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
设计故 宫 建 筑 之 美

美在建筑的细节局部

美在与自然相统一的思想内涵壮阔恢弘的气势

故宫从中轴线从南到北由大清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太和殿，中间穿插着各个或狭长或宽大的庭
院，配合高低大小不同的五门，形成五门五院，加之以一千六百多米长的轴线，其他内廷和外朝两侧的附属建筑
与庭院配合轴线相对应的降低减小，从而在空间形式上和心理感受上来突出至上的权力。建筑群沿轴线纵深、高
低大小结合布置会分别在人的视觉和心理上产生美的效果。在视觉上，整齐中结合高低大小错落布置会带来整齐
正式但又不死板的视觉效果。在心理上，给人以庄严肃穆之感，带来仪式的正式感和神圣感，体验宏大之感。

北京故宫主要建筑的黄色琉璃瓦顶金碧辉煌、朱红色的柱子与门窗、檐下
处于阴影部位的青绿色略点金的建筑彩画，在白色台基的衬托下，使建筑
物各部分轮廓更加鲜明，色彩别具一格，从而使建筑物更加富丽堂皇。

美在绚丽的色彩 - 红墙黄瓦绿水环绕

美在空间的节奏变化让人产生
对皇权威严的敬畏

美在巨大的建筑体量
给予人的视觉冲击

三大殿建在高8米多的呈工字形的
须弥座式三层平台上，四周环绕
着石雕栏杆，气势磅礴，为故宫
中最壮观的建筑群，表现出不同
凡响的崇高地位。其中太和殿是
故宫中等级最高，体量最大的建
筑，也是我国现存的一座最大的
古代木结构殿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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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在建筑群整体的对称、协调呼应；
紫禁城与周边民居的巨大反差。

北京胡同四合院诚然有着清灰基调的外观，
却被有着巍峨的宫殿坛庙建筑和高大的乔木
所掩映，而北京城的中轴线上，所耸起的若
干制高点，如正阳门、天安门、端门、午
门、紫禁城三大殿也都突出着红黄绿这三原
色。-----《半城宫墙半城树》（刘心武）

故宫根据帝王‘身居九重’的体制所建,分成
外朝内延两部分,作为“王权”的集合体,其
中建筑有着近乎苛刻的等级划分, 为了表现
出一种帝王的威严和神圣,整体建筑群极力营
造出一种宏大壮观的气势,“三朝五门”“前
朝后寝”,“中轴对称”“左祖右社”。

美在建筑中匾额、
楹联所蕴含的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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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为：信守中正之意。

中和殿的匾额：允执阙中

中和殿的楹联：
时乘六龙以御天 所其无逸
用敷五福而锡极 彰厥有常

最为精巧的是紫禁城四角的角楼，九
梁十八柱七十二条脊十字屋脊溜金宝
顶，金碧彩画，黄琉璃瓦，白石台
基，高耸城角之上，使这一紫禁高墙
增添了玲珑壮丽的形象。

紫禁城与紫微星故宫是一座城中之城，以前叫紫禁城。中国古代天文学说，根据对太空天体的长期观察，认为紫微星垣居于
中天，位置永恒不变，是天帝所居。因而，把天帝所居的天宫谓之紫宫，有“紫微正中”之说。

故宫四季

在故宫中有四处较大的园林，它们是御
花园、慈宁宫花园、福建宫花园、宁寿
宫花园（乾隆花园），还有在文渊阁旁
边也布置了水池山石，林木葱葱，也是
独具一格的园林。就是在各个宫院之内
也多布置一些露陈、盆栽花木等以美化
宫院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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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的祭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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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为：立法治国，体顺民性。 
此匾昭示着天子上对皇天、
下对庶民的双重神圣。

太和殿的匾额：建极绥猷

我们的收获

故宫所珍藏的文物蕴含

着丰富而深厚的文化内

涵。

活动反馈

我们喜欢这种沉浸式的

学习方式，边听边看、

边思考。

活动反馈

授课单位：北京市东城区少年宫       项目名称：青少年“爱文博”培育计划       课程名称：故宫建筑       教学主题：故宫建筑之美

1.建筑视频欣赏
2.交响乐对应欣赏

恢弘气势

1.学生介绍脊兽
2.教师介绍和玺彩画

建筑装饰

专家点评

文化价值

教师提炼

紫薇星与紫禁城
的故事

天人合一

教师课堂深入
总结故宫建筑课程学习情况

故宫“建筑之美”中国的建筑美学

美在何处

学生谈学习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