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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步落实
“

小 目标
”

杨 燕

搭建发展连接桥

【摘 要 】根据 《 中小 学 书 法教育 指导 纲 要 》精 神 ，
结合学 生年级特 点 ， 制定 了 写 字教学 的小 目标 ， 结 合教

学 实践 ， 通过具体的 案例 ，
深入浅 出地分析低 、 中 、 高 三个年级段在 写 字教 学时操作 的具体策 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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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 燕 ，

江 苏 省 宜 兴 市 新庄小 学 （
江 苏 宜 兴 ，

２ １ ４２６６ ） 教科 室 主 任
，

一 级教 师 ，
宜 兴 市 语文教

学 、德 育 能手 。

随着教育部 《关于 中小学开展书法教育 的意

见 》以及 《 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 要 》 （ 以下简称

《纲要 》 ）等一 系列 文件的颁发 ， 写字教学再次真

切地进入 了课堂 ， 掀起 了新的
一

轮高潮 。

“

书天地

独美 ，
修德艺双馨

”

，
作为

一

所 ＡＡＡ级书 法特色

学校 ， 让学生人人能 写
一

手漂亮的字是我 们学校

追求的育人 目标 。 随着书法课堂教学 、学校课题

组一系列研讨活动 的深入开展 ， 我们常常发现许

多写字教学 的公开课
，
低年级在教

“

日 字旁
”

，
中

年级也在教
，
高年级还是在教 。 其 中究竟有多少

是真正有效的 ，有多 少又是在毫无意义地重复学

生 已经掌握 的要 点呢 ？ 我 们迫切地感受到 硬笔

书法的教学 ， 不能胡 子 眉毛一把抓 ， 各年级段应

当根据年级特点 明确 目 标 。 于是我们根据 《纲

要 》精神 ， 结合学校实际 ，
开展 了

“

小学写字与 书

法教学研究
”

的课题研究 ， 针对各年级段写字教

学提 出 了分步落实 的相应
“

小 目标
”

，依据儿童身

心发展规律为儿童搭建 了成长的连接桥 。

—

、低年 级 ： 合抱之木 ，
生 于毫末



夯 实书

写基础

《纲要 》 中指 出 ：

“

小学低年级学习用铅笔写

４８ 知 龙成肩 ？书法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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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揩字 ， 掌握汉字的基本笔画 、 常用 的偏 旁部首

和基本 的 笔顺规则 ； 会借助 习 字格把握字 的笔

画 和 间 架结构 ， 书写力求规范 、 端正 、 整 洁 ， 初步

感受汉字 的形体美 。

”

我们 的 目标 ：

激 发低 年级 学 生 对汉 字 的 热爱 ， 用 铅 笔

在 田 字 格 中 书 写 ， 书 写姿 势正 确
，
掌 握 书 写笔

画 、 笔顺 的 要 领
，
偏旁 部 首 规范

、
端 正

， 页 面

整 洁 。

我们 的 实践 ：

“

没 有规矩不成方 圆 。

”

对于刚 步入小学阶

段 ， 刚 开 始接 触汉字的 学生来 说 ， 书写的 姿势 、

书写 的规范 显得尤为重要 。 只 有把最基础 的笔

画 、笔顺写规 范 了 ，
掌握 了 偏 旁部 首 ， 才能有更

进
一

步 的提 高 ， 写 出
一手规 范字 ， 从 而 激发学

生热 爱汉字的 热情 ， 形成
“

提笔就是练字时
”

的

习惯 。

低 年级 主要提 倡学生 用铅 笔 在 田 字格 中

书写 ，
田 字格 有 利 于 学生布 局 整 个 宇形 。 铅

笔 最 好 选 用 ＨＢ 型 号 ， 浓 淡 刚 好 ， 软 硬 恰 当 。

２ Ｂ 号 铅 笔颜 色 太 浓 了
， 学 生年 龄小 ， 小手 一

擦 ， 经常 整 天 乌 黑 ， 作业 页 面也难 以 整 洁 。 ２Ｈ



则太淡 了
，
比较硬 ，

运笔的感觉难 以把握
，
也容

易 折断 。

１ ．规 范双姿 ， 事半 功 ．

倍 。 身正则字正 ， 良好

的书写 习惯是写好字的首要基础 。 握笔姿势正

确 ， 有利于学生运笔 ， 点横撇捺才能得心应手 。

书 写姿势正确 ， 不急不躁 ， 专心致志 ， 这样 良好

的 书写 习惯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 ， 是陪伴他

们
一

生成长不可或缺的优秀 品质 。 教学 中可以

通过写字歌 、坐姿歌等
一系列 方式方法帮 助学

生纠正双姿 。

“

头正 、身直 、臂开 、足安
”

是学生的基本姿

势 ，

“

三个
一

要做到
”

是提醒学生注意书写的距

离 。 为 了让学生牢记握笔 的要领 ， 老师形象地

把右手 比作一把小手枪 ， 中指 、 食指 、 大掩指 以

及虎 口 各画一个点 ， 扣动扳机 ， 四 点握住 笔 ， 就

能准确地找 到相应 的点 。 学生的双姿必须 日 日

抓
，
日 日 反复强调动笔前先摆好写字姿势 ， 这绝

不是
一两天就能改变的 ， 需要老师足够的耐心 ，

必须持之以恒 。

２
．横平 竖直 ，

笔 画到位 。 笔画是一个字最基

本 的 构成 部分 。 要想 写好字 ， 首先要 写好 笔

画 。 古人说过 ：

一个字中 如果有一个点没写好 ，

就好像 画人时
一

只 眼 睛没 画好 ； 如果
一

个笔画

没写好 ，就好像一个人的一条胳膊坏了 。 因此 ，

要学习 正确的运笔方法 ，
逐步体会起笔 、行笔 、

收笔的运笔感觉 。

写汉字就从写好笔画开始 ， 平时 的教学 中

首先突 出 笔画 的运笔规律 ，
如 ： 长横是顿行顿 ；

撇是顿行 弹 出 尖 ；
捺是顿行 顿拖等等 ， 用最简

洁 的 口诀让学生记住笔画的
一

般书写规律 。 书

写前 ， 要引 导学 生看清笔 画 的 形状 ， 感受汉字

笔 画 的形 态之美 ， 并在书 写时表现 出 来 ： 点 如

高 峰坠石 ，
提像一 把 匕 首

，
横如 扁 担 ， 撇 似大

刀
，
捺像蚕头燕尾

——书写 时 ， 要学会顿笔 、运

笔 、 回笔 。

３ ．抓住 规律
，

笔 顺有序 。 新 庄小学是
一

所

农村小 学 ， 外地学 生 比 例较大 ， 经常发现有少

数外地学生汉字书 写基础 比较差 ， 仔细观察他

们写 的 字 ，
每个字 都像 画 房子似 的画 出 来

，
依

葫芦画瓢 ， 想先画 哪笔就先画 哪笔 ，
例如 ：

“

口
”

字 ， 有些同 学封笔 时 的 横从右写到左 。

“

方
”

笔

顺是点 、 横 、横折钩 、撇却偏偏先撇再横折钩 ，

字形不 容易 摆正 ；
带有走 之底 的字 ， 要先写里

边再外边……笔顺乱了 ， 字就难 以记忆 ， 容易 出

现添漏笔 画的观象 ， 有些字 的 中心也不 容易 把

握 ， 导致错别字连篇 。 在 小学一 、二 年级的 语

文课本上 ， 每个生字 的笔顺 都编印 在文后 ， 给

学生提供 了学习 的样本 。 因此 ， 强调 书写笔顺

的
一

般规律 对于低年 级学生来说还 是非常必

要的 。

二 、 中年级 ：举
一反三

，
触类旁通——掌握书

写规律

《纲要 》 中指 出 ：

“

小学中年级开始学习使用

钢笔 ， 能 用钢笔熟练地书 写正楷字 ， 做到平正 、

匀称 ， 力求美观 ，
逐步提高书写速度 。

”

我们 的 目标 ：

三年级学生开始学习使用钢笔在方格中 书

写 ，
四年级全面使用 ， 从整体上把握字形 的 间架

结构 ， 掌握部首书写 的一般规律 ， 做到平正 、匀

称 、美观 。

我们 的实践 ：

进人 中 年级 ， 很 多家长反映孩子 的字变丑

了 ， 其实学生写惯了低年级的方方正正的字 ， 大

部分都写得 比较大 ，

一

下子很难把握 字形大小

的变化 ， 再加上钢笔字的教学 ，所 以这是一个必

经之路 ， 我们不妨放慢脚步 ， 允许学生有一个蜕

变与成长的过程 。

１ ．调整 习 惯 ，顺 利过渡 。 用钢笔写字对于三

年级的学生来说有难度 ，
必须有

一

个适应过程 ，

允许学生有过渡 的 时间 ， 在三年级上半学期主

要是用 钢笔练字 ，作业暂时还是用铅笔 ， 然后逐

渐改变 。 初接触钢笔
，
必须教会学生认识钢笔 ，

如何吸 墨水 ，
如 何保管

，
如何用笔 ，

如何防止把

字写花等一些 良好的习惯 。 写钢笔宇的 习 惯培

养好 了
，书写才能无后顾之忧 。

２． 整体把握 ，
关 注 结 字 。 写字 就好 比造 房

子 ， 现代建筑往往采用框架结构 ， 先搭建框架 ，

将 混凝 土 浇筑 成梁柱与 楼板 ， 然后砌砖墙 ， 最

后做装修 。 而梁柱 的 结构决定着
一

幢 建筑的

形 态 ，
装 修得 多豪华 也难 以掩盖结 构上 的 缺

陷 。 同样 ，

一

个好字 的形成过程也应这样 。 翻

知龙 ？教嚙 ．书法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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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生 的 作业 本 ， 有些字 ， 头重脚轻 、 字形 较

散 、矮胖或 者扭 成一团 等 。 实 际上 ，

一个字 能

不能 给人美 的感受 ，
关键在 于笔 画 的 间 架结

构 ， 或 者说笔画 的布 局 。 笔 画 的 间架合理 ， 布

局恰 当 ， 字 就 丑 不 到 哪 里 去 ， 再加 上 藏 头 露

尾 、 中 锋侧 锋 、 轻重缓急等等就更富有 书法 的

韵 味 了 。

３ ．化繁为 简 ，
探 索规律 。 对每

一

个汉字都作

详细地分析 ， 既浪 费时间 ，
也未必有最好 的 效

果 ， 更不现实 。 俗话说
“

授之以鱼 ， 不如授之 以

渔
”

， 教学就要善于发现其 中 的规律 ， 让学生掌

握规律
，
省 时省 力 高效地去学习 。 汉字的 书 写

都有 它
一定的规律 ，

我们在教学 中就要让孩子

通过学会
一

个字 ，
而 明 白

一

类字 的 书写规 律 。

比如 ， 教师通过教学
“

木
”

字 ， 让学生掌握 木的

写法 。 然后 引 出木字 旁的几 种变形 ： 木左 、 木

右 、木 上 、 木 下 。 通过让学生观察知道木 字旁

放在不 同的 位置 ， 笔画 有变化 。 如
“

木左
”

， 书

写 时 要 注意
“

横 要 短 ， 竖 变 长 ， 撇 略收 ，
捺 成

点
”

。

“

木下
”

肩 要宽 ， 竖变矮 ， 撇捺要舒展 ……

在归 类 、 比较 中 ， 学生触类旁通 ， 掌握 同
一

种偏

旁的共同书写规律 。

三 、高年级 ： 穿插避让
，
融会贯通

——揣摩谋

篇布局

？

《纲要 》中 指出 ：

“

小学 高年级 ，
运用横线格

进行成篇书写练习 时 ， 力 求行款整齐 、美观 ， 有

一定速度
；
有 兴趣 的学生可 以尝试用硬笔学写

规范 、 通行的行楷字 。

”

我们的 目 标 ：

高年级学生运用 钢笔或水笔在横线格进行

段篇书写 ， 注意行款 、布局 ， 做到整齐 、美观 、讲

究速度 ， 能独立创作硬笔书法作品 。

我们的实践 ：

步入高年级 ， 不能再停 留 在单个字词 的教

学之 中 ， 应逐步过渡到段篇的书写 ， 揣摩行款怎

样书写更美观 、整齐 ， 布局 怎样更合理 ， 并逐步

加快速度 。

１ ．布 局 和 谐 ， 整体 美观 。 许 多人都会有这

样 的感觉
，
单个字 已 经写得很漂亮 了 ，

可是写

成
一

行或者
一

篇就是不好看 。 这跟书法家的作

品是一个道理 ， 基本功练扎 实 了 ， 关键要看布

局 ， 怎样前后呼应 ， 穿插避让
，
给人 以 整体 和谐

的美感 。 首先用横线格书 写 ， 要让学生 了解在

线条本子上书写文字或数字 ， 约 占 横线格 的三

分之二 ，靠底线书写 ，做 到整齐划一 。 其次 ， 在

书 写时要注意大小适 中 ， 穿插避让 ， 比例恰 当

等 ， 从而提高 布局水平和整体美感 。

２
．优化 习 惯

， 提 高速度 。 书 写整齐 、美观与

速度
一

定不 能两全吗 ？ 作 为教师 的我们 不难

发现 ， 在每个班级都有
一

大批完成作业又快又

好的学生 ， 究其原 因 ， 不是字写得好不好 ， 而是

跟学 生书 写 的 习 惯 、专 心 程度大 有关 系 。 因

此 ， 在平时的 练 习 中
，
教师不妨 多 给学生 速度

方面的训练 ， 如 教给学生看
一

次写
一

句 的书 写

习惯 ；

一

分钟 内 ， 看谁的字写得又好又快 ； 抄写
一

篇文章 ， 谁用时最少 ； 在规定的 时 间 内 ， 完成
一

定 的作业 等等 。 另 外学 习 楷书 练 习 到一 定

的程度 的学生 ，
不妨练 习行 揩

， 这样 既能提高

学生 书写 的速度 ，
也无形 中培养学生专注的 学

习 态度 。

３ ． 发挥 潜 能 ，
创作 作 品 。 学 习 了 六年 的 汉

字 ， 练 习 了六年 的硬笔书法 ， 怎样用 最美 的 方

式呈现给大家 ，
不妨尝试教学生学会创作硬笔

书法作 品 。

一 幅完整的作品 包括 ： 格式 、 落款 、

印章 。 为此首先精心 为学 生挑选不 同款 式的

纸张 ， 让学生对竖式 、 横式 、 扇 面等款式都尝试
一

下 。 其次通过展示书法家的作 品 ， 让学生发

现落款的 一般规 律 ， 如 款字应短于正文 ， 上 文

不宜与正文平行 ； 落款字体 小于正文字体 ，
书

体可 与正 文相 同 ；
并 且让 学生 了 解 在落款 的

后面盖章 ， 印 章不宜过大 等等 ， 不要 小看学生

的潜能 ， 当看到他们
一

幅幅精美的 硬笔作品 ，

和那
一个 个形 象逼 真 的 落款 印 章 时 ， 无论 是

他们 自 己 还是 老 师 ， 都 会 有 无 比 的 成 就感 。

笔者 所在学校 每年 ５ 月 份 都会 为六 年级学 生

精心 准备
“

毕业 生 书法作 品 展
”

， 给学生
一

个

亮丽 的展 示舞 台 ， 让 学生 在 书法 的 道路上 拥

有一份美好的童年 回 忆 ！

“

纸上数行字 ， 空 中几朵云
”

。 明 窗下 ，净几

上 ， 我们将在书法教学 的道路上与 学生共 同收

获人生的灵动与感悟 ！ 國

５０ 知龙名 ？书法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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