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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印刷  保护环境  爱护健康
亲爱的同学：

你手中的这本教科书采用绿色印刷标准印制，在它的封底印有“绿色印刷产品”标志。
从 2013 年秋季学期起，北京地区出版并使用的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教科书全部采用绿色
印刷。

按照国家有关标准（HJ2503-2011）《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印刷 第一部分：平版印刷》，
绿色印刷选用环保型纸张、油墨、胶水等原辅材料，生产过程注重节能减排，印刷产品符合
人体健康要求。

让我们携起手来，支持绿色印刷，选择绿色印刷产品，共同关爱环境，一起健康成长！

北京市绿色印刷工程

绿色印刷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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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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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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课    立刀旁

1. 立刀旁在字中较窄。左竖较短；右竖钩微微弯曲，为字中最长的部分。

2. 立刀旁的外轮廓近似侧放的梯形。

1. 短竖顺锋落笔 , 呈尖头状 ; 长竖钩逆锋

起笔，呈方折状。

2. 竖钩中段细挺，微微弯曲，出钩饱满。

3. 竖与竖钩的间距要适当。

第一单元    右偏旁的写法

本单元 , 我们学习右偏旁的写法。

第 1 课    立刀旁 

立刀旁又称立刀。立刀旁的字一般左宽右窄。

利

1

我来分析

我来读帖



则

列

观察下面的例字，比较立刀旁形态的细微差别， 然后尝试描红。

通过描红，可以发现，在“利”“则”“列”中，立刀旁的形态大体相同，

略有差别。

我来临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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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课    立刀旁

临摹下面的例字，注意立刀旁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学会了立刀旁的写法。□  看谁的书写习惯好。



斤字旁做右偏旁时，最后一笔往往伸展。

第 2 课    斤字旁

1. 斤字旁在字中较宽，第一、二笔收紧，后两笔伸展。

2. 斤字旁的外轮廓呈五边形。

1. 斤字旁中，第一笔撇较短；第二笔竖

撇收缩；横、竖伸展；竖从横的偏左

处起笔。

2. 斤字旁在右侧时体现了右偏旁左收右

放的特点。

3. 注意斤字旁与左边部分的关系。

我来读帖

我来分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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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课    斤字旁

观察下面的例字，比较斤字旁形态的细微差别， 然后尝试描红。

通过描红，可以发现，在“新”“斯”“渐”中，斤字旁的形态略有变化。

我来临摹

渐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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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摹下面的例字，注意斤字旁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学会了斤字旁的写法。□  看谁读帖细心，书写专注。



反文旁也称反文。反文旁作为右偏旁时捺画较为伸展。 

第 3 课    反文旁

1. 反文旁在字中较宽，撇短捺长，向右伸展。

2. 反文旁的外轮廓近似扇形。

1. 反文旁第一笔撇顺锋入纸，较尖；第

二笔横在撇的末端起笔，向右上倾斜。

2. 撇在横的中下方起笔，向左下伸展；

捺画较为挺直，向右下伸展。

3. 注意反文旁与左边部分的关系。

第 3 课    反文旁

7

我来读帖

我来分析



观察下面的例字，比较反文旁形态的细微差别， 然后尝试描红。

通过描红，可以发现，在“改”“激”“效”中，反文旁的形态略有变化。

激

我来临摹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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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课    反文旁

临摹下面的例字，注意反文旁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学会了反文旁的写法。□  看谁善于利用米字格把握字的笔画 。



书法园地

认真读帖，小组讨论，说一说，王羲之的作品给你什么样的

感受。

王羲之（303—361），字逸少，琅（ ）琊（ ）临沂（今山东省临沂市）人，

东晋书法家。他改变了以前带有隶书样式的书法，创新出了一种妍美流便的行书。

王羲之对后世的影响很大，通过学习他的书法而自成一家的有很多人，比如元代

的赵孟 、明代的董其昌等。王羲之被认为是中国最了不起的书法家，被后人尊

称为“书圣”。

古代书法家——王羲之

丧乱帖  东晋	 王羲之

释文：羲之顿首丧乱之极／先墓再离荼毒追／惟酷甚号慕摧绝
痛贯心肝痛当奈何 / 奈何虽即修复未获／奔驰哀毒益深奈何
奈何临纸感哽不知／何言羲之顿首顿首

思考讨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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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课    右耳旁

11

右耳旁又称右耳刀、双耳旁。右耳旁末笔伸展，位置一般比字的

左半部分要低。

第 4 课   右耳旁

1. 右耳旁的末笔为垂露竖，较为挺直。

2. 右耳旁的外轮廓近似侧放的梯形。

1. 右耳旁起笔顺锋入纸，较尖，稍顿后提

笔向左下撇出。

2. 顺势提笔，写弯钩，钩部短小含蓄。

3. 最后一笔垂露竖伸展，回锋收笔。

我来读帖

我来分析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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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下面的例字，比较右耳旁形态的细微差别， 然后尝试描红。

通过描红，可以发现，在“郡”“部”“廊”中，右耳旁的形态略有差别。

我来临摹



13

第 4 课    右耳旁

临摹下面的例字，注意右耳旁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学会了右耳旁的写法。□  看谁比较熟练地掌握了运笔方法。



“页”字、“欠”字作为右偏旁时，部分笔画的写法有变化。

第 5 课    页字旁    欠字旁

1. 页字旁在字中约占一半的宽度，横画之间的距离均匀，外轮廓近似梯形。

2. 欠字旁在字中约占一半的宽度，上下两个部分稍向左倾斜，外轮廓是不

规则的四边形。

1. 页字旁首横较短，末横向左伸出，起笔较尖，笔画之间距离较为均匀。

2. 欠字旁起笔较尖，横撇收缩，第三笔竖撇略弯，末点向右下伸展。

颂 欲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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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读帖

我来分析



第 5 课    页字旁    欠字旁

饮

观察下面的例字，注意页字旁和欠字旁的细节， 然后尝试描红。

通过描红，可以发现，“颂”的页字旁中的笔画粗细略有区别，“欲”“饮”

的欠字旁也有变化。

我来临摹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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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摹下面的例字，注意页字旁和欠字旁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学会了页字旁、欠字旁的写法。□  看谁行笔沉稳，提按分明。



第 6 课    月字旁    力字旁

1. 月字旁整体狭长，外轮廓近似长方形。

2. 力字旁位置比字的左半部分低，外轮廓近似五边形。

“月”字、“力”字作为右偏旁时，月字旁和力字旁的撇画都

不伸展。

第 6 课    月字旁    力字旁

17

我来读帖

 1. 月字旁左撇画较直；两横均匀排列、左低右高；月字旁整体稍向左倾斜。

 2. 力字旁中的撇画较短；横折钩中的折写得比较粗；横画左低右高。

我来分析



观察下面的例字，注意月字旁和力字旁的细节， 然后尝试描红。

通过描红，可以发现，在“期”“明”中，月字旁的形态略有变化。

我来临摹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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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课    月字旁    力字旁

临摹下面的例字，注意月字旁和力字旁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学会了月字旁、力字旁的写法。□  看谁书写的点画有力度。



王羲之《兰亭序》

读碑赏帖

东 晋 永 和 九 年（353） 三 月

初 三， 王 羲 之 与 谢 安、 孙 绰 等

四十一人在会稽山阴（今绍兴）

兰亭集会，赋诗三十七首，王羲

之书写序文《兰亭序》。据传，《兰

亭序》真迹被作为唐太宗的陪葬

品埋入坟墓。现存摹本中，以钩

摹精良的神龙本最著名。神龙本

因钤有“神龙”（唐中宗年号）

小印得名。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

院。神龙本不但墨色浓淡润燥自

然，而且下笔的锋芒、笔画间的

连 带， 甚 至 破 笔 的 分 叉 也 极 其 

逼真。

《兰亭序》笔画遒劲，虽细

如游丝，却力透纸背，笔笔呼应

承接。相同的字有多种不同的写

法，即使在同一个字中，相同方

向的笔画也力求有所变化。结体

多姿，变化丰富，通篇错落有致，

节奏如行云流水，自然天成。《兰

亭序》是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一

座高峰，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

释文：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        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
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        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
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        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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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碑赏帖

兰亭序（局部）  东晋	 王羲之    

释文：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        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
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        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
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        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

21



第 7 课    寸字旁    戈字旁

寸字作右偏旁时竖钩偏左，戈字作右偏旁时斜钩较长。

1. 寸字旁横稍长；竖钩而伸展；点略低，处于钩画收笔处的左上方。

2. 戈字旁横画明显左低右高；斜钩斜长、弯曲，用笔较重；点、撇用笔较轻。

1. 寸字旁在字中约占一半位置，外轮廓近似菱形。

2. 戈字旁明显从左向右下倾斜，外轮廓近似斜置的长方形。

我来读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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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分析



第 7 课    寸字旁    戈字旁

观察下面的例字，注意寸字旁和戈字旁的细节， 然后尝试描红。

通过描红，可以发现，“成”“咸”的戈字旁略有变化。

我来临摹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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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摹下面的例字，注意寸字旁和戈字旁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学会了寸字旁、戈字旁的写法。□  看谁行笔沉稳，提按分明。



口字作右偏旁时口字不大，见字作右偏旁时最后一笔竖弯伸展。

第 8 课    口字旁    见字旁

1. 口字旁左上部不封口，上宽下窄，外轮廓近似倒放的梯形。

2. 见字旁在字中较宽，外轮廓近似梯形。

第 8 课    口字旁    见字旁

视 

25

我来读帖

 1. 口字旁起笔顺锋入纸、较尖，左竖和右折稍向外倾斜，口字旁整体向左倾斜。

 2. 见字旁左竖较细，横折较粗，横画分布均匀，撇画较细，竖弯钩向右伸展。

我来分析



观

观察下面的例字，注意口字旁和见字旁的细节，然后尝试描红。

通过描红，可以发现，“加”的口字旁略偏下，“视”“观”的见字旁略有差别。

我来临摹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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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摹下面的例字，注意口字旁和见字旁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学会了口字旁、见字旁的写法。□  看谁写的笔画美观。

第 8 课    口字旁    见字旁



  集字练习：物华天宝

下面，我们从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中集出“物华天宝”四个字，

进行集字练习。

物华天宝多用来形容某个地方盛产各种珍美的宝物，是极为富饶的地方。

1.“物”字整体较为平稳，左狭长，右宽扁。

2.繁体“华”字对称中稍有变化，中间横和竖较为舒展，其他笔画较为短小。

3.“天”字整体斜中求正；两横较短，明显左低右高；撇、捺较为舒展。 

4.繁体“宝”字较为平稳，上面部分笔画较为紧凑，下面部分笔画较为疏松。

内容介绍

书写提示

华宝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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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字练习

我来临摹

临摹下面的例字。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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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字练习

1. 自己准备一张长宽比例为 1∶1 的正方形白纸。

2. 将白纸沿一边对折，再沿另一边对折，折成四个正方形。

3. 将正方形折出米字格，打开备用。

在集字练习的时候，我们要观察和分析每个字的点画、结构特点。书写时，

力求一气呵成、连贯流畅。

小知识：

落款指书法作品

上题写的书写时间、地

点、作者姓名等内容。

落款的位置、大小与正

文要协调。落款后钤盖

印章。印章红色较为夺

目，在位置和大小上要

注意与正文、落款之间

的关系。

学习建议

准备纸张

小提示：

写整幅作品时，从上往下、从右往左

书写“物华天宝”四个字，每个字对应一

个米字格，注意字在米字格中的位置和大

小。字宜平稳，字的大小、笔画的粗细相

差不宜过大。落款。

31



书法园地

扇面是一种常见的书法幅式，指在扇子或扇子形状的纸上书写的作品。按照

扇子的样式，扇面可以分为折扇、团扇、芭蕉扇等。

斗方是指书法作品的纸张

是正方形或者近似正方形的书

法幅式。斗方作品的字数可以

是一个字，也可以是几行字，

形式灵活多样。

书法幅式——扇面、斗方

释文：寿域宏开万里平，山川间气毓人英。 百龄介祝真初度，此是长生第一程。
春转神州芳草深，天涯游子富佳音。巍峨事业峥嵘誉，不负当年去国心。
杜陵乡思系孤舟，丛菊何时插满头。识得中华天地大，海壖（ ）一寸
亦神州。

释文：寿斗方   现代				沙孟海（1900—1992）   

思考讨论 查找相关

资料，小组讨论，说一说，你

见过哪些扇面、斗方书法作品，

它们的幅式安排有什么特点。

扇面   现代				启功（1914—2005）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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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课    心字底

1. 心字底形态宽、扁，在字中约占一半的高度。

2. 心字底整体向右上倾斜，外轮廓近似三角形。

1. 心字底左点顺锋起笔，再写卧钩，最后

写后面两点。要求笔画呼应，书写连贯。

2. 三点分布在一条左低右高的斜线上；卧

钩弯曲，用笔轻重变化明显。

3. 注意心字底与上面部分的呼应。

第二单元    字底的写法

本单元，我们学习字底的写法。

第 9 课   心字底

“心”字作为字底时，笔画紧凑，三个点相互呼应。

33

我来读帖

我来分析



我来临摹

观察下面的例字，比较心字底形态的细微差别， 然后尝试描红。

通过描红，可以发现，在“思”“忘”“愈”中，心字底的形态略有变化。

我来临摹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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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课    心字底

临摹下面的例字，注意心字底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学会了竖提的写法。□  看谁的书写态度认真、书写习惯良好。我来评价  我学会了心字底的写法。□  看谁的书写习惯好。



皿字底形态较扁平，左右伸展，在字中约占三分之一的高度。

第 10 课    皿字底

1. 皿字底整体宽扁，长横向左右伸展。

2. 皿字底外轮廓近似梯形。

1. 皿字底左竖起笔顺锋入纸，写曲

头竖。

2. 横折中横轻、折重，折向内收，

用笔轻重明显。

3. 中间的两竖相向弯曲，整体靠右。

4. 长横左低右高、左细右粗。

我来读帖

我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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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课    皿字底

监

我来临摹

观察下面的例字，比较皿字底形态的细微差别， 然后尝试描红。

通过描红，可以发现，在“孟”“盖”“监”中，皿字底的形态略有变化。

我来临摹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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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摹下面的例字，注意皿字底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学会了竖提的写法。□  看谁的书写态度认真、书写习惯良好。我来评价  我学会了皿字底的写法。□  看谁读帖细心，书写专注。



第 11 课    木字底    四点底

1. 木字底在字中约占一半的高度，撇、捺变为左右两点，外轮廓近似扇形。

2. 四点底的四点依次排开，均匀分布在一条直线上。

 1. 木字底长横左低右高；竖钩较短；左挑点尖，右侧点稍圆。

 2. 四点底四点的写法，都是顺锋入纸，尖起圆收。前两点右上向左下写，

后两点左上向右下写，四点相互呼应。

无架

“木”字作字底时，撇、捺变成左右点；四点底的四个点姿态各异。

第 11 课    木字底  四点底

39

我来读帖

我来分析



观察下面的例字，比较木字底、四点底中点画的形态差别， 然后尝试描红。

通过描红，可以发现，在“架”、繁体“无”和“照”中，点的形态略有不同。

我来临摹

照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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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课    木字底    四点底

临摹下面的例字，注意比较木字底和四点底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学会了木字底、四点底的写法。□  看谁写的笔画美观。



书法园地

条幅是指书法作品的纸张上下长、

左右窄的竖幅样式，是人们在书写中

较为常见的一种书法作品形式。条幅

的书写顺序是自上而下、从右往左。

常见的有四尺或六尺宣纸对裁成的条

幅样式，也有将较小的书法作品，如

斗方、扇面等，通过装裱制作成条幅

样式的。

书法幅式——条幅

条幅   现代				鲁迅（1881—1936）

释
文
：
奴
见
婢
子
学
家
但
见
人
来
。

  释文：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旧 

  帽遮颜过闹 / 市破船载酒泛中流横 

  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 / 子牛躲 

  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思考讨论 查找相关资料，小

组讨论，说一说，你见过哪些条幅书法

作品，它们的幅式安排有什么特点。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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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

日字底和口字底，一个方、一个扁，在字中所占位置较小。

第 12 课    日字底    口字底

1. 日字底形态较方，外轮廓近似方形，形体端正。

2. 口字底形态较扁，上宽下窄，外轮廓近似倒梯形，略向左倾斜。

 1. 日字底的竖较短；第二笔横折的折部稍伸长，略粗；第三笔横画短小，不

与竖和横折相连。

 2. 口字底起笔竖较尖；横折与竖不封口，折笔略粗；横画与折相交，右边出头。

第 12 课    日字底    口字底

43

我来读帖

我来分析



观察下面的例字，比较日字底和口字底的异同， 然后尝试描红。

通过描红，可以发现，在“昔”“名”“善”中，日字底窄而高，口字底宽而扁。

我来临摹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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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课    日字底    口字底

临摹下面的例字，注意日字底和口字底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学会了日字底、口字底的写法。□  看谁行笔沉稳，提按分明。



土字底和王字底左右伸展，写法较为相似。

第 13 课    土字底    王字底

1. 土字底在字中约占一半的高度，外轮廓近似三角形。

2. 王字底在字中约占一半的高度，外轮廓近似梯形。 

 1. 土字底的两横一短一长，均左低右高；竖画粗短，从两横中间穿插。

 2. 王字底的三横粗细均匀，竖略粗，笔画间的距离相近，末笔横较长。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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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读帖

我来分析



第 13 课    土字底    王字底

我来临摹

圣

观察下面的例字，比较土字底和王字底形态的差别， 然后尝试描红。

通过描红，可以发现，在“至”“皇”“圣”中，土字底和王字底的写法相似，

但形态不同。

我来临摹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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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摹下面的例字，注意土字底和王字底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学会了土字底、王字底的写法。□  看谁书写的点画有力度。



走之旁和建之旁是半包围式偏旁，写法有相似之处。

第 14 课    走之旁    建之旁

1. 走之旁的点略小，横折折撇中段圆转，底部捺画向右舒展。

2. 建之旁横折折撇上粗下细，捺画向右下伸展。

 1. 走之旁的点位置较高，横折折撇在一条线上变化，捺画长而较平。

 2. 建之旁起笔较圆，横折折撇较为挺直、舒展，捺画尖起尖收。

第 14 课    走之旁    建之旁

49

我来读帖

我来分析



回

观察下面的例字，比较走之旁和建之旁形态的差别， 然后尝试描红。

通过描红，可以发现，在“道”“延”和“回”的异体字中，走之旁、建之

旁中相同笔画的形态略有不同。

我来临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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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摹下面的例字，注意走之旁和建之旁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学会了走之旁、建之旁的写法。□  看谁熟练地掌握了运笔方法。

第 14 课    走之旁    建之旁



颜真卿
《祭侄文稿》

《祭侄文稿》是唐代颜真卿

追祭其侄季明的草稿，白麻纸本，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季明是颜

真卿的堂侄，死于“安史之乱”。

这件草稿不是作为书法作品来写

的，甚至圈点涂改随处可见，但

作者悲愤的心情、深厚的功力在

笔墨间自然流淌，不仅表现出书

法的情感节奏，也体现了书法家

的人格情操，因此被称为“天下

第二行书”。

颜真卿在书写《祭侄文稿》

时，国仇家恨填塞心胸，运笔迅

疾，每蘸一笔墨书写数行，墨色

由浓到淡，从而产生了虚实、轻

重、黑白之间的节奏变化。《祭

侄文稿》的另一个特点是以圆笔

中锋为主，笔画沉着浑厚，书风

雄强，影响深远。

祭侄文稿（局部）   唐代				颜真卿    

读碑赏帖

释文：维乾元元年岁次戊戌九月庚／午朔三日壬申第十三叔银青光禄／夫使持节蒲
州诸军事蒲州／刺史上轻车都尉丹杨县开国／侯真卿以清酌庶羞祭于／亡侄赠赞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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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碑赏帖

大夫季明之灵／惟尔挺生夙标幼德宗庿（庙）瑚琏／阶庭玉兰每慰／人心方期戬榖（ ）何图
逆贼间／舋（衅）称兵犯顺尔父竭诚常／山作郡余时受命亦在平／原仁兄爱我俾尔传言尔既  

53



质

月字底和贝字底字形狭长，写法相似 。

第 15 课    月字底    贝字底

1. 月字底字形狭长，中间的两短横靠左上部。

2. 贝字底字形与月字底相似，短撇与侧点相呼应。

 1. 月字底的左竖微微弯曲；中间两横短小，排列均匀。

 2. 贝字底的左竖与第二笔横折的折画较粗，中间两细小短横与竖相连，短撇

与最后一笔侧点左右分开。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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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读帖

我来分析



第 15 课    月字底    贝字底

我来临摹

宝

观察下面的例字，比较月字底、贝字底形态上的差别， 然后尝试描红。

通过描红，可以发现，“青”的月字底、“质”“宝”的贝字底中相同笔画

的形态存在一定的差别。

我来临摹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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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摹下面的例字，注意月字底和贝字底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学会了月字底、贝字底写法。□  看谁善于把握字的笔画。



儿字底和系字底的笔画一少一多，书写时要求字底能承载住上

面的部件。

第 16 课    儿字底    系字底

1. 儿字底的撇左伸不长，竖弯钩向右伸展，外轮廓是不规则的五边形。

2. 系字底笔画多而紧凑，外轮廓近似梯形。

 1. 儿字底的短撇有弧度，向左伸；竖弯钩的竖稍向右倾，钩部用笔逐渐加粗，

较为圆转。

 2. 系字底上紧下松，两个撇折方向不同，竖钩短而挺直，左右两点相互呼应。

第 16 课    儿字底    系字底

57

我来读帖

我来分析



萦

观察下面的例字，注意儿字底和系字底的细节， 然后尝试描红。

通过描红，可以发现，“克”的儿字底笔画少而舒展，“繁”“萦”的系字

底笔画多而收紧。

我来临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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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课    儿字底    系字底

临摹下面的例字，注意儿字底和系字底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学会了儿字底、系字底的写法。□  看谁行笔沉稳，提按分明。



集字练习：清风徐来

下面，我们从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中集出“清风徐来”四个字，

进行集字练习。

清风徐来意思是清风缓缓吹来，使人有一种置身于大自然宁静之美的感觉。

 1.“清”字三点水的三点相互呼应，呈一条弧线分布。右部占位较宽。

2. 繁体“风”字上半部分笔画宽松，下半部分笔画紧凑。 

3.“徐”字双人旁较低，右部较高。

4.“来”字上半部分笔画密集，下半部分笔画疏松。

内容介绍

书写提示

徐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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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临摹

  集字练习

临摹下面的例字，注意各字的特点。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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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字练习

准备纸张

1. 自己准备一张长宽比例为 1∶1 的正方形白纸。

2. 将白纸沿一边对折，再沿另一边对折，折成四个方形。

3. 将正方形折出米字格，打开备用。

在集字练习的时候，我们要观察和分析每个字的点画、结构特点。书写时，

力求一气呵成、连贯流畅。

学习建议

小提示：

写整幅作品时，从上到下、从右往左书

写“清风徐来”四个字，每个字对应一个米

字格，注意字在米字格中的位置和大小。字

宜平稳，字的大小、笔画粗细相差不宜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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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园地

楹联又称对联或对子，是写在纸上、布上或刻在竹子、木头、柱子上的对偶

语句。楹联对仗工整，平仄协调，是汉语独特的艺术形式，是中国文化的瑰宝。

楹联   清代   吴昌硕	

书法幅式——楹联

释文：渊深识鱼乐 / 树古多禽鸣

思考讨论 查找相关资料，小组讨论，说一说，你在哪些地方见过楹联，

书写楹联时要注意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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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笔书写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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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课练习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立刀旁的书写要领。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斤字旁的书写要领。第 2课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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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课练习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反文旁的书写要领。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右耳旁的书写要领。第 4课练习



毛笔书写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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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课练习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页字旁和欠字旁的书写要领。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月字旁和力字旁的书写要领。第 6课练习



书法练习指导  五年级  上册

68

第 7课练习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寸字旁和戈字旁的书写要领。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口字旁和见字旁的书写要领。第 8课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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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笔书写练习

集字练习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各字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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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皿字底的书写要领。第 10课练习

第 9课练习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心字底的书写要领。



毛笔书写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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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课练习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木字底和四点底的书写要领。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日字底和口字底的书写要领。第 12课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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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走之旁和建之旁的书写要领。第 14课练习

第 13课练习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土字底和王字底的书写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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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笔书写练习

第 15课练习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月字底和贝字底的书写要领。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儿字底和系字底的书写要领。第 16课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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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字练习 临摹下面的例字，注意各字的特点。



集字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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