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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亲爱的同学：

你知道吗，我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的古国，汉字的书写艺术是祖

国文化艺术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今天，我们编写的《书法练习指导》将开启

你愉快而有趣的书法学习之旅，让你感受书法艺术的无穷魅力，了解中国传统

文化的丰富内涵。

《书法练习指导》分为“书写指导”“集字练习”“读碑赏帖”“书法园地”

四大部分。在内容编写上力求既有学习方法的指导，又有书写技能的拓展，为

同学们打造一个集学习、展示、评价为一体的书法学习综合实践平台，供同学

们研究、合作、交流。

在“书写指导”中，我们设置了“我来读帖”“我来分析”“我来临摹”

等学习环节，并在课中安排了毛笔书写练习的内容，旨在引导同学们养成先读

帖、后临摹，先动脑、再动手的良好书写习惯。“书写指导”以点画书写为起

点，从结构简单的字到结构复杂的字，由单字练习到篇章练习，遵循由浅入深、

先易后难的书法学习规律，让同学们又快又好地掌握毛笔书写的技能技巧。 

“集字练习”是指导同学们实现书法学习向实际应用的转化。通过联系生活，

激发兴趣，培养书法应用意识，让同学们在书法应用中学会合作，分享成功。

在“读碑赏帖”中，我们选取了历代篆、隶、草、楷、行五种字体的经典碑帖，

通过领略不同字体的美，培养同学们的书法鉴赏能力。

“书法园地”介绍了著名书法家及其优秀作品，目的是开阔同学们的视野，

进一步激发同学们热爱汉字、学习书法的热情。

亲爱的同学，现在就让我们拿起手中的毛笔，为传承、弘扬中国的书法艺

术而努力学习吧！

编 者 

 2014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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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笔画的写法（三）

本单元，我们学习竖提、竖弯、竖弯钩、横折、横折钩、横

撇等笔画的写法。

第 1 课  竖提

1. 竖提由竖和提组合而成。

2. 竖提的竖向左侧略微倾斜。

1. 确定好起笔的位置，毛笔向上逆锋入纸。

2. 顿笔调锋后向下方行笔，竖画稍短一些，

然后提笔转向左下方。

3. 顿笔，向右上方提笔出锋。

竖提是在竖的末端向右写提。

第 1 课  竖提

以米字格作参照，可以观察到竖提的倾斜度。

我来分析

我来读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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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练习指导  三年级  下册

观察下面的例字，比较例字中竖提的形态差别，然后尝试描红。

通过描红，可以发现，在“改”“以”“食”中，竖提的形态略有不同。

我来临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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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课    竖提

临摹下面的例字，注意竖提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学会了竖提的写法。□  看谁掌握了毛笔的执笔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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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练习指导  三年级  下册

竖弯是竖的下部向右边弯曲。

1. 竖弯由短竖和弯弧两个部分组成。

2. 竖弯的转弯处比较圆，不出现折角。

1. 确定好起笔的位置，毛笔

顺锋入纸。

2. 向下方行笔，再转笔向右

行笔。

3. 行笔到末端时，轻轻顿笔

回锋。

第 2 课  竖弯

以米字格作参照，可以观察到竖弯的倾斜度和弧度。

我来分析

我来读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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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描红，可以发现，在“四”“此”“流”中，竖弯的形态略有不同。

第 2 课    竖弯

观察下面的例字，比较例字中竖弯的形态差别，然后尝试描红。

我来临摹

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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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练习指导  三年级  下册

临摹下面的例字，注意竖弯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学会了竖弯的写法。□  看谁的书写姿势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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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课  竖弯钩

竖弯钩与竖弯的写法类似，区别在于竖弯钩收笔时末端出钩。

1. 竖弯钩由较短的竖和较长的弯钩组成。

2. 竖弯钩的竖先粗后细，转弯后逐渐变粗，钩指向右上方。

1. 确定好起笔的位置，逆锋入纸。

2. 顿笔调锋，向下方行笔到适当位

置，转笔向右行笔，笔锋逐渐铺

开，笔画变粗。

3. 行笔到末端时，调整方向，向上

收笔出钩。

第 3 课  竖弯钩

以米字格作参照，可以观察到竖弯钩的竖、钩的弧度和斜度。

我来分析

我来读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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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练习指导  三年级  下册

观察下面的例字，比较例字中竖弯钩的形态差别，然后尝试描红。

通过描红，可以发现，在“也”“充”“元”中，竖弯钩的形态略有不同。

我来临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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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课  竖弯钩

临摹下面的例字，注意竖弯钩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学会了竖弯钩的写法。□  看谁能正确使用和护理书写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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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练习指导  三年级  下册

颜真卿（709—785），字清臣，京兆万年（今

陕西省西安市）人，唐代书法家。他的楷书有“颜

体”之称。《颜勤礼碑》是颜真卿 71 岁时，为

他的曾祖父颜勤礼撰文并书写的楷书碑刻。该

碑现藏于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

颜真卿的楷书点画浑厚、苍劲有力，横画

细、竖画粗。每个字的笔画间隔均匀，占满方格，

同时字中心的笔画互相避让，留有空间，显得

很有气势。《颜勤礼碑》采取的虽然是纵有行、

横有列的排列形式，但不显呆板。与欧阳询《九

成宫醴泉铭》疏朗的风格相比，颜真卿《颜勤

礼碑》显得茂密。由此可以看出，两个书法家

不同的艺术追求。

颜真卿《颜勤礼碑》

读碑赏帖

颜勤礼碑（局部）

颜勤礼碑（局部）   唐代    颜真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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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碑赏帖

释文：君之群从光庭 / 千里康成希庄 /日损隐朝匡朝 / 升庠（ ）恭敏邻幾（ ）/
蓼不及过庭之 / 训晚暮论譔莫 / 追长老之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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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练习指导  三年级  下册

我来读帖

欣赏完颜真卿《颜勤礼碑》后，请比较下面的例字，初步体会颜体、欧体楷书

“千”“之”“成”的不同之处。

颜体 欧体

颜体 欧体

颜体 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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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临摹

我来临摹

思考与讨论：小组讨论，说一说，颜真卿的楷书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感受。

请临摹下面的例字，初步体会颜真卿楷书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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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练习指导  三年级  下册

1. 横折是横与竖的组合。

2. 横折的横左低右高，竖向右微微倾斜。

1. 确定好起笔的位置，顺锋入纸。

2. 稍顿笔调锋，向右行笔。

3. 行笔至横的末端时，提笔向右下按笔。

4. 调整笔锋，向下行笔，回锋收笔。

横折是横的末端向下折出。

第 4 课  横折

以米字格作参照，可以观察到横折的倾斜度。

我来分析

我来读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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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课  横折

通过描红，可以发现，在“曰”“居”“思”中，横折的形态略有不同。

观察下面的例字，比较例字中横折的形态差别，然后尝试描红。

我来临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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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练习指导  三年级  下册

临摹下面的例字，注意横折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学会了横折的写法。□  看谁书写时不急不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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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课  横折钩

横折钩是横的末端向下折出并出钩。

1. 横折钩由横和竖钩组合而成。

2. 横折钩的横左低右高、粗细均匀；竖钩中的竖中段略细，钩部比较小。

1. 确定好起笔的位置，毛笔顺锋轻

轻入纸。

2. 向右行笔，写横画。

3. 行笔到适当的位置，顿笔调锋，

向下行笔，写竖画。

4. 行笔至竖画的末端时，顿笔，向

左上方提笔出钩。

第 5 课  横折钩

以米字格作参照，可以观察到横折钩的横画左低右高，竖钩微微弯曲。

我来分析

我来读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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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练习指导  三年级  下册

观察下面的例字，比较例字中横折钩的形态差别，然后尝试描红。

通过描红，可以发现，在“月”“内”“雨”中，横折钩的形态略有不同。

我来临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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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课  横折钩

临摹下面的例字，注意横折钩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学会了横折钩的写法。□  看谁能保持书写环境整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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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练习指导  三年级  下册

横撇是在横的末端向左下方撇出。

1. 横撇由横和撇组合而成。

2. 横撇的横左低右高，中间细两端粗；撇画略有弧度。     

1. 确定好起笔的位置，毛笔逆锋入纸。

2. 顿笔调锋后向右上行笔，写横。

3. 在横的末尾顿笔调锋，向左下方行

笔，写撇。

4. 边行笔边慢慢提笔，在撇的末端提

笔出锋。

第 6 课  横撇

以米字格作参照，可以观察到横撇的横左低右高，撇有一定的弧度。

我来分析

我来读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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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课  横撇

通过描红，可以发现，在“永”“反”“祥”中，横撇的形态略有不同。

观察下面的例字，比较例字中横撇的形态差别，然后尝试描红。

我来临摹

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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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练习指导  三年级  下册

临摹下面的例字，注意横撇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学会了横撇的写法。□  看谁临摹的基本方法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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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课    回顾·拓展（一）
本单元我们学习了竖提、竖弯、竖弯钩、横折、横折钩和横撇等

笔画的写法。书写这些笔画时，需要注意笔画的长短和折笔处的角度，

使笔画在字中显得协调、统一和美观。请说说你的书写体会。

我们在学习以上笔画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常见的问题。如：竖提

的提容易写得软弱无力，出锋不够干净利索；竖弯的转弯处容易写成

方笔，难以写出圆转的效果；竖弯钩是以收笔的形式出钩，出锋容易

过快；横折钩的折容易写得过于直挺；横撇的撇容易写得过长，横与

撇的距离较远等。这些都是我们在学习以上笔画时容易出现的问题，

需要注意克服。

观察下列例字，分析例字中竖提、竖弯、竖弯钩、横折、横撇等写法的不同，

然后描红、临写，注意其细微的差别。

我来临摹

第 7 课  回顾·拓展（一）

氏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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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练习指导  三年级  下册

带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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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

第 7 课  回顾·拓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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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练习指导  三年级  下册

本节课，我们从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中集出“祥和”两个字，

进行集字练习。集字是指从古代书法家的碑帖中选字，集合成特定内

容的学习书法的方法。

“祥和”的意思是吉祥平和。“祥和”一词表达了人们对国家富强昌盛、人

民生活幸福安定的期望。

书写提示

内容简介

小提示：
“祥和”两个字的大小要尽量均

匀，间隔稍微宽一点。书写成幅的习
作时，和我们平常的书写顺序不同，
请按照从右到左的顺序书写。

集字练习：祥和

1.	“祥”字中，示字旁的横左低右高，倾斜度较大，“羊”的三横长短、粗细	

有变化，竖画为垂露竖，比较长。书写时，注意左右部分的高低。

2.	“和”字中，禾字旁的横左低右高，“口”部比较小，两部分间显得比较宽松。

书写时，要注意左右部分的高低搭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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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临摹

在集字练习时，我们要选择内容积极向上、文辞优美的词句，同时要了解和

掌握词句的内容。

学习建议

集字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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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练习指导  三年级  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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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字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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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园地

认真读帖，小组讨论，说一说，《多宝塔碑》字的写法给你

什么样的感觉。

释文：大唐西京千福寺多 / 宝佛塔感应碑文 / 南阳岑（ ）勋（ ）撰朝
议郎判尚书武部 / 员外郎琅邪颜真

思考讨论

《多宝塔碑》全称《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宝佛塔感应碑文》，是颜真卿早期的楷书作品，

唐代天宝十一年（752）立碑，现藏于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

多宝塔碑（局部）

唐代				

颜真卿    

颜真卿《多宝塔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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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撇折由撇和提组合而成。

2. 撇折的撇起笔较粗，撇部较短；折笔的地方比较方，撇和折形成一个比较

尖锐的夹角。

1. 确定好起笔的位置，毛笔逆锋入纸，顿

笔调锋后，写短撇。

2. 行笔至短撇的末端，提笔。

3. 顿笔调锋，向右上行笔，至末端提笔出锋。

撇折是在撇的末端向右上折出。

第二单元  笔画的写法（四）

本单元，我们学习撇折、撇点、横折弯钩、竖折、竖折折钩、

横折折撇、横撇弯钩、横折折折钩等笔画的写法。

第 8 课  撇折

以米字格作参照，可以观察到撇折中撇、折的倾斜度。

我来分析

我来读帖

第 8 课  撇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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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练习指导  三年级  下册

通过描红，可以发现，在“至”“兹”“玄”中，撇折的形态略有不同。

观察下面的例字，比较例字中撇折的形态差别，然后尝试描红。

我来临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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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课  撇折

临摹下面的例字，注意撇折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学会了撇折的写法。□  看谁起笔、行笔、收笔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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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练习指导  三年级  下册

撇点的写法与撇折类似，只是向右下转折的角度比较大。

1. 撇点由撇和点组合而成。

2. 撇点的撇整体上由粗变细；点为长点，由细变粗，收笔比较圆。

1. 确定好起笔的位置，毛笔顺锋向右

下入纸，轻轻顿笔调锋，写出长撇。

2. 在长撇的末端轻轻提笔，调锋后向

右下方行笔，写长点。

3. 行笔到点的末端，回锋收笔。

第 9 课  撇点

以米字格作参照，可以观察到撇点的撇和长点均有一定的斜度和弧度。

安

我来分析

我来读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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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课  撇点

通过描红，可以发现，在“安”“如”“接”中，撇点的形态略有不同。

观察下面的例字，比较例字中撇点的形态差别，然后尝试描红。

我来临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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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练习指导  三年级  下册

临摹下面的例字，注意撇点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学会了撇点的写法。□  看谁掌握了毛笔的执笔要领。



37

横折弯钩是在横的末端向下写竖弯钩。

1. 横折弯钩由横和竖弯钩组合而成。

2. 横折弯钩的横左低右高；横折弯钩的转折提笔下按，上粗下细；弯钩由细

变粗，稍有弧度；钩指向右上。

1. 确定好起笔的位置，毛笔顺锋入

纸，顿笔调锋后写横画。

2. 写转折的时候，轻轻提笔，然后

顿笔调锋，向下方行笔。

3. 在转弯处，提笔向右并逐渐按笔。

4. 按笔向右上出钩。

第 10 课  横折弯钩

以米字格作参照，可以观察到横折弯钩横画的倾斜度和竖弯钩的弧度。

我来分析

我来读帖

第 10 课  横折弯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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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练习指导  三年级  下册

贽

通过描红，可以发现，在“九”“贽”“肌”中，横折弯钩的形态略有不同。

观察下面的例字，比较例字中横折弯钩的形态差别，然后尝试描红。

我来临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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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课  横折弯钩

临摹下面的例字，注意横折弯钩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学会了横折弯钩的写法。□  看谁的书写姿势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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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练习指导  三年级  下册

《灵飞经》

小楷是指小的楷

书汉字。《灵飞经》

是唐代流传下来的小

楷作品，无书写者名

款，相传为钟绍京所

书。明代晚期被发现

并刻帖，现仅存部分

原迹，但刻本完整。

《灵飞经》运笔

流畅而稳健；字形端

庄秀美。每行字的大

小、长短、粗细、轻

重等富有变化，整体

和谐自然，是后人学

写小楷的常用范本。

读碑赏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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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碑赏帖

灵飞经（局部）   唐代	 钟绍京（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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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练习指导  三年级  下册

竖折是在竖的末端向右折出。

1. 竖折由竖和折组合而成。 

2. 竖折的竖通常较短，折笔处近似直角。

1. 确定好起笔的位置，毛笔逆锋

入纸，轻轻顿笔调锋后向下行

笔写竖。

2. 在竖的末端，顿笔调锋，向右

行笔写长横。

3. 在横的末端，回锋收笔。

第 11 课  竖折

以米字格作参照，可以观察到竖折的倾斜度。

我来分析

我来读帖



43

第 11 课  竖折

通过描红，可以发现，在“山”“出”“皆”中，竖折的形态略有不同。

观察下面的例字，比较例字中竖折的形态差别，然后尝试描红。

我来临摹

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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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练习指导  三年级  下册

临摹下面的例字，注意竖折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学会了竖折的写法。□  看谁能正确使用和护理书写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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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竖折折钩由竖和横折钩组合而成。

2. 竖画粗细均匀，与横的夹角近似直角；第一个折的横比较细，第二个折比

较粗，转折比较圆；向左上出钩。

1. 确定好入笔的位置，笔锋向右下入纸，

快速顿笔，调锋后向下行笔，写竖。

2. 在竖的末端，提笔调锋，向右上行笔

写折。

3. 在转折的地方顿笔，调锋后向下行笔，

到折的末端顿笔后，顺势出钩。

竖折折钩是在竖的末端连写横折钩。

第 12 课  竖折折钩

以米字格作参照，可以观察到竖折折钩中各部分的倾斜度和弧度。

第 12 课  竖折折钩

焉

我来分析

我来读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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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练习指导  三年级  下册

通过描红，可以发现，在“焉”“引”“弗”中，竖折折钩的形态略有不同。

观察下面的例字，比较例字中竖折折钩的形态差别，然后尝试描红。

我来临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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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课  竖折折钩

临摹下面的例字，注意竖折折钩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学会了竖折折钩的写法。□  看谁书写时精神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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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练习指导  三年级  下册

横折折撇是横折、折撇连写而成的。

1. 横折折撇的横，左低右高，倾斜度比较大。

2. 横折折撇第一个折笔的地方比较方，第二个折笔的地方外圆内方，撇的弧

度较大。

1. 确定好起笔的位置，毛笔向

右下方逆锋入纸，轻轻顿笔

调锋，向右上行笔写横。

2. 在横的末端，顿笔调锋，向

左下方行笔，写折。

3.在横折的末端轻轻顿笔调锋，

先向右下，再向左下行笔，

渐渐提笔撇出。

第 13 课  横折折撇

以米字格作参照，可以观察到横折折撇的倾斜度和弧度。

我来分析

我来读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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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课  横折折撇

通过描红，可以发现，在“及”“延”“道”中，横折折撇的形态略有不同。

观察下面的例字，比较例字中横折折撇的形态差别，然后尝试描红。

我来临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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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摹下面的例字，注意横折折撇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学会了横折折撇的写法。□  看谁临摹的基本方法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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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撇弯钩是在横撇的末尾连写弯钩。 

1. 横撇弯钩的横左低右高；弯钩有弧度，粗细变化较大。 

2. 横撇、弯钩笔画紧凑。

1. 确定好起笔的位置，毛笔顺锋入

纸，向右上行笔写短横。

2. 轻轻顿笔调锋，向左下方撇出。

3. 提笔调锋，向右下方行笔写弯，

至末端向左上出钩。

 

第 14 课  横撇弯钩

以米字格作参照，可以观察到横撇弯钩的倾斜度和弧度。

我来分析

我来读帖

第 14 课  横撇弯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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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描红，可以发现，在“郡”“陈”“廊”中，横撇弯钩的形态略有不同。

观察下面的例字，比较例字中横撇弯钩的形态差别，然后尝试描红。

我来临摹

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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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课  横撇弯钩

临摹下面的例字，注意横撇弯钩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学会了横撇弯钩的写法。□  看谁临摹的方法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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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折折折钩与横折折撇写法类似，区别是撇变成折钩。

1. 横折折折钩由横折和横折钩两个部分组合而成。

2. 横折折折钩的横折和横折钩中，两个横画向不同方向倾斜，两个折笔均向

左侧倾斜；整体粗细变化大。 

1. 确定起笔的位置，毛笔逆锋入纸，

顿笔调锋，向右上写横。

2. 在横的末端顿笔调锋，向左下行笔，

写出第一个折。

3. 提笔调锋，向右行笔，写第二个折；

再顿笔，向左下方行笔，写第三个

折；最后顿笔，向左上方出钩。

第 15 课  横折折折钩

以米字格作参照，可以观察到横折折折钩的倾斜度。

我来分析

我来读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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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课  横折折折钩

颓

楹

通过描红，可以发现，在“乃”“楹”“颓”中，横折折折钩的形态略有不同。

观察下面的例字，比较例字中横折折折钩的形态差别，然后尝试描红。

我来临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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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摹下面的例字，注意横折折折钩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学会了横折折折钩的写法。□  看谁起笔、行笔、收笔更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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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读帖，小组讨论，说一说，赵孟 《道德经》的字给你

什么样的感觉。

赵孟 《道德经》

道德经（局部）  元代  赵孟     

书法园地

思考讨论

赵孟 （1254—1322），字子昂，吴兴（今浙江省湖州市）人，元代书法家。

小楷《道德经》是赵孟 的书法作品，书于元代延祐三年（1316）。赵孟 擅长

小楷，他自称“日书万字”。这件作品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书法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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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课  回顾·拓展（二）

本单元我们学习了撇折、撇点、横折弯钩、竖折、竖折折钩、横

折折撇和横撇弯钩、横折折折钩等笔画的写法。这些笔画较为复杂，

请说说你的学习体会。

这些笔画在临写的过程中容易出现很多毛病，如：撇折容易写

得粗重，与整个字的关系不协调；撇点中的撇和点的角度容易过大

过小，使字的重心不稳；横折弯钩中的竖弯钩容易写得平直呆板，

弧度不够，使得字形僵硬；竖折、竖折折钩和横折折撇中的折容易

过直，显得呆板，转折不够利索；横撇弯钩的弯钩容易写得拘谨等。

这些问题，需要我们通过练习来尽力克服。

我来临摹

分析下列例字中撇折、撇点、横折弯钩、竖折、竖折折钩、横折折撇和横撇

弯钩、横折折折钩等笔画的形态特点，然后描红、临写，注意它们之间写法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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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课  回顾·拓展（二）

弱

讫

峥

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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遐

阴

回



61

书写提示

内容简介

集字练习

本节课，我们从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中集出“文明”两个字，

进行集字练习。

“文明”通常是指文化，有时形容社会发展到较高文化阶段（跟“野蛮”相对）。

作为未来的建设者，我们平时要说文明的话，做文明的事，改掉一切不文明的习

惯，为营造文明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1.	“文”字点比较粗；横比较细，左低右高；撇、捺比较长，向左右伸展。

2.	“明”字笔画粗细均匀，横短竖长，横画左低右高。

集字练习：文明

小提示：
将纸横放，从右往左写“文明”两

字，每个字对应一个格子，注意字在格
子中的位置和大小。两个字要平稳，大小、
粗细差别不宜过大。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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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临摹

在集字练习的时候，我们要选择内容积极向上、文辞优美的词句，同时要了

解和掌握词句的内容。

学习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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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字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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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认真思考，并在小组中说一说，《董美人墓志》字的写法

给你什么样的感觉。

墓志指埋入墓穴中的石刻文字，又称“碑志”。《董美人墓志》刻于隋代开

皇十七年（597），出土于清代，原石已于清代咸丰三年（1853）毁于兵火。《董

美人墓志》是隋代楷书中的精品。

《董美人墓志》

董美人墓志（局部） 

隋代

释文：美人董氏墓志铭 / 美人姓董汴州恤 / 宜县人也祖佛子 / 齐凉州刺史敦仁

书法园地

思考讨论

书法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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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竖提的书写要领。第 1课练习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竖弯的书写要领。第 2课练习



毛笔书写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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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竖弯钩的书写要领。第 3课练习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横折的书写要领。第 4课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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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横折钩的书写要领。第 5课练习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横撇的书写要领。第 6课练习



毛笔书写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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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各字的特点。第 7课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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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各字的特点。集字练习



毛笔书写练习

71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撇折的书写要领。第 8课练习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撇点的书写要领。第 9课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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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横折弯钩的书写要领。第 10课练习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竖折的书写要领。第 11课练习



毛笔书写练习

73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竖折折钩的书写要领。第 12课练习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横折折撇的书写要领。第 13课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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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横撇弯钩的书写要领。第 14课练习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横折折折钩的书写要领。第 15课练习



毛笔书写练习

75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各字的特点。第 16课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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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各字的特点。集字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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