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课 《中国民居建筑探究》教学设计

——常州市劳动育美项目式学习系列课程 宋剑湖小学龚绯霖

一、教学目标

1.通过对本课的学习，使学生对中国民居建筑艺术中具有悠久历

史和独特风格的传统民居有所了解和认识。

2.使学生初步了解我国传统民居的基本特征、主要成就以及重要

价值，提高视觉感受能力。通过对民居建筑的欣赏和评述，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初步理解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道理，提高学生的人

文修养，形成健康的审美情趣。

3.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获得传统文化的熏陶，培养学生热爱祖国、

热爱祖国文化遗产的情感，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

二、教材分析

1.编写思路

本课内容来自于我校劳动育美项目组开发的《我心目中的民居建

筑》特色课程。

课程主要面向学生的成长需求：

丰富学生学习方式，提供真实情境，让学生学习真实发生，能激

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

多学科、跨学科、直至超学科的形式展开，它包括学科内综合和

跨学科综合的项目，学生以团队的形式，完整地经历提出问题、规划

方案、修订方案、解决问题、形成成果、展示交流、评价改进各阶段，

不断发展综合能力。

构建新型师生关系。项目式学习是学生自主探究的过程，以往，

教师接触的教学情境通常是对正确答案的追求，而在项目式学习，学

生时刻会遭遇到挫折和失败，教师要学会等待，容忍学生的犯错，学

生的犯错和调适过程是学生心智自由成长，心智结构变化的过程。



促进五育融合，实现五育并举。项目式学习涵盖了多学科知识体

系的共融，在学生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将问题转化为项目，将学科知识

内化，梳理，更新，从而实现五育并举。

我国建筑艺术有着辉煌的成就，以其独特的魅力和艺术价值在世

界上占有重要的位置，而传统民居是中国建筑体系重要组成部分。本

课选用的内容可分三大方面：一是介绍中国传统民居的建筑模式、外

观造型和艺术价值、文化内涵。二是介绍中国民居的主要建筑构件、

装饰手法等。三是以民居建筑为切入点，介绍所延伸的艺术创作活动，

欣赏各种表现形式，包括名家名作和学生作品，体会中国传统民居的

美。

在教学安排上，选择本地区学生相对熟悉的民居，从宏观到微观，

从大到小，由外而内，从真实到抽象等各个角度去欣赏，使学生了解

中国各地典型的民居建筑艺术风格，理解中华民族这一宝贵遗产价值

之所在。并体验中国传统民居的独特魅力：布局美、装饰美、人与自

然的和谐之美，以及其中所蕴含的人文思想。也可以结合目前城市建

设、商业开发中存在的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对古民居进行保护和

利用。

2.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学习建筑艺术的欣赏方法，讨论、评述中国古民居的艺术

表现形式和人文内涵。

难点：在欣赏中国传统民居的同时，涉及中国建筑史，掌握有关

历史知识、文化背景、地域特点等。

课前准备：

（学生）自行查阅我国典型的民居相关资料。

（教师）准备好有关的资料和图片。



三、教学过程

1.回顾讨论，揭示课题。

出示江南民居图片及部分学生作品，总结江南民居特点，并引出

话题，探讨中国各地典型民居。

2.初步探究，提出问题。

①组织学生欣赏各地的民居图片及资料，探究各地民居的造型特

点。

②你还能说出别的有特色的传统民居建筑吗？说说你的看法。

2.分组讨论，表达感受。

黑板上根据学生所列出的民居，分别出示福建土楼、陕西窑洞、

云南吊脚楼等，学生小组活动。

组织学生分组讨论、评述。教师总结。

3.深入探究，课外作业，学习评价。

组织学生利用课前调查、网上资源，观察、感受不同民居建筑的

特点，并通过画一画、写一写的方式进行小组交流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