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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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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字的外部轮廓形状来分，形体方正是独体字第一种类型。

第一单元  独体字

汉字的结构分成独体和合体两大类。独体字是构成合体字的

基础。

1. 形体方正的独体字，外部轮廓近似长方形或正方形，比较平正。

2. 形体方正的独体字中主笔对字的平稳起关键作用。

第 1 课   独体字（一）

第 1 课  独体字（一）

1.“井”字的外轮廓近似长方形，两横上短下长，左竖短而弯，右竖长而伸展。

2.“田”字的外轮廓近似正方形，笔画分布均匀。

我来分析

我来读帖



 分析下面独体字的外轮廓特点，比较它们的不同特征，然后尝试临写。

（
临
写
）

（
比
对
调
整
）

我来临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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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课  独体字（一）

临摹下面的例字，注意独体字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掌握了独体字的书写要领。□  看谁写的字笔画有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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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外部轮廓近似三角形或菱形，是独体字的第二种类型。

第 2 课   独体字（二）

1.“可”字外轮廓近似三角形，“乎”字的外轮廓近似菱形。

2. 字中的主笔或左右伸展，或上下伸展，重心平稳。

1.“可”字的长横伸展，两端略下垂；竖钩挺直靠近中线。

2.“乎”字的外轮廓近似菱形；主笔长横伸展，左低右高；弯钩微曲。

我来分析

我来读帖

书法练习指导  六年级  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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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课  独体字（二）

 分析下面独体字的外轮廓特点，比较它们的不同特征，然后尝试临写。

我来临摹

（
临
写
）

（
比
对
调
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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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摹下面的例字，注意独体字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掌握了独体字的书写要领。□  看谁书写时运笔有节奏。

书法练习指导  六年级  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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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 课  独体字（三）

字的外部轮廓近似偏斜的四边形，是独体字的第三种类型。

第 3 课   独体字（三）

1.“臣”字的外轮廓近似偏左斜的四边形；“夕”字的外轮廓近似偏右斜的四边形。

2. 笔画相对集中于字的一侧，字中的主笔形态富于变化，险中求稳、偏中取正。

1.“臣”字的笔画分布较为均匀，竖画劲挺。

2.“夕”字的短撇向右倾斜，横撇起笔较尖，长撇向左下伸展。

臣

我来分析

我来读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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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下面独体字的外轮廓特点，比较它们的不同特征，然后尝试临写。

我来临摹

书法练习指导  六年级  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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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课  独体字（三）

临摹下面的例字，注意独体字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掌握了独体字的书写要领。□  看谁能较好地把握笔画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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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字练习：学然后知不足

本节课我们进行集字练习。从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中集出“学

然后知不足”六个字，书写一件作品。

“学然后知不足”的意思是只有学了，才会知道自己知识的不足。 

学

4.“知”字“矢”

部 向 左 侧 倾 斜 幅

度 较 大， 动 态 十

足，“口”部平稳。

后

3.“后”字左

边 部 分 较 窄， 右

边 部 分 所 占 比 例

较大。

1.“学”字上

半 部 分 较 大， 笔

画 密 集； 下 半 部

分 笔 画 少。 注 意

避免头重脚轻。

2.“然”字略

向 左 侧 倾 斜， 注

意 各 部 分 之 间 的

位 置 关 系， 避 免

松散。

6.“足”字的

“ 口” 部 向 左 侧

倾斜，撇短捺长。

5.“不”字略

向 右 侧 倾 斜。 横

画 左 低 右 高， 竖

画 为 垂 露 竖， 点

较长。

内容介绍

书写提示

书法练习指导  六年级  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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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临摹

临摹下面的例字，注意各字的特点。

集字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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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练习指导  六年级  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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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整幅作品时，从上往

下、从右往左书写“学然后

知不足”六个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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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整体看起来和谐而有

变化。

用书写的集字作业装饰

你的房间，时刻提醒自己树

立正确的学习态度。

1. 自己准备一张长宽比为 2∶1 的白纸。

2. 将白纸沿宽度对折后，再沿长度对折两次，成方形。将方形折出米字格。

3. 将白纸展开纵放备用。

准备纸张

学习建议

集字练习

小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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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园地

隶书是由篆书简化而来，形成于秦代，到汉代时应用广泛。《曹全碑》是东

汉时期的隶书碑刻。碑文内容主要歌颂曹全的生平功绩。碑刻笔画清秀，结构匀

称。碑石立于中平二年（185），明代在陕西郃阳县出土，现藏于陕西西安碑林

博物馆。

隶书《曹全碑》

曹全碑（局部）   

东汉				   

释文：君讳全字景完敦 / 煌效谷人也其先 / 盖周之胄武 
  王秉 / 乾之机剪伐殷商

思考讨论 认真读帖，小组讨论，说一说，《曹全碑》字的写法给你怎

样的感觉。

书法练习指导  六年级  上册

14



15

第 4 课   左右结构（一）

左右结构是汉字结构的类型之一。根据左右两部分所占位置的宽

窄，左右结构大致分为左右等宽、左窄右宽、左宽右窄三大类。

第二单元  左右结构

按照组合方式的不同，合体字可以分为左右结构、上下结构、

包围结构等类型。

以米字格作参照，可

以发现，“辟”字左、右

两部分宽窄大致相等。同

时，通过笔画间的穿插和

避让，使得两部分既相互

呼应又紧凑和谐。

1.“辟”字左、右两部分都往竖中线靠拢，

避免松散脱节。

2. 左部的长撇向左伸展；右部的垂露竖

挺直；长横向左穿插，使左、右两部

分融为一体。

3. 注意左、右两部分的高低错落变化。

辟

我来分析

我来读帖

第 4 课  左右结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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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下面例字左右两部分的宽窄、高低、穿插及避让关系， 然后尝试临写。

效

我来临摹

（
临
写
）

（
比
对
调
整
）

书法练习指导  六年级  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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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课  左右结构（一）

临摹下面的例字，注意左右结构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掌握了左右结构的书写要领。□  看谁写的字大小合理、轻重得当。

县毁 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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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左右结构的字中 , 有些字通常左边部分较窄，右边部分明显宽

于左边。

第 5 课   左右结构（二）

以米字格作参照，可

以发现，“陈”字中，左

耳刀较窄，右边部分较宽，

越 过 了 米 字 格 中 的 竖 中

线，占据了米字格中较大

的部分。

1. 左耳刀要写得窄些，以便给右边部分

留出适当的空间。

2. 左、右两部分不要离得太远，右边部

分中，撇向左下伸展，相互靠近的笔

画要注意避让和穿插。

3. 注意左、右两部分高低错落变化。

陈

我来分析

我来读帖

书法练习指导  六年级  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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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课  左右结构（二）

分析下面例字左右两部分的宽窄、高低、穿插及避让关系， 然后尝试临写。

从

我来临摹

（
临
写
）

（
比
对
调
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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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摹下面的例字，注意左右结构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掌握了左右结构的书写要领。□  看谁的书写习惯好。

书法练习指导  六年级  上册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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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结构的字中 , 有些字左边的部分略宽于右边。

第 6 课   左右结构（三）

以米字格作参照，

可以发现，“则”字左

边的部分较宽，越过米

字格的中竖线，占据了

较大的部分；右边的部

分较窄。

1. 左边部分适当写宽，但同时也要给右

边留出一定的空间。

2. 左、右两部分不要离得太远。左边的

长横左伸右缩、左低右高；右边的立

刀旁较窄，竖钩挺直、伸展。左右两

部分靠近的笔画留空均匀。

3. 注意左、右两部分的高低错落变化。

则

我来分析

我来读帖

第 6 课  左右结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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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下面例字左右两部分的宽窄、高低变化， 然后尝试临写。

我来临摹

书法练习指导  六年级  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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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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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比
对
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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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课  左右结构（三）

临摹下面的例字，注意左右结构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掌握了左右结构的书写要领。□  看谁善于临写、比对、调整。

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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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碑赏帖

《礼器碑》，全称《鲁相韩

敕（ ）造孔庙礼器碑》，东汉桓

帝永寿二年（156）立，现存山

东曲阜孔庙。碑文书体为隶书，

四面环刻，碑阳正文记述鲁相韩

敕修饰孔庙、添造礼器等事情，

后三行及碑阴、碑侧为捐资刻碑

的官吏姓名和钱数。

《礼器碑》的笔画粗细分明，

有的细如游丝、刚健有力，有的

粗壮浑厚又不失灵动，给人以鲜

明的节奏感。用笔变化多端，转

折及收笔处多方折。结字大都呈

扁方形，上下紧凑，左右开张。

章法纵横有序，字距宽，行距密，

是汉碑中经典之作。

礼器碑（局部）   东汉				

隶书《礼器碑》

书法练习指导  六年级  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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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文：惟永寿二年 / 青龙在涒叹 / 霜月之灵皇 / 极之日鲁相 / 河南京韩君 /
  追惟太古华

读碑赏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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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结构的字中，有些字其中一部分或两部分又是合体结构，它

们在字中所占位置宽窄各不相同。

第 7 课   左右结构（四）

以米字格作参照，可

以发现，“竭”字左窄右

宽；右边部分由上下两部

分组成，上窄下宽。

1.“竭”字中的立字旁占位较窄。

2. 右边部分上部狭长，下部宽扁。

3. 各部分相互呼应、高低错落。

竭

我来分析

我来读帖

书法练习指导  六年级  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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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课  左右结构（四）

分析下面例字中左右两部分的宽窄、高低、斜正、穿插及避让关系， 然后

尝试临写。

显

我来临摹

（
临
写
）

（
比
对
调
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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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摹下面的例字，注意左右结构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掌握了左右结构的书写要领。□  看谁的书写上下连贯、左右呼应。

书法练习指导  六年级  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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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献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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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课  左中右结构（一）

第 8 课  左中右结构（一）

以米字格作参照，

可以看出，繁体“征”

字左、中、右三个部分

中，左边部分窄，中、

右部分宽。各部分穿插

避让，结构紧凑。

左中右结构的字由左、中、右三个部分构成。书写时，要注意三

个部分的宽窄变化。

1. 繁体“征”字左、中、右三个部分应

避免写得太宽。

2. 左、中部分端正，右边部分撇画收缩，

捺画伸展，收放有度。

3. 中间部分平正，左、右两部分向中间

靠拢；中间部分的笔画比较紧凑，左

右两部分的笔画比较疏松。

征

我来分析

我来读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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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下面例字中左、中、右三部分的宽窄及高低错落变化，然后尝试临写。

侥

我来临摹

书法练习指导  六年级  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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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摹下面的例字，注意左中右结构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掌握了左中右结构的书写要领。□  看谁的书写不急不躁。

第 8 课  左中右结构（一）

瑕 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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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课   左中右结构（二）

1. 以米字格作参照，可

以发现，“砌”字的

左右两部分所占位置

较宽，中间部分略窄。

2. 左、中部分高，右边

部分低，三部分高低

错落。

左中右结构的字，三个部分除了有宽窄的不同外，往往还有高低

错落的变化。

1.“砌”字中，左边石字旁的短横和撇之

间距离较远，整体向右上倾斜；中间

部分端正；右边部分略向右倾斜。

2. 左、中、右三部分高度的安排，不仅

要考虑笔画的疏密和伸缩，还要注意

笔画间的穿插避让。

砌

我来分析

我来读帖

书法练习指导  六年级  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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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课  左中右结构（二）

分析下面例字左、中、右三部分的宽窄及高低错落变化，然后尝试临写。

职

我来临摹

（
临
写
）

（
比
对
调
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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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摹下面的例字，注意左中右结构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掌握了左中右结构的书写要领。□  看谁书写的笔画有力度。

书法练习指导  六年级  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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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字练习

本节课，我们从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中集出“得山水清气，

极天地大观”十个字，书写成一副五言对联。

“得山水清气，极天地大观”意思是说，天地山水之间的清新之气给我们精

神的愉悦，我们享受自然风光，尽情欣赏天地万物的美景。

集字练习：写对联

内容介绍

1.“得”字字形

为长方形，重心平稳，

笔画向四周伸展。

2.“山”字笔画

少，中竖长，左、右

竖短，用笔厚重。

3.“水”字竖钩

挺直有力，左侧笔画

较低、紧收，右侧笔

画较高、舒展。

4.“清”字中三点

水相互呼应，呈一条弧

线分布；“青”部占位

较宽。

5.“气”字头向

左侧倾斜，横斜钩较

长；“米”部笔画集中。

6. 繁体“极”字

左侧笔画密集，右侧

舒展。笔画排布均匀。

7.“天”字略向

左侧倾斜，横短，撇、

捺舒展。

8.“地”字左右

两部分互相穿插，竖

弯钩向右伸展。

9.“大”字笔画

较为舒展，整体略向

左侧倾斜。

10. 繁 体“ 观”

字左右两部分相互穿

插避让，笔画之间留

空均匀。

书写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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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 对 联 时， 将

纸竖放，从上往下书

写。上联写“得山水

清气”，下联写“极

天地大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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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画的粗细变化，使

整体和谐而有变化。

同时，注意落款、盖

章的位置。

1. 自己准备两张长宽比例接近 5∶1 的白纸，建议尺寸为 75 厘米 ×15 厘米。

2. 留出一个正方形的位置，将其余部分对折、再对折，折成四个正方形。

3. 将正方形折出米字格，展开备用。

准备纸张

学习建议

用书写的集字作业装饰你的房间，给自己营造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

小提示

书法练习指导  六年级  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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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摹下面的例字，注意它们的书写要领。

我来临摹

集字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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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字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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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献之（344—386），字子敬，是王羲之的第七个儿子。他幼年时就跟随

父亲学习书法。他的书法既有家学传统，又有个人风格。王献之擅长各种书体，

其中，以行书和草书的成就最为突出。

古代书法家——王献之

中秋帖  东晋	 王献之（传）

书法园地

书法园地

认真读帖，小组讨论，说一说，王献之的书法作品给你什么

样的感觉。

释文：中秋不复不得相还 / 为即甚省如何然胜 / 人何庆等大军

思考讨论



42

第 10 课   上下结构（一）

有些上下结构的字，上下两部分的长短要写得大致相等。

第三单元  上下结构

上下结构的字，根据两部分长短的不同，上下结构可分为上

下等长、上短下长、上长下短三种类型。

以米字格作参照，可

以发现，“泉”字的两部

分分别位于横中线的上下，

高度大致相等，各占约一

半的位置。 

1.“泉”字上下两部分都向米字格横中线

靠拢，上部和下部均向左侧，相互呼应。

2. 下部的短撇向上靠拢，笔画穿插，安

排巧妙。长捺厚重，稳定重心。

3. 上下两部分上窄下宽。

我来分析

我来读帖

书法练习指导  六年级  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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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课  上下结构（一）

分析下面例字中上下两部分长短及宽窄变化，然后尝试临写。

享

我来临摹

（
临
写
）

（
比
对
调
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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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摹下面的例字，注意上下结构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掌握了上下结构的书写要领。□  看谁书写时运笔有节奏。

书法练习指导  六年级  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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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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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课  上下结构（二）

有些上下结构的字，下边的部分明显比上边长。

第 11 课   上下结构（二）

以米字格为参照，可

以发现，“宇”字下边的

部分较长，越过了米字格

中的横中线，占据了较大

的部分。

1.“宇”字上边的部分要写短些，给下

边部分留出足够的空间。

2. 上下两部分较为紧凑，不可松散、脱 

节。靠近的笔画要注意避让和穿插，

要相互呼应。

3. 上下两部分上宽下窄。

我来分析

我来读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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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下面例字中上下两部分长短的不同以及宽窄变化，然后尝试临写。

我来临摹

（
临
写
）

（
比
对
调
整
）

书法练习指导  六年级  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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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课  上下结构（二）

临摹下面的例字，注意上下结构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掌握了上下结构的书写要领。□  看谁能把握好笔画之间的关系。

冕 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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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碑赏帖

隶书《张迁碑》

《张迁碑》全称《汉故

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

东汉灵帝中平三年（186）

立于山东东平县，现存于

山东泰安岱庙。碑文主要

记载县令张迁的政绩。

《 张 迁 碑》 笔 画 方 圆

兼用，朴实饱满而不拙笨，

燕尾就是横画和捺画圆润

而厚重，独具特色。挺直

的线条俯仰有度，短小的

笔画灵动多姿，充满活力，

富于变化。结体方整端正，

外收内张，具有宽博宏大

的气象。此碑，自出土以来，

为历代书法家所推崇，是

学习隶书的优秀范本之一。

张迁碑（局部）   东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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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碑赏帖

释文：君讳迁字公方 / 陈留己吾人也 / 君之先出自有 / 周周宣王中兴 / 有张仲 
  以孝友 / 为行披览诗雅 / 焕知其祖高帝 / 龙兴有张良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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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课   上下结构（三）

以米字格作参照，可

以发现，“泰”字中的春

字头较长，撇、捺舒展，

越过了米字格的横中线，

占据了米字格中较大的部

分。下面的部分收紧，嵌

在春字头内。

有些上下结构的字，上边的部分明显比下边长。

1.“泰”字上边部分伸展，但同时给下

边部分留出一定的空间。

2. 春字头整体左倾。三横紧凑，长度相

近，左低右高；撇、捺伸展并有弧度，

将下面的部分覆盖住。

3. 上下两部分上宽下窄。

我来分析

我来读帖

书法练习指导  六年级  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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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课  上下结构（三）

分析下面例字中上下两部分长短的不同以及宽窄变化，然后尝试临写。

甚

我来临摹

（
临
写
）

（
比
对
调
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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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摹下面的例字，注意上下结构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掌握了上下结构的书写要领。□  看谁的书写大小合理、轻重得当。

书法练习指导  六年级  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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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课  上下结构（四）

第 13 课   上下结构（四）

1. 繁 体“ 荡” 字 是 上

短下长的上下结构，

同 时 上 下 部 分 又 各

自分为左右两部分。

2. 下 面 部 分 左 边 低、

右 边 高， 左 边 窄、

右边宽。

有些上下结构的字，其中一部分或两部分又是合体结构，它们在

字中所占位置宽窄各不相同。

1. 书写繁体“荡”字时，要注意各部分

在米字格中的长短和宽窄比例。

2. 上部的草字头左右断开，左低右高，

相互呼应；下面的三点水占位较窄；

长横左低右高，左右伸展。

3. 靠近的笔画相互避让和穿插，各部分

相互呼应，险中求稳。

荡

我来分析

我来读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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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下面例字中各部分的宽窄、长短关系，然后尝试临写。

藉

我来临摹

书法练习指导  六年级  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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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课  上下结构（四）

临摹下面的例字，注意上下结构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掌握了上下结构的书写要领。□  看谁的书写习惯良好。

质 响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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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书法家——苏轼、黄庭坚  书法园地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宋代文学家、书画家。他擅

长行书和楷书，传世书法作品有《黄州寒食诗帖》《赤壁赋》等。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涪翁、山谷道人，宋代文学家、书画家。

他擅长行书和草书，传世作品有《松风阁》《李白忆旧游诗》《诸上座帖》《廉

颇蔺相如列传》等。

松风阁（局部）   宋代				黄庭坚黄州寒食诗帖（局部）   宋代				苏轼

认真读帖，小组讨论，说一说，苏轼、黄庭坚的书法作品给

你什么样的感觉。

思考讨论

书法练习指导  六年级  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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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文：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 / 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 / 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
  依山筑阁见平 / 川夜阑箕斗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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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字由上、中、下三个部分构成。书写时，要注意三个部分有

长短的变化。

第 14 课   上中下结构（一）

1.“崇”字由上、中、

下三部分组成。

2. 上、中、下三部分长

短不一，示字底最长，

山字头次之，宝盖头

最短。

1.“崇”字三个部分的长短各不相同，

中间部分的横钩横向伸展。

2. 上、中、下三部分衔接紧密，不可松

散脱节。

3. 山字头的中竖稍偏左，示字底的竖钩

略偏右，但整体重心平稳。

第 14 课  上中下结构（一）

我来分析

我来读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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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下面例字中上、中、下三部分的长短变化，然后尝试临写。

当

我来临摹

书法练习指导  六年级  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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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课  上中下结构（一）

临摹下面的例字，注意上中下结构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掌握了上中下结构的书写要领。□  看谁善于临写、比对、调整。

参 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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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中下结构的字，三个部分除了有长短变化外，还有宽窄的不同。

第 15 课   上中下结构（二）

1.“宫”字由上、中、

下三部分组成。

2. 三部分宽窄不一，宝

盖头最宽，两个“口”

一宽一窄。

1.“宫”字的三个部分看似松散，但不

脱节。

2. 宝盖头左缩右伸，覆盖下面的部件。

3. 两个“口”，第一个略向左倾，第二

个较平正。整体斜中求正，重心平稳。

我来分析

我来读帖

书法练习指导  六年级  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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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课  上中下结构（二）

分析下面例字中上、中、下三部分宽窄变化，然后尝试临写。

我来临摹

（
临
写
）

（
比
对
调
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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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摹下面的例字，注意上中下结构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掌握了上中下结构的书写要领。□  看谁的书写上下连贯、左右呼应。

书法练习指导  六年级  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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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拓展

实

第 16 课   回顾·拓展

本单元，我们学习了上下结构和上中下结构的字的书写规律。按

照上下两部分在字中所占位置的长短，上下结构的字大致可分为上下

等长、上短下长、上长下短三大类。上中下结构与上下结构有相似的

规律。

总体来说，在书写上下结构和上中下结构的字时，要注意各部分

在字中所占位置的长短宽窄的不同，同时还要注意各部分之间的穿插

避让。

请根据你的临摹实践，谈谈你的学习心得。

临摹下面的例字，巩固前面学习的书写知识。我来临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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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课，我们从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中集出“年至吉祥至，

家和万事和”十个字进行集字练习，书写成一副春联。

春联又称“门对”“对子”，是对联的一种，多用大红纸书写，在春节张贴。

“年至吉祥至，家和万事和”意思是说，新年到来，生活中洋溢着吉祥、喜庆，

家庭和睦，万事顺利。这幅春联寓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内容介绍

集字练习：写春联

单字书写提示

1.“年”字略向

左侧倾斜，第三横和

竖较为伸展。

3.“吉”字中间

的横画较长，整体略

向左侧倾斜，笔画安

排较为均匀。

2.“至”字外轮

廓像一个梯形，整体

略向左侧倾斜。

4.“祥”字右边

部分笔画密集，注意

左、右两部分之间

的穿插避让。

5.“家”字中心收

紧，笔画向四周伸展。

6.“和”字左边

部分向左倾斜，笔画

舒展，右侧平齐。“口”

部上下居中，扁平。

7. 繁体“万”字 

瘦高，笔画上紧下

松。整体略向左倾。

8.“事”字竖钩

劲挺有力，整体平稳。

横画之间留空均匀。

集字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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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 成 幅 作 品 时， 将 纸 竖

放，从上到下书写。上联写“年

至吉祥至”，下联写“家和万

事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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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画的粗细变化，使整

体上和谐而有变化。

1. 自己准备两张长宽比例

接近 5∶1 的大红纸，建议尺

寸为 75 厘米 ×15 厘米。

2. 先折出一个正方形，然

后将其余部分对折、再对折，

折出四个正方形。

3. 将正方形折出米字格，

展开备用。

幅式制作

学习建议

春节临近的时候，给家里

或亲戚朋友写副春联吧！用

你的书法给大家增添一些过

年的气氛。

小提示

书法练习指导  六年级  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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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写左页的对联，注意各字的书写要领。

单字练习

集字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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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独体字的书写要领。第 1课练习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独体字的书写要领。第 2课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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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独体字的书写要领。第 3课练习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左右结构的书写要领。第 4课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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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左右结构的书写要领。第 5课练习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左右结构的书写要领。第 6课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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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左右结构的书写要领。第 7课练习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左中右结构的书写要领。第 8课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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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左中右结构的书写要领。第 9课练习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上下结构的书写要领。第 10课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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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上下结构的书写要领。第 11课练习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上下结构的书写要领。第 12课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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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上下结构的书写要领。第 13课练习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上中下结构的书写要领。第 14课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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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上中下结构的书写要领。第 15课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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