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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研究报告显示，我国小学生

的近视率接近40%， 高中生和大学生的近视率均已

超过七成。 著名眼科专家褚仁远教授曾多次指出，
握笔姿势不正确容易导致青少年近视，因此我们应

重视握笔姿势对儿童视力的影响，重视对学生写字

习惯的培养。
俗话说“字如其人”，写字是小学生语文学习中

的重要内容。 语文课程标准强调低年级学生要“养

成正确的写字姿势和良好的写字习惯”。 正确的握

笔姿势是良好写字习惯培养的重要部分。 目前，小

学生握笔姿势现状不容乐观，尤其在低年级尤为突

出。 本文将通过调查小学生握笔姿势的现状及产生

原因，结合教育教学研究解决此现状的对策。
一、现状调查，了解握笔姿势情况

笔者今年执教的是一年级。 在一年级学生入学

之初， 笔者便对一年级学生进行了握笔现状调查。
全班共40名学生，姿势标准的仅有3名学生，其他学

生的握笔情况如下：

纵观这些握笔姿势错误的学生，笔者发现他们

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握笔太低，写字时视线受阻。 经

过测量，班上40名学生的平均握笔高度是1.65厘米。
我们在教写字的时候， 常常会说 “一拳一尺和一

寸”，那“一寸”是多少呢？ 是3.3厘米。 这里的“一寸”
是个概数，也就是3厘米左右。

再观察这些握笔姿势错误的学生，笔者发现他

们的写字姿势也大多是错误的， 如头歪、 手歪、笔

歪、身体歪等。 由此可见，握笔姿势现状不容乐观。
二、追本溯源，寻找握笔错误原因

1.学生生理方面

低年级学生年龄小，手指关节正处于发育过程

中。 由于肌肉发育还不成熟，握笔没有力气，为了能

更好地控制笔，就会越握越近。 低年级学生在课内

外作业的压力下，很容易导致握笔不良习惯。 实践

证明，不到六岁的学生，手部肌肉群不是很发达，手

指骨骼弹性较好而坚固性较差，如果让学生过早就

拿笔写字，会造成肌肉伤害、骨骼发生弯曲等后遗

症，百害而无一利。
2.学校教学方面

在幼儿园阶段，学生进行大量书写训练，而缺

乏正确引导，导致了错误的握笔习惯。 进入小学后，
小方凳变成课桌椅，彩笔变成铅笔，书写工具和条

件发生了根本改变。 若教育衔接不够，则无形中加

大了日后纠错的难度。 进入小学，大部分语文教师

对于难以更改的错误习惯，会选择放弃。 另外，其他

学科教师还不够重视学生握笔习惯的教育。
3.家庭教育方面

首先是家长越来越注重早期教育，希望孩子幼

儿园就能学会识字和写字。 于是，只片面地关注识

字和写字，忽视规范的写字姿势和握笔方法的培养

和训练。 其次是进入小学，家长忽视了对握笔姿势

的培养和训练。 家长只重视孩子的成绩，忽视行为

习惯的培养；只关注作业是否完成、字迹是否端正，
很少去关注书写姿势和握笔姿势。

4.书写工具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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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年级学生握笔姿势现状调查和策略探究
江苏南京市共青团路小学 程朱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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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写字是小学阶段的一项基本技能，写字习惯是学生基本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很多小学

生握笔姿势不正确，错误的握笔姿势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写字质量。 本文就一年级学生的握笔姿势

现状进行分析，探究错误握笔姿势的成因，力求引导每个学生掌握正确的握笔姿势。
【关键词】握笔 错误 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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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工具所产生的弊病不容小觑。 市场上有各

种型号和不同形状的铅笔， 学生对有些笔难以把

握，又缺乏正确的判断能力。 同时，学生的桌椅也存

在一些问题，如高度不符、前后桌太近等。 学校的桌

椅是统一高度的，但学生的身高却各不相同。 于是，
不同身高的学生在同样高度的桌椅面前就呈现出

不同的书写姿势。
三、联系实践，探索纠正问题策略

写字是小学生语文学习中的重要内容，握笔姿

势正确是写好字的首要条件。 面对如此严峻的握笔

姿势现状，我们该如何指导小学生掌握正确的握笔

姿势呢？ 笔者结合教育教学实践，做了一些探索。
1.准备充分，夯实根基

（1）合适铅笔来书写。 首先，笔者对刚刚入学的

一年级学生的书写工具的选择做出了要求。 常见的

铅笔有HB、B、2B、3B，对刚入学的学生，笔者建议他

们使用HB铅笔。 这样的铅笔芯软硬适中，学生写字

时只需适度用力。 如果是写字特别费劲的学生，笔

者建议他使用2B铅笔，这样写字时轻轻用力就能写

出较明显的字。 在铅笔形状的选择上，笔者推荐学

生使用三角形形状的铅笔，这样更加方便低年级学

生的手指抓握。
（2）刻度线来提醒。 从现状调查中，笔者发现握

笔错误的学生普遍存在握笔过低的现状。 为了帮助

学生掌握正确的握笔姿势，笔者要求他们在铅笔笔

杆上约3厘米处，用彩笔做一个记号，规定握笔时不

能低于这条刻度线，并且每天督促握笔错误的学生

在铅笔上做记号，直到这支铅笔用完。 这样的刻度

线时刻提醒学生握笔不要过低。 在老师的不断督促

之后，学生们握笔低的现象大有改观。
（3）辅助工具来帮忙。 由于一些学生在幼儿园

时期就形成了错误的握笔姿势，很难纠正。 笔者推

荐他们购买了一种简易握笔器，利用握笔器来固定

手指握笔的位置。 同时，也可以巧用橡皮筋来帮助

学生进行握笔姿势定型训练。 第一个月每天都在课

后写作业时使用，第二个月隔天使用。 在握笔器和

橡皮筋的帮助下， 学生的握笔姿势得到了定型训

练。 大部分学生在三个月后便基本掌握了正确的握

笔姿势。
2.循序渐进，明确要领

（1）热身运动消疲劳。 一年级学生手部骨骼肌

肉发育还没有完全，活动不够灵活。 因此，在每次写

字之前笔者都会让学生做一分钟的热身运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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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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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复练习会让

手腕和手指部位更加灵活，同时手部的肌肉也得到

了锻炼。
（2）趣味儿歌正姿势。 针对低年级学生的特点，

在教学实践中，笔者将富有童趣的握笔姿势歌运用

到教学中。 学生在每次写字之前诵读握笔姿势歌：
老大老二对对齐，指尖之间留缝隙。 食指微微拱起

来，老三下面来帮忙。 老四老五往里藏，笔杆架在关

节上。 读完儿歌, 学生很快就掌握了正确的握笔姿

势。
（3）反复提示保姿势。 班级部分学生握笔姿势

很难纠正，没有人提醒便会重蹈覆辙。 为了让这些

学生能一直保持正确的握笔姿势写字，笔者让他们

的同桌作为书写提示员。 当写作业时，一旦发现握

笔姿势错误，就及时提醒他们。 这样，这些学生用正

确的握笔姿势写字时间越来越长，久而久之便养成

了正确的握笔姿势。
3.多管齐下，巩固效果

（1）降低要求法。 一年级学生由于肌肉发育不

一，写字时有些欠力，有些欠灵活。 因此要降低对学

生的要求， 切不可严格要求他们写出有笔锋的字。
笔者常常在指导写字时告诉学生要适度用力，只要

把基本笔画写清楚、写端正就可以，美观可以慢慢

地来。 同时，尽量减少学生的作业量，不留课外书面

作业。 课文中规定的写字量，尽可能地分散在课堂

上书写。
（2）家校协作法。 家长是纠正小学生错误握笔

姿势的坚强后盾。 笔者在学期初便利用家长会对家

长进行了正确握笔姿势的培训， 与家长沟通交流，
让家长明白错误握笔姿势对学生身心发展的危害。
针对部分学生的情况，笔者每周还要求家长反馈其

孩子在家握笔姿势的情况。 同时，我还引导家长在

日常生活中多给孩子提供锻炼手指肌肉和关节的

机会。 这样教师、家长齐抓共管，学生的握笔姿势潜

移默化中就纠正了。
（3）正面强化法。 针对低年级学生的特点，在握

笔姿势的教学中，笔者坚持以正面强化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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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看到学生们坐姿端正，握笔正确，就及时提出

表扬。 表现特别突出时还会给他拍一张握笔姿势特

写，作为“写字小明星”展示给大家看，激发了学生

的内驱力。 在课堂上，充分发挥榜样的力量，让班级

中表现优秀的学生现场示范，在班级中形成良性的

竞争氛围，有效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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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养学生良好的写字习惯

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程。 作为一名低年级语文教

师，我们应该把培养学生掌握正确的握笔姿势当成

一项重点的教学内容，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和纠正

学生错误的握笔姿势，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写字习

惯，从而提高学生的书写水平。 握笔姿势纠正之路

漫漫，吾将上下而求索！

注：该文为南京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

“生长学习力：构建小学适性课堂的行动研究”阶段

性成果。

让语文学习真正发生
江苏无锡市育红小学 陆丽娜

...................................................................................................................................

【摘要】任何形式的学习都包含三个基本要素———状态、策略和内容。 语文教学必须关注学生的“学”，
教学流程应该成为语文学习活动充分展开的过程：基于学生原点，启动“状态”；基于学生困境，运用“策

略”；基于学生远点，建构“内容”，学生就能集中精力学习，真正的学习就会发生。
【关键词】学习发生 状态 策略 内容

《学习的革命》指出，学习之“门”必须打开，否

则真正的学习无法发生。 詹森提出“任何形式的学

习，都包含三个基本要素———状态、策略和内容”。
“状态”， 就是要创造出学习的适当的精神状态，即

对自己的学习内容有着强烈的热情与渴望，要保持

一种近似疯狂的执着去学习，只有这样才会发掘出

潜存于自身的巨大能量；“策略”， 代表授课风格和

方式；“内容”，就是主题，在每个好的课程中，必须

拥有这三者。 要让语文学习发生，我们就必须关注

学生学习的“状态”“策略”和“内容”。
一、基于学生原点，启动“状态”
语文课程标准立足于从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

和知识背景出发，为他们提供学习的内容、学习的

方法等。 翻阅一到六年级的语文教材，入选课文内

容丰富，有英雄人物故事，励志、感人；有山川自然

风光，秀美、奇丽；有童话寓言故事，生动、有趣……这

些课文在不同的年级， 所采用的语言是逐渐成熟、
理性和深奥的。 为了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教师就

要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的特点， 饱含不同的情感，或

生动、或悲伤、或诙谐，入情入境地导入与描述，或

是创设一定的情境激发学生求知的渴望，引发学生

情感的共鸣，使整个课堂充满和谐。 以六年级的《麋

鹿》为例：
【教学片段1】
1.同学们，现在请大家快速浏览文章第2~4自

然段，看看作者是怎样描绘麋鹿的外形的。 边读边

想象麋鹿的样子。 要注意不动笔墨不读书，在书上

画一画关键句，圈一圈关键词。
2.读了课文，你觉得麋鹿的外形怎么样？ 文中

有个词（奇特）。
3.老师这儿有一头鹿，你们看，这是麋鹿吗？ 先

别急着下定论，好好看看这头鹿，再好好读读课文，
从文中找理由来证明你的判断是对的。 待会儿陈述

理由的时候要求语言简洁，叙述清晰、有条理。 （回

答要求：图片上的鹿……麋鹿……所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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