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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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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京字头由点和长横两个笔画组成。   

2. 京字头的外轮廓呈三角形。

1. 以米字格作参照，可以发现，京字头

的点在竖中线上，位置较高。书写时，

顺锋入纸，收笔与横画的起笔呼应。

2. 横画左低右高，左右伸展，以点为中

心左右对称。

京 

我来读帖

我来分析

第 1 课    京字头

第一单元   字头的写法（一）

本单元，我们学习字头的写法。

第 1 课   京字头

京字头在字的顶端，笔画较少。

1



观察下面的例字，比较京字头形态的细微差别， 然后尝试描红。

通过描红，可以发现，在“京”“玄”“言”中，京字头的形态略有不同。

我来临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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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课    京字头

临摹下面的例字，注意京字头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学会了京字头的写法。□  看谁的起笔、收笔干净利索。



第 2 课   宝盖头

1. 宝盖头由点、点和横钩三个笔画组成。

2. 宝盖头的外轮廓是不规则的四边形。

1. 宝盖头起笔的点在米字格的竖中

线略偏左的位置，运笔先重后轻。

2. 第二笔竖点略向右倾，运笔先轻

后重。

3. 横钩中的横画部分左低右高，末

端顿笔后顺势向左下出锋写钩，

钩部短小。

我来读帖

我来分析

宝盖头左右伸展，在字中起着覆盖下面部分的作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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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课    宝盖头

观察下面的例字，比较宝盖头形态的细微差别， 然后尝试描红。

通过描红，可以发现，在“宇”“宫”“官”中，宝盖头的形态略有不同。

我来临摹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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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摹下面的例字，注意宝盖头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学会了宝盖头的写法。□  看谁写的笔画有力度。



我来读帖

我来分析

第 3 课    雨字头

“雨”字作为字头，笔画书写有变化，学习时要注意体会。

第 3 课   雨字头

1.“雨”字做字头时，横缩短，左侧的竖变为竖点，横折钩变为横钩。

2. 雨字头的外轮廓呈不规则的五边形。

1. 雨字头的第一笔横稍短，左低右高。

2. 第二笔左竖点稍长并有弧度， 起笔与第

一笔短横的上沿在一条线上。

3. 横钩向右伸展，左低右高；四个点短小

倾斜，相互呼应。

4. 竖画在米字格的竖中线略偏左的位置。

云 

7



霞

观察下面的例字，比较雨字头形态的细微差别， 然后尝试描红。

通过描红，可以发现，在“霞”“霄”等字中，雨字头的形态略有不同。

我来临摹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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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摹下面的例字，注意雨字头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学会了雨字头的写法。□  看谁书写的笔画有力度。

第 3 课    雨字头



报刊题字  现代	 毛泽东（1893—1976）

封面题字  现代	 启功（1914—2005） 牌匾书法  现代	 郭沫若（1892—1978）

书法园地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以及硬笔的普及，毛

笔作为书写工具离我们越来越远。但是，毛笔作为书法艺术创作的工具，

并没有因此消失。在现实生活中，一些报头、书名、牌匾、商品名称等往

往由书法家题写，再加上少许的美化、缩放、重组、变色等处理，更加体

现中国元素。

书法与生活（一）

活动建议：

1. 留意身边的书法。

2. 收集一些报头、书名、牌匾、商品名称等实物或图片。

3. 将收集来的这些实物或图片与同学们交流分享，并谈谈你的感受。

4. 老师对这次活动作简要评价、总结。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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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分析

“小”字作为字头时，竖钩变竖。

第 4 课  小字头

1. 小字头的第一笔短竖在米字格竖

中线的左边，上粗下细。

2. 左挑点低，右短撇高，两者相互

呼应。

3. 注意三个笔画之间的距离。

第 4 课    小字头

我来读帖

1. 小字头由短竖、挑点、短撇三个笔画组成。

2. 小字头的外轮廓近似菱形。

11



赏

当

观察下面的例字，比较小字头形态的细微差别， 然后尝试描红。

通过描红，可以发现，在“光”“赏”“当”中，小字头的形态略有不同。

我来临摹

12

书法练习指导  五年级  下册



13

临摹下面的例字，注意小字头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学会了小字头的写法。□  看谁善于利用米字格把握字的结构。

第 4 课    小字头



我来读帖

我来分析

“山”字作为字头时，“山”应写得稍扁，笔画较粗。

第 5 课   山字头

1. 山字头由竖、竖折和竖三个笔画组成。

2. 山字头的外轮廓呈五边形。

1. 山字头第一笔中竖在米字格竖中线

偏左的位置，稍高，左右两竖稍低。

2. 第二笔竖折起笔较尖，转折处顿笔

明显。

3. 最后一笔短竖略向右倾，先重后轻，

下面出头。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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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课    山字头

岂

岁

观察下面的例字，比较山字头形态的细微差别， 然后尝试描红。

通过描红，可以发现，在“崇”“岂”“岁”中，山字头的形态略有不同。

我来临摹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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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摹下面的例字，注意竖折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学会了山字头的写法。□  看谁运笔熟练灵活。



我来读帖

我来分析

“羊”字做字头时，笔画书写有变化，竖画不出头。

第 6 课   羊字头

1. 羊字头由点、撇、横、竖等六个笔画组成。

2. 羊字头的外轮廓呈平行四边形，比较规整。

1. 羊字头的起笔点较低，撇稍高，点、

撇呈上开下合状，左右呼应。注意

点和撇之间的距离。

2. 中竖在米字格竖中线偏左的位置。

3. 三个短横间距均匀，左低右高，长

短基本一致。

第 6 课    羊字头

17



美

观察下面的例字，比较羊字头形态的细微差别， 然后尝试描红。

通过描红，可以发现，在“盖”“善”“美”中，羊字头的形态略有不同。

我来临摹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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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课        羊字头

临摹下面的例字，注意羊字头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学会了羊字头的写法。□  看谁读帖仔细，书写认真。



书法练习指导  五年级  下册

读碑赏帖

孙过庭《书谱》   

《 书 谱》 是 唐 代

孙 过 庭 撰 文 并 写 于 垂

拱三年（687）的草书

名作，共 351 行，3500

余字。现藏台北故宫博 

物院。

《书谱》是以王羲

之为代表的古典书法美

在唐代草书领域的新体

现。孙过庭的书法上追

“二王”（王羲之、王

献之），用笔爽快，讲

究法度，点画轻巧灵动。

其结字看似漫不经心，

其实经过周密思考。全

篇基本字字独立，偶有

连带，也很自然。历代

书家都对《书谱》有很

高的评价。

书谱（局部）  唐代  孙过庭

释文：书谱卷上　吴郡孙过庭撰／夫自古之善书者汉魏有钟／张之绝晋末称二王之
妙王／羲之云顷寻诸名书钟张信为／绝伦其余不足观可谓钟张／（信为绝伦其余不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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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碑赏帖

足观）云没而／羲献继之又云吾书比之钟／张钟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然
张精熟池水／尽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谢之此乃推张迈钟之意也／考其专擅虽
未果于前规／摭以兼通故无惭于即事评

21



我来读帖

我来分析

第 7 课   人字头

1. 人字头由撇和捺两个笔画组成。

2. 人字头的外轮廓呈三角形，整体略向左侧倾斜。 

人字头的撇、捺左右舒展，起着覆盖下面部分的作用。

1. 撇和捺的交叉点在米字格竖中线的左

侧。两个笔画左右舒展。

2. 撇画先重后轻，捺画由轻到重。

3. 人字头要写得较开张，才能盖住下面

的部分。

令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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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课    人字头

我来临摹

观察下面的例字，比较人字头形态的细微差别， 然后尝试描红。

通过描红，可以发现，在“令”“今”“含”中，人字头的形态略有不同。

我来临摹

今 

含 

我来临摹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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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摹下面的例字，注意人字头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学会了人字头的写法。□  看谁运笔沉稳，书写流畅。



我来读帖

春字头是覆盖型字头，三个横画和撇、捺的长短以及斜度是书写

的关键。

第 8 课   春字头

1. 春字头由三横、撇、捺五个笔画组成。

2. 春字头的外轮廓呈梯形。

1. 三个横画左低右高，间距均匀，长短有别。

2. 长撇较为陡峭，穿过三个横画的左端，弧

度较大。

3. 捺画相对平缓，向右下伸展。

4. 春字头的撇、捺舒展、开阔，注意为下面

的部分留出空间。

第 8 课    春字头

我来分析

25



我来临摹

观察下面的例字，比较春字头形态的细微差别， 然后尝试描红。

通过描红，可以发现，在“奉”“泰”“蠢”中，春字头的形态略有不同。

我来临摹我来临摹

蠢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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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课    春字头

临摹下面的例字，注意春字头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学会了春字头的写法。□  看谁练字更有恒心。



本节课，我们从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中集出“金石为开”四

个字，进行集字练习。

金石为开意思是指人的心诚志坚，能让金石为之开裂。

	
集字练习：金石为开

内容介绍

1.“金”字外轮廓为菱形，撇、捺较为伸展，下面部分的笔画较为收紧。

2.“石”字整体较为平稳，横画较短，撇画伸展。

3. 繁体“为”字略向右侧倾斜，上部笔画较为密集，下部四点呼应。

4. 繁体“开”字轮廓为方形，整体方正、平稳。门字框左右呼应，中间部分	

舒朗。

为 开

书写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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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己准备一张长、宽

比例 1∶1 的白纸。

2. 将白纸沿一边对折，

再沿另一边对折，折成四个

正方形。

3. 将四个正方形折出米

字格，打开备用。

在集字练习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落款和印章的位置、大小，使正文、落款和

印章三者协调美观。

学习建议

集字练习

准备纸张

小提示：

写整幅作品时，从上往下、从右

往左书写“金石为开”四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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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字的

大小、笔画的粗细相差不宜过大。

29



临摹下面的例字，注意独体字的书写要领。

我来临摹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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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字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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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书法家——张旭、怀素 

张旭和怀素是唐代两位擅长狂草的书法家。张旭（约 675—759），字伯高，

吴郡（今江苏省苏州市）人，又有人说是吴兴（今浙江省湖州市）人。因其喜

欢喝酒，行为癫狂，有“张颠”之称。怀素（约 737—803），字藏真，永州零

陵（今湖南省永州市）人。俗姓钱，幼时家贫，出家为僧。他的书法继承张旭

的同时又有所发展，最终和张旭齐名，后人称“颠张醉素”。

 苦笋帖  唐代	 怀素 古诗四帖（局部）  唐代	 张旭（传）

认真读帖，小组讨论，说一说，张旭、怀素的书法作品给你

的感觉有哪些不同。

释文：苦笋及茗异常佳
乃可径来怀素上

释文：东明九芝盖北／烛五云车飘
飖入倒景出没／上烟霞春泉

思考讨论

书法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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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读帖

1. 繁体字中草字头由横、竖、横、撇四个笔画组成，分为左右两部分。

2. 草字头的外轮廓呈不规则的五边形。

万

我来分析

第 9 课    草字头

第二单元   字头的写法（二）

本单元，我们继续学习几种字头的写法。

第 9 课   草字头

在繁体字中，草字头楷书的写法与简化字中的写法有区别。

1. 草字头的左右两部分，左低右高，

相互呼应。注意两部分之间的距离。

2. 两个小短竖上开下合 , 均由粗到细。

3. 左横低，右横高。两横均起笔较尖，

收笔较圆。

33



藉

茅

观察下面的例字，比较草字头形态的细微差别， 然后尝试描红。

通过描红，可以发现，在繁体字“万”“藉”“茅”中，草字头的形态略有	

不同。

我来临摹我来临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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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课    草字头

临摹下面的例字，注意草字头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学会了草字头的写法。□  看谁的起笔、收笔干净利索。



我来读帖

第 10 课   广字旁 

1. 广字旁由点、横、撇三个笔画组成。

2. 广字旁外轮廓呈三角形。

1. 广字旁的侧点运笔由轻到重；横画较短，

左低右高；撇画在横画左下方起笔，向

左下伸展。

2. 广字旁是包围式偏旁，书写时注意给字

的右下部分留出合适的空间。

广字旁位于字的左上部，从两面包围住字的其他部分。

我来分析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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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课    广字旁

庶

观察下面的例字，比较广字旁形态的细微差别， 然后尝试描红。

通过描红，可以发现，在“廊”“庶”“靡”中，广字旁的形态略有不同。

我来临摹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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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摹下面的例字，注意广字旁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学会了广字旁的写法。□  看谁写的笔画有力度。



我来读帖

第 11 课    尸字旁

尸字旁也是半包围式偏旁，与广字旁的写法相似。

第 11 课   尸字旁

1. 尸字旁由横折、横、撇三个笔画组成。

2. 尸字旁外轮廓呈三角形。

1. 尸字旁的横折向左倾斜，横画左低

右高，横轻折重，转折处棱角明显；

横折与横的倾斜角度一致；长撇在

横折的左下方起笔，向左下方伸展，

有弧度。

2. 尸字旁上部要写得扁而窄，注意为

字的右下部分留出空间。

我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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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

观察下面的例字，比较尸字旁形态的细微差别， 然后尝试描红。

通过描红，可以发现，在“屋”“居”“屡”中，尸字旁的形态略有不同。

我来临摹我来临摹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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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课    尸字旁

临摹下面的例字，注意尸字旁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学会了尸字旁的写法。□  看谁书写的笔画有力度。



活动建议：

1. 留意周围风景区中的书法。

2. 收集一些风景区中的书法图片。

3. 将收集来的这些图片与同学们交

流分享，并谈谈你的感受。

4. 老师作简要评价和总结。

承德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内景    河北泰山摩崖书法景观    山东

书法园地

书法的资源非常丰富，很多风景名胜区有大量古今书法家题写的牌匾、

楹联、石刻等。这些书法作品不仅给景区增添了书香墨气，提升了观赏趣

味和审美层次，还可以启发游客对景区的深层思考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

热爱。

书法与生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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秃宝盖在字的上部，左右伸展，覆盖住字下面的部分。

第 12 课   秃宝盖

1. 秃宝盖左点露锋入纸，上轻下重，

稍有弯曲。

2. 横钩的横稍细，钩部向右上微微耸起，

向左下出钩，短而有力。

3. 竖点与横钩可断开。

4. 秃宝盖宜写得较宽，注意为下面部

分留出空间。

我来读帖

1. 秃宝盖由点、横钩两个笔画组成。

2. 秃宝盖的外轮廓近似侧放的梯形。

冠 

我来分析

第 12 课    秃宝盖

43



军

宜

观察下面的例字，比较秃宝盖形态的细微差别， 然后尝试描红。

通过描红，可以发现，在“冠”字、繁体“军”字、“宜”的异体字中，秃

宝盖的形态略有不同。

我来临摹我来临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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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课    秃宝盖

临摹下面的例字，注意秃宝盖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学会了秃宝盖的写法。□  看谁善于利用米字格把握字的结构。



我来读帖

“口”字头位于字的上部，形态虽小，但姿态生动。

第 13 课   口字头

1. 口字头由竖、横折、横三个笔画组成。

2. 口字头外轮廓呈倒放的梯形。 

1. 口字头位于字的上部，形态略小，左低

右高，上开下合。

2. 口字头的左竖起笔顺锋入纸，上细下粗；

横折与竖不相连，横轻折重 ，转折处

棱角分明；最后一笔横画左右略出头。

3. 口字头位于米字格中竖线偏左的位置，

整体略向左侧倾斜。 

我来分析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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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课    口字头

观察下面的例字，比较口字头形态的细微差别， 然后尝试描红。

通过描红，可以发现，在“足”“呈”“品”中，口字头的形态略有不同。

我来临摹我来临摹

呈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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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摹下面的例字，注意口字头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学会了口字头的写法。□  看谁运笔熟练灵活。



我来读帖

“日”字作为偏旁位于字的上部，形态长方。

第 14 课   日字头

1. 日字头由竖、横折、横等四个笔画组成。

2. 日字头的外轮廓近似长方形。

1. 日字头的竖细，横折粗；三横均左低

右高，粗细不同，以中间的短横最细。

2. 日字头的左竖短，横折略长，最后一

横左边出头。注意三横之间的距离。

3. 日字头整体长方，微向左倾。

我来分析

第 14 课    日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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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下面的例字，比较日字头形态的细微差别， 然后尝试描红。

通过描红，可以发现，在“暑”“是”“昆”中，日字头的形态略有不同。

我来临摹我来临摹

是

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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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课    日字头

临摹下面的例字，注意日字头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学会了日字头的写法。□  看谁读帖仔细，书写认真。



怀素《自叙帖》

读碑赏帖

《自叙帖》，纸本墨迹，

唐代书法家怀素的草书代表

作，大历十二年（777）书。

其内容为怀素自述学草书的

经 历 以 及 当 时 士 大 夫 颜 真

卿、戴叔伦等人对他书法的

赞颂。该卷现藏于台北故宫

博物院。

《自叙帖》以圆笔圆线

为主，有篆书笔意；用笔迅

疾，上下字一气贯穿，连绵

不断，如狂风骤雨；字形纯

用草法，难以辨认；同时大

胆夸张变形，并且打破了纵

有行、横有列的布局方法，

上下左右参差错落，大小相

间，以险取胜。尤其到了后

半部分，当写到许多名士对

他书法艺术的影响和地位的

评价时，情绪的起伏变化跃

然纸上，洋溢着豪迈的气息，

是狂草书法的代表作之一。  

自叙帖（局部）   唐代  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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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碑赏帖

释文：横千万字／戴公／又云驰毫骤／墨列奔驷满座／失声看不及／目愚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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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读帖

“白”字作为偏旁位于字的上部时，形态略显狭长。

第 15 课   白字头

1. 白字头由短撇、竖、横折、横、横等五个笔画组成。

2. 白字头撇画下面的部分外轮廓为五边形。

1. 白字头第一笔短撇、第二笔竖均顺锋

起笔；横折的转折处棱角分明；中间

的短横稍细，和两边均不相连；底横

较粗。

2. 白字头整体略向左侧倾斜，上开下合。

我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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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课    白字头

皇

观察下面的例字，比较白字头形态的细微差别， 然后尝试描红。

通过描红，可以发现，在“泉”“皇”“帛”中，白字头的形态略有不同。

我来临摹我来临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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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摹下面的例字，注意白字头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学会了白字头的写法。□  看谁运笔沉稳，书写流畅。



我来读帖

“田”字作为偏旁位于字的上部时，形态宽扁。

第 16 课   田字头

1. 田字头由竖、横折、横等五个笔画组成。

2. 田字头外轮廓近似倒梯形，左低右高，上宽下窄。

1. 田字头中横细、折笔粗，横画左低

右高，底横左边出头。

2. 第一笔竖起笔稍尖，横折的转折向

内收，棱角明显。

3. 田字头在字的上部，宽扁，居中。

男 

我来分析

第 16 课    田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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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 

观察下面的例字，比较田字头形态的细微差别， 然后尝试描红。

通过描红，可以发现，在“男”“思”等字中，田字头的形态略有不同。

我来临摹我来临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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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课    田字头

临摹下面的例字，注意田字头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学会了田字头的写法。□  看谁书写更有恒心。



集字练习：清泉石上流

本节课我们从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中集出“清泉石上流”五

个字进行集字练习，书写一件横幅作品。

“清泉石上流”描绘出山村晚上月下的祥和景象，让人神往。

1.“清”字三点相互呼应，呈弧线分布；“青”部较宽。整个字中间留白较多。

2.“泉”字四周笔画伸展，中间部分紧收。

3.	“石”字略向左侧倾斜，横画较短，撇画舒展，口部平稳、扁方。

4.	“上”字竖画较粗，横画较长。注意各个笔画的位置和长度。

5.“流”字略向左侧倾斜，三点水成弧线分布，右边部分上面收紧，下面伸展。

流

内容介绍

书写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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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字练习

我来临摹

临摹下面的例字，注意三点水、白字头的书写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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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字练习

1. 自己准备一张长宽比例为 5∶1 的白纸。

2. 将白纸留出落款部分后，折出五个正方形。

3. 将正方形折出米字格，打开备用。

在集字练习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落款和印章的位置、大小，使正文、落款和

印章三者协调美观。

学习建议

准备纸张

小提示：

写整幅作品时，从右往左书写“清

泉石上流”五个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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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大小、粗细的

对比，使整体看起来有变化而且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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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园地 古代的文字写在哪儿

今天，文字一般写在纸上。在古代，甲骨、青铜器、

竹简、木牍、丝帛、石头都曾经是书、刻文字的重要材料。

殷商时期，人们将文字刻写在龟甲、兽骨上，这些文

字被称为“甲骨文”。商代后期至西周，人们把文字铸刻

在青铜器上，这些文字就是“金文”。战国时期，人们还

将文字写在丝帛上，称为“帛书”。后来，人们开始用加

工过的竹片、木头片书写文字、记录事情，那就是“竹简”“木

牍”。“简牍”是人们对书写过文字的竹简和木牍的合称。

单独的竹片称为“简”，多个竹片穿在一起称为“册”。

木牍，是指古代用木头加工而

成供写字用的木片，木牍略宽，

长约一尺，所以又称它为“尺

牍”。石头因为取材方便，加

上不易损坏，是较为广泛的书

刻材料。东汉以后，造纸技术

日益成熟，纸张逐渐成为最主

要的书写材料。

龟甲  殷商

青铜  西周

石  战国 竹木  汉 帛  西汉 纸  东晋

64

书法练习指导  五年级  下册



毛笔书写练习

65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京字头的书写要领。第 1课练习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宝盖头的书写要领。第 2课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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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雨字头的书写要领。第 3课练习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小字头的书写要领。第 4课练习



毛笔书写练习

67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山字头的书写要领。第 5课练习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羊字头的书写要领。第 6课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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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人字头的书写要领。第 7课练习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春字头的书写要领。第 8课练习



毛笔书写练习

69

集字练习 临摹下面的例字，注意独体字的书写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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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草字头的书写要领。第 9课练习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广字旁的书写要领。第 10课练习



毛笔书写练习

71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雨字头的书写要领。第 11课练习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秃宝盖的书写要领。第 12课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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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口字头的书写要领。第 13课练习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日字头的书写要领。第 14课练习



毛笔书写练习

73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白字头的书写要领。第 15课练习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田字头的书写要领。第 16课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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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三点水、白字头的书写要领。集字练习



集字练习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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