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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一看 提按是学习书法极其重要的技巧，可以说每一个笔画的书写

都离不开提按。正确运用提按，能写出优美的笔画。楷书的起

笔、行笔、收笔过程，提按转换丰富。以平捺为例，运笔过程中

起、行、收的提按变化如下：

第1课  运笔的提按 

1.轻按起笔

4.向右下重按

5.向右渐提渐行 6.快提后收笔

2.折笔向右按笔下行

3.渐行渐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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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按

提

轻起

按提

提

行笔过程中的由按到提，再由提到按：

起笔轻按，收笔由按到提：

练一练

31

2 4

1 3

2

丈 女 久

临写下面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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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一找 比较不同书法家运笔的提按变化特点。

通过提按写出的线条有粗细变化吗？想一想

柳公权

欧阳询

褚遂良

赵孟

提
提

按

按

按

按

按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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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用辛勤的汗水哺育着我们健康成长。师恩难忘，在教

师节来临之际，让我们用毛笔写张贺卡 , 祝老师身体健康，天

天开心。

教师节贺语

“师（师）”字左高右低，左收右放 , 末笔悬针竖长伸。“恩”

字上窄下宽，上收下放，“心”的三点相互呼应。

临习指导

师 恩

第2课  我来写贺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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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外拓展

贺卡展示 贺
卡
展
示

我们可以在自制的贺卡或买来的贺卡上用毛笔书写自己想对老师表达的

祝福，如“天天开心”、“心想事成”、“工作顺利”、“身体健康”、“永葆青春”、

“桃李满园”等，赠送给自己的老师。

	 	 从《多宝塔碑》中集字，在贺卡上用毛笔书写“心想
事成”、“桃李满园”等。

祝
老
师

教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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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课  集字临摹练习（一）

中 国

想梦

临习指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

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

人的梦。

“中”字“口”呈扁状，上大下小，竖从中间穿过，挺劲有力。“国

（国）”字外框笔画横细竖粗，内部笔画较细。“梦（梦）”字形态较长，

上部紧密，笔画之间的距离小，横钩向右伸展 ;“夕”撇长而向

左下伸，斜中求正。

集字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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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外拓展

横幅

作品展示 作
品
展
示

从《多宝塔碑》中集字书写“精忠报国”。

三个字写成横幅时，大小穿插，每个字

笔画多少不一，组合在一起时，笔画多的字

不能太大。

三个字写成条幅时，上中下重心对正，

中间字小一点，末尾字大一点。

书写要点

条幅



8

1

2

3
4

5

笔顺图示

笔法图示

第4课  人字头与登字头

先写撇，再写竖。撇画逆起尖收，竖画露起圆收。要领图解
要领图解

登字头先写横撇，后写点，两短撇后再写捺。撇收捺放。

人字头先撇后捺。撇画露起尖收，捺画露锋尖起，中段粗重。

我来动笔 用铅笔或钢笔先双钩再填写下面几个字的偏旁，看看位置

是否合理。

令 舍 登 发

1
2

笔顺图示

笔法图示
人字头

登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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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字头由撇、捺组成，撇轻捺重。登字头由横撇、点、短撇、

撇点、捺组成，一般情况下左小右大，有时右捺写成长点。
练一练

金 念

登 发

比一比 比较不同书法家书写人字头的特点。

金

欧阳询

合

褚遂良

金

赵孟

金

柳公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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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翕”（xO）字人字头下面笔画较多，撇捺左右舒展，以容

纳下面部分 ；“羽”左短右长，左右对称。“发（发）”字的登字

头左低右高，下部分结构要左右对称，末笔改捺为点。

临习指导

翕 合

食 发

《泰山刻石》立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

219 年），是泰山最早的刻石。据传为李斯（？ -

公元前 208 年）所写。此碑四面环刻，前三面是

秦始皇时所刻，主要内容为歌颂秦始皇统一中国

的功绩 ；第四面是秦二世于元年（公元前 209 年）

加刻的诏书和从臣姓名。此碑书法严谨浑厚，字

形工整匀称，线条圆转刚劲，结构左右对称，艺

术价值很高。

泰山刻石

《泰山刻石》（局部）

知识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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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笔顺图示

笔法图示

1 2
3

4

5
笔顺图示

笔法图示

第5课  四点底与皿字底

皿字底的中竖画左细右粗，长横起笔较轻收笔较重。

要领图解
要领图解

四点自左向右写。左点偏向左下，第二点竖而偏左，

第三点高，最后一点偏向右下。

照 默 盖 盛

四点底

皿字底

我来动笔 用铅笔或钢笔先双钩再填写下面几个字的偏旁，看看位置

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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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一比

四点底的每个点呈纵向,左右两点相向呼应。皿字底四短竖

上松下紧，下横长。

比较不同书法家书写四点底和皿字底的特点。

照

欧阳询 褚遂良

照

赵孟

照

柳公权

无 然

盖 尽

尽

练一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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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字中，“列”要左右舒展，四点底较宽，起承托作用。“盘

（盘）”字皿字底占整字位置的三分之一左右；“般”要左右对称，

改捺为点。

临习指导

烈 照

盘 盛

《石门颂》刻于东汉建和二年（公元 148

年），是为杨涣再次开通褒斜栈道记功的摩崖刻

石。此石刻高近丈，气势恢弘，自由奔放，加

之岁月风化所造成的侵蚀，呈现出一种朦胧感，

于雄浑朴茂之中更增加了神秘的色彩，为汉摩

崖刻石中的杰作。

石门颂

《石门颂》（局部）

知识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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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课  八字头与八字底

八字头两点先左后右。左点短，右点长。

八字底两点先左后右，左点长细，右点厚实，左低右高。

要领图解
要领图解

笔顺图示

1 2

笔法图示

笔顺图示

1

2

笔法图示

前 养具六

八字头

八字底

我来动笔 用铅笔或钢笔先双钩再填写下面几个字的偏旁，看看位置

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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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字头有两种写法：一种左圆点、右撇点；一种左撇点、

右圆点。八字底也有两种写法，左边有撇点和提点两种，右点

的写法一般用侧点。

前 兼

共 其

比较不同书法家书写八字头和八字底的特点。比一比

柳公权

前

欧阳询

前

褚遂良

其

赵孟

其

练一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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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字上部分取横势，左右伸展 ; 下部分取纵势，对准八

字头两点中心。“具”字上窄下宽，末横要斜长，八字底左右分开，

能托住上部。

临习指导

首 尊

六 具

《乙瑛碑》立于东汉永兴元年（公元 153

年），记录了鲁相乙瑛上书请求为孔庙置百石

卒史的往来文书。此碑书法结体方整，法度

严谨，用笔方圆兼备，平正中有秀逸之气，

是汉隶成熟期的典型作品。此碑现藏山东曲

阜孔庙。

乙瑛碑

《乙瑛碑》（局部）

知识链接



17

第 7 课  集字临摹练习（二）

“上”字竖画粗壮厚实，起笔力量要重。“善”字横画长短错落，

中横舒展。“若”字上下小中间大。“水”字撇捺舒展，左右基

本对称。

临习指导

上 善

水若

集字解读 “上善若水”，出自我国传统典籍《道德经》。意思是说，水

滋润万物，但从不与万物争高下，做人的道理也一样，这样的

品格是十分高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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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幅

作品展示 作
品
展
示

从《多宝塔碑》中集字书写“万象更新”。课外拓展

条幅

四个字的横幅作品中，如有字形特别扁

的，位置宜稍偏上，每个字的形态要有变化。

“上”字需粗重。“善”字由上中下三部分构成，

上下伸展。“若”字字形方正，中横伸展。“水”

字字形扁而宽，不可太大。

书写要点

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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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法图示笔顺图示

1
2

3

4

笔顺图示 笔法图示

1
2

3

4

第8课  日字头与日字底

日字头

日字底

日字头先写竖再写横折，最后写两短横。形态瘦长。

日字底笔顺同日字头。形态略宽，以求沉稳。

要领图解
要领图解

是 普 替炅

我来动笔 用铅笔或钢笔先双钩再填写下面几个字的偏旁，看看位置

是否合理。



20

比一比

日字头和日字底呈长形时，竖长横短；呈扁形时，竖短

横长。

比较不同书法家书写日字头和日字底的特点。

书

欧阳询

是

褚遂良 赵孟柳公权

书

炅 是

昔 书

是

练一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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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晃”字上窄下宽，日字头扁小 ；“光”左右伸展，托住整

字。“智”字上宽下窄，“知”左长右短呈扁形；日字底宽窄适度，

竖左细右粗，左短右长。

临习指导

晃 升

智 春

太阳一直被古人视为神明来膜拜和供奉，“日”字自然在远古时期就被古人

创造并使用。甲骨文 画出了太阳的形状，太阳中心添上一横。渐渐地，为了书

写方便、美观等原因，圆形的太阳变成方形，字形开始抽象化，但如今的“日”

字还是能看出它最初的模样。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隶书 楷书 行书

“日”的字形演变知识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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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领图解
要领图解

1
2

3

4

6

1
2

3

4

5

7

第9课  心字底与贝字底

笔顺图示心字底

贝字底 笔顺图示

笔法图示

笔法图示

心字底先写左点再写卧钩，先中点后右点。三点左低右高。

贝字底左竖短，横折形长，三横有长短，下两点要能托住上部分。

志 想 贤 质

我来动笔 用铅笔或钢笔先双钩再填写下面几个字的偏旁，看看位置

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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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一比 比较不同书法家书写心字底和贝字底的特点。

心字底由三点和卧钩组成，呈扁状，三点左低右高。贝字底

呈纵势，下两点撑开；撇点较长，向左伸；中间两横靠左，不

与右竖相接。

思 感

资 贞

贞

欧阳询

贞

赵孟柳公权

思

褚遂良

恩

练一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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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字上纵下横，心字底左右取势，托住上部。“质（质）”

字上横下纵，贝字底下两点撑开托住上部。

临习指导

现在人们画出的爱心形状与甲骨文的“心”字非常相像，金文的“心”字则

仿佛让人看到血管和心脏的形状。随着时间的推移，“心”字越来越抽象，隶书

的“心”已经把象形的线条改为笔画了。古人认为心是人的思维器官，因而与思

想和情感有关的字一般也都以“心”为偏旁，如“想”、“愿”、“忘”等。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隶书 楷书 行书

忽 息

质 贤

“心”的字形演变知识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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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领图解
要领图解

第10课  山字头与京字头

山字头中间竖短而斜向左下。竖折分笔写成。右短竖

壮实。整体左低右高。

京字头先写点再写横。点取直势，形态粗壮，横画细长，左低右高。

崇 岩 夜 京

2

1

京字头

笔法图示

笔顺图示

笔法图示

笔顺图示

1

2
3

山字头

我来动笔 用铅笔或钢笔先双钩再填写下面几个字的偏旁，看看位置

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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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字头三竖略斜，中间竖略长，横画向右上斜。京字头点

居横中，形态丰富，或竖或侧，横略向右上斜。

比较不同书法家书写京字头的特点。比一比

玄

柳公权

玄

欧阳询

夜

褚遂良

言

赵孟

崇 岁

玄 夜

练一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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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字山字头较小，“今”撇捺舒展。“亭”字的京字头要

比中间秃宝盖短，竖钩出钩较长。

临习指导

岑 岂

亭 京

《礼器碑》刻于东汉永寿二年（公

元 156 年），书法风格瘦劲挺拔，端

庄俊逸而又方整秀丽，艺术成就很

高，是汉碑的经典之作。此碑现藏

山东曲阜孔庙。

礼器碑

《礼器碑》（局部）

知识链接



28

第 11 课  集字临摹练习（三）

之“学（学）”字中间宽，上部分紧密，下部分疏朗。“而”字形扁，

四个纵向笔画的间距要匀称。“时（时）”字左窄右宽。“习（习）”

字上横下纵。“之”字左缩右伸。

“学而时习之”，出自我国传统典籍《论语》。意思是说，我

们学习了知识后，还要时常温习巩固。

集字解读

临习指导

而 时

之 之习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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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外拓展 从《多宝塔碑》中集字书写“夜静春山空”。

“学（学）”字笔画多，字形

较大；“而”字笔画少，字形较小，

对比明显。“之”字捺画粗重舒展。

横幅

条幅

作品展示 作
品
展
示

书写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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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2

1

第12课  厂字旁与广字旁

笔顺图示厂字旁

广字旁 笔顺图示

笔法图示

笔法图示

厂字旁横画斜而短，撇画先竖后转向左下。

广字旁先写点，后写横，撇露起尖收。

要领图解
要领图解

座 度 唐 辰

我来动笔 用铅笔或钢笔先双钩再填写下面几个字的偏旁，看看位置

是否合理。



31

比一比 比较不同书法家书写厂字旁和广字旁的特点。

度

欧阳询

历

褚遂良

度

赵孟

度

柳公权

厂字旁和广字旁写法相似。厂字旁横稍上斜，撇斜长。广

字旁横的长短视下部分宽窄而定，横较细，撇细长略带弧度，

点居横中。

辰 厉

府 广

练一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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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厥”字由于笔画较多，厂字旁的横较长，撇较细，被包围

的部分左右对等，改捺为点。“庭”字点居横中 , 广字旁的撇与

“廷”的捺左右伸展，撇轻捺重。

临习指导

厥 唇

庭 座

《西狭颂》在甘肃成县天井山，刻于

东汉建宁四年（公元 171 年），为仇靖所

写，歌颂了武都太守李翕治理西狭阁道的

事迹。此碑结体方整雄伟，庄严浑穆，笔

力稳健，已有波磔笔画，但不少字还有篆

书结构，方整中带圆融。

西狭颂

《西狭颂》（局部）

知识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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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3

第13课  走之底与走字旁

笔顺图示走之底 笔法图示

走之底点取平势，横折折撇短小呈纵势，平捺上平下斜。要领图解
要领图解

走字旁先写“土”，再写竖和短横，最后写撇和捺。撇短呈纵势，捺长

取横势。

迎 造

1

2

3
5

7

4
6

走字旁 笔顺图示 笔法图示

赵起

我来动笔 用铅笔或钢笔先双钩再填写下面几个字的偏旁，看看位置

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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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不同书法家书写走之底和走字旁的特点。比一比

起

赵孟

道

柳公权

走之底由点、横折折撇、捺组成，重点注意横折折撇的写

法，要轻重适宜，捺画平而舒展。走字旁上两横上短下长，左

边参差，右边较齐，撇细短，捺平而舒展。

近 造

起 赵

欧阳询

道

褚遂良

道

练一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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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习指导

“走”的字形演变

金文 小篆 隶书 楷书 行书

“通”字的走之底横折折撇粗细分明，“甬”高于走之底。“超”

字的走字旁要包围托住“召”，捺要由轻变重再提锋收笔，尽量

舒展。

通 遂

超 赵

	 	 在古代，“走”不是“走路”的意思，而是“跑”的意思。金文中可以看到

上半部分是一个奔跑的“人”，下半部分是一个“止”字，代表一只脚。隶书

中上面的“人”变成了“土”，下面的“止”也改变了形象。

知识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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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5

7

4

6

1

2

第14课  同字框与门字框

笔顺图示同字框

门字框 笔顺图示

笔法图示

笔法图示

同字框先写竖再写横折钩。左竖短，横折钩的钩朝左上。

门字框先写竖再写横折，两横短小。竖折较直，内横靠左，横折钩形长。

要领图解
要领图解

同 闻 问 开

我来动笔 用铅笔或钢笔先双钩再填写下面几个字的偏旁，看看位置

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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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一比 比较不同书法家书写同字框和门字框的特点。

开

柳公权

开

欧阳询

同

褚遂良

闻

赵孟

同字框和门字框，框的宽窄应视框里的笔画多少而定，如

笔画多，框应略宽，笔画略细；笔画少，框应略小，笔画略

粗。门字框要注意左短右长，左小右大。

同 用

关 开

练一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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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字中同字框左竖细，横细，竖钩较粗，里面部分上靠。

“问（问）”字的门字框左小右大，“口”上靠。

临习指导

“门”字的字形变化不大，甲骨文、小篆、楷书的“门”字，都由两个门扇组成。

古代单扇的门叫“户”。

小篆 行书隶书 楷书金文甲骨文

同 问

闻 开

“门”的字形演变知识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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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写竖，再写横折。写完被包围部分再写长横封口。要领图解
要领图解

1

2

3

笔顺图示方框 笔法图示

练一练 方框左竖细短，右竖钩粗长。末横要连接右竖钩的钩。

团

第15课  方框

四 因 圆 围

圆

我来动笔 用铅笔或钢笔先双钩再填写下面几字的偏旁，看看位置是

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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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一比 比较不同书法家书写方框的特点。

国

欧阳询

国

褚遂良

四

柳公权

国

赵孟

祖字左长右短，且部下横长而右上斜。秋字禾字旁笔画较

细，火部撇轻捺重，两点相向呼应。

“因”字方框内笔画较少，“大”偏左靠上，笔画较粗。“围�（围）”

字方框内笔画繁多，与上下横相粘，线条较细。

临习指导

因 围

曹全碑

《曹全碑》立于东汉中平二年（公元

185 年），记载了郃阳县令曹全的家世、

事迹和政绩。《曹全碑》是汉代隶书的代

表作品之一，书法风格秀丽，结体匀称，

以圆笔为主，被视为汉碑精品。此碑现

藏陕西西安碑林。

《曹全碑》（局部）

知识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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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有正气”，出自南宋文天祥的《正气歌》。意思是

说,天地之间有一股浩然正气。

第16课  集字临摹练习（四）

“天”字撇捺舒展。“地”字左窄右宽，左纵右横，左

缩右伸。“有”字上横下纵。“正”字纵横间距匀称，上缩

下伸。“气（气）”字横折弯钩的弯钩部分，应向内收而圆

劲有力，出钩爽利。

集字解读

临习指导

地 有

气正 正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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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多宝塔碑》中集字书写“天高秋月明”。

五个字的条幅形状窄长，落

款略偏上。“正”字在《多宝塔碑》

中有两个，条幅中“正”字用连

带笔势，上下呼应。五个字写成

斗方则行距略宽，款字要长，以

补左下空疏。

课外拓展

书写要点

斗方

条幅

作品展示 作
品
展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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