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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园艺知识概述》教学设计 

周

次 
 时间 年  月  日 执教者 唐燕 

课题 《园艺知识概述》 课型 新授 课时 1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了解园艺的起源和发展，了解园艺的作用，掌握园艺的三种主要形式。 

过程与方法： 

学会根据园艺的起源与发展，分析现阶段园艺发展的趋势。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对园艺起源与发展的学习，树立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的思维方式，

形成辩证唯物主义价值观。理论联系实际，从而激发同学们的动手能力和观

察思考能力。 

教学准备 

师生准备 

师：教案、课件、花材   

生：课本、剪刀、花材 

教学重点 

教学难点 

教学重点：了解园艺的起源、发展和作用，掌握园艺的三种主要形式。 

教学难点：学会根据园艺的起源与发展，分析现阶段园艺发展的趋势。 

教学过程 

 

（师生互

动） 

引入新课： 

园艺简单地说是指关于花卉、蔬菜、果树之类作物的栽培方法。园艺的

起源可追溯到农业发展的早期阶段。 

讲授新课： 

一．起源与发展 

早期的园艺主要指农业发展的早期阶段。随着时代的发展，园艺生产包

括果树、蔬菜和观赏植物在内的园艺产品。园艺作物通常包括果树、蔬菜、

各种观赏植物、香料植物及药用植物等，主要分为果树、蔬菜和观赏植物三

类。相应地分为果树园艺、蔬菜园艺和观赏园艺。 

果树园艺主要是研究果树的品种、生长习性、栽培管理及产品处理，主

要是木本植物，提供可供食用的果实，包括落叶果树、常绿果树、藤本和灌

木性果树和一小部分多年生草本植物。 

蔬菜园艺主要是研究蔬菜的品种、生长习性、栽培管理及产品处理；以

一、二年生草本植物为主，不限于利用果实，根、茎、叶和花等部分也可利

用，因而又可划分为果菜类、根菜类、茎菜类、叶菜类和花菜类等；此外也

包括一小部分多年生草本和木本蔬菜以及菌、藻类植物。 

观赏园艺学主要是研究花卉和观赏树木的品种、生长习性、栽培管理及

http://baike.so.com/doc/4528408.html
http://baike.so.com/doc/2837510.html


应用。其品种既有一、二年生，多年生宿根或球根花卉，也有灌木、乔木等

花木，可为人们提供美的享受和用于防止污染，改善环境。 

二．园艺的作用 

园艺有助于调剂现代人的精神生活。鲜花的芳香，使人赏心悦目，情志

调畅。居室里放上几盆花卉，或在庭院种植一些花草、盆景，可以丰富和美

化家庭的环境，增添生活情趣，消除各种消极情绪。养花做盆景既是体力劳

动锻炼，也是文化艺术修养的体现。 

无论是在小小的阳台上，还是在私人花园里，园艺都能为人们带来欣喜

和愉悦。这种美的创造与美的传播为人们带来了多重的养生功效。而且，在

绿色环境地带活动，能缓解疲劳，消除紧张情绪，使皮肤温度降低，脉搏减

缓，呼吸均匀，嗅觉、听觉和思维活动的灵活性增强。 

三．园艺的形式 

常见的家庭园艺形式有养花、插花、制作盆景等。 

（一）养花  

花卉是幸福、美好、吉祥、友谊的象征，是大自然的精华，是美化人们

生活的使者。无论庭园建筑、居室装点、史书诗画无不与花相联。由于盆花

移动灵活，管理方便，更适合家庭种植。 

（二）插花 

插花是一门颇具内涵的艺术，不仅能赏心悦目，美化家居环境，丰富日

常生活，还能怡神养性，陶冶情操，给人以欢快之感、温馨之乐。家庭插花

按摆放位置可分为客厅插花和卧室插花。 

  （三）盆景制作 

盆景是有生命的鲜活艺术品，随着季节的变化，显示出大自然纯朴、美

妙的神韵，让人顿觉生命源于自然的力量。 

板书设计 

《园艺知识概述》 

一．园艺的起源与发展 

1．园艺的概念 

2．园艺的起源 

3．园艺的发展 

二．园艺的作用 

1．调剂现代人的精神生活 

2．带来多重养生功效 

三．园艺的形式 

1．养花  

2．插花 

3．盆景制作 

课后作业 
1．通过视频了解园艺的起源与发展。 

2．能够说出现代园艺的三种主要形式。 

 

 

 



2.1《露地花卉的栽培》教学设计 

周

次 
 时间 年  月  日 执教者 杨文忠 

课题 《露地花卉的栽培》 课型 新授 课时 1 

教 学

目标 

 

知识与技能 

了解花卉栽培种的步骤。 

明确不同的花卉需要在不同的环境下生长。 

过程与方法 

知道土壤的种类和花卉需要的土壤的配制方法。 

掌握花卉的定值方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观赏植物栽培和养护的实操操作，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懂得劳动

创造美，提升审美境界和探究能力、动手能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教学

准备 

师生

准备 

师：教案、课件、土壤标本、花卉幼苗   

生：课本、练习册、笔记本 

教学

重点 

教学

难点 

教学重点：花卉栽培地点的选择。 

教学难点：土壤配置比例、花卉的定值方法。 

教学

过程 

 

 

师 生

互动 

引入新课 

露地花卉的展示导入 

讲授新课 

露地花卉的栽培管理包括场地的选择、土壤准备、定值等。 

一．场地选择 

不同的花卉对环境的要求是不同的，根据花卉对光照的要求可以分为喜

光花卉和喜阴花卉，常见的喜光花卉有美人蕉、海棠花、茉莉花等，像这一

类花卉就需要栽种在阳光充足、向阳开阔的地方；喜阴或者半喜阴的花卉有

万年青、文竹、兰花等，那么这一类花卉就可以栽种在树荫下，或者中午时

间放置在室内。另外土地一定要平整。既要注意水分充足也要注意排水问题，

不同的花卉对土壤水分要求也不同，大多数花卉都喜欢水分适宜的土壤，家

庭盆栽花卉的土壤一般干透了再彻底浇一次水。 

二．土壤准备 

花卉种植土壤一般用园土、腐殖质和河沙按照 6︰3︰1的比例混合配制

而成。从户外取回来的园土要把杂草根、小石块、杂物等清理干净，盆栽花

卉的花盆底部需要放几块小砖块以便于透气排水，南方土壤酸性粘性较重，

可以加一点生石灰中和，同时放点沙子增加透气性；北方土壤碱性重，加点

有机肥改良。在配置土壤过程可以在土壤中加点干净的鸡蛋壳或者捣碎了的

水果皮，这样可以增加土壤肥力。 



 

 

 

 

 

 

 

 

 

 

 

 

 

 

 

 

 

 

 

 

 

 

 

 

 

 

 

 

 

三．花卉上盆定值 

定植是指把幼苗移栽到田间的过程。定植一般在春季或秋季进行，这时

候温度适中，光照比较充足，如能赶上雨季更好。先把花卉从之前的地方起

苗，起苗时要小心，不要碰伤花卉的根，最好多起一点泥土，把水分保住。

起苗后要尽快移栽。移栽时先把土壤刨开适宜的坑穴，把露出来的根整理舒

展开，把土回填按压，按压时力度要适度，既要让根部与土壤接触，也不能

让根部受伤，栽好后把水浇透放置于阴处，待半个月左右再和平常一样养护。 

板书设计 

1．场地的选择，分为喜阴、喜阳 

2．土壤准备，注意土壤配比和改良 

3．定值 

课后

作业 

1．观察不同花卉的栽种位置 

2．认识土壤并配置土壤 

3．移栽一些常见的花卉 



3.1《水培花卉的识别与选择》教学设计 

周

次 
 时间 年  月  日 执教者 付玉松 

课题 
《水培花卉的识别与选

择》 
课型 新授 课时 1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了解无土栽培方式，理解常见水培植物的类别和习性，并能够根据

不同的要求选择水培花卉，培养我们的分析能力。 

过程与方法： 

学会根据不同水培植物的习性和不同的要求进行水培植物的选择。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比较分析不同水培植物的习性特征，树立正确的辨证唯物主义

观点，养成求真、求实的科学态度。理论联系实际，从而激发同学们动

手培植水培植物的兴趣和动机，培养动手能力和观察思考能力。   

教学准备 

师生准备 

师：教案、课件、水培花卉标本   

生：课本、练习册、笔记本 

教学重点 

教学难点 

教学重点：理解常见水培植物的类别和习性。 

教学难点：根据不同水培植物的习性和不同的要求进行水培植物的选择。 

教学过程 

 

（师生互

动） 

引入新课： 

无土栽培是一种新型的栽培方式，现在已经成为花卉园艺的主要栽

培方式。目前世界上应用无土栽培的国家和地区已达 100 多个，尤其以

花卉业著称的荷兰，花卉无土栽培面积占 90%以上。 

讲授新课： 

我国花卉无土栽培技术起步较晚，始于上世纪 80年代。主要方式有

固体基质培和水培，水培方式可以广泛应用于花卉的栽培和生产。本节

课主要介绍水培花卉的识别和选择。 

一．水培花卉的介绍和识别 

适合水培的植物花卉种类很多，如虎尾兰、吊兰、龟背竹、虎刺梅、

蟹爪兰、发财树、绿萝、幸福树、长寿花、粉掌、富贵竹和芦荟等。下

面对常见的水培植物花卉进行简单的介绍： 

吊兰性喜温暖湿润、半阴的环境。它适应性强，较耐旱，不甚耐寒。



不择土壤，在排水良好、疏松肥沃的砂质土壤中生长较佳。对光线的要

求不严，一般适宜在中等光线条件下生长，亦耐弱光。生长适温为

15-25℃，越冬温度为 5℃。温度为 20-24℃时生长最快，也易抽生匍匐

枝。30℃以上停止生长，叶片常常发黄干尖。冬季室温保持 12℃以上，

植株可正常生长，抽叶开花；若温度过低，则生长迟缓或休眠；低于 5℃，

则易发生寒害。 

绿萝属阴性植物，喜湿热的环境，忌阳光直射，喜阴。喜富含腐殖

质、疏松肥沃、微酸性的土壤。越冬温度不应低于 15℃。绿萝是阴性植

物，喜散射光，较耐阴。它遇水即活，因顽强的生命力，被称为“生命

之花”。蔓延下来的绿色枝叶，非常容易满足。室内养植时，不管是盆

栽或是折几枝茎秆水培，都可以良好的生长。既可让其攀附于用棕扎成

的圆柱上，也可培养成悬垂状置于书房、窗台，抑或直接盆栽摆放，是

一种非常适合室内种植的优美花卉。 

富贵竹性喜阴湿高温、耐涝、耐肥力强、抗寒力强，喜半荫的环境，

适宜生长于排水良好的砂质土或半泥砂及冲积层粘土中。富贵竹喜温暖

的环境，温度适宜 18℃~24℃，一年四季均可生长，低于 13℃则植株休

眠，停止生长。温度太低时，因根系吸水不足，叶尖和叶缘会出现黄褐

色的斑块。越冬最低温度要在 10℃以上。富贵竹对光照要求不严，适宜

在明亮散射光下生长，光照过强、曝晒会引起叶片变黄、褪绿、生长慢

等现象。 

发财树喜高温高湿气候，耐寒力差，幼苗忌霜冻，成年树可耐轻霜

及长期 5-6℃低温，中国华南地区可露地越冬，以北地区冬季须移入温

室内防寒，喜肥沃疏松、透气保水的沙壤土，喜酸性土，忌碱性土或粘

重土壤，较耐水湿，也稍耐旱。 

虎尾兰性喜温暖湿润、通风良好的环境，好阳光，耐半阴、耐干旱，

但不耐寒，对土壤要求不严，在排水性好的沙质壤土中生长顺利。生长

适温为 16 摄氏度~28摄氏度。 

粉掌原产南美洲哥伦比亚西南部的热带雨林。最适生长温度为

20-28℃，最高温不宜超过 35℃，温度过高，会生长不良；最低温度为

14℃，低于 10℃随时会产生冻害的可能。粉掌最适空气相对湿度为

70-80%，不应低于 50%。湿度低，叶面及花掌粗糙，光泽度差，观赏价

值低。粉掌任何时候都不能全见光，冬季也不例外，全年都宜在适当遮

荫的弱光下栽培。强光照会灼伤叶片，并影响植株的正常生长。 

虎刺梅喜温暖、湿润和阳光充足的环境。稍耐阴，但怕高温，较耐

旱，不耐寒。以疏松、排水良好的腐叶土为最好。若冬季温度较低时，

有短期休眠现象。广泛栽培于旧大陆热带和温带；中国南北方均有栽

培。  

蟹爪兰喜欢温暖湿润的半阴环境，并不耐寒，冬季最好搬到室内，

最低温度不能低于 10℃，而其生长期的最适宜温度是 20~25℃。喜欢疏

松、富含有机质、排水透气良好的基质。蟹爪兰属短日照植物，每天日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91%E7%9C%A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8%B4%E6%80%A7%E6%A4%8D%E7%89%A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8%B4%E6%80%A7%E6%A4%8D%E7%89%A9/353885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8%B4%E6%80%A7%E6%A4%8D%E7%89%A9/353885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2%98%E5%9C%9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91%E7%9C%A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91%E7%9C%A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5%90%E5%8F%B6%E5%9C%9F


照 8-10 小时的条件下，2-3个月即可开花，可通过控制光照来调节花期。 

长寿花原产非洲马达加斯加。喜温暖稍湿润和阳光充足环境。不耐

寒，生长适温为 15-25℃，夏季高温超过 30℃，则生长受阻，冬季室内

温度需 12-15℃。低于 5℃，叶片发红，花期推迟。冬春开花期如室温超

过 24℃，会抑制开花，如温度在 15℃左右，开花不断。耐干旱，对土壤

要求不严，以肥沃的砂壤土为好。长寿花为短日照植物，对光周期反应

比较敏感。生长发育好的植株，给予短日照（每天光照 8-9 小时）处理

3-4周即可出现花蕾开花。 

龟背竹喜温暖潮湿环境，切忌强光暴晒和干燥，耐阴，易生长于肥

沃疏松、吸水量大、保水性好的微酸性壤土，以腐叶土或泥炭土最好。

光照：夏季需避开强烈的光照，但冬季应光照充足。 温度：最适宜生长

的温度为 15～20℃，气温超过 30℃或低于 5℃则生长停滞 。 

二．水培花卉的选择 

1．个人的喜好 

若是个人没有什么特殊要求，适宜选择适应性强、栽培管理容易、

且能改善环境的品种，如虎尾（皮）兰、吊兰、白鹤芋、龟背竹、富贵

竹等都是不错的选择，可以直接去花卉市场选购。 

若对某种花卉有特殊兴趣，则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和经济能力来选

择。若只是单纯的喜欢，对环境没有什么突出价值，而且需要特殊的环

境条件和较高的栽培技术，建议一般不要选择这类品种。 

2．摆设花卉的环境 

在大型空间种植或摆放株形高大的水培花卉；反之，则选择株形小

的植株。如经济上许可，选购一些姿态优美，在高度、大小上能和家居

空间相匹配的植株。一株 2m左右的花叶榕可在室内生长十多年，甚至数

十年。它的形状短时间内不会有明显的变化，也不会因衰老过快而需要

更新，管理极为方便，可以省去很多照料它的精力。 

3．水培花卉的习性 

在选择家庭水培花卉以前要了解它们的生长特性，以及其生长速度

如何，最终大致能长到多高多大等信息。要根据水培花卉种类的不同，

对温度、光照、湿度和通风等生长习性进行了解，来选择不同的水培花

卉种类。 

4．栽培养护的水平 

在选择水培花卉前，要考虑有可能花多少时间和精力去管理它们。

如果你是个上班族，则可以选择容易栽培的花卉，这类花卉较多，它们

适应环境的范围也较宽。如虎尾兰、绿萝、铜钱草、富贵竹、吊竹梅、

广东万年青等植物。如果你有一定的养花经验，并有较多时间，不妨试

试栽培那些对环境要求较为严格的花卉，如竹芋类、某些热带兰、国兰、

仙人掌与多肉类以及木本植物等。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9%AC%E8%BE%BE%E5%8A%A0%E6%96%AF%E5%8A%A0/5694


板书设计: 

《水培花卉的识别与选择》 

一．水培花卉的介绍和识别 

1．了解常见的水培植物类型。 

2．掌握常见的水培植物的生长习性。 

二．水培花卉的选择 

1．个人的喜好 

2．摆设花卉的环境 

3．水培花卉的习性 

4．栽培养护的水平 

课后作业 
1．通过图片进行观赏和识别常见的水培植物名称。 

2．学会根据不同水培植物的习性和不同的要求进行水培植物的选择。 

 

 

 

 

 

 

 

 

 

 

 

 

 

 

 

 

 

 

 

 

 

 

 

 

 

 



4.1《多肉植物》教学设计 

周

次 
 时间 年  月  日 执教者 雷志雄 

课题 《多肉植物》 课型 新授 课时 1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多肉植物的定义和特征。 

常见多肉植物分类 

多肉植物的繁殖方法 

过程与方法 

做好多肉叶插繁殖实践活动的观察并记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多肉植物叶插繁殖完成后，以学习小组为单位书写实践报告，培养

学生的动手能力。 

教学准备师

生准备 

师：教案、课件。   

生：课本、练习册、笔记本、笔. 

教学重点 

教学难点 

教学重点：常见多肉植物分类 

教学难点：多肉植物的繁殖方法 

教学过程 

 

（师生互

动） 

引入新课 

多肉植物图片欣赏。立体直观并栩栩如生。 

请同学们仔细观察，看看自己认识哪些多肉植物？ 

讲授新课 

一.多肉植物定义 

多肉植物是指植物营养器官肥大的高等植物，通常具根、茎、叶三

种营养器官和花、果实、种子三种繁殖器官。在园艺上，又称肉质植物

或多肉花卉，但以多肉植物这个名称最为常用。 

广义的多肉植物，是指所有具有肥厚肉质茎、叶或根的植物，包括

了仙人掌科、番杏科的全部种类和其他 50余科的部分种类，总数达万

种以上。 

狭义的多肉植物或多肉花卉，不包括仙人掌科植物，而将仙人掌科

植物专称为仙人掌类植物或仙人掌类花卉，简称为仙人掌类或掌类，之

所以要分开是由于它们之间在习性上、栽培繁殖上有区别。 

二.多肉植物的特征 

三.常见多肉植物分类 

全世界共有多肉植物一万余种，它们都属于高等植物(绝大多数是被子

植物)。在植物分类上隶属几十个科，个别专家认为有 78 个科中含有多

肉植物，但这里我们按多肉植物的生长形态多分类 

1.聚水叶型 

2.疏水叶型 



3.叶面有粉型 

4.叶面无粉型 

5.叶面绿色光亮型 

6.叶面有绒毛型 

7.叶片交色型 

8.宽(大)叶型 

9.窄(小)叶型 

10.厚叶型(圆叶型) 

11.薄叶型 

四.多肉植物的繁殖方法 

1.播种 

2.扦插 

3.茎插 

4.根插 

5.叶插 

6.嫁接 

7.分枝 

板书设计 

4.1常见多肉植物分类及繁殖 

1.多肉植物的定义 

2.多肉植物的特征 

3.常见多肉植物分类 

4.多肉植物的繁殖方法 

 

 

课后作业 

1. 课后，以学习小组为单位，自由选择 2—3种多肉植物进行叶插繁殖。 

2.做好叶插繁殖实践活动的观察并记录。 

3.多肉植物叶插繁殖完成后，以学习小组为单位书写实践报告。 

 

 

 

 

 

 

 

 

 

 

 

 

 

 

 



5.1《插花的造型》教学设计  

周

次 
 时间 年  月  日 执教者 杨小廷 

课题 《插花的造型》 课型 新授 课时 1 

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 

了解插花的基本艺术形式、构图原则，学习如何运用构图这一造

型语言进行艺术实践，初步掌握插花的基本方法。 

过程与方法： 

通过欣赏分析优秀的插花作品，丰富学生的审美经验。通过学习

插花的构图形式，使学生在欣赏感受的基础上加强对插花的理解和认

识。学会用美术语言去分析和创作插花作品，并根据构图原则，不断

实践，掌握插花的基本方法，完成一件作品。 

情感态度价值观： 

培养学生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的人生态度，强化美化生活的意识，

提高艺术素养和生活的品味。 

教学准备 

师生准备 

师：幻灯片、图片等。 

生：花、剪刀、胶水、包装纸等。 

教学重点 

教学难点 

教学重点：插花的基本形式。 

教学难点：独立完成插花作品。 

教学过程 

 

（师生互

动） 

引入新课 

1.展示教师的插花作品或图片师生交流。 

2.老师小结：花是美的使者，她把自然美带到我们的身边。插花

就是将鲜花重新配置成一件精致完美、富有诗意的能再现自然美和生

活美的花卉艺术品。今天就让我们自己来尝试做一件插花艺术品吧。

（引出课题《插花》并板书） 

讲授新课 

1.分析插花构图的基本形态： 

造型的基本形态是由点、线、面组成。 

2.分析插花的法则 

插花是一门造型艺术，必须掌握一定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构图原则。

一件优美的造型作品应符合上轻下重、上散下聚、高低错落、疏密有

致、仰俯呼应这五条要求，作品才能均衡、稳定、生动、优美。插花

艺术中造型美的法则是掌握比例与尺度、多样与统一、协调与对比、

动势与均衡、韵律与节奏这五条标准。 

3.分析常见的基本花型 

（1）直立式：第一主枝直立向上插入容器中，表现刚劲挺拔或亭

亭玉立的姿态，给人以端庄稳重的艺术美。宜平视观赏。 

（2）倾斜式：将主要花枝向外倾斜插入容器中，利用一些自然弯

曲或倾斜生长的枝条，表现其生动活泼、富有动态的美感。宜平视观

赏。总体轮廓应呈倾斜的长方形，即横向尺寸大于高度，才能显示出

倾斜之美。 



（3）悬崖式：将主要花枝向下悬垂插入容器中，多利用蔓性、半

蔓性以及花枝柔韧易弯曲的植物，表现其修长飘逸、弯曲流畅的线条

美，画面生动而富装饰性。 

（4）平卧式：平卧式是将主要花枝横向斜伸或平伸于容器中，着

重表现其横斜的线条美或横向展开的色带美，第一主枝下斜成 80o-90o

左右，基本上与花器成水平状造型。 

4.回顾知识： 

（1）插花构图的基本形态： 

造型的基本形态是由点、线、面组成。 

（2）分析插花的法则 

比例与尺度、多样与统一、协调与对比、动势与均衡、韵律与节

奏这五条标准。 

（3）常见的基本花型  

直立式式插花    倾斜式插花     悬崖式式插花 

平卧式插花 

5.插花的制作 

（1）、插花使用的花材。 

(2)、插花的工具材料。 

（3）、不同形态的插花器皿。 

（4）、插花制作的步骤： 

第一步：错落有致的插上三支向日葵构成作品的轮廓。一般插花

形式三主枝高度为：第一主枝长=（花器高＋宽）×1.5 ；第二主枝长

=第一主枝长的三分之二；第三主枝长=第二主枝长的三分之二。 

第二步：再把两朵百合花插在视觉焦点的位置。 

第三步：用几支洋桔梗起到点缀陪衬主花的作用，几片叶子增强

作品的韵律。 

实践阶段 

作业：以情人节为主题制作一件插花作品。 

作业提示： 

（1）、外形规整，轮廓清晰 

（2）、层次丰富，立体感强 

（3）、焦点突出，主次分明 

附：花的语言图（图片展示） 

小结：艺术插花可以渲染环境气氛，提高人们的审美情操。同学

在实践过程中掌握插花的一般形式与制作技巧，学会自身动手装扮生

活空间，既锻炼了同学运用美术知识的能力，又提高了同学的审美情

趣。 

板书设计 

插花的造型 

一．插花构图的基本形态 

二．插花的法则 

三．常见的基本花型 



四．知识回顾 

五．插花的制作 

课后作业 请以父亲节或母亲节为主题，制作一件插花作品送给爸爸或妈妈，

祝他们节日快乐！ 

 

 

 

 

 

 

 

 

 

 

 

 

 

 

 

 

 

 

 

 

 

 

 

 

 

 

 

 

 

 

 

 

 

 

 

 

 

 

 



6.1《盆景的历史与发展》教学设计 

周

次 
 时间 年  月  日 执教者 郭伟 

课题 《盆景的历史与发展》 课型 新授 课时 1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1）了解中国盆景的起源。 

（2）了解中国盆景的发展历史 

过程与方法 

启发诱导      探究合作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学习盆景的发展历史让学生对盆景发展有更直观的理解，培

养学生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追求。 

教学准备 

师生准备 

师：教案、课件、模型   

生：课本、笔记本 

教学重点 

教学难点 

教学重点：了解中国盆景的发展历史。 

教学难点：盆景发展中出现衰落的原因。 

教学过程 

 

（师生互

动） 

引入新课 

播放一些盆景图片，让学生感受美，体验美。 

讲授新课 

一．盆景的起源 

中国的盆景起源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期，至今已有7000多年历史。 

二．盆景的形成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达到高度发展的时代，各种文化艺术都取得

了辉煌的成就，绘画艺术全面繁荣。山水画的发展，促进了中国盆景

的形成。唐代盆景已经形成并具有了较高的水平，在民间和宫廷都广

泛流行。 

三．盆景的发展 

宋代中国山水画艺术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山水画的画理也应

用于盆景，并且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且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到了元代，制作盆景，提倡小型。盆景由大型向小型化进化，这

不但是增加了一种盆景造型形式，而且是在艺术和园艺技术上的又一

次较大的飞跃。 

明代，有关盆景专著相继问世。此时盆景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造型形式丰富了，欣赏水平提高了，“盆景”二字也在书中出现了。 

清代盆景形式多样，对盆景植物也进行了比较分类，加工工艺和

园艺栽培技术也有进一步提高。 

四．盆景的衰落 

清代后期，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经济日益衰退，盆景也开

始日见衰落。辛亥革命后，军阀连年混战，加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国无宁日，民不聊生，盆景艺术更是一落千丈。 

在十年动乱期间，盆景艺术和其他文化艺术一样，被诬蔑为封、

资、修的产物，也列为专政的对象，那时中国盆景艺术遭到了严重摧

残。 

五．盆景的复兴 

197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30周年之际，全国在北京北海公园举

行了中国盆景艺术展览。80年代中国盆景参加了在日本举行的世界盆

景水石博览会，中国盆景作品被列在展览厅首席位置，并参加了在加

拿大举行的国际花卉展览会。中国盆景在国外的展览，扩大了中国盆

景在国际上的影响，是走出国门，面向世界的第一步。 

近些年来，中国各地的盆景远销美国、英国、比利时、意大利、

荷兰、德国、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中国盆景走出

国门，冲向世界，这是中国盆景事业中一件可喜的大事。 

现在，盆景不在是达官贵人商贾富豪才拥有的玩物，而是作为广

大人民陶冶情操，美化环境的一种物品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人们在

经过繁忙而疲惫的工作之余自己在庭院或者家里面种花养草，用以放

松心情缓解疲劳，愉悦心情，打发时间之用。盆景艺术也越来越受到

人们的喜爱。 

板书设计 

中国盆景的历史与发展 

一．盆景的起源 

二．盆景的形成 

三．盆景的发展 

四．盆景的衰落 

五．盆景的复兴 

课后作业 1. 简述盆景的发展历史 

2.盆景在发展过程中为什么衰落? 

 

 

 

 

 

 

 

 

 

 

 

 

 

 



7．1《荷花》教学设计 

周

次 
 时间 年  月  日 执教者 陈晓静 

课题 《荷花》 课型 新授 课时 1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了解荷花的品种、种植方式、栽培环境和种植时间。 

过程与方法： 

学会荷花的种植与养护。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荷花的种植与养护，理论联系实际，从而激发同学们的动手能

力和观察思考能力。 

教学准备 

师生准备 

师：教案、课件、荷花标本   

生：课本、笔记本 

教学重点 

教学难点 

教学重点：了解荷花的品种、种植方式、栽培环境和种植时间。 

教学难点：学会荷花的种植与养护。 

教学过程 

 

（师生互动） 

引入新课：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荷花，是一种水生草本植

物。它生于碧波之中，花开于炎夏之时。叶似碧玉盘，茎似绿翠柱，花

如出水芙蓉，清香 远溢。花后又托出一盘珍珠般的、营养丰富莲子，地

下埋着甜脆的藕茎。真是全 身是宝，既有观赏价值，又有经济效益。荷

花古时是宫庭花园或私人庭园的珍贵 花卉，近代园林布置中，被广泛选

作为水景园的主题植物。无论是绿化水面，还 是美化庭园，均能产生较

强的风景效果,并且还有净化水质、减少污染、改善环境等功能。  

讲授新课： 

一．形态特征  

荷花属山龙眼目，莲科，是莲属二种植物的通称。又名莲花、水芙

蓉等。荷  

花是多年生水生草本；根状茎横生，肥厚，节间膨大，内有多数纵行通

气孔道，  

节部缢缩，上生黑色鳞叶，下生须状不定根。叶圆形，盾状，直径 25～

90 厘米，表面深绿色，被蜡质白粉覆盖，背面灰 绿色，全缘稍呈波状，

上面光滑，具白粉，下面叶脉从中央射出，有 1～2 次叉状分枝；叶柄

粗壮，圆柱形，长 1～2 米，中空，外面散生小刺。花梗和叶柄等长或

稍长，也散生小刺；叶柄圆柱形，密生倒刺。  

花单生于花梗顶端、高托水面之上，花直径 10～20 厘米，美丽，芳香；



有单瓣、复瓣、重瓣及重台等花型；花色有白、粉、深红、淡紫色、黄

色或间色等变化；花  

期 6～9 月，每日晨开暮闭。花托倒圆锥状，表面具多数散生蜂窝状孔

洞，每一孔洞内生一小坚果（莲子）。坚果椭圆形或卵形，长 1.8～2.5

厘米，果皮革质，坚硬，熟时黑褐色。  

二．分布  

荷花原产亚热带地区和大洋洲，地理分布甚广，除中国外，日本、

苏联、伊  

朗、印度、缅甸、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及澳大利亚均有分布。在我国

除西藏、  

青海外，全国都有分布。  

三．生长习性  

荷花是水生植物，性喜相对稳定的平静浅水。湖沼、泽地、池塘，是其

适生  

地。荷花的需水量由其品种而定，大株形品种如古代莲、红千叶相对水

位深一些，  

但不能超过 1.7 米．中小株形只适于 20～60 厘米的水深。同时荷花对

失水十分  

敏感，夏季只要 3 小时不灌水，水缸所栽荷叶便萎靡，若停水一日，则

荷叶边焦，  

花蕾回枯。荷花还非常喜光，生育期需要全光照的环境。荷花极不耐荫，

在半荫  

处生长就会表现出强烈的趋光性。  

四．荷花分类  

荷花在长期自然演变和人工培育过程中，形成许多品种，目前已达 

200 个以  

上，通常分为食用和观赏两类。  

（一）食用类  

1.藕莲  

藕莲植株高大，根茎粗壮，生势强健，不开花或少开花，以食用根

状茎为主。 

2.子莲  

根状茎不发达，细而质劣，分枝多，花以单瓣为主，开花多，结实

率高，莲  

子大，以食用莲子为主。  

（二）观赏类  

荷花，称为花莲，根状茎细而软，品质差，茎和叶均较小，但开花

多，花型复杂，花色鲜艳，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根据重瓣性、花色及

株型等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单瓣型:花大，花瓣约 16～20 枚。  

2.复瓣型:部分雄蕊花瓣化，花瓣较多，约 21～59 枚。  

3.重瓣型:全部雄蕊花瓣化，花瓣增多，约 60～190 枚，花瓣较短

而圆，花  

径略小，一般不结实。 



4.佛座型:花瓣增加极多，常 200 枚以上，不结实。  

5.重台型:雌蕊的心皮亦花瓣化，突出花之上成重台状。  

6.多花型:又称千瓣莲，是荷花的珍品。一个花蕾内包含两个以上的

花心，是由变态的花托分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轴心发育而成。花开放时

外瓣层层谢落，内层碎瓣不断增生，并旋转成两个花心或多个花心。外

观双花心者称"并蒂莲"，三花心者称"品字莲"，四花心者称"四面莲"或"

田字莲"，多花心的称"五子莲"或"绣球莲"，均不结实。  

7.碗莲：凡植于口径 26 厘米的缸内，株高约 33 厘米，立叶直径

不超过 24 厘米，花径 12 厘米以内的小型品种称为碗莲。 

板书设计 

《荷花》 

一．形态特征 

二．分布 

三．生长习性 

四．荷花分类 

（一）食用类 

（二）观赏类 

课后作业 
1．通过荷花的形态特征、分布和生长习性。 

2．能够说出荷花的分类和利用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