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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龙问道：探寻古建智慧  感受文化之美 

 

一、实践教学主题 

寻龙问道：探寻古建智慧 感受文化之美 

二、建议适用课程 

建议适用于部编版道德与法治五年级上册第四单元《骄人祖先 

灿烂文化》的实践教学活动，具体可对标第 9课古代科技 耀我中

华，其他小学中高年级段有关文化主题的学习也同样适用。 

三、教学目标 

1.通过小组合作探究，能利用已有学习资料去收集关键信息，

在寻龙活动的过程中，了解古建筑的独特精巧之处，初步体会所蕴

藏的建筑智慧。 

2.通过创设情境，随着各区域文化线索的不断深入，从中体会

古代建筑的匠心智慧，从而为中华民族创造的文明成就感到自豪。

通过对于亲耕大典的了解，感受古人的农耕文明，体会到勤勉的生

活态度。 

3.通过先农坛文创的设计活动，能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不

同的文创形式进行转化，在设计交流的过程中能够结合所学完整介

绍文创的特色，从而在感受文化魅力。 

四、教学内容 

本课内容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主要依

据，通过实地调研、小组合作、文化创新等形式，感知中华优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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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并通过落地的实践活动有效地使学生参与到文

化传承的过程中。 

本课以“龙”为主要元素，将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的优秀馆藏

以及对于古代建筑艺术的相关展览与先农坛的祭祀礼仪相结合，通

过“寻龙”、“话龙”、“创龙”三个板块，由潜入深，通过各主要场

馆所包含的龙文化元素（如：盘龙藻井、脊兽、彩画、特殊纹样

等），结合教师拓展的有关古代建筑与农耕文化的相关材料，使学生

深入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最后以文创设计为任务

驱动，将所学内容与学生自己的想象相结合，使学生对所学内容产

生自己独到的见解，在创意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传承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 

五、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能够初步了解古代建筑的巧妙以及其中蕴藏的匠心

智慧，对中华民族创造的文明成就感到自豪；结合对农耕文明的了

解，能够体会到勤勉的生活态度并能付诸实践。 

教学难点：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不同的文创形式进行转

化，在设计交流的过程中结合自己的创意能够结合所学完整介绍文

创的特色，做到文化传承。 

六、教学创新点 

1.打破时间、空间局限，让课堂更自由。本课设计基于在实践

基地进行相关的教学活动，以学生“真听、真看、真感觉”为宗

旨，打造沉浸式课堂，使得教学内容更加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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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于真实情境设计教学环节。本课以“为北京古代建筑博物

馆进行文创设计”为主要任务，创设真实情境，让学生在真实的情

境中去完成资料的收集、转化以及最后文创产品的生成，体验完整

的创意过程。 

3.采用线索链的形式，使知识生成更加连贯。结合本课内容将

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分成三块主要游览探索区域，结合课前的合理

预设以及课中生成，每个区域都分设了不同的知识线索，使学生从

在基础的任务到不断探索文化细节，增加实践学习的深度，创造沉

浸式的学习体验。 

4.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相结合，促进跨学科融合。本课创设了

文创设计制作这一真实情境，结合这一情景将不同学科融入其中，

语文、道德与法治、美术等在文创设计的各个环节发挥着不同的作

用，从理论到实践是学生体验完整的创作过程，促进“大思政课”

的形成。 

七、教学过程 

课前准备：明确游览要求，注意参观礼仪，学生分为三个小组

进行分组游览。 

（一）环节一：寻龙 

1.导入：同学们，今天我们来到了北京中轴线的南端西侧——

北京先农坛，作为北京中轴线上重要的祭祀建筑之一，它始建于明

朝的永乐年间，距今已有 600 多年的历史啦，为了能够更好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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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先农坛，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开动自己的小脑筋，为北京先农

坛设计富有创意的文创产品。 

2.布置任务：北京先农坛还有这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北京古

代建筑博物馆，为了让同学们更好的了解这座拥有 600多年历史的

皇家建筑，老师为同学们准备了三条游览线路，这里边都蕴藏着许

多有意思的文化元素，下面我们就来一起寻找一下吧。 

实践任务：古建寻龙 

“龙”自古以来都是皇权身份的象征，今年又恰逢龙年，请你

在游览的过程中找一找，在这些古老的建筑上都有着哪些关于

“龙”的元素，小组合作一起记录下来。 

路线一：神厨建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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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二：太岁殿建筑群 

 

路线三：观耕台、一亩三分地 

 

预设：学生根据随机抽取的游览地图到指定位置进行参观游

览，并将所看到的信息在学习单上进行记录。最后集中进行成果分

享 

（二）环节二：话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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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通过同学们的游览，相信各组对先农坛中的龙都有了不

同的见解，下面就有同学们为大家来一一解密你看到的哪些龙元素

吧！ 

小组交流游览成果： 

第一组：神厨建筑群 

预设：学生汇报展示游览成果 

                
图 1  门梁上的彩画                              图 2 屋檐上的脊

兽 

提问：彩画和脊兽都是古代皇家建筑常见的文化元素，你们知

道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建筑上吗，是单纯为了装饰还是另有他用？ 

学生预设：起到装饰作用；代表皇家建筑 

简述：古代的皇帝自称为天子，而龙则是皇权的象征，正如大

家所说，之所以建筑上会出现这么多龙的元素，正说明了建筑本身

就是实打实的皇家建筑，但其实彩画和脊兽不仅仅只是皇家建筑的

代表，里边还蕴藏着许多隐蔽的文化细节。下面有请专业讲解员老

师为我们讲解一下其中的奥秘！ 

（馆内讲解员讲解彩画和脊兽的由来以及所代表不同的文化内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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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设：学生根据学习单的补充资料，结合讲解员的讲解了解彩

画和脊兽的不同含义。 

    图 3 学习单补充材料（彩画的样式） 

过渡：刚才伴随着讲解员老师的讲解，老师发现了一座特殊的

建筑，我们来看这张照片，你们能找到在哪里吗？ 

（出示线索：宰牲亭） 

 
图 4 先农坛宰牲亭 

（师生共同找到并前往宰牲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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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那么你认为宰牲亭相较之前我们看到的建筑等级高吗，

说说你的理由？ 

预设：不高，因为脊兽的数量少、没有龙纹。 

讲述：通过刚才薛老师的讲解我们可以看出，这座建筑在官式

建筑中等级很低，但是它却有着独特的两层屋顶究竟是怎么回事

呢，有请讲解员老师为我们解答！ 

（讲解员简单介绍宰牲亭的作用以及古代建筑屋顶的等级寓

意） 

预设：学生结合学习单补充材料了解关于古代官式建筑屋顶的

相关知识。 

 
图 5 古代建筑结构示意图 

过渡：通过讲解员老师的介绍，我们了解到古代官式建筑屋顶

的样式其实就代表着建筑等级，而宰牲亭使用的是悬山顶，是官式

建筑中等级较低的一种，虽然如此，宰牲亭也通过它独特的重檐设

计，让他成为了全中国官式建筑中的独一份。 

教师小结：刚才的学习让我们了解到了古代建筑中那些代表等

级的小细节，这些都在向我们说明，古代工匠们的精巧设计，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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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小细节都透露着工匠们的妙思。其实中国古代建筑的魅力还远不

止如此，下面我们就来继续寻找吧，我们前往下一个地点。 

第二组：太岁殿建筑群 

导入：浏览完神厨建筑群，我们来到的是先农坛体量最大的建

筑群——太岁殿建筑群，看看脊兽的数量和壁画的样式，是不是有

了明显的不同，那么除了我们已经发现的龙元素，在太岁殿建筑群

你还找到了那些龙的元素？ 

预设：学生汇报展示游览成果 

               

图 6太岁殿匾额                           图 7 隆福寺盘龙藻井 

过渡：正如大家所看到的那样，太岁殿正殿牌匾四周的龙栩栩

如生，彰显了古代工匠精湛的木雕技艺，说起木雕，刚才同学说到

的那条盘在天上的龙关于它的故事可不少，我们来走近了解一下！ 

（盘龙藻井下） 

提问：看到盘龙藻井的第一印象感觉如何？ 

预设：精美、壮观、有压迫感。 

讲述：我们眼前的正是明代隆福寺毗卢殿的盘龙藻井，整个藻

井最厉害的就是中心那条盘在头顶的巨龙，它是用一整块金丝楠木

精雕而成，形象逼真，栩栩如生。四周雕刻也十分精细，是难得的

艺术珍品。 



12 

 

提问：古代建筑为什么会有藻井？它又为什么叫做藻井？ 

预设：装饰屋顶、皇家建筑的象征 

讲述：在古代建筑的天花板上，只有皇帝宝座或是尊贵的佛像

上方才会建有藻井，后来慢慢地藻井的存在就成为了建筑身份尊贵

的象征，但藻井的作用远不止装饰屋顶、彰显身份这样简单。中国

古代的建筑大多采用的是木制结构，最大的问题就是怕火、怕烧，

所以最开始人们都用水藻这种水生的植物来作为藻井装饰的花纹，

而井呢，作为日常生活中主要的蓄水设施，古代建筑藻井的轮廓基

本上都是对照着井口的形状来进行设计，例如正方形、圆形、六边

形、八边形等等，所以藻井除了起到装饰作用以外，顾名思义古人

还赋予了它防火消灾的寓意，可见古代建筑处处都展现着工匠们的

智慧。 

在太岁殿可不止这一组藻井，请大家读一读下面这句诗词看一

看能不能找到与之相对应的文化元素。 

（出示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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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文化线索《水调歌头》（节选） 

过渡：宋代的大诗人苏轼苏东坡曾在《水调歌头》这首词中提

出了对天上宫阙的想象，其实如果你仔细观察，就可以在太岁殿建

筑群中的一组藻井上找到天上宫阙的模样，那就是这里的镇馆之

宝，国家一级文物，隆福寺星空藻井。 

 
图 9 隆福寺正觉殿星空藻井 

（师生前往太岁殿正殿参观星空藻井） 

讲述：整个藻井一共有六层，其中除了第四层以及最顶上的井

盖层以外都有着不同数量不同大小的建筑，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建筑

和整个藻井一样全部采用了古代建筑中经常用到得榫卯结构，也就

是说不用一钉一铆纯拼插完成，加上每层的底端都使用了雕有云纹

图案的金丝楠木做底，两者结合形成了祥云环绕的天宫楼阁场景。 

提问：请你仔细观察一下这组藻井有没有发现它与其他藻井的

不同之处？ 

预设：中心图案不是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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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问：我们刚才说到整个藻井呈现的是古人想象中的天宫场

景，这是对神仙而言；而像我们作为普通人，夜晚仰望天空，我们

可以看到什么？ 

预设：星空 

讲述：没错就是星空！大家仔细看一看藻井中心的图案，像不

像一片璀璨的星空？古建筑方面的专家研究证明，藻井中心的这幅

星象图是一幅名副其实的真实星象图，共绘有约 1400 颗星星，相传

这幅图来自于明代，这也间接证明了我国在很早以前就掌握了精准

的天文技术，如此说来一层又一层逐渐缩小的天宫楼阁上方正是浩

瀚无垠的无边宇宙，这样的设计是不是令人瞠目结舌呢！ 

教师补充：其实我们刚才所欣赏探寻的两组藻井都是北京古代

建筑博物馆建馆后才被安置在这里的，特别是眼前的这口正觉殿明

间藻井，上世纪七十年代河北唐山发生了严重的大地震，这次地震

严重波及到了北京，本就满目疮痍的隆福寺变成了危房，而这组精

美绝伦的藻井也因为这场地震成了散件，散落在其他寺院当中，由

于不妥善的保存方式导致各个零部件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直至

古建筑的老学者们的发现才让这些残件得以重新复原。 

引发思考：通过对于这俩口藻井的参观，相信你一定对古代工

匠们的精湛技艺有了很深刻的印象，其实神奇的还不仅如此。既然

说到了地震，北京中轴线上的众多古代建筑都历经百年屹立不倒，

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15 

 

 
图 10 原样封存的太岁殿原始立柱及底座 

（教师出示线索，师生共同前往线索所在地） 

    提问：不仅仅是太岁殿，中轴线上的许多建筑都是由木制材料

制成，经历了百年的风霜洗礼依然屹立不倒，这让全世界的工程设

计师都产生了疑问，于是他们就做了这样一个实验，请大家观看视

频思考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些木制结构百年不倒？ 

（平板播放视频：榫卯结构的抗震实验） 

教师小结：通过神厨和太岁殿两大建筑群的浏览，我们可以清

楚的感受到中国创造的强大，古人用灵巧的设计惊艳了全世界，让

所有中华儿女为之自豪。 

第三组：观耕台、一亩三分地 

导入：刚才的两座院落把古代工匠们的能工巧思体现得淋漓尽

致，那么这一组建筑又可以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呢，谁来说一说你

都找到了哪些龙元素？ 

预设：学生汇报展示游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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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观耕台护栏上的立柱              图 12 观耕台龙缠草纹路 

       提问：大家都来观察一下，刚才我们看到的龙大多都是与祥

云作伴，自由飞翔，再看看这边的龙，有什么不一样。 

       预设：龙的身边好像缠着叶子之类的东西。 

提问：这些看起来就像是穿着草裙的龙就是北京先农坛独特的

龙纹符号，那么结合着北京先农坛这一地名，你能猜到它的寓意究

竟是和哪类产业有关？ 

预设：与农业有关。 

过渡：回答正确，正是农业！既然说到农业，没有可以耕种的

土地怎么行，我们往这边走！ 

（教师同学共同前往一亩三分地） 

讲述：我们眼前的这块耕地可大有来头，它有一个大家都非常

熟悉的名字，叫做一亩三分地。关于为什么要叫一亩三分地史书

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但就像我们的长辈经常说的那样，管好自己

的一亩三分地其实就是让你好好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而我们现在

所看到的这块一亩三分地，在这块地上耕种的人可非同一般，你们

猜猜他是谁。 

预设：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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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正如同学们所说，先农坛和古代农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

系，从明朝永乐年间起，明清两朝的历代帝王都要在这里举办一场

盛大的仪式，我这里准备了一首歌谣，大家来一起听一听。 

（平板播放《三十六禾词》） 

教师补充：对照着这段唱词，大家能不能大致推测出这首歌谣

唱的究竟是什么？ 

（出示线索《三十六禾词》选段） 

讲述：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段歌谣出自一位皇帝之手，他就是清

朝的雍正皇帝。正如唱词中所说到的那样，“帝念民依重耕桑”古时

每年皇帝来到先农坛行亲耕礼，早在距今 3000 多年的周王朝就有了

对帝王亲自耕种的记载，皇帝为了勉励天下百姓勤于耕作，都要亲

自耕地以作表率。亲耕礼的场景究竟是什么样的呢，不妨请大家看

一看下面这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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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皇帝亲耕图 

过渡：这幅图描绘的就是雍正皇帝参加亲耕礼的盛况，皇帝亲

自耕种是古代祭祀先农礼仪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来看这段演

示视频。 

（平板播放亲耕演示视频） 

教师小结：皇帝右手扶犁，左手持鞭，由专门的官员们进行辅

助完成耕种，亲耕仪式结束以后，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皇帝要走

上观耕台，亲自观看王公大臣们进行耕种。 

我们身旁的这座观耕台就是清代最长寿的皇帝乾隆皇帝时期修

建的，他也是参与亲耕礼次数最多的皇帝，一共来了 28次，最后一

次参与耕种时他已经是一个 79岁高龄的老人了，足见古代帝王对于

农业的重视，现在的这座观耕台也成了全国唯一的存在，它见证了

中华农耕文化的千年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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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于观耕台以及亲耕礼的了解，足以看出无论是皇朝天子

还是普通百姓，都要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三）环节三：创龙 

过渡：通过各小组的探究以及线索的整理，我们可以深刻地感

受到古代人民的勤劳与智慧，其实这份精神早已延续到现如今我们

的生活中来了。老师这里准备了一首好听的音乐，请大家仔细聆

听。 

（平板播放歌曲《天路》） 

提问：请同学们思考，歌词里的“雪域高原”说的是我国的哪

里？ 

预设：青藏高原。 

讲述：我们的祖国幅员辽阔，在西南方向有着世界上海拔最高

的高原地区——青藏高原，在过去经济并不发达的中国想实现铁路

通车是相当困难的，要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中国工匠们就是

靠着一代代传承下来的亲来与智慧，不断攻坚克难，用了 26年的时

间打通了一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就像歌词中说

的那样，像一条翻山越岭的巨龙拉动了西藏地区的发展。 

现如今的中国已经逐渐成为基础设施建设的强国，被外国人称

之为“基建狂魔”在学习单上也为同学们准备了三个闻名世界的建

设工程，大家可以小组内部先交流一下了解完这些建设工程以后你

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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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中国的基建成就 

       预设：同学们分享感受，通过中国基建取得的成就感受到一

代又一代工匠们勤劳与智慧的传承。 

    教师总结：经过这一趟奇妙的先农坛探索之旅，一座座看似无

声的建筑都在为我们讲述着关于勤劳与智慧的故事，作为祖国未来

的我们更应该传承这份来自千百年前的精神火种，努力成为新一代

的“能工巧匠”！ 

八、课后思考题 

通过对于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北京先农坛）的参观浏览各组

同学都收集到了各种各样的文化碎片，请各组同学按照（设计、绘

画、营销）进行职能划分，以龙为主题，完成关于北京古代建筑博

物馆（北京先农坛）的文创设计，能充分地介绍自己的设计思路以

及宣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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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参考书目 

1.北京电视台文化音乐竞演真人秀《最美中轴线》第一季第 8

期。 

十、教学反思及建议 

教学反思： 

1.本课基于真实的生活情境，使学生沉浸式体验知识生成的过

程，通过各部分线索的指引与补充，使学生充分感知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 

2.本课充分利用了实践基地的实地资源，利用学生喜闻乐见的

元素“龙”串联了古代建筑博物馆的相关知识以及先农坛的农耕文

化，使得场馆充分利用且富有实践性。 

3.本课需要学生进行一定的前期知识储备，以保证在游览的过

程中更有效地找到知识的连接点，从而保证知识生成地更加顺利。 

教学建议： 

本课融合多学科教学，本课时为第一课时，了解实践基地所蕴

含地文化内涵；第二课时可根据文创设计的专业知识需要如美术学

科进行各种龙元素图案设计的指导；数学及语文学科对于营销方面

进行相应的指导等从而将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相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