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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亲爱的同学们：

　　书法，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通过学校的书法

教育，掌握汉字书写的基本方法，从而把字写端正、写美观，是小学生学习的

重要任务。本套《书法练习指导》教材，就是按照国家对小学生学习书法的基

本要求编写的。

　　打开本套教材，你会发现一个五彩缤纷的书法世界。这里有源远流长的汉

字文化，有循序渐进的技法指导，有美轮美奂的翰墨珍品，还有灿若群星的书

坛名家。依据本套教材，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书法，相信你一定会喜欢上这门

课程，并且慢慢地写出一手好字来！

　　本册教材为六年级下册，共有4个单元12课。承接上册，本册教材继续安

排了汉字的“结字规律”及其书写。每一课都有结字与示例、写法提要、欣赏

与探究、习字指导、书法文化等几个部分，其中书法文化部分包含了“书家故

事”“走近名家”“书法常识”“碑帖欣赏”“名胜书迹”等内容，展示了

中国书法文化的博大精深。每个单元还编写了“学习与运用”，有“集字练

习”“尝试书法习作”“学习书写中堂”等书法实践活动，将课内所学向课外

拓展延伸。

　　本套教材的例字选取的主要是颜真卿的楷书《多宝塔碑》，又适当选取其

他书家的楷书。为了增强学生的选择性，在“附录”中还编排了欧阳询、柳公

权、赵孟　等书法家的楷书字例及临习指导，供同学选用。

　　希望同学们通过本套教材的学习，培养起对中国书法的浓厚兴趣，提高汉

字书写能力和审美修养，为未来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奠定基础。

　　　　　　　　　　　　　　　　　　　　　　　《书法练习指导》编写组

后 记

　　本套教材编写团队由书法界、书法教育界及语文学科教学方面的专
家和优秀教师组成，书法家尉天池教授担任主编，齐昆、李亮为执行主
编，主要编写人员有王伟林、吴勇、刘有林、张敬义、林虹、聂国桢、
黄同诞、许晓刚、朱志明、周彦、庆旭、赵锟、张静、杜维等，其中吴
勇、刘有林为本册教材主编。    
　　本套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江苏省书法家协会李啸等专家的精心
指导，南京市珠江路小学也为教材编写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在
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竭诚欢迎广大师生对本教材提出宝贵意见。     

《书法练习指导》编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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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字属方块字，不论笔画、

结体怎样变化，初学书法，把字

写得平正安稳是最基本的要求。

孙过庭在《书谱》里说：“初学

分布，但求平正。”讲的就是这

个道理。

　　“中”字“口”部居中，横

画略上仰，竖画写在中轴线上，

整个字安定平稳。

平正安稳

京

“平正”并不是“水平”，而是

要把字写得端正、平衡。很多汉

字都有明显的中轴线，把握中轴

线，是把字写平正的好办法。

单元一　结字规律（5）

1



“至”字横向笔画向右上略

斜，间距基本均匀。竖画在

中轴线上。

“开”字外框纵向笔画左短

右长，左细右粗，横画间距

上密下疏。

写法提要

欣赏与探究

 书法名家书写的“京”

字，上横微向右上行笔，

竖 画 正 直 ， 整 体 端 正 美

观。 京

京

开

欧　体

柳　体

颜　体

赵　体

1　平正安稳

2



开

京

中：“口”部居中，横
画略上仰，竖画写在中
轴线上，整个字安定平
稳。

直：上部收紧，写在中
轴线的两边，中间三短
横间距相等，底部长横
略向右上斜。

至：上窄下宽，字呈梯
形。横画间距匀称。竖
画居中，底横伸展，支
撑上部，端正平衡。

登 ：上部撇捺舒展，
“豆”部收紧，靠上。
“豆”的底横不能超过
撇捺的宽度。

开：外框写在中轴线的
两边，对称、平衡，整
体略呈矩形。被包部分
写在竖中线稍偏左。

京：横画间距匀称。所
有的部件围绕中轴线书
写，长短、轻重、正斜
不一，对称安稳。

习字指导

单元一　结字规律（5）

3



傅山《临王献之江州帖轴》绫本 

故宫博物院藏

书法常识

草  书

　　并非所有笔迹潦草、形体缭绕的字

都可称作草书。草书不仅有相应的笔

法，而且在形体构造上有约定俗成的规

范。

　　草书是应书写快捷、简便的需要，

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演变而形成的一种书

体。

　　隶书草写始于西汉中后期，汉代草

书，大都为章草。东汉时的章草，呈现

出逐步向今草过渡的迹象。纯粹的今草

作品，出现于东晋。一般认为，王羲之

最终完善了今草。狂草之说，始于唐代

张旭，由“二王”草书连绵发展而来，

其笔势更加跌宕放纵，气贯长虹。

释文：吾当托桓江州助汝，吾此不辨，得遣人

迎汝。当具东改枋三四。吾小可者，当自力无

湖迎汝。故可得五六十人小枋。傅山临。

1　平正安稳

4



练 习 页

自 我 评 价 ： 老 师 评 价 ：



 



 

　　有一类字，笔画多向一个方

向倾斜，因而不易写得平正安

稳。

　　“方”字上部的点、横较平

正，撇画与横折钩顺势右斜，撇

画斜度稍大，横折钩斜度较小。

斜中求正

笔画向左下伸的字，要谨慎控制

笔画的斜度，靠倾斜笔画支撑的

字，笔画的斜度不能过大。

崩

单元一　结字规律（5）

5



“每”字中的长横起到斜中

求正的平衡作用。

“乃”字中的撇画向左伸

出，形态如同“稍息”，平

衡了右边的斜势。

欣赏与探究

欣 赏 书 法 名 家 书 写 的

“方”字，说说各自是怎

样做到斜中求正的。

欧　体

柳　体

颜　体

赵　体

写法提要

2　斜中求正

6



崩

方：点、横相对平正。
撇与横折钩顺势斜向，
钩写在竖中线上，斜中
求正。

每：上部平正，下部右
斜。要掌握好斜向笔画
的斜度与长度。长横左
伸右顿，平衡字的重
心。

多：上三撇斜度相仿，
长短不同。下撇弯曲而
长，顺势书写，两点对
齐。

乃 ：折写成左低右高
状，弯钩略斜，长撇顺
势左斜，以平衡字的重
心。

力：横折钩的竖画势
斜，撇画斜插横折钩
中，势斜而正。

崩：上部件左移，下部
件右移，斜中求正。

习字指导

单元一　结字规律（5）

7



　　章法，指一幅书法作品的整体布

局与安排，主要指字与字、行与行之

间相互呼应的规律法则，亦包括字的

布列方式、落款、钤(qián)印的使用

等。

　　右边王铎的这幅作品，行间疏

朗，字的大小、正斜错落多变，连绵

不断，笔势一落千丈，起伏跌宕，给

人以流畅自然的美感。

章  法

书法常识

释文：阮生何如此平安数绝问为慰足下当停数
日半百余里瞻望不得一见何可言足下在晴便大
热恒中至得过夏不甚忧卿还示问得告承长平未

　　                         　　　辛未夏六月　王铎

王
铎 

《
临
阁
帖
轴
》

2　斜中求正

8



练 习 页

自 我 评 价 ： 老 师 评 价 ：



 



 

　　同一个字中多次出现相同笔画

时，要写出变化。横画、竖画并

列时，要有长短、粗细、曲直的变

化，撇与捺也要有方向、形态等变

化，这样写出来的字才生动、美

观。

　　繁体“后”字笔画较多，以撇

为主，撇画间基本平行，但长短、

轻重、曲直各有变化。

同中求变

并 萌 聚

前面已经学过“多横有长短”“多

竖分主次”“多撇不同向”“一字

无二捺”，其实讲的都是同中求变

的道理 ！

后

单元一　结字规律（5）

9



欣赏书法名家写的“得”

字，体会其中的笔画是怎

样同中求变的。

众

“众”的繁体字撇画较多，

形态相近，但有长短、曲直

和方向的差异。

“众”字的竖画主要在长短

和倾斜度上有差异。

写法提要

欧　体

柳　体

颜　体

赵　体

欣赏与探究

3　同中求变

10



后 萌聚

众并

后：撇画间基本平行，
各有长短、曲直的变
化。左边第二撇与右捺
笔画厚重舒展，左右呼
应。

并：两对点左低右高，
与横同势。点画间或断
或连，呼应有趣。

聚：上部笔画较平正。
下部撇画交替出现，长
短、曲直、方向各有不
同，整体向上靠拢。

众：上短下长，上收下
放，撇捺舒展，左右平
衡。

萌 ： 草 字 头 的 两 个
“ 十 ” 生 动 有 趣 。
“明”的横画布白匀
称，但写法不一。

豫：左边笔画粗壮，右
边斜向笔画较多，书写
时需注意左右轻重的平
衡。

习字指导

单元一　结字规律（5）

11



皇象《急就章》

皇象《急就章》（局部）明拓松江本

　　皇象（生卒年不详），三国时期吴国广陵江都（今江苏扬州）人，

字休明，其章草代表作《急就章》（原名《急就篇》），是西汉元帝时

期为儿童编写的识字课本，因篇首有“急就”二字而得名。《急就章》

用不同的字组成三言、四言或七言的韵文，内容涉及姓名、组织、生

物、礼乐、官职等各方面，如一部小的百科全书。

碑帖欣赏

　　此帖章草传为皇象所书，为便于辨认，后人在章草旁加了楷书释文，此帖章草
和楷书释文各书一行，字形规范，笔力刚健，寓变化于统一，章草结体略扁，各字
间均不牵连。整篇气息古朴、温厚，纵横自然，至今仍为临习章草的重要范本。

3　同中求变

12



练 习 页

自 我 评 价 ： 老 师 评 价 ：





　　“笔精墨妙”是形容书法、绘画、诗文等的技法巧妙，

笔意精微。这也是同学们学习书法的目标。

　　今天，我们练习书写《多宝塔碑》集字“笔精墨妙”。

方法提示

“笔”字“竹”部左右两部分同中有异；“聿”部横画间距基本均匀，长短不

同；悬针竖挺拔居中。

“精”字左右宽窄、高低差不多。

“墨”字“黑”部横画收敛紧凑，“灬”左右伸展呼应；“土”小居中。

“妙”字“少”部撇画向左下穿插。

学习与运用（一）
集字练习“笔精墨妙”

单元一　结字规律（5）

13



尝试练习

选择喜欢的形式临写。

学习与运用（一）

14



VVVVV

　　“向”，指相向，面对面。

“向而不犯”表示在左右结构的

字中，左右两部分的笔画相迎，

有合抱之势，相互避让，互不碰

撞，形成和谐的整体。

　　“郎”字左部竖提的竖画向

左弯，右部“耳钩”向右凸，左

右相向，形离意合。

向而不犯

相向的字，通常两侧的部件

要相互揖让，以求字的结构

更加紧密。

单元二　结字规律（6）

15



 比较书法名家书写的四个

“降”字，说说各自是怎

样处理左右部件关系的。

“浮”字左边的“氵”与右

边的“孚”外围形成两道相

向的弧。

舒展的笔画注意不要碰撞，

如右边的长横。

注意点画的提按变化，使字

显得有神采。

写法提要

欧　体

柳　体

颜　体

赵　体

欣赏与探究

4　向而不犯

16



郎：左侧竖向笔画向左
弯，右部件“耳钩”向
右撑，左右相向。

降：字形左窄右宽。右
部件的撇长伸于“耳
钩”下，捺画向右舒
展。

沙 ： 三 点 水 上 提 ， 
“少”的长撇伸向左
下，左缩右伸，连成整
体。

海：三点水略呈弧形，
“母”部略偏右，左右
相向。长横左伸，与点
不粘连，向而不犯。

妙：写法同“沙”。撇
点的折点提上，以让右
边长撇，右撇伸向左
下。

浮：左旁下两点偏左，
右部件弯钩偏右，长横
左伸，收笔重顿。

习字指导

单元二　结字规律（6）

17



　　张芝是东汉著名的书法家。传说张芝小时候很勤奋，他家附近有个池

塘，张芝每次练完字后，就来到池边，用池水清洗毛笔和砚台。早也洗，晚

也洗，日子一长，一池清清的水竟然变黑了。后来张芝成了一代草书大家，

“池水尽墨”也成了勤奋练字的比喻。

张芝临池学书

书家故事

张芝草书《冠军帖》（传）

——改编自唐张彦远《法书要录》

释文：知汝殊愁，
且得还为佳也。冠
军暂畅，释当不得
极 踪 。 可 恨 吾 病
来，不辨行动，潜
不可耳。

4　向而不犯

18



练 习 页

自 我 评 价 ： 老 师 评 价 ：





VVVVV

　　布白均匀，是指汉字的笔画

对字内的空白要分割均匀，这里

所说的均匀，不是简单的几何图

形的平均分割，而是在笔画间距

均匀的同时，分割后的空白也要

大体匀称。

　　“此”字横画向右上斜，收

笔重按，竖画间距均匀；“言”

字五横长短不一，均向右上斜，

间距也大体均等。

布白均匀

处 华 画

此

一个字中如果有两三个以上的横

向、竖向或斜向的笔画，笔画分

割出的空白要大体相等。

单元二　结字规律（6）

19



“家”字左下部三撇，笔画

之间分割出来的块面要基本

均匀。

“恩”字上部方框中的空

白，由横、撇、反捺分割。

下部“心”的几块空白，也

要基本匀称。

 欣 赏 书 法 名 家 书 写 的

“华”字，说说各自是

怎样利用竖画做到布白

均匀的。

华

华华

华

写法提要

欣赏与探究

欧　体

柳　体

颜　体

赵　体

5　布白均匀

20



此：横画上斜，收笔重
按。竖画间空白匀称。
和谐统一。

恩：上部件中的“大”
分割出大小相仿的五个
块面。上、下部件穿
插，结构严谨。

言：五横长短不一，但
间距基本均匀，中二横
稍紧。

画：字形窄而长。首横
长而上仰，底横取平
势，以支撑字的重心，
短横长短不同，空白均
匀。

家：“豕”部件中间的
三撇分割块面基本均
匀。捺画较重，向右下
出锋，以平衡字的重
心。

处 ：上部横画间距均
匀。下部左斜的笔画和
捺画分割块面比较均
匀。

此

处 画

习字指导

单元二　结字规律（6）

21



泰山经石峪(yù)  

　　一片约2000平方米的大石坪，上面镌（juān）刻着《金刚经》的部

分经文，字径大多为50厘米，最大的达75厘米，这就是我国现存摩崖石

刻中规模最大的石刻——泰山经石峪。据考证，经石峪《金刚经》石刻

刻于北齐，字体在隶楷之间，以

隶书为主，结构空灵，笔势奇古

雄秀，给人以质朴、庄严、肃穆

之感，被尊为“大字鼻祖”“榜

书之宗”。

名胜书迹

5　布白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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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 习 页

自 我 评 价 ： 老 师 评 价 ：





VVVVV

　　“背”，指相背。“背而不

离”是指字的左右两部分笔画相

背而立，反向展开，但背而不

离，离而不散。

　　“兆”字左边的撇画与右边

的竖弯钩形成背势，两边的点画

上下呼应，左右顾盼。

背而不离

相背的两部分，不分不离，笔

画相依相靠，和谐一致。

胤龙

单元二　结字规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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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背的字中，可能有笔画

连接，使之成为背而不离的

纽带。如“凡”字的横画。

“施”字两边上部靠拢，笔

画互有穿插，下部的横折钩

与竖弯钩外展，形成形相背

而实相靠的效果。

欣赏书法名家的字，讨论

各自是怎样处理左右相背

字形的。

写法提要

欣赏与探究

欧　体

柳　体

颜　体

赵　体

6　背而不离

24



兆：左部件的撇与右部
件的竖弯钩形成背势，
两部不可分得太开。四
点彼此呼应。

凡：左撇与横折弯钩成
背势，两笔收腰，横点
相连，中宫紧凑。

龙：竖中线两边的竖形
成背势。两部不宜离得
过远，笔画之间还应相
互呼应，不能分离。

施：上部相向，下部相
背，向不妨碍，背不脱
离。

非：两竖挺直，之间不
紧不松，相依相靠，左
三横向右靠，右三横向
左钻，聚合呼应。

札：上部靠拢，竖画与
竖弯钩左右分离。右部
的宽度与左部相当。

龙

习字指导

单元二　结字规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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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素练字

　　怀素（725～785）是唐朝著名的书法家，他的书法尤以狂草见长，其代表

作《自叙帖》可谓草书史上的经典之作。

　　怀素很小就出家当和尚，在诵经坐禅之余，他对书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相传怀素因为买不起纸，就在寺院附近种植了上万株芭蕉，芭蕉长大后，他就

摘下芭蕉叶当纸用。芭蕉叶不够用，怀素又找来一块木板，涂上漆用来练字，

写了擦，擦了写，日子一长，木板竟然被写穿了。怀素勤学苦练，终于成为狂

草大家。

怀素草书《自叙帖》（局部）

书家故事

——根据唐陆羽《僧怀素传》改写

6　背而不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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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我 评 价 ： 老 师 评 价 ：





　　临摹与书法习作是书法学习的两个阶段，书法习作是在

临摹基础上运用学到的笔法、墨法、字法以及章法，尝试进

行书法作品的书写练习。

方法提示

书写书法习作要特别注意字与字之间的照应，行与行之间的

关联，把握整体效果。

书写时蘸墨不宜过多，否则字容易涨墨。

注意用笔的轻重和节奏变化。

落款字形要比正文小一些。

落款下方可加盖姓名章。

学习与运用（二）
尝试书法习作

单元二　结字规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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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展示

我来试试

学习与运用（二）

28



　　字的各部件在占据自己空间

的同时，又把笔画伸展到其他部

件闲置的空间里，这就是“穿插

互访”。这样可以让字形更加紧

凑，整体感更强。

　　“奉”字上面的三横上仰收

紧，撇捺舒展飘逸，状如大伞。

下面的部件置于伞中，穿插自

然，浑如一体。

穿插互访

穿插互访，有时发生在上下部件

之 间 ， 有 时 发 生 在 左 右 部 件 之

间，而且两个部件之间一般都有

主次之分。

单元三　结字规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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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字左高右低，左边

的“去”写得稍收敛，右

边“刀”部的撇画要向左

下穿插。

欣 赏 书 法 名 家 书 写 的

“既”和“林”字，说

说它们分别是怎样“穿

插互访”的。 
既

写法提要

欧　体

柳　体

颜　体

赵　体

欣赏与探究

劫

7　穿插互访

30



奉：上部件的三横收
紧，匀称、上仰。撇捺
飘逸外伸，下部平正稳
定，穿插自然。

既：左右高低、宽窄相
仿。竖提略上，收点，
以让右撇斜插。右部件
长横伸在点的右上部。

瓶：左长右短，左正右
斜。右部件的竖提斜
向左插，紧凑自然。
“并”的下横稍收。

吞：“口”部写扁，安
放撇捺之下，又尽可能
不与撇捺粘连。

劫：左部件稍提上，缩
点，右部的撇向左下穿
插，互不粘连。左高右
低，左右错落。

卷 ： 上 部 的 写 法 同
“奉”，中间略紧。两
点上仰，与横同势。竖
弯钩取收势。

劫

习字指导

单元三　结字规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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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与标准草书

走近名家

　　于右任（1878～1964），陕西三原

人。民国时期著名书法家。他学书初法

赵孟  ，后热衷于魏碑书法。他曾经收

集北魏墓志等珍贵碑石380多块并捐赠

给西安碑林。他刻苦学习魏碑，独创了

带有强烈个性的碑体行楷书。后来又潜

心研究草书，1932年，他发起成立了标

准草书社，以“易识、易写、准确、美

丽”为原则，推广标准草书。他广泛搜

集前人的优秀草书作品，集字编成《标

准草书千字文》。他的草书笔画圆浑饱

满，形态优美，精气内蓄，墨酣力足，

给人以浑厚滋润的美感。

释文：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
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玉章先生正 右任 

7　穿插互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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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我 评 价 ： 老 师 评 价 ：





　　汉字中笔画之间为了和谐相

处，有时必须避让。有的字是上

下避让，有的字是左右避让，通

常是小让大，窄让宽，偏旁让主

体。

　　“皇”字上部让下部，上短

下长，上窄下宽，上小下大。底

横左伸右顿，起承托作用。

收缩避让

笔画之间，有穿插，有避

让，有收缩，有伸展，彼此

“合作”，才能形成一个美

观的字哦 。

杂

明

单元三　结字规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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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字的“口”“天”扁

写，是上下避让，上部让得

多。

“师”字左窄右宽，是左右

避让，左部让得多。

欣 赏 书 法 名 家 书 写 的 例

字，说说它们各部分之间

是如何避让的。

师

写法提要

欧　体

柳　体

颜　体

赵　体

欣赏与探究

8　收缩避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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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上短下长，上窄下
宽。底横左伸，右顿
笔，以上小让下大。

明：左短右长，左窄右
宽，上平齐。左小让右
大，偏旁让主体，收缩
避让。

寺：上下避让。下部上
顶，上短让下长，下窄
让上宽，各有主次。

吴 ： 口 部 较 小 ， 让
“天”。两部之间的空
白大小适宜，缩放自
然。

杂：左部的上横略右
伸，下两横及点收缩，
避让右竖。右部的撇插
向左部的空白处。

师：上部相靠。左窄让
右宽，左短让右长。悬
针竖重、挺、稍长。

杂

吴明师

习字指导

单元三　结字规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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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放的毛泽东书法

　　毛泽东（1893～1976）早年就表现出对

书法的极大兴趣。革命胜利后，他潜心研习

历代大书法家作品，博采众长，形成了自

己龙蛇飞舞、大气磅礴、豪放酣畅的“毛

体”。

　　毛泽东的狂草笔法精致，字势奔放，充

满激情，精、气、神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释文：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
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
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毛泽东

走近名家

《忆秦娥　娄山关》

8　收缩避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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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我 评 价 ： 老 师 评 价 ：





　　笔画较少的字，书写时笔画

安排要内紧外松，疏而不散。就

是说，中宫要写得紧凑一些，外

围笔画要写得舒放一些。　　　

　 “七”字笔画较少，横画长，

竖弯收缩，用笔较重，重心平

稳。

疏而不散

笔画少的字，不仅容易写散，

而且不好把握重心，所以中宫

紧凑是关键。

单元三　结字规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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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书法名家写的字，体

会它们是如何做到“疏而

不散”的。

“玉”字中宫收紧，下部舒
展，点画有平衡作用。

“之”字上部紧凑，下部平
捺舒展，偏中求正。

写法提要

欧　体

柳　体

颜　体

赵　体

欣赏与探究

之

9　疏而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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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笔画少，笔画必
疏。横长，竖弯钩收
缩。中宫紧凑，重心平
稳。

之：横折写成点、撇，
撇指向捺的起笔处，捺
平缓舒展。结体上收下
放，疏而不散。

共：上部件收紧，长横
伸左，下两点支撑上
部，平衡字的重心。

不：横平竖直，撇捺以
中线为轴，左右平衡。
布白疏朗而匀称，疏而
不散。

止：笔画疏朗，布白匀
称，结体疏而不散，端
庄平正。

玉：中宫收紧。第三横
左伸，右边收，让点。
点外拓与左横平衡。

习字指导

之

单元三　结字规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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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  临

　　背临比对临的要求更高一步，它要求学书者认真研究碑帖中的字，

把它的用笔用墨、字形结构等一一熟记于心，然后把字帖收起来，凭记

忆默写。“背临”一般也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把字帖上的字全部临完，

临得烂熟于心以后，再从头至尾默写出来；另一种是随临随默，临熟多

少字，就默写多少字。实际练习时两种方法还可以结合起来用。默写完

以后，要与原帖比对，揣摩与原帖的差距，经过反复练习，逐步提高对

原帖笔墨、结构、章法的理解和把握。

书法常识

9　疏而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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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我 评 价 ： 老 师 评 价 ：





　　“中堂”，因为作品悬挂在厅堂正中而得名。中堂的尺

幅相对较大，常用整张宣纸竖着书写。

启功   中堂 钱沣  中堂

资料链接

中堂有的内容

较多，有的内

容较少。

学习与运用（三）
学习书写中堂

单元三　结字规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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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平台

书写中堂要准备哪些材料和工具 ？

中堂的内容写什么合适 ？

尝试写一幅中堂，然后大家相互交流。

学习与运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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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画繁多、结构复杂的字，

书写时笔画和部件应分布匀称，

穿插避让，协调相处，字形紧凑

而不拥挤。

　　繁体“宝”字笔画繁多，密

而不挤。宝盖头覆盖下部，中部

形扁，靠上，下部“贝”窄长，

横画分布均匀。

密而不挤

宝

礼 难

藏

笔画繁多的字，笔画可以稍

细一些，但每个笔画都要写

清楚。

譬

单元四　结字规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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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

左部偏旁要写窄。

“隐”字右上部笔画较多，

要写得稍细而紧密。右下部

卧钩要舒展。

右部中间横画间距要均匀。

写法提要

张旭草书《古诗四帖》

碑帖欣赏

10　密而不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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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观察书法名家书写的范字，说说它们是如何体现“密而不挤”的。

实 实宝宝

欧　体 柳　体颜　体 赵　体

欣赏与探究

张旭《古诗四帖》（局部）

　　狂草《古诗四帖》，墨迹本，共40行，188字，传为唐代书法家张旭所

书，现藏辽宁省博物馆。《古诗四帖》通篇笔画丰满，行文跌宕起伏，动静交

错，满纸犹如云烟缭绕，实在是草书巅峰之作。

单元四　结字规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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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宝盖头宜宽，覆盖
下部。中部“尔”偏
上，“贝”部上靠。笔
画间紧凑而不拥挤。

藏：点画紧密，间距均
匀，各部件少粘连，穿
插避让，互相协调。

隐：“阝”旁较窄。右
部上密下舒，上面笔画
写得稍细。“心”部宽
而舒展。

难：左部上密下松，右
部“隹”窄长，让左。

丽：各部件布白匀称，
密而不挤。各层中心对
称。主体部分紧凑，撇
捺舒展。

礼：左疏右密，下疏上
密。密而不挤，疏而不
漏。

礼

宝 隐

藏

习字指导

丽

难

10　密而不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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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我 评 价 ： 老 师 评 价 ：





　　在同一幅作品中，为了追求

美感，如果出现两个相同的字，

最好不要雷同，以避免单调。

　　繁体“于”字左边是方字

旁，有的写成横、竖钩、撇，属

于异体写法。

同字异形

在《多宝塔碑》中，相同的字，

形状都各有不同。有的是用笔粗

细轻重不同，有的是部件形态有

变化。

道圣 圣 道

于

于

单元四　结字规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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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左边部件，竖向笔

画有的直，有的带有弧度。

“师”的右边部件，短横有

的写成了左尖横。

比 较 书 法 名 家 书 写 的

“圣”字，说说它们的

区别。

师

师

圣 圣

圣 圣

写法提要

欧　体

柳　体

颜　体

赵　体

欣赏与探究

11　同字异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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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走之底与被包的
“首”字摆布得当，笔
画饱满有力。

师：让右字形。左竖略
外弯。右边三竖间距均
匀，中间悬针竖下伸。

道：走之底写成两点，
点下到平捺部分写得较
细。被包部分羊角点变
化明显。

师：写法与前字基本相
同。但左边竖较直，全
字横画较粗，笔画饱
满。

于：这是“于”字的繁
写，让左字形。右边撇
收缩，末点较重。

于：这是繁体“于”字
的异写。左边“方”字
改写成“才”，是从草
书吸收过来的写法。

师 师

于

于

道

习字指导

单元四　结字规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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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散之（1898～1989），江苏省

江浦县（今南京市浦口区）人，中国

现代著名书法家。曾拜近代大画家黄

宾虹为师学习书画，又擅作诗，因

此，被赵朴初等称为诗、书、画“当

代三绝”，有“当代草圣”之誉。

　　他的草书用笔变化多端，有时行

笔缓慢，如作楷书，线条凝重、沉

静、枯涩；有时行笔疾厉，有迅雷不

及掩耳之势，急转直下，一气呵成，

达到了超凡脱俗的艺术境界。

林散之书法

走近名家

　　　　　　　　　林散之草书轴

释文: 

千峰竞秀白云开，西坞人家特地来。 

爱煞晚枫斜照里，有人倚石画青梅。

　　　　　　太湖东山一首 林散耳 

11　同字异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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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我 评 价 ： 老 师 评 价 ：





汉 字 形 态 真 是 变 化 多

样，精彩纷呈啊！

　　汉字字形有长有扁，有方有

圆，有大有小，各不相同。书写

时要顺其自然，不刻意改变，这

就是“随形赋态”。

　　“小”字笔画少，与其他字

在一起时，字形略小，但笔画更

饱满；繁体“飞”字笔画多，笔

画较为细密。

随形赋态

飞

身

单元四　结字规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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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字形扁，短撇变短

横，底横长，竖画粗短。

“香”字上宽下窄，上部撇

捺舒展，下部“日”收缩。

观察书法名家书写的“来”

字，说说各自点画的特点。

血

写法提要

欧　体

柳　体

颜　体

赵　体

欣赏与探究

12　随形赋态

52



小：竖短，两点分开，
字呈菱形。字小，笔画
丰满。

以：字形扁方，随形赋
态。左右两部上面稍
离，右撇伸向左部，点
粗而短。

飞：字形方正，中紧外
松。点画繁多，故笔画
较细，布白要匀称。笔
画多，字形可略大。

身 ：字形狭长不宜写
宽，也不要写短。横画
上仰，横折钩劲挺，长
撇潇洒出锋。

血：短撇变短横，横长
竖短，字呈扁梯形，顺
其自然。

香：上部宽大，撇捺舒
展，“日”部窄小，字
呈倒梯形。

飞 血

身

习字指导

单元四　结字规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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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名家

郭沫若的书法

　　郭沫若（1892～1978）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卓越

的文化巨人，在书法艺术方面造诣也较深。

　　郭沫若以“回锋转向，逆入平出”为学书执笔八

字要诀。其书体以颜真卿为根基，博采众长，形成了

个人风格。郭沫若以行草见长，笔力爽劲，运转圆

通，颇富韵味。

郭沫若为《人民教育》题词

释
文
：
培
养
中
小
学
生
写
好
字
，
不
一
定
要
人
人
都
成
为
书
家
，
总
要
把
字
写

得
合
乎
规
格
，
比
较
端
正
、
干
净
，
容
易
认
。
这
样
养
成
习
惯
有
好
处
，
能
够

使
人
细
心
，
容
易
集
中
意
志
，
善
于
体
贴
人
。
草
草
了
事
、
粗
枝
大
叶
、
独
行

专
断
，
是
容
易
误
事
的
。
练
习
写
字
可
以
逐
渐
免
除
这
些
毛
病
。
但
要
成
为
书

家
，
那
是
另
有
一
套
专
门
的
练
习
步
骤
的
，
不
必
作
为
对
于
中
小
学
生
的
普
遍

要
求
。

    　
　
　
　
　
　
　
　
　
　
　
　
　
　
　

 

一
九
六
二
年
八
月
二
十
日    

郭
沫
若 

12　随形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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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 习 页

自 我 评 价 ： 老 师 评 价 ：





　　一想到很快就要告别美丽的校园，告别朝夕相处的老师

和同学，心中就涌起了深深的眷恋之情。让我们拿起毛笔，

把心中的感情表达出来，写幅书法作品送给学校、老师和同

学作为纪念。

书写提示

内容以感谢学校、感谢老师培育之情为

主。

可采用不同幅式书写，如条幅、斗方、

横幅等。

可先用碑帖集字，再练习创作。

学习与运用（四）
学习书写毕业留言

（集赵孟  字）

单元四　结字规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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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练习

写一幅字，表达离别之情。

送给你喜爱的老师或同学。

（集颜真卿字）

（集米芾字）学友情深

学习与运用（四）

56



欧　体◆

布白均匀：相似的笔画之
间，距离大致要均匀。

斜中求正：一些笔画斜、
弯要适度，才不影响字的
重心平稳。

同中求变：每一点、每一
画都有不同，注意其中的
变化。

平正安稳：写好字的主要
骨架。

京

并

名家碑帖选临提示附录

欧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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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缩避让：有收有放，收
放有致，使这个字别具神
采。

穿插互访：左右、上下之
间笔画穿插，这样整体就
显得更紧凑。

疏而不散：笔画少，应注
意连贯，有时笔画要写得
粗一些，这样整个字就不
会显得孤零零的。

密而不挤：笔画多，应向
中心聚拢，要写出每个笔
画的来龙去脉。

随 形 赋 态 ： 各 有 各 的 形
态，生动自然，不可强求
一致。

敢

忧

贞

乐

必

名家碑帖选临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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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　体◆

布白均匀：相似的笔画之
间，距离大致均匀。

平正安稳：长横长竖常常
是字的主要骨架。

同中求变：相同的笔画写
法 要 有 长 短 、 头 尾 、 方
向、粗细等变化。

斜中求正：斜、弯的笔画
写得好，整个字也就稳当
了。

开 毕

母

扬辅

顺

柳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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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缩避让：有收有放，收
放有致，生动自然。

穿插互访：左右、上下之
间笔画穿插，这样整体就
显得更紧凑。

疏而不散：笔画越少，越
要注意笔画之间的联系。

密而不挤：笔画多却不能
打架，笔笔精到，紧密但
不随意。

随形赋态：或大或小，或
正或斜，或顾或盼，生动
自然。

议

紫

八

名家碑帖选临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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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体◆

布白均匀：相似的笔画之
间，距离要大致均匀。

平 正 安 稳 ： 写 好 关 键 笔
画，以求平稳端正。

同中求变：相同或相似的
笔画、部首，写法要有主
次分别。

斜中求正：笔画的斜、弯
要 适 度 ， 字 的 重 心 才 平
稳。

聚

扬直

赵 体

61



收缩避让：有收有放，收
放有致，使这个字具有神
采。

穿插互访：左右、上下之
间笔画穿插，这样整体就
显得更紧凑。

疏而不散：虽然不是一笔
写就，但是要笔势连贯。

密而不挤：紧密处笔画依
然要交代清楚，不可写得
过宽过大。

随形赋态：追求生动，不
可拘泥于方块形状。

观 兴

以 飞

名家碑帖选临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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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亲爱的同学们：

　　书法，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通过学校的书法

教育，掌握汉字书写的基本方法，从而把字写端正、写美观，是小学生学习的

重要任务。本套《书法练习指导》教材，就是按照国家对小学生学习书法的基

本要求编写的。

　　打开本套教材，你会发现一个五彩缤纷的书法世界。这里有源远流长的汉

字文化，有循序渐进的技法指导，有美轮美奂的翰墨珍品，还有灿若群星的书

坛名家。依据本套教材，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书法，相信你一定会喜欢上这门

课程，并且慢慢地写出一手好字来！

　　本册教材为六年级下册，共有4个单元12课。承接上册，本册教材继续安

排了汉字的“结字规律”及其书写。每一课都有结字与示例、写法提要、欣赏

与探究、习字指导、书法文化等几个部分，其中书法文化部分包含了“书家故

事”“走近名家”“书法常识”“碑帖欣赏”“名胜书迹”等内容，展示了

中国书法文化的博大精深。每个单元还编写了“学习与运用”，有“集字练

习”“尝试书法习作”“学习书写中堂”等书法实践活动，将课内所学向课外

拓展延伸。

　　本套教材的例字选取的主要是颜真卿的楷书《多宝塔碑》，又适当选取其

他书家的楷书。为了增强学生的选择性，在“附录”中还编排了欧阳询、柳公

权、赵孟　等书法家的楷书字例及临习指导，供同学选用。

　　希望同学们通过本套教材的学习，培养起对中国书法的浓厚兴趣，提高汉

字书写能力和审美修养，为未来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奠定基础。

　　　　　　　　　　　　　　　　　　　　　　　《书法练习指导》编写组

后 记

　　本套教材编写团队由书法界、书法教育界及语文学科教学方面的专
家和优秀教师组成，书法家尉天池教授担任主编，齐昆、李亮为执行主
编，主要编写人员有王伟林、吴勇、刘有林、张敬义、林虹、聂国桢、
黄同诞、许晓刚、朱志明、周彦、庆旭、赵锟、张静、杜维等，其中吴
勇、刘有林为本册教材主编。    
　　本套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江苏省书法家协会李啸等专家的精心
指导，南京市珠江路小学也为教材编写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在
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竭诚欢迎广大师生对本教材提出宝贵意见。     

《书法练习指导》编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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