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 10 月

摘要：为了进一步了解小学生握笔姿势和坐姿现状，文章选取一、二年级共九个班为调查对象，采用观察法、问卷

调查法等方式，主要针对小学生握笔姿势和坐姿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具体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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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在每一个学段目标中都强

调“写字姿势正确”，还要有“良好的书写习惯”[1]。本文通过

对小学生握笔姿势和坐姿不正确的原因进行调查分析，提

出相应的可操作性的对策。
一、调查内容

握笔姿势和坐姿是写字习惯中最重要的因素，但是，笔

者对所在学校小学生握笔姿势与坐姿的现状进行一次抽样

调查后发现，小学生写字时握笔姿势和坐姿不正确现象极

为严重。本次调查抽取一、二年级共九个班为抽样对象，采

用观察法、问卷调查法等方式展开，调查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小学生写字时握笔姿势和坐姿不正确现象调查结果

上述调查情况表明，小学生握笔姿势与坐姿不正确的

人数多、覆盖面广。
目前，小学生握笔姿势与坐姿千奇百怪、五花八门。具

体表现为：①握笔：手离笔尖的距离不等，有的甚至手指即

将碰到笔尖；拇指搭在食指上；拇指、食指、中指并用抓笔；

手腕弯曲，笔尖向内；拇指、食指与虎口之间的空间呈长椭

圆形……②坐姿：书写时眼睛距离书本或本子不足一尺，有

的学生头距离书本或本子不足 15 厘米；胸部靠着桌子；头

部歪斜；颈部、背部弯曲；侧身写字……
二、小学生握笔姿势和坐姿不正确的原因及对策

（一）教师主观重视不够

调查中，笔者发现，一些语文教师对学生握笔姿势与坐

姿中存在的问题和自身肩负的责任认识不足。有人认为，一

年级是花时间和精力对学生握笔与坐姿进行指导的好时

机，但学生数多，无力顾及；有人认为，学生执笔存在的问

题，很多是在幼儿园时期养成的不良习惯，实在很难纠正，

只好顺其自然；有人认为，学生握笔与坐姿存在的问题很

大，但这是一、二年级教师分内的事，自己做到布置作业时

有要求，学生没做到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以上调查中，抽样的班级学生数都在 50 人以上，不可

否认，学生人数多，确实给教师的教学增加了难度。但教师

对学生握笔姿势与坐姿不正确的关注，随着学生入学时间

的推移、年级的升高，从说得多、指导得多，到说得少、指导

得少，再到偶尔说一说、不指导，最后到什么也不说，成为一

种普遍现象。
对策：教师要从一年级开始重视规范学生的书写坐姿

和握笔姿势，可以通过编制一些书写姿势口诀，让学生背诵

记忆，以利于提升学生的书写兴趣，纠正学生的不良书写姿

势。如“头正、肩平、腿直、足安。”“一抵、二压、三衬托，指实

掌虚腕灵活。”“眼离书本一尺远，胸离书桌一拳远，手离笔

尖一寸远。”“老大老二不打架，老三抵在笔杆下，老四老五

来帮忙。”
（二）关注结果忽视过程

教师在教学中为了完成教学任务，对于学生的书写重

结果，轻过程。学生能够写出字、写正确，能完成作业、答题

考试就可以了，至于书写时的握笔姿势与坐姿，教师则没

有过多关注。教师未能始终把握笔姿势与坐姿的教育放在

重要位置，不能做到当学生握笔或坐姿不正确时予以纠正

后才让动笔，导致学生在书写过程中没有纠错改正的想法

和行动。
对策：正确的握笔姿势与坐姿是写好字的前提，也是学

生身心健康成长的需要。因此，对于学生的书写不但要重结

果，更要重过程。学生在书写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很容易反

复。教师要多进行引导和监督，帮助学生逐步培养起规范书

写的习惯。首先，教师要给出示范标准，可以利用多媒体展

示动作要领，也可以亲自示范操作，讲清每一个动作的构

成，分解动作使学生有清楚的认识。其次，教师要做好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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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因为学生悟性有差异，对于个别学生已

经形成的不良习惯，教师有必要进行个别指导。最后，树立

榜样，让班级中表现优秀的学生现场示范。
（三）学生课业负担过重

初入学的学生作业量过多，是造成学生书写握笔姿势

与坐姿变形走样的根源之一。一年级学生六周岁入学，根据

学龄儿童的生理特点，各套语文教材的编写都遵循了“多认

少写”的原则，但为了加强记忆，或者为了考试，一部分教师

在让学生书写时，要求认字表里的字也得书写。为了提高学

生成绩，除了写字，还常常要求做相关的补充练习，书写量

过大，促使学生书写时握笔姿势与坐姿变形走样。
对策：我们不能否认学习过程中练习的重要性，但不要

让学生负担过重。教学不应以应试为目的，而应以学生的发

展为目标。教师要根据实际设计个性化的书写握笔姿势和

坐姿训练，首先，开展书写竞赛。为提升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教师可以设计多种竞赛活动，并给予奖励。小学生都有好胜

心，自然会全身心投入。其次，设置监督岗，教师监督学生书

写姿势的时间、机会都非常有限，为此，教师可以设置众多

监督岗，让学生充当监督员，这样可以扩大监督覆盖面。最

后，要与科任教师达成共识，适当减少学生的作业量。
（四）教师之间缺乏合力

各科教师的合力也对学生书写时的握笔姿势与坐姿良

好习惯的养成产生了一定影响。在调查中发现，部分其他学

科教师认为，学生书写时握笔与坐姿存在的问题，主要责任

在于语文教师；有的认为，学生会写字就行了，对于握笔与

坐姿不要管那么多……
对策：指导学生书写时正确握笔，关注学生的书写坐

姿，语文教师必须负主要责任，但其他学科教师也不能等闲

视之，不闻不问。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行为习惯，关注学

生的发展，提高学生的素养，作为教师人人有责。各科教师

应具备合作意识，共同培养学生良好的写字习惯。
三、结语

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说：“什么是教育？简单一句话，

就是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对于养成正确的握笔和坐姿习

惯，语文教师自然是第一责任人，因此，在小学生入学开始

写字时，就必须要严字当头，坚决落实，持之以恒。当然，学

生书写时的握笔姿势和坐姿的矫正，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

程。所以，语文教师要与其他学科教师共同努力。作为学校

管理者，更要给予高度的重视和多方的支持。众人拾柴火焰

高，只要大家上下同心，小学生良好的写字习惯就一定能够

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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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系与组织下，我院已与外研社合作，组织有双元制教学

经验的教师编写了《气液传动控制技术》《零件数控铣削加

工》《模具子系统机械制造》《机电一体化系统安装与调试》
及等多本切合本院教学实际的校本教材。

四、能力导向的职业院校一体化教学体系建设

第一，加强一体化实训场室建设。中德工程学院已根

据合作企业的寻访建成了数控加工中心实训区、机械加工

实训区、模具加工及装配区、机械拆装区等一体化教学场

室。智能制造一体化教学中心正在筹建中。在一体化场室

配备了统一的学习讨论桌椅、展示台、资料柜等。对于一体

化场室，基本要做到：面积满足需求，实训设备接近企业标

准，安全保障到位，规章制度明确。每个场室由专人负责管

理，坚持执行场室的规章制度，保证 5S、TPM 等标准长期

有效实施[4]。
第二，加强双元师资队伍的建设，实现教师培训一体

化，即专业理论课教师与技能培训师一体化，教师既要有

较高的理论水平，又要具备专业实践技能，能熟练使用相

关设备指导学生开展工作[5]。加大培训力度，培养“双师型”
教师，结合实际情况聘用专业及岗位贴合的企业工程师担

任培训任务。积极参加各类有效的师资培训，鼓励专业教

师挂职锻炼，深入企业的生产第一线，提升“双师型”教师

的综合能力。
第三，分析整理双元人才培养方案，合理安排教学计划。

经过与合作企业的反复研讨，共同确定了“三站互动、四六轮

换”的培训方案。学生在校内学习 4 周理论知识，在跨企业培

训中心一体化实训场室或企业实训 6 周。
第四，改革传统的考核方式。近几年来，我院采用理论

40%+实际操作技能 60%的考核方式（对应四六轮换的教学

模式）。既能考查一定的理论，又能考察实操能力。对教学效

果的检验也是比较准确的。
总之，职业院校采用双元模式的能力导向一体化教学，

对提高专业课的教学质量是一条有效的途径。结合一体化

的实训场所、培训师资、教学体系及考核体系的建设，引导

培训师开发能力导向的一体化教学材料，我院一定能把职

业教育的培训目标转移到企业的需求上来，真正培养企业

需要的技术型员工，为行业企业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做出应

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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