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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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课  两面包围（一）

左上包右下是两面包围结构的一种类型。这类结构的字左上部分

包围严密，较为平齐；右下部分变化较多。

第一单元  包围结构

包围结构可分为半包围和全包围两种。其中，半包围结构根

据包围方位的不同，又分为两面包围、三面包围两种结构形式。

  “疾”字由病字旁和“矢”

部组成，病字旁位于左上，“矢”

部位于右下。

1. 病字旁上部左低右高；撇画变为竖钩，

较为挺直；两点集中在撇画中部。

2.“矢”部位置靠右，使得“疾”字中

部留空较大。

3.“疾”字整体略向左侧倾斜。

第 1 课  两面包围（一）

我来分析

我来读帖

1

疾



 观察下面的例字，分析、比较例字两面包围结构的书写特点，然后临写。

我来临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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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课  两面包围（一）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两面包围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掌握了两面包围的书写要领。□  看谁的书写笔画规范，结构匀称。

3

屡 厥



右上包左下是两面包围结构的另一种类型。这类结构的字右上部

分包围严密，较为平齐；左下部分变化较多。 

第2课  两面包围（二）

  “旬”字由包字头和“日”

部组成，包字头位于右上，“日”

部位于左下。 

1. 包字头较为开阔，为左下部分留有合适

的空间。

2.“日”部较为收紧，位置偏向左下。

3.“旬”字整体较为平正。 

我来分析

我来读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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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课  两面包围（二）

 观察下面的例字，分析、比较例字两面包围结构的书写特点，然后临写。

我来临摹

5

气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两面包围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掌握了两面包围的书写要领。□  看谁的书写提按分明，有节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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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课  两面包围（三）

左下包右上是两面包围结构的又一种类型。这类结构的字左下部

分较为伸展，右上部分较为紧凑。

第3课  两面包围（三）

  “延”字由建之旁包围

右上部分组成，建之旁位于

左下。

1.“延”字的建之旁中捺画向右下伸展，

为右上部分留下适当的空间。

2. 右上部分较为收紧，紧靠建之旁。

3. 建之旁的横折折撇向左侧略微倾斜，

右上部分也向左侧略微倾斜。

4.“延”字整体斜中求正，重心平稳。

我来分析

我来读帖

7



 观察下面的例字，分析、比较例字两面包围结构的书写特点，然后临写。

我来临摹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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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课  两面包围（三）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两面包围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掌握了两面包围的书写要领。□  看谁的书写端正美观，笔画规范。

9

遗 迩起



书法园地

篆书分为大篆和小篆。大篆包括甲骨文、金文、石鼓文等。

篆书《石鼓文》是在十块鼓形石头上刻写的文字，记载秦国国君与周天子

的使者一起出游渔猎的盛事。《石鼓文》字形规整，显示出由大篆向小篆过渡的 

特点，是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原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篆书《石鼓文》

石鼓文（局部） 

秦国

释文：吾车既工 / 吾马既同 / 吾车既好

思考讨论 认真读帖，小组讨论，说一说，篆书《石鼓文》的书法有什

么特点。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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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课  三面包围（一）

 左包右是三面包围结构的一种类型。这类结构的字上、下、左

三面形成包围之势。被包围的部分通常笔画错落，变化较多。

  “匪”字由区字框和“非”

部组成，区字框将“非”部

从上、下、左三面包围。

1. 区字框中的两横上短下长，竖画长而

直，为字框内的部分留有适当的空间。

2.“非”部较为收紧，左右两部分较为靠

近，左细右粗，笔画错落。

3. 区字框较为方正、平稳；“非”部居

于区字框中间，略微向右倾斜。

我来分析

我来读帖

第 4 课  三面包围（一）

11



观察下面的例字，分析、比较例字三面包围结构的书写特点，然后临写。

我来临摹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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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三面包围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掌握了三面包围的书写要领。□  看谁的临摹能力提高最快。

第 4 课  三面包围（一）

13

区 巨欧



上包下是三面包围结构中的又一种类型。这类结构的字由左、右、

上三面形成包围之势。被包围部分的笔画安排均匀、紧凑。

第 5 课  三面包围（二）

  “周”字由同字框和“吉”

部组成，同字框将“吉”部从左、

右、上三面包围。

1.“周”字中的同字框较为开阔，为被

包围部分留出适当的空间。竖撇和横

折钩均向左侧略微倾斜，横折钩的竖

钩部分略弯曲。

2.“吉”部两横长短相当；“口”部较

扁；整体狭长，左低右高。

3.“周”字整体斜中求正。

我来分析

我来读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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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课  三面包围（二）

观察下面的例字，分析、比较例字三面包围结构的书写特点，然后临写。

我来临摹

15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三面包围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掌握了三面包围的书写要领。□  看谁的书写整洁美观、端庄大方。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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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包围结构的字四面都被包围，要通过字框内部结构的变化使整

个字避免呆板。

第 6 课  全包围

  “固”字由国字框和

“古”部组成，“古”部

位于国字框里面。

1.“固”字中，竖画较直；横折和横左

低右高；整体较为平稳，封闭严密。

2.“古”部略微靠上、偏左，笔画较细；

横画与国字框的横基本平行；整体略

向左侧倾斜。

3.“固”字笔画分布较为均匀，右侧留

白较多，整体斜中求正。

我来分析

我来读帖

第 6 课  全包围

17



分析下面例字中包围和被包围的两部分的大小、宽窄、错落变化， 然后尝

试临写。

我来临摹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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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课  全包围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全包围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掌握了全包围的书写要领。□  看谁临写时能关注到整体排列。

19

图



读碑赏帖

毛公鼎是西

周晚期宣王（前

827—前 782）时

代的青铜器。毛

公鼎铭文记载了

周王于动乱时，

赐给重臣毛公大

量物品，并命他

忠心辅佐自己的

史实。毛公为感

谢周王，特铸鼎

以记其事。毛公

鼎现藏台北故宫

博物院。

金文《毛公鼎铭》

毛公鼎    西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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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碑赏帖

毛公鼎铭    西周

小知识：

金文是指铸在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 , 也叫钟鼎文。

此 铭 文 字

体 规 整， 线 条

劲 挺， 字 形 略

长，匀称端庄。

尽 管 铭 文 在 鼎

中凹面上展开，

但 通 篇 错 落 有

致，疏朗自然。

西 周 晚 期

的 金 文 书 法，

无论是在用笔、

结 字、 通 篇 安

排 等 都 趋 于 成

熟。《毛公鼎铭》

正 是 这 一 时 期

的代表作品。

21



亦

“王”字三横一竖，基本横平竖直 ;“亦”字一横两竖三点，排布均匀。

端正平稳是楷书的首要特征，在书写时要注意将字写端正。

第二单元  结构布势

布势是指安排、布置字形姿态和架势的基本规律。掌握这些

规律就能使写出的字比例协调，更有精神。

第 7 课    平正端庄

1. “王”字三横沿中竖对称分布，中竖饱满端正，使整个字有稳定感。

2.“亦”字两竖端正，左右两点有变化，与两竖相距匀称，整体对称平衡。

我来分析

我来读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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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课  平正端庄

分析下列例字左右部分的对称关系，体会其平正端庄的特点，然后尝试临写。

我来临摹

23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平正端庄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掌握了平正端庄的书写要领。□  看谁书写的字平正端庄。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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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字的笔画少，笔画距离疏朗。

2.“醴”字的笔画多，笔画安排紧凑。

1. “公”字的四个笔画短小、粗壮，笔画疏朗，相互呼应而不松散。

2.“醴”字结构复杂，笔画繁多，安排紧凑，间距均匀。

疏密通常针对字中笔画安排来说的。疏指笔画安排较疏朗，密

指笔画分布较密集。一个字的笔画安排讲究疏密适宜。

第 8 课    疏密得当

我来分析

我来读帖

第 8 课  疏密得当

25



分析下列例字对疏密关系的处理方法，总结规律，然后尝试临写。

我来临摹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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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疏密得当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掌握了疏密得当的书写要领。□  看谁书写的字疏密得当。

第 8 课  疏密得当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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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祥”字示字旁伸左让右，右点提高缩小，“羊”部下横长而开张。

2.“壑”字“又”部的撇较收，捺较放。

收放在楷书结构中又叫伸缩挪让，它是指字中笔画在组合时，

通过伸长、缩短处理，使整体和谐有序又灵活多变。

第 9 课    收放有序

1. “祥”字左收右放，笔画匀称又相互穿插，非常和谐。

2.“壑”字“又”部的撇缩短，为下边“土”部留出空间，“土”部的竖伸长，

也使几部分互相穿插，紧凑而有序。

壑

我来分析

我来读帖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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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下列例字中笔画伸长和缩短的处理方法，总结规律，然后尝试临写。

我来临摹

第 9 课  收放有序

29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收放有序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掌握了收放有序的书写要领。□  看谁书写的字收放有序。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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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课   向背有致
向背是针对字中左右部分安排来说的。向是指字的左右部分相互

迎接，呈包容姿态；背是指字的左右部分彼此相背离，但互相呼应。

1.“德”字由左右两部分组成，左右两部分呈相向之势。

2.“非”字由左右两部分组成，左右两部分呈相背之势。 

德

1. “德”字的双人旁上部略向右倾，字右上部分向左倾，两部分呈相向之势。

2.“非”字左右两部分背靠背，呈相背之势，又相呼应。

我来分析

我来读帖

第 10 课  向背有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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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下列例字对向背关系的处理方法，总结规律，然后尝试临写。

我来临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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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向背有致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掌握了向背有致的书写要领。□  看谁书写的字向背有致。

第 10 课  向背有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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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书法家——米芾（ ）、 蔡襄

米芾（1051—1108），字元章，宋代书法家。他的书法以行书成就最高，

传世的作品有《苕溪帖》《蜀素帖》《珊瑚帖》《研山铭》等。

蔡襄（1012—1067），字君谟，宋代书法家。他的楷书学颜真卿，端庄沉着；

行书则学习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他传世书迹较多，有《万安桥记》《昼

锦堂记》《致彦猷（ ）帖》《澄心堂纸帖》等。

书法园地

蜀素帖（局部）  宋代	 米芾 致彦猷帖（局部）  宋代	 蔡襄

思考讨论 认真读帖，小组讨论，说一说，米芾、蔡襄的书法作品给人

的感觉有哪些不同。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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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课  大小适中

大小通常是针对单个的字来说的。大是指字的外轮廓所占位置较

大，小是指字的外轮廓所占位置较小。

第 11 课   大小适中

1.“蠲”（ ）字笔画较多，字形较大。

2.“日”字笔画较少，字形较小。

1.“蠲”字是左右结构，笔画较多，笔画的间距疏密得当，整体字形较大。其中，

“蠲”字几个部分大小适中。

2.“日”字是独体字，笔画少，笔画安排宽绰但不松散。

蠲

我来分析

我来读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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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下列例字对大小关系的处理方法，总结规律，然后尝试临写。

我来临摹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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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课  大小适中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大小适中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学会了大小适中的写法。□  看谁书写的字大小适中。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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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碑赏帖

小篆《泰山刻石》

小知识：

李斯倡导“书同文”政

策，将战国时代秦国的文字

整理、统一后推行到全国，

从而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了

汉字。统一后的字被后世称

为“小篆”。

《泰山刻石》又名《封

泰山碑》，小篆，相传书写

者为李斯。原石系四面环刻，

分为《秦始皇功德铭》和《二

世诏书》两部分。现仅有《二

世诏书》中 10 个残字。原

石现存于山东泰安岱庙。

《泰山刻石》书法平稳

端正，字形匀称修长，线条

圆润流畅，结构左右对称、

横平竖直，结字上紧下松、

疏密有致。前人对《泰山刻

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泰山刻石（局部）  秦代	 李斯（传）

小知识：

李斯倡导“书同文”政

策，将战国时代秦国的文字

整理、统一后推行到全国，

从而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了汉

字。统一后的字被后世称为

“小篆”。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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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碑赏帖

释文：皇帝临 / 立作制 / 金石刻 / 因明日 / 贵贱分／明男女

39



第 12 课   斜正相依

斜正通常是针对字中不同部件的正斜关系来说的。斜指倾斜，正

指平正。字中倾斜和平正的部分巧妙呼应，姿态丰富，但整体平稳。

1. 繁体“饮”字左边食字旁平正，右边“欠”字向左侧倾斜。

2.“智”字左上部的“矢”部倾斜，其余部分平正。

饮 智

1. 繁体“饮”字右边的“人”部撇低捺高，整体向左倾斜。左右两部分一正一斜，

动态十足，但重心平稳。

2.“智”字左上部的“矢”部向左倾斜，其余部分平正。

我来分析

我来读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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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下列例字对斜正关系的处理方法，总结规律，然后尝试临写。

第 12 课  斜正相依

我来临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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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斜正相依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学会了斜正相依的写法。□  看谁书写的字能斜正相依。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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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课  重并有别

第 13 课   重并有别

重是指汉字的部件在上下结构中重复出现的形式，并是指汉字的

部件在左右结构中重复出现的形式。书写时，重、并的部件往往有主

次、大小之别。

1.“炎”字上下两个“火”部，虽重复，但大小有变化。

2.“弱”字左右两部分，虽重复，但宽窄不同。

1.“炎”字两部分上小下大，下部托载上部。

2.“弱”字两部分左边窄小、收缩，右边宽大、舒展。

我来分析

我来读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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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下列例字对重并关系的处理方法，总结规律，然后尝试临写。

我来临摹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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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课  重并有别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重并有别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学会了重并有别的写法。□  看谁书写的字重并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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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盼通常是指字中笔画与笔画、部件与部件之间相互呼应的规

律。呼应能增加字的姿态，使书写灵动活泼，形散而神不散。

第 14 课   顾盼生姿

1.“以”字左右部分相隔较远，相互呼应。

2.“深”字三点水相互呼应，左右部分顾盼生姿。

1.“以”字左边的挑点与右边的短撇相呼应，末笔侧点与挑点相映成趣。

2.“深”字的三点水笔断意连，三点水与右边的部分相呼应。

我来分析

我来读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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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下面例字中笔画、部件之间顾盼的规律，然后尝试临写。

第 14 课  顾盼生姿

我来临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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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顾盼生姿的书写要领。

我来评价  我学会了顾盼生姿的写法。□  看谁临写时能关注到顾盼生姿。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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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课  临摹（一）

下面要临摹的内容节选自唐代书法家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微风徐动，

有凄清之凉，信安体之佳所，诚养神之胜地。”意思是说（九成宫周围）微风吹拂，

送来凉意，是盛夏消暑的好地方。

这一段话，四行，二十一个字，从右往左竖行排列，字与字间隔疏朗。其中，

包含有汉字常见的一些基本笔画。从结构上来看，这二十一个字有独体字、左右

结构、上下结构、包围结构。

在以前的学习中，我们先将要临摹的例字拆分为点、横、竖、撇、

捺、提、钩等笔画，然后将例字中有代表性的笔画进行整理、分类、

对比、研究，分析笔画形状的异同，总结特点，归纳写法要领。               

在此基础上，我们又根据偏旁、部首，将例字进行分类，总结这

些不同的偏旁、部首在字中的书写规律。接下来，我们又从例字的结

构和组成部件的相互关系入手，分析总结独体字、左右结构、上下结

构、包围结构字的书写规律。

最后，我们又从疏密、向背、大小、斜正、重并、顾盼等角度分

析例字是如何安排、布置字形姿态和架势，从而使单个字的安排匠心

独具，精神、耐看。

本节课开始，我们尝试将上述学习内容贯穿到综合临摹、集字的

练习中。

第三单元  临摹与集字综合练习

前面，我们一起学习了点画、偏旁、结构及布势等方面的内容。

本单元，我们进行临摹与集字综合练习。

第 15 课   临摹（一）

我来读帖

49



九成宫醴泉铭 ( 局部 )  唐代  欧阳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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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分析

1. “ 微” 字 中 部

狭长挺直，左右向中

部靠拢。

2.“风”字为三面

包围结构，整体字形

微向左倾。

3.“徐”字左窄右

宽，左低右高。

4.“动”字左高右

低，左右相互倚靠，

动态十足。

5.“凄”字左右两

部分斜正相依，中部

留空较大。

6.“清”字左右两

部分相互呼应，左窄

右宽。

10.“ 养”字 略 向

左侧倾斜，笔画粗细

搭配合理。

9.“体”字略向左

侧倾斜，笔画繁多，

排布匀称。

11.“ 胜 ” 字 左

右两部分相向取势，

中间留白较大。

12.“地”字疏密有

致， 中 部 笔 画 密 集，

四周笔画疏朗。

8.“信”字左右斜

正相依，左窄右宽。

7.“凉”字整体较

为平稳，左窄右宽。

第 15 课  临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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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临摹

临摹下面的例字，注意各字的特点。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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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课  临摹（一）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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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摹前，我们要认真读帖，分析笔画写法，注意单个字的结构要领。同时，

我们还应该对通篇的布局进行解读，也就是要注意章法。 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

章法布局是纵有行、横有列的形式。 

本节课，我们继续学习整段碑文的临摹。要注意如何按照原碑帖

的章法，节临一段碑文。

第 16 课   临摹（二）

我来分析

第 16 课  临摹（二）

在 临 摹“ 微 风” 一 段

文字时，我们要掌握好字

的大小、姿态，避免把字

写得过大，撑满格子，也

不要把字写得过小，显得

空荡。此外，临摹时要瞻

前顾后，留意字与字之间

的呼应关系，注意字距、

行距，使通篇既有大小、

斜 正、 疏 密、 向 背、 虚 实

的矛盾对立，但又是和谐、

统一的整体。 

九成宫醴泉铭 ( 局部 )  唐代  欧阳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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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课  临摹（二）

57



通过两节课的学习，我们知道了在整体临摹时，首先要分析章法布局，注意

字距、行距，然后分析单字书写要领，书写时力求连贯、流畅。

学习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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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字练习：虞世南《蝉》

“垂 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这是唐代虞世南的一首咏蝉诗，描写的是蝉的形体、习性和声音，寓意诗人

高洁清远的品行志趣，教育我们做人应该立身高处、德行高洁，才能说话响亮、

声名远播。

本节课 , 我们从《九成宫醴泉铭》中集出虞世南的五言诗《蝉》，

进行集字书写练习。

内容简介

书写提示

1.“垂”字，上

窄 下 宽， 略 呈 三

角 形， 笔 画 书 写

平稳，结构端庄。

《蝉》诗中有十七个字可以从《九

成宫醴泉铭》中直接集出，我们先分

析单字写法。

3.“清”字左

窄 右 宽， 三 点 水

相互呼应，“青”

部用笔厚重。

2. 繁体“饮”

字左静右动。左侧

“食”平稳，布白

匀称；右部“欠”

倾斜，富于动感。

4.“露”字形

体 长 方， 笔 画 繁

多， 留 白 匀 称，  

搭配合理。

5.“流”字结

体 横 向 取 势， 左

窄 右 宽， 左 右 基

本齐平。

集字练习

垂

饮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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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声” 字

形 体 长 方， 笔 画

繁多，搭配合理。

其 中 长 捺 与 竖 钩

呼应。

14.“ 是” 字

横画向右上伸展，

撇 收 捺 放， 疏 密

有 致， 整 体 斜 中

求正。

12.“远”字是

半 包 围 结 构， 平

捺略向右下出锋，

承载右上部件。

8.“ 居”字 上

窄 下 宽， 长 撇 舒

展；“古”部的长

横 左 低 右 高， 整

体端正。

11.“自”字严

谨 内 敛， 笔 画 较

粗 重， 其 中 两 个

短横细短有神态。

15.“ 藉” 字

草字头左低右高；

“ 昔” 的 长 横 向

右伸出，与上部、

左下相互呼应。

7.“出”字结

体平稳中有变化，

竖画垂直突出。

13.“ 非” 字

两竖画左低右高、

左 短 右 长， 六 个

横画各有姿态。

9.“高”字疏

密 有 致， 字 形 长

方 且 上 长 下 扁，

横折钩向右伸展。

6.“响”字的

异体字字形长方；

上部收紧，笔画布

白匀称；下部“音”

的横画长而舒展。响

声

高

藉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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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字练习

2.“疏”字的左边部分可以用“ ”字的左下部分和“子”字的起笔横撇拼合，

右边部分可以用“竦”字的右边部分拼合，注意两部分的搭配、呼应。

16.“ 秋” 字

左低右高，“火”

的 捺 画 向 右 下 伸

展， 笔 画 安 排 疏

密有致。

3.“桐”字可用“杖”字的偏旁和“同”拼合，注意左右部分的高低宽窄。

17.“风”字属

上 包 下 结 构， 上

窄 下 宽， 风 字 框

内部件上疏下密。

1.“ ”字可以用“经”字的偏旁和“委”拼合，注意左窄右宽。

《蝉》诗中还有“ ”“疏”“桐”三个字在《九成宫醴泉铭》中找不到，

我们可以采用笔画拼合的办法集字。

经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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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幅、纵式条幅书写顺序是自右向左、自上而下。

欧阳询楷书的章法是以疏朗取胜，所以我们集诗的章法也要兼顾这个特点。

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的距离要留白适当，即要有一定的距离，不能过于紧密，并

且还需要字与字、行与行彼此间相互有照应、整体协调。笔画少的字，可以笔画

稍微粗些，即留白小、显得相对重一些为宜；笔画多的字，笔画要写得略细些，

使得整个字看起来留白多、感觉轻一点为宜。

书写款式：横幅或纵式条幅。

纸张尺寸：可选用三尺宣纸来书写，也可选用四尺三裁的（一张长四尺整张

的宣纸，上中下分成三等份）纸张来书写。

按照上述书写要点，先把单字临写一下，再选好适当的纸张，叠出格子，写

出整幅作品。

准备纸张

小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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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字练习

在 集 字 练 习 的 时

候，字帖中没有的字，

可以采取拼合的办法，

用不同字的部首、笔画

组合成新的字，使该字

的风格接近原碑帖。

学习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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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字练习 临摹例字，注意各字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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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字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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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园地

马上要小学毕业啦，我们来办个毕业书法作品展吧！

毕业书法展

展览结束后，将作品

赠送给老师或同学，作为

毕业留念吧！

同学们，我们从三年级开始学习毛笔书法，很快就要小学毕

业了。在这四年中，书写档案记录了我们的点滴进步。毕业前夕，我

们一起举办毕业书法展，用我们的作品向母校、老师献礼！

一、确定展览时间、地点

1.可以集字书写，也可以

自由书写。

2.内容可以写祝福、惜别

的话语，也可以写喜爱的诗词。

时间：毕业典礼前两周   

地点：本班教室

作品展出后，组织

全体同学参观，相互交

流学习心得，并对作品

自评、互评。

三、评价交流

四、赠送作品

二、作品征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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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园地

学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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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课练习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两面包围的书写要领。

第 1课练习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两面包围的书写要领。



毛笔书写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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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课练习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两面包围的书写要领。

第 4课练习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三面包围的书写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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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课练习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三面包围的书写要领。

第 6课练习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全包围的书写要领。



毛笔书写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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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课练习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平正端庄的书写要领。

第 8课练习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疏密得当的书写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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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课练习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收放有序的书写要领。

第 10课练习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向背有致的书写要领。



毛笔书写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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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课练习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大小适中的书写要领。

第 12课练习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斜正相依的书写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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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课练习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重并有序的书写要领。

第 14课练习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顾盼生姿的书写要领。



毛笔书写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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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课练习

第 16 课练习

临写下面的例字，注意各字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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