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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刚入学的小学生只有形成正确的握笔姿势，才能把字写好，形成习惯。经过调查，我们发现大部分学生的握笔都有紧

而低的现象。究其原因，有教师指导的问题，也有学生手指肌肉还不成熟的问题。因此，在指导学生写字时，要准备充分，夯实根基；

循序渐进，明确要领；同时，多管齐下，巩固效果，这样才能使学生形成正确的写字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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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级学生不良握笔姿势成因剖析与矫正

浙江嵊州市逸夫小学（312400） 王海宾

述，以期共享。
一、识字教学基于学情证据，体现了对精准教学的

追求

与课中学情的多变复杂、把握难度较大不同，课前

学情相对稳定静态，因此教师进行课前学情分析和应对

更具有确定性。这样通过解读具体的学情，使得教学预

设更加精准。
陈老师的做法无疑值得称道。她在教学前先对学生

的生字掌握情况进行前测，确定本节课生字教学的重点

为“参、洞、睡、蛙、成”等字。对大都数学生已经认识的高

频字“几、加、为、啦”等则不再展开，而是通过儿歌复现

的方式引导学生学习。
教学一开始，让学生尝试齐读屏幕中伴着雪花飘落

下来的字。事实上，每个班级中总有一部分孩子是“识字

先进户”。这个环节就是他们展示的平台。通过“你早就

认识了哪个字，是怎样认识的？”的教学衔接，达到“同伴

教学”的目的。学生认识一个字，并不代表掌握这个汉

字。陈老师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

仅引导孩子读准字音，还“因字施教”，进行多种识字方

法的渗透。在教学“参”时，重在平舌音矫治，让学生在

“我参加过什么活动”的说话训练中，巩固正确的读音；

教学“洞”时，采用扩词的方法，通过相应图片的出示，调

动学生的生活经验；教学“睡”时，则通过欣赏“睡”的小

篆体，了解“睡”的本义，感知“睡”的会意构字法，重在感

受汉字文化；教学“蛙”时，重点在字形，让学生通过自己

的方法来识记。这样“因字施教”的灵动教学，让学生兴

致盎然，学习增量明显。
另外，在识字教学过程中，还体现了较强的课堂生

成意识。如，学生在给“成”组词时，说出了“沉睡”一词。
这时，教师将“沉”写在黑板上，并告诉孩子，这个字读前

鼻音；同时还告诉他们，汉字中有许多读音相似或相同

的现象，所以一定要读准字音、看清字形。
二、积极创设情境，体现第一学段教学的游戏精神

基于文本的课中操设计是本课的一大亮点。本课的

课中操设计基于文本内容，让学生在音乐声中学小动物

跑跑跳跳，并通过有趣的师生对答“小马小马画什么？小

鸭小鸭画什么？小鸡小鸡画什么？小狗小狗画什么？”对
前一个环节的内容进行复习小结。而后，教师的一句“大

家快坐下来吧，再跳下去，雪地上的画就乱了”，让学生

从玩闹中迅速安静。教师通过情景采访：“小马，你画了

什么？你会画别的画吗？”使得学生顿悟：原来小动物们

在雪地上画的画是他们脚印。这样的教学充分体现了游

戏精神的“自由”和“愉悦”，而学习的目的又隐含其中，

可谓十分高明。
这堂课的游戏精神还体现在整体的情境设计上，踏

雪无痕。如，一开始，陈老师创设大雪纷飞的情景，唤醒

学生的生活经验，调动学生喜爱玩雪的积极情绪，然后

让学生带着这样的情绪来朗读“下雪啦，下雪啦！”这样

学生的感情朗读就水到渠成。又如，感叹号的教学，也创

设了相应的朗读情境，使学生对感叹语气的朗读十分到

位。
三、写字教学从严要求，指导设计形象生动

一年级上册的写字教学不在数量，而重在笔画和结

体的质量。每堂课教师一定要选择有代表性的字进行抛

锚式教学，以期每位学生都能写端正、写到位，不留死

角。这样的缓慢等待是为了未来更好的发展。无疑，陈凤

老师对此有着敏锐的洞悉。本节课作为第一课时，陈凤

老师以近 10 分钟时间，指导孩子书写“几”字，有着其

合理性。特别是陈老师发现孩子书写存在两个困难：一

是“竖撇”不够直，字的落脚处不够平，从而导致整个字

不够端正；二是“横折弯钩”弯钩的转弯处不够圆润，不

够舒展。根据低年级学生以形象思维为主的特点，教师

在指导书写时，主要借助画辅助线和辅助图的方式来突

破上面的难点。在随后的书写评价时，教师紧紧围绕“竖

撇写直”“两脚平放”“横折弯钩舒展”进行评价，收到了

十分好的效果。
一堂课的容量是极其有限的，但作为一位第一学段

语文教师，一定要让自己成为成人世界派往儿童世界的

语文天使，让孩子在愉悦的氛围中，不知不觉地熏陶、享
受语文带来的美和力量。

（责编 韦 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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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调查】
据观察,好多孩子们在入学前已经形成了错误的握

笔姿势。如，2011 年 9 月入学的一批孩子，全班一共 41
人，姿势标准的只有 3 个学生，其他孩子的情况如下：

错误握笔情况（第一次摸底） 人数

握笔低而紧，食指包住拇指。 11

握笔低而紧，拇指前伸。 4

握笔低而紧，笔杆倾斜靠食指。 2

握笔低而紧，手腕上拱，好像用什么东西吊着。 3

握笔低而紧，掌心实，看上去是一把抓式。 5

握笔低而紧。 13

不难发现，几乎每个孩子都有握笔低的现象存在。
到底孩子的握笔有多低，为什么会如此呢？

【深度观察】
为了验证我的观察，我对自己班级的孩子逐个逐个

进行了测查。下表为测查情况(单位:厘米)：

1.1 2.4 2.0 1.0

1.6 1.1 1.6 1.5

2.4 2.4 2.1 2.0

1.1 2.1 2.5 1.6

讲台

1.2

1.4

1.2

2.1

2.1

1.3

2.2

3.2

1.8 2.0 1.2 1.9 3.2 1.7

2.2 2.2 2.1 1.3 2.0 2.2

2.3 2.5 1.8 2.6 2.5

上表告诉我们，我们这个班共 41 人，平均握笔高度

为 1.9 厘米，其中最低的是 1.0 厘米，最高的是 3.2 厘米；

不足 2 厘米的有 18 人，超过 3 厘米的只有两人。那按规

定应该怎样呢？我们在教写字姿势的时候，常常用三个

“一”来教，也就是一尺、一拳、一寸，即眼睛与书本距离

一尺，身前与书桌距离一拳，（握笔）手指与笔尖距离一

寸。一寸是多少呢？是 3.3 厘米。这样来说，全班除两个

学生外，其他学生都存在着握笔过低的问题。
【成因分析】

是什么原因使孩子们握笔过低呢？我们经过调查

分析，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握笔高度指导不明确

我们虽然经常强调，并且用儿歌等方式来让孩子们

知道应该做到三个“一”，但是一寸是多少，大概在什么

位置，学生还是不明确。
二、一年级孩子手指肌肉发展不成熟

因为肌肉发展不成熟，导致握笔无力。为了能更好

地控制笔，孩子们就会越握越近。
三、教师与家长写字要求过高

教师和家长评价字好不好，常用的评价语为两个：

一是“有力”，二是“有笔锋”。要让字看起来“有力”和“有

笔锋”，我们又常常简单地认为是要用力。
上述三个原因，由表及里，层层关联，最终是“用力

过度”这个致命的原因导致学生一系列的不良写字姿势

的形成。不良的写字姿势主要有：一是吊腕；二是手腕屈

曲；三是拇指包食指；四是拇指内收；五是三、四指执笔；

六是握笔太紧等。
那我们该如何有针对性地进行矫正呢？

【矫正策略】
一、准备充分，夯实根基

（一）选择合适的书写铅笔

有的教师可能会说握笔不需要用太大的力气，可是

现在的铅笔不用力书写就看不清。因为，使用铅笔书写，

与毛笔很不一样，需要加大力度才能写出清晰的字迹，

而且笔芯越硬、色素越淡，越需要用力。因此，对手上的

小肌肉发展不是很好的低年级孩子来说，铅笔的选择是

至关重要的。常见的铅笔有 HB、B、2B、3B、4B，B 的数量

越多，笔芯越柔软，浓度越大。对刚入学的孩子，绝对不

能选择 HB 和 B 型号的铅笔书写。因为这两类笔，笔芯

太硬，需要很用力才能写出清晰的字迹。对刚入学的孩

子，一般我们建议家长给他们购买 2B 铅笔书写。这样学

生轻轻用力就能写出较明显的字迹，不至于书写较长时

间，学生的指头肌肉发生凹陷、变形的现象。
（二）练习过硬的“鹰爪功”
一二年级的小朋友手指软弱无力是正常的，并且男

孩与女孩又有区别。由于女孩发育比男孩早，女孩的写

字肌在三、四年级就成熟、稳定了，而男孩的发育要晚一

两年，这也是小学阶段女孩比男孩写字好的重要原因之

一。可是，我从自家孩子身上发现，他的指力就比一般孩

子强，因为他从幼儿园大班就开始练习弹钢琴，所以一

入学写字就比较有力。可见，锻炼一下孩子的指上功夫

也未尝不可。因此，对一些握不好笔、写不好字的孩子，

我会从“练功”开始。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小朋友们非常

喜欢“练功”，也很想创造奇迹。我教小朋友增加手指力

量及灵活度的方法是练“鹰爪功”：在塑料瓶装满水或

沙，盖好盖；让孩子平放小手掌心朝下，交替用两手拇

指、食指和中指来抓紧瓶盖，将瓶子提起放下；可 30、50
个抓放一组，逐渐增加组数。这个游戏孩子常常玩得兴

趣盎然。同时，我还要求握笔姿势不良的孩子家长，在家

也能配合练习“鹰爪功”，还可以增加撕纸、扭螺丝、堆积

木等新的项目。这样对增强孩子手指力量及灵活度的帮

助会很大。
（三）关注一分钟热身运动

每次书写之前先在一本草稿本上做一分钟的热身

运动也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热身运动就是以正确的

握笔姿势先以顺时针方向连续画圆，然后再转为逆时针

描画；之后，再画些 1 厘米左右的纵向线条，然后再变成

横线、右斜线、左斜线等，反复地进行各种各样的练习。
这些练习会起到让手腕和手指部位达到灵活的效果。之

后开始写字，学生就会感觉手腕及手指更加灵活自如，

同时手部的肌肉也得到了锻炼，从而能够坚持以正确的

握笔姿势书写更长的时间。
（四）标识笔杆刻度线

我们要求每个孩子的铅笔笔杆上都要在 2.5 厘米

处，用小刀做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必须清晰醒目，怕麻烦

的家长也可以用彩笔刻画。这个记号是每天都要做，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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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这支铅笔不能使用为止。这样每次学生只要提笔写字

就可以看到这条清晰的握笔刻度线，教师也会及时提醒

学生必须握在此处的上端。这样握笔低的现象会大有改观。
二、循序渐进，明确要领

（一）趣味儿歌正姿势

针对低年级学生的特点,在教学执笔姿势与坐姿时，

我特意搜集整理有关的写字儿歌，运用到教学中。如，

《执笔儿歌》内容详细好懂：“大哥二哥头对头，三哥弯腰

下面托，四哥五哥弯弯坐，笔杆斜靠虎口上，指实掌虚把

笔握。”读完儿歌学生很快就掌握执笔姿势。为了不使学

生在练字过程中手指太累，在课间休息时，我教给学生

《指操歌》，让他们在悠扬的古筝乐声中又说又做，既动

口又动手，气氛轻松愉快。《指操歌》内容如下：（1）我有

一双小小手，长着十个手指头，写字之前做指操，活动关

节手灵巧。（2）五指张开手相对，左右用力往里压，团结

合作互相帮，写出好字人人夸。（3）十指争相把话插，小

主人，放心吧，我们团结来督促，保证团结如一家。（4）拿

起笔来坐端正，一拳一尺又一寸，头正身直双足稳，字字

书写很漂亮。有时，我还教唱学生《写字歌》：“一棵大树

快要倒，手指全家来扶好。爸妈轻扶树两边，形成一个小

圈圈。爸爸身高头在前，树干斜在爸脚边。大哥树后来托

牢，两个弟弟弯腰靠。要想写字快又好，握笔方法要正

确。”在多种形式的渗透下，孩子明确了正确的握笔方

法，初步学会正确的握笔姿势来书写。
（二）握笔器纠顽疾

对于握笔姿势错误较难改的孩子，我推荐家长购买

握笔器，新华书店有售的一种简易握笔器。在铅笔的书

写一端安装握笔器，利用握笔器来固定手指的位置，这

样不仅能帮助孩子解决持笔无力的问题，同时也有助于

孩子更快地掌握正确的握笔姿势。注意写字的时间不要

过长，用握笔器也可以隔天进行。实践证明，使用握笔器

坚持一个月左右也能逐渐养成习惯。这时，就可以去掉

握笔器。还有网友推荐的一种皮筋纠正法，也是不错的

选择，就是使用起来比较麻烦。
（三）语音提示保姿势

为了让孩子能养成用正确的握笔姿势书写，每周在

班中我选出一个孩子作为书写提示员。这位孩子带着手

表，学生一开始写字，他就会提醒大家齐诵书写儿歌“食

指拇指对对齐，手指握在刻度上，头正肩平轻轻写”。一

听到提示员的及时提醒，孩子们就自行检查自己的握笔

姿势和书写姿势。每 5 分钟提醒一次。因为，每隔 5 分钟

孩子就会书写疲劳。及时的提醒就像给孩子打了镇静

剂，使刚要犯错的孩子无机可乘。这样正确的姿势能保

持的时间会慢慢延长，久而久之养成了正确的握笔姿

势。
（四）降低要求养姿势

对刚入学的一年级孩子，切不可要求他们写出有笔

锋的字。因为，一年级的孩子小肌肉发育不完全，如果要

写出有笔锋的字，他们会用力地写，这样握笔会越来越

低、越来越紧。所以，在语音提示的时候我要求学生轻轻

书写，只要把基本笔画写清楚、写端正就可以，美观可以

慢慢地来。一般我们一篇课文有 6 个生字需要书写，一

个字一行就是 6 行。如果要在一节课内完成，孩子的压

力就很大，因此一定要分两节课或三节课书写。分散书

写也是保证孩子能保持良好的握笔姿势的前提条件。
三、多管齐下，巩固效果

帮助孩子矫正错误握笔姿势之后形成良好的书写

习惯是关键。刚开始，孩子们都是挺有毅力地去努力改

正，家长也会积极配合，毕竟关系到孩子的视力健康问

题。但是，矫正不良书写习惯枯燥乏味，时间一长，孩子

就产生厌倦和畏难心理。于是，我就采用多种方法督促

他们。
（一）严格督促法

孩子一旦写字，我都严格要求他们先摆正姿势，姿

势都正确了才能动笔书写。在他们书写的过程中，我一

旦发现有错误就在一旁提醒纠正，不给他们握笔姿势错

误的机会，使其将正确方法牢记在心中。
（二）家校协作法

为了孩子都能养成正确的握笔姿势，我先找个机会

把家长请进学校，让家长一一观看学生现场书写的情

况。一是观看自己孩子写字的姿势，二是让写字姿势正

确的学生成为家长提醒自己孩子书写姿势的一扇窗户。
每周还要求家长必须反馈学生在家书写姿势正确率的

情况。这样教师、家长齐抓共管，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四、体验感受，自主管理

低年级的孩子学习本领一般都坚持不了多久，写作

业时常常写着写着就不能保证姿势的正确，笔就握错

了，头也慢慢地歪着靠在本子上。 于是，我针对低年级

学生的特点，坚持以正强化为主。一看到有孩子握笔姿

势正确的就站在一旁故意美美地欣赏着，并给予肯定的

评价；有时还拍一张照片，展示给大家看。每节课我都不

厌其烦地特别表扬书写姿势正确的“小明星”，让身边榜

样的力量来影响学生，改掉不良的书写姿势。我还坚持

给作业姿势一直保持正确的孩子的本子上画上一个笑

脸，10 个笑脸奖励一个金苹果，10 个金苹果奖一张表扬

信。每周定一节课为写字好习惯的奖励课。措施有力，就

能激发学生的内驱力，使学生都有了要把笔握好的意识

了。姿势越好，学生写字更轻松，得到的表扬和肯定的机

会也越多，练习书写的行为和兴趣互相促进，形成一种

良性循环。
总之，只有辛勤的劳动才能有丰硕的回报。让每一

个孩子都能用正确的握笔姿势书写是一项很艰巨的任

务，还需要我们所有学科的教师形成合力，这样效果将

更为显著。
（责编 韦 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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