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约旦安曼 TAG 孔子学院的园林阅读课

张老师作为外派教师，承担着约旦安曼 TAG 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任务。在

这所孔子学院里，学生们普遍具备较强的汉语语言基础，但由于身处中东地区，

学生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了解相对较少。为了让学生们在学习语言的同时，也能

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张老师精心设计了这一堂高级汉语阅读课，选取了

《发展汉语》高级阅读 1 教材中的《园林——人类向往自然的杰作》一课。

这篇文章通过讲述中国古代园林的历史与文化，探讨了人类如何通过园林设

计来表达对理想自然环境的追求。文章中提到的“昆仑山”的传说、“西王母的仙

境”，以及佛教、伊斯兰教中对理想乐园的描绘，都引起了学生们的浓厚兴趣。

张老师认为，园林不仅仅是自然景观的体现，更是一种文化与精神的象征，通过

这篇文章，可以帮助学生们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的精髓。

课前，张老师首先通过简短的文化引导提问，帮助学生们进入教学状态。他

询问学生们：“你们的文化中有没有类似的理想居住地或与自然相关的传说？”

这个问题立刻引发了热烈的讨论。约旦学生普遍对本国的历史和自然景观有深厚

的情感，他们提到了自己文化中与自然景观相关的诸多传说与故事，如阿拉伯沙

漠中的绿洲，以及各种关于天堂和理想家园的故事。这些讨论不仅拉近了学生与

课程的距离，也帮助他们建立起中东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联系。

张老师进一步引导学生们讨论，什么是“理想的自然环境”。他讲到，在中国

古代文化中，自然与人类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古人认为自然不仅仅是外部的物

质环境，更是心灵的寄托。在中国传统园林中，自然元素与建筑艺术紧密结合，

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园林艺术形式。张老师指出，园林中的每一座假山、每一片水

池、每一棵树木，都不仅是自然景观的呈现，更是人类理想世界的一部分。

接下来，张老师开始引导学生进入文章内容。他要求学生们通读文章，并着

重关注其中提到的“昆仑山”、“西王母的仙境”、“极乐世界”和“天园”等文化背景。

这些文化符号在中国、佛教和伊斯兰教中都有重要的地位，是人类理想自然居所

的象征。

文章中提到的昆仑山，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圣地，也是西王母的故乡，常常

被描绘为一个人类向往的美好世界。西王母作为道教中的女神，她的仙境代表了

理想中的自然世界。这种理想的自然不仅仅是美丽的景象，更是与天地、宇宙和



谐共处的象征。张老师解释说，这种理想的居所，体现了古人对自然和生命的敬

畏与向往。

同样，佛教中的“极乐世界”和伊斯兰教中的“天园”也有类似的象征意义。张

老师进一步解释道，佛教中的“极乐世界”被认为是西方净土，是所有修行者最终

追求的乐土，而伊斯兰教中的“天园”则是安拉为信徒创造的天堂。两者都强调与

自然的和谐共生，以及人类对美好生活环境的渴望。

通过对这些神话和宗教故事的讲解，张老师帮助学生们建立了一个跨文化的

理解框架，使他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文章中的核心观点——人类在不同文化中对理

想居住环境的共同向往。文章不仅仅是在讲述中国古代的园林历史，它更是通过

对园林设计的讲解，向学生们展示了人类理想中的自然景观如何从幻想变为现实。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张老师着重讲解了中国园林的分类及其美学特征。文章

提到，中国的园林主要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私家园林、皇家园林和寺观园林。张

老师以苏州园林为例，详细介绍了中国古代园林中山水与建筑的巧妙结合，强调

了园林设计中的“理性”与“自由”的辩证关系。在中国的私家园林中，设计师通过

精心的布局，将山水、花木、建筑融为一体，创造出一个理想的自然环境，而这

种环境往往是根据主人的个人偏好和审美观念量身定制的。

张老师接着解释了“规整式园林”和“风景式园林”的区别。规整式园林强调对

自然景观的控制和规范，而风景式园林则更注重表现自然的自由与随性。张老师

特别指出，中国的园林以风景式园林为代表，它们注重展示自然的原貌，而不是

将自然“规整”成几何图形。这种设计理念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

想，即人类应当与自然和谐共处，而不是试图去改变自然。

课后，张老师安排了一个小组讨论，让学生们分享他们自己文化中关于理想

自然居所的传说和故事。学生们纷纷表示，虽然他们的文化中没有直接对应中国

园林的概念，但他们也有许多关于绿洲、天堂和美丽自然景观的传说。通过这种

讨论，学生们不仅加深了对文章内容的理解，也在跨文化的比较中，认识到不同

文化在表达对自然向往的过程中，有着相似的思想基础。

最后，张老师安排了一个练习任务，要求学生们根据文章内容填空，并回答

一些关于文章理解的问题。通过这些练习，学生们不仅巩固了对文章内容的记忆，

还加深了对园林文化和自然哲学的理解。



通过这一堂课，学生们不仅提高了汉语阅读理解能力，也更加深入地理解了

中国园林文化及其背后的哲学思想。张老师的教学方法，通过结合文化背景的讲

解、文章内容的细致分析以及小组讨论的互动形式，使学生们在语言和文化理解

上都有了显著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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