

后将借景种类写在便签上，贴在每个建



 

景种类（近借、远借、邻借、互借、仰借、俯借、

应时借），提供便签，引导学生分析、归类。 

4.引导学生阐述归类理由，并进行总结。 

5.引导学生分析纳入了哪些自然景色，并交流，总结。 

筑的卡纸上； 

4.按小组分析后，阐述归类理由，互评。 

5.对纳入景物方式进行分类、分析，总

结出人工与自然的融揉是对美的追求。 

迁移赏析 1.提问：人欣赏建筑的美可以在建筑的什么位置？ 

2.展示图片，以提问的方式，以见山楼为例，引导学

生分析视野如何延伸；以豫园复廊为例，引导学生

分析视野如何遮挡；配合 ppt，小结。 

3.分配任务，将剩余的 8 个建筑分给各小组讨论，

完成表格，并引导学生交流、评价。 

1.思考“望”的角度，回答问题。 

2.思考，并回答，见山楼前的曲折的步

道起到什么作用，复廊是什么作用，为

什么要这样做？ 

3.按小组讨论，完成表格。按小组交流，

评价其他组；归纳总结改变视野变化的

基本规律。 

实践体验 1.总结过渡，展示漏花窗图片，提问漏花窗都有哪些

形状？花窗上有哪些图案，透了什么产生了美的感

受？ 

2.小结推进：美来自于发现，来自于看事物的视角。 

提出问题：设计、制作一扇漏花窗，画出透过这扇

窗看到的景物。发放材料指导制作。（根据时间安排

可小组制作一个，也可每人制作一个） 

3.引导学生用窗向外看或看展示图片，画下景色。 

4.引导学生进行小组内（组间）展示、互评，条件允

许可欣赏窗产生的光与影之美。 

1.根据老师的提问，从窗户形状、内容、

透的内容（透光、透景）感受、体会意

境和韵味。 

2.思考，小组讨论窗户的形状、图案。 

按组领取材料和工具，开始制作。 

 

 

3.跟随老师引导画下由窗户看到的景

色。 

4.展示透花窗，介绍窗户的形状、图案、

设计思考和赋予的意义等。互相评价。 

拓展延情 1.小结过渡，距离产生美，视野的延伸和遮挡产生了

望的距离，创造了美的意境。建筑大师可以很好地

使用视野改变的做法创造不同的美感。 

2.引入大师，引导学生阅读大师介绍，提问：从两个

角度映入游人眼中的画面分别是什么？根据大师的

话语，你认为可以如何表达、呈现出美的事物？ 

3.总结：美来自于观察、观察的视野不同，产生不同

的美感，依据此可通过建筑设计创造美。去看、去

体会来感受美，手绘图画可以记录美，结合生活需

求设计可以创造美的感受，让生活更美好。 

1.跟随教师思路对前述过程进行简单

总结。 

 

2.阅读材料，从文中找答案；对大师话

语进行总结、提炼。交流。 

 

3.跟随教师总结 



附件 1 

序号 建筑名称 
视野被延伸还是

被遮挡 
视线视野变化的做法 

1. 苏州拙政园见山楼 延伸 一段曲折的小巧，拉长了距离，延伸了视野 

2 无锡寄畅园 延伸 
把园外景色借到园内，视野从园内延展到园外， 

扩大了空间 

3 故宫博物院午门 遮挡与延伸 门缩小视线范围，将视线聚焦到主要建筑上。 

4 苏州留园月洞门 遮挡与延伸 
两边种植树木，遮挡住围墙，只漏出月洞门，突出门

中之景物，门像一个画框，将视野延伸到植被上 

5 上海豫园复廊 遮挡 
复廊上用墙分隔成两部分，把庭院分成不同的空间；

平面曲折，变换人的视线的角度 

6 苏州耦园窗 遮挡 
通过窗将视野延伸至室外，丰富了空间，形成了框，

仿佛一幅图画。 

7 扬州何园洞窗 延伸 

洞窗联系了内外景色， 

把景物切割成若干相对孤立的单元，形成清晰稳定的

框景，犹如图画； 

8 
北京市世园会中国馆

水院 
延伸 

上面“水井”留下来的水，在下层形成飞瀑，延伸了

下层的视野 

9 日本美秀博物馆 遮挡 通过聚焦视线，互相为景； 

10 
秦皇岛三联海边 

图书馆 
延伸 

通过窗与自然环境相融通，将海景纳入视野。人看海

时，透过窗户就有了视觉限制，有了视线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