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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苏州园林》教案设计分析 
◆付千真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省  311121） 

 
《苏州园林》是八年级上册第单元的一篇说明文，原题为“拙

政诸图寄深眷——谈苏州园林"，取自叶圣陶赠予陈丛周的《洞
仙歌》。本文原是叶圣陶先生为陈丛周先生编辑的《苏州园林》[1]

摄影集作的序文。 
一、《苏州园林》教学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1.教学目标设置： 
（1）三个维度相互割裂 
这一现象主要出现在百度上搜索到的教案中，多数教师将目

标设置为三点，形式多是： 
①知识与能力：…… 
②过程与方法：…… 
③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由此看出许多教师未掌握三维目标的实质内涵。 
（2）目标设置过于空泛 
大部分的教学目标主要指向让学生把握文章总分的说明顺

序、了解文章语言的准确性，逻辑的严密性。如苏红梅老师的《苏
州园林》[2]教案设计、王学霞老师的《苏州园林》教案。在“情
感态度与价值观”这一维度中，侯晓梅老师将目标设置为“培养
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思想感情”。笔者认为这一目标过于空泛。 

（3）目标设置未考虑学情 
针对说明文教学，王荣生老师指出并不是课文所有内容都要

“教”给学生，需要思考的是就这篇课文的整体阅读来看，学生
已有哪些基础经验，哪些地方学生可能遇到困难；就这篇课文最
值得“教”的内容来看，学生已懂得了多少，哪些内容需要补充
相关知识，哪些地方需要深化理解。[3]大部分老师把文章的说明
对象、使用的说明方法等大多数学生不需要教就会的内容作为教
学重点。 

（4）目标设置未结合文本特点 
本文的比较视角较为丰富，多数教师对作比较的说明方式点

到为止，没有进行深入研究。 
2.教学活动设计： 
（1）导入形式单一枯燥 
多数教师都是从图片欣赏导入教学的，如余耀清老师的《苏

州园林》教学设计、丰非非老师和向浩老师的《苏州园林》[4]教
学设计。这样的导入若不充分展开，仅流于形式，对学生的学没
有实质性的提高。 

（2）过于强调分段教学 
有些教师将“默读课文，圈画出全文最重要的段落和各段中

最重要的句子，讨论各段中心句的作用”作为第一个教学活动，
其目的在于分析文章结构。这一教学活动是从学生学的角度出发
的，是必要的，但是应该在教师引导学生把握了“这一篇”的说
明对象以后进行。 

（3）活动衔接不够紧密 
有教师在引导学生阅读 1-2 段时，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从

这两个自然段中能够感受到作者内心的情感，那是一种怎样的情
感；二是哪一句最能概括苏州园林结构布局上的特点。两个问题
之前衔接性不强，分析情感可在品味词语之后连带分析，不应该
作为一个重点。 

（4）教学内容未结合学情 
初二的学生对了解说明文，的说明方法有一定的学习基础，

多数教师对学生已经掌握的内容进行细致的教学。此外，根据刘
凤霞的《初中语文叶圣陶作品研究》[5]可知：叶圣陶先生的这篇
说明性文章，虽然总体特点仍旧是平实简易，但十分注重选词练
字。绝大多数青少年会在某段时间抱怨自己词不达意、语无伦次，
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他们偏爱形容词、名词、副词，为了
使自己的词汇量成倍的增加，他们翻阅词典寻找自己喜欢的词
语，精挑细选，一丝不苟，或者背诵名篇名句，希望自己在交谈
时能够显得更优雅，能够震住自己的同伴。因此，像《苏州园林》
这样优美典雅、词汇丰富且富于变化的说明文选入初中语文课本
中是很切合青少年对获取海量词汇的心理需求的。教师在确定教
学内容前应当结合学情，谨慎把握。 

3.作业布置 
（1）要求过于空泛。如“请你模仿课文，选择一个地方用

准确的语言介绍出来”，这样的作业设计未立足于“这一篇”，似
乎所有介绍某地的说明文都可以布置这样的作业。 

（2）形式大多雷同。作业多是写一篇说明文，主题围绕“我
的家”、“我的学校”、“某一处你喜欢的景”等。虽然主题不同，
但实质是进行写作训练，形式单一。 

（3）作业设计缺乏深度。如王亚静老师将“课后了解有关
说明方法的知识，总结本文采用了哪些说明方法”作为作业，虽
是对课堂内容的巩固，但是对学生的思维拓展没有实质性提高。 

二、教学设计的部分修改 
1.教学目标 
根据文体特点、学情分析、文章独特性、单元提示和课标要

求，将“理解并掌握作比较的说明方法”作为教学的一个重点和
难点，并将“了解我国在园林建筑方面的成就，培养欣赏园林的
兴趣”作为补充。 

2.教学活动 
（1）导入。教学导入借鉴张国生老师的故事导入、袁聪莲

老师和葛明霞老师设计的对联导入。故事导入： 
师:我国有一座建筑，在世界最大的博物馆一美国纽约大都

会博物馆获得金奖，你们知道是什么建筑吗? 
生(杂):长城.....故宫.....国家大剧院.....乌巢..... 
师:都不是。它叫“明轩”。就是这个(多媒体展示图片),但它

的原名不叫“明轩”，叫“殿春移”，“移”是书房。这是它的内
景(多媒体展示图片)，这是它的庭院(多媒体展示图片)。它是苏州
的一个著名园林-.“网师园”中的一个小院。 

对联导入：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冠江南 
窥苏州园林之一斑——见全国园林之全豹 
教师总结：第一联，盛赞了苏州园林的美丽，第二、三联，

写出了苏州园林在全第二、三联，写出 
了苏州园林在全国园林建筑中的地位。并请学生在第一段中

找出与上面对联意思相同的词语。 
（2）教学问题补充设计 
①文中具体涉及了几处比较？ 
苏州园林总体特征与苏州园林中的各个园林的个性特征的

比较（共性和个性的比较）；苏州园林与其他园林的比较；建筑
中的对称与不对称；山水的自然与不自然；空间的层次与时间的
差异；苏州园林的素色与北京园林的彩绘。[6]②苏州园林的门和
窗的图案美与苏州园林的图画美是否不够和谐？说明理由③回
忆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你认为“百草园”与苏
州园林有何差别？④根据叶圣陶先生的《从＜扬州园林＞说起》
一文，有人认为不论是根据作者的创作背景还是《苏州园林》的
文章内容，都能够总结出原题应是《拙政诸图寄深眷——谈苏州
园林》，而不是《拙政诸园寄深眷——谈苏州园林》，你的观点是
什么？说明理由 

作业设计： 
①请你以导游的身份，结合文章内容，为苏州园林设计一章

图文并茂的宣传单。②请结合文章内容，并阅读陈丛周先生的《苏
州园林》，为苏州园林设计一张门票，并附上自己的设计理念。 

设计意图：文章原是为苏州园林的图片集作的序文，必然有
适当的图片与文章相配。图文相配，可以考察学生对苏州园林的
特点是否真正把握，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的审美鉴赏能
力。另，作者在文中假设了是在写游览者游园的感受，以导游的
身份对文章内容进行筛选、改写，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学生的写
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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