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三年级语文写字教学计划表 三年级
写字教学计划(模板9篇)

计划是提高工作与学习效率的一个前提。做好一个完整的工
作计划,才能使工作与学习更加有效的快速的完成。写计划的
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我帮大
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计划书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
下吧。

三年级语文写字教学计划表篇一

一、组织教学，稳定情绪。

二、表扬班上书写认真的同学。

三、复习竖（垂露竖）的写法。垂露竖的写法：（见课本）
先左上，转笔右下按，转笔下行，顿笔，提笔回收。问：如
果在垂露竖的`末端加点东西，你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待学
生说出“竖钩”后，出示课题：第九课：竖钩的写法。

四、讲授新课。

老师出示挂图：请学生看图，观察“竖钩”的特点：

1.其外形像一个钩子；

2.其是竖和钩组成的；

3.其在竖中线上。竖钩的写法：因为垂露竖已经学过，所以
尽量请学生多动脑子，总结出竖钩的写法。先左上，右下按，
转笔下行，顿笔，提笔回锋，出钩。请学生用手指在桌面上
书写练习。



五、巩固练习：

完成第九课作业，范字要求可在黑板上出示。学生练习时，
配以音乐，老师巡视行间，给学生示范，纠正书写时的一些
错误。

六、总结：

展示作业，给予表扬（表扬方式方法，老师自酌，以充分调
动学生积极性为佳），对课下练习的学生多加鼓励。

三年级语文写字教学计划表篇二

本学期学生刚学写钢笔字，要增加学生的写字爱好，养成良
好的写字习惯。发挥写字教学的育人功能，培育学生的基本
素养，基本技能，让学生能够规范、端正、干净地书写钢笔
字。把握书写钢笔字的要领和正确的书写姿态。

三班级学生由于年龄特点，刚接触钢笔字，要通过示范集体
演示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能够达到抱负效果。

1、能有正确的写字姿态和良好的写字习惯。

2、达到书写规范、端正、干净。

3、抓住一切机会，指导学生参与各级各类竞赛活动。

1、把握汉字的框架结构和一些常用的偏旁部首，了解汉字的
基本笔画、笔顺规章、框架结构、偏旁部首。

2、对写钢笔字提出要求即：规范、端正、干净。

3、强化学生练习，要求学生做作业要和练字一样仔细，养成
良好的书写习惯。



1、规范学生正确的写字姿态(包括执笔姿态、坐姿、运笔技
巧)，使学生形成良好的写字习惯。

2、老师要对学生写字做好仔细的指导。

3、与各科老师取得协作，共同督促学生，让学生养成良好的
书写习惯。

4、发动同学相互督促，相互检查写字姿态。

5、老师做好表率，给学生一个良好的榜样示范，通过言传身
教，使学生潜移默化地受到训练。

6、定期展现学生的书法作品，给每个人展现自己的机会，树
立其学习信念。

(一)激趣

解字说意，编写小故事，引发学生认字、爱字的爱好，在分
析字形结构的时候，依据字的各部分编写小故事讲给学生听。
特殊是一些象形、会意的汉字，让学生能够在活跃、轻松的
课堂氛围中对汉字产生奇怪的探究之情。

三年级语文写字教学计划表篇三

一、指导思想

巩固学生“双姿”训练的成果，进一步培养学生良好的书写
习惯,通过不断完善写字教学评价，对学生进行道德素质、意
志毅力、智能素质、审美情操的培养，实现培养学生形成正
确的写字姿势和写字技能以及“端端正正写字，堂堂正正做
人”的目标。

二、学情分析



三年级大部分学生经过几年的写字学习，已经养成了良好的
写字习惯，能熟练掌握基本笔画的书写。学生的书写工整率
还算可以，但入体率不高。执笔方法和写字姿势不正确，个
别学生的书写比较草，书法基础较差，有待加强。

三、工作重点

1.进一步了解汉字的结构特点，特别是各种不同的偏旁或同
一偏旁在字形不同位置所占的空间大小及笔画的变化。

2.写字时做到字迹工整、行款整齐，有一定的速度。 3.培养
学生的写字兴趣、审美能力和良好的写字习惯。4.培养学生
认真写字和爱惜写字用具的习惯。

5.激发学生和培养学生的写字兴趣，提高学生对汉字书法的
鉴赏能力。

四、具体措施

1.在教学中，适当向学生讲述一些有关汉字起源与发展的知
识，介绍一些古代书法家勤学苦练的故事，引导学生欣赏书
法作品，培养他们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感情，采用书法比赛、
作品展览等方式鼓励学生好好写字，真正调动起学生学习写
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起他们的写字兴趣。

3.重视写字课教学，先讲后练，提示注意点，再让学生去练
习，使学生的练习能够有章可循，从而提高写字水平。

4.要做到课堂指导和课后练习相结合；处理好写字与识字的
关系；处理好写字教学与课外书法活动的关系。

5.培养和发展学生们的法兴趣和特长，带动全班同学参与到
写字活动中，进一步提高写字水平。



硬笔部分

一、竖折 横折

教学目标：

1.通过学习认识竖折和横折。

2.能够认真写好含有竖折和横折笔画的字。 教学时间：一课
时 一、新授导入。

今天我们学习竖折和横折。板书课题。

二、新授。

带领学生认识竖折。2．老师示范竖折。

3．老师分解竖折，边示范边讲解。

竖折中的竖在书写时虽然要求写直，但为了增加力量感，实
际写时或稍向左挺，或稍向右挺。

4．学生认真练习竖折这个笔画，教师行间指导。

5．评讲部分学生当堂作业，再次纠正指导。

6．学生再练。

7．用同样的方法学习另一个笔画横折。

三、指导练写含有竖折和横折笔画的字。

1．学生练习，教师行间指导。

2．评讲部分学生作品，表扬优秀学生。



四、小结，布置作业。

二、长点和反捺

一、教学目标

1、认识长点和反捺两个笔画的形态特征。

2、利用田字格写好长点和反捺，并体会它们的写法。

3、了解带有这两个笔画的字的一般书写规律。

4、写好“不、聚、轻、实、保、这、途、快”8个字，写得
规范、端正、整洁。

二、教学过程

1、“写写笔画”。长点和反捺的共同特点是：露锋起笔，由
轻到重向右下方行笔，到收笔处稍驻笔，再向左上方回锋收
笔。

长点：长点的写法与斜点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长点稍长，
略呈弧势。反捺：轻切入，由轻到重向右下渐行渐按，至收
笔处稍驻，再向左上提起，回锋收笔。

2、“描描写写”。教师在范写时要边写边讲解。

“不”，第一笔是长横，不要写的过长；第二笔是长撇，既
要露锋又要大方；第三笔是竖画，要写得直挺；最后一笔是
长点，起笔位置稍偏下，且与竖保持一定的距离。

“聚”，上下结构。上部笔画较多，要写得紧凑一些，下部
撇画较多，撇画要有长短、方向的变化，竖画要写成垂露竖，
且在竖中线上。



3、“小博士信箱”中的知识，让学生领会。

三、竖弯和竖提

一、教学目标

1、认识竖弯和竖提两个笔画的形态特征。

2、利用田字格写好竖弯和竖提，并体会它们的写法。

3、写好“西、切、醒、栖、配、胀、裁、裳”8个字，写得
规范、端正、整洁。

二、教学过程

1、“写写笔画”。先让学生观察竖弯和竖提的形态，并说说
它们的区别。

竖弯，起笔向右下切落，再稍提笔写竖画，至转弯处转笔向
右写弯，转弯处要圆转、自然，再连着写短横，书写时整个
笔画要一气呵成。竖提，竖要直挺，提要出锋，转折处要有
按提动作。

2、“描描写写”。

“西”，独体字结构。第一笔是横画，不宜过长；第二笔竖
稍短，稍向右下行笔；第三笔横折的折应向左下行笔，与第
二笔相呼应；第四笔是竖撇，第五笔是竖弯，转弯要圆转、
自然。

“切”左右结构，左高右低。左边第一笔横要写得稍短，第
二笔竖提的提出锋指向下一笔的起笔处。右边“刀”字的第
一笔是横折钩，取斜势；第二笔是长撇，要穿插到提的下面。

3、“小博士信箱”。提醒学生写字时，握笔不要太紧，用力



不要太大。

4、“自己练练”。要求学生有意识地进行练习，把所学的知
识运用到实际的书写之中。

四、横撇和横钩

一、教学目标

1、认识横撇和横钩两个笔画的形态特征。

2、利用田字格写好横撇和横钩，并区别它们的不同写法。

3、写好“殊、欧、梭、绦、衫、买、羡”8个字，写得规范、
端正、整洁。

二、教学过程

1、“写写笔画”。先让学生观察、分析横撇和横钩的形态，
并让学生说说它们的区别。通过练习，让学生基本掌握横撇
和横钩的书写要领。

2、“描描写写”。教师对范字进行重点指导。边范写边讲解。
教师范写时，学生对着黑板跟着书空。

3、例字指导

“梭”，左部木字旁横短竖长，撇出锋要自然，点的位置要
恰到好处。“绦”，左部第一笔和第二笔都是撇折，要注意
两个撇折之间的上下穿插关系。右部是个“条”字，要写的
收敛一点。

“衫”，左右结构。第一笔是斜点；第二笔横撇，横撇的转
折点与第为一笔斜点的收笔处在同一垂直线上；第三笔是竖，
应该写得直挺、有力；第四、五笔是短撇和右点，位置要恰



当，注意呼应。右部是三 撇，三撇间的距离要匀称，走势和
长短要有所变化。

“买”，第一笔是横钩；第二、三笔是两点，点的位置要恰
到好处；第四笔是长横，要写的稍长；第五笔是竖撇；第六
笔是长点。

五、撇折和撇点

一、教学目标

1、认识撇折和撇点两个笔画的的形态特征。

2、利用田字格写好撇折和撇点，并区别它们的不同写法。

3、写好“挨、妆、翁、纠、绣、要、如、始”8个字，写得
规范、端正、整洁。

二、教学过程

1、“写写笔画”。先让学生仔细观察、分析撇折和撇点的的
形态特征，再让学生说说它们的区别。通过练习，掌握书写
要领。

撇折，由撇和横组成。书写时，撇要写的稍慢，折要写得稍
快，向左方行笔出锋，转折处要有按提动作。

撇点，由撇和长点组成。撇点的点，要向右下行笔取势，行
笔速度稍慢，撇点的转折处要有提笔的动作。

2、“描描写写”。指导时把描红和临写结合起来。

3、例字指导

“翁”，上下结构。上部是“公”字，第一笔是斜撇，第二



笔是反捺，撇、捺要写得适当开张一点；第三笔是撇折；下
部是羽字底，要注意两个“习”字的宽窄、长短的变化。

“纠”，左右结构，左短右长。左边要注意两个撇折的穿插
和变化。右边的第一笔是竖折，竖稍向左下行笔，折画较短，
略向右行笔取势；最后一竖是垂直露竖，要写得长而直。

“绣”，左部的第一个撇折与第二个撇折写法相同，提要出
锋，与下

笔相呼应。

“要”，上下结构，上窄下宽。上部“西”字笔画要写得紧
凑、合理，原先的撇和竖恋要写成两竖。下部的“女”字要
写得宽扁一些；撇点要写得撇短点长；最后一笔是长横，要
稳稳地托住上面的部件。

六、横折钩和竖弯钩

一、教学目标

1、认识横折钩和竖弯钩两个笔画的形态特征。

2、利用田字格写好横折钩和竖弯钩，并体会它们的书写要领。

3、写好“饲、犯、瑞、响、叼、悦、掩、既”8个字，写得
规范、端正、整洁。

二、教学过程

1、“写写笔画”。先让学生仔细观察横折钩和竖弯钩的形态
特征，并说出它们的区别所在。通过教师的仔细讲解，让学
生掌握横折钩和竖弯钩的书写要领。

横折钩，是横与竖钩的连写，横稍短，竖钩的竖较长。横与



不同竖钩组合形成不同形态的横折钩，大致有内挟、外拓、
直立三种。竖弯钩，竖短横长，转弯自然，整个笔画要一气
呵成。

2、“描描写写”。边写边与学生寻找书写规律，教师范写时，
可以让学生对着黑板跟着书空。

“饲”，左右结构。左部食字旁应该写得瘦长一点，右
部“司”字要靠紧左部，注意左右笔画的穿插和避让。

“犯”，左右结构。第一笔是短撇，起笔要顿笔，收笔要出
锋；第二笔是弯钩，书写时要注意整个弯钩的弧势和平稳；
第三笔斜撇忌与第一笔斜撇平行。

3、例字指导

“瑞”，左边笔画少，右边笔画多，书写时注意竖画间的距
离要均匀。“响”，左右结构，左小右大。整个字不要写得
太宽扁。

“叼”，左部口字旁要写成上宽下窄。右部第一笔横折钩的
折要写得较长。

“悦”，左边竖心旁要写得瘦长一些，中间的“口”字要写
成上宽下窄；底部“儿”字的撇要写成斜撇。

综合练习一

一、教学目标

1、交流写字经验，提高写字兴趣。

2、通过比较，看到自己的进步和不足，坚定习字的信心。

3、通过综合练习，巩固前一阶段学到的写字技能和技巧。



二、教学过程

1、学习回顾。

请每个同学翻阅自己以前的写字练习，交流一下习字体会。
教师可以选择班级中写得比较好的《写字练习本》，让学生
带回家和爸爸、妈妈一起欣赏，并请家长写上几句评语。

2、综合练习。

教师在学生书写时要加强巡视指导，做到个别辅导和集体指
导相结合。要特别注意对差生的指导，可以帮助学生写几个
范字。

3、讲述教科书中的书法家小故事《书贵有胆》。

4、让学生讲一些其他书法家的小故事，或让学生互相交流一
下练字的感想。

期中自我评价

一、教学目标

1、了解写字评价的方法，通过评价引起更多人对写字的关注。

2、通过评价知道自己写字的进步和不足，进一步激发学生的
写字兴趣。

二、教学过程

1、引导学生看看样字，找出一颗星星的的字和三颗是星星的
字的不同之处。让学生说说哪些字特别难写，写的时候要注
意什么问题。“等”，竹字不要过宽，要写得紧凑一
点；“寺”的三横有长有短，突出主笔；竖钩略靠右，点的
位置要恰当。



“万”，笔画虽然简单，但不容易写好。笔顺为：横——横
折钩——撇。写好横折钩最关键。“紫”，上部是“此”要
写得稍宽扁。

“春”，春字头的三横要有长短变化；撇捺要舒展，捺从撇
和第二横交叉处的右下方起笔；“日”的大小要适中。

2、学生独立书写。

3、学生书写“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4、学生自评，并在练习本上再写一写。

七、横折提和横折弯钩

一、教学目标

1、认识横折提和横折弯钩两个笔画的形态特征。

2、利用带中点的方格写好横折提和横析弯钩，并体会它们的
书写要领。

3、写好“诲、忆、诗、让、议、仇、凡、垫”8个字，写得
规范、端正、整洁。

二、教学过程

先让学生仔细观察横折提和横折弯钩的形态特征，并说出它
们的区别所在。

横折提，短横加上竖提成了横折提，短横要写得左低右高，
折笔处要按提动作，提要出锋，与下一笔相呼应。

横折弯钩，横要写得左低右高，以求整个笔画的平衡。



三、例字指导

“诗”，左右结构。右部的横画要有长短之别，但相互间的
距离要均等。

“让”，左窄右宽。左部言字旁，第一笔是点画，与下笔横
折提的横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横折提的提要出锋。

“议”，左部是言字旁，不宜写得太大。

位置。

“垫”，提手旁提的角度稍大，要出锋；“丸”字中的横折
弯钩不宜写得过大。下部是“土”字，要写得稍扁，最后一
横要平而长，稳稳地托住上面的部件。

八、竖折折钩和横折折折钩

一、教学目标

1、认识竖折折钩和横折折钩两个笔车的形态特征，并能根据
笔画的开态说出它们的名称。

2、写好竖折折钩和横折折折钩，了解带有这两个笔画的字的
一般书写规律。

3、写好“引、奶、骤、弓、妈、扔、仍、秀”8个字，写得
规范、端正、整洁。

二、教学过程

1、复习前课内容。提醒学生注意正确的握笔方法和写字姿势。

2、“写写笔画”。让学生仔细观察教科书中竖折折钩和横折
折折钩这两个笔画的形态，观察后让学生说说竖折折钩和横



折折折钩的异同点。

3、“描描写写”。范写时，教师还是要强调把描红和临写结
合起来，边写边讲解，既要注意字的大小、位置、又要注意
笔画间的连贯、呼应。

“引”，左右结构，左宽右窄。第一笔是横折，第二笔是短
横，第三

笔是竖折折钩。右部只有一个竖画，要写得挺直有力。

“奶”，左右结构，左高右低。左边女字旁要写得瘦长一点。
右边第一笔是模折折折钩，最后一笔是斜撇。左右两部要紧
凑。

三、例字指导

“骤”，左窄右宽。左边马字旁约占整个字的三分之一。

“弓”，独体字。写好这个字的关键在于：横画之间间距要
均匀，折与折之间过渡要自然，最后的钩要落在中心点垂线
延长线上。

“妈”，左边女字旁应尽量写得修长一点；右边“马”字要
紧靠左部。“扔”，左窄右宽。左部提手旁要写得瘦长一些，
左右部件要写得紧凑、合理。

九、横撇弯钩和横折折撇

一 教学目标

1、认识横撇弯钩和横折折撇两个笔画的形态特征，并能根据
笔画的形态说出它们的名称。

2、写好横撇弯钩和横折折撇，掌握这两个笔画的书写要领。



3、写好“阳、建、郁、哪、邻、莲、透、级”8个字，写得
规范、端正、整洁。

二、教学过程

1、复习前课内容。教师先检查学生的执笔方法和写字姿势是
否正确，然后再让学生自由先写4个字。

2、“写写笔画”。通过练习，能基本掌握横撇弯钩和横折折
撇的书写

要领。

横撇弯钩，称写短横，要写得左低右高，折笔处稍顿。横折
折撇，第一横要写得左低右高，至收笔处顿笔后写短撇，然
后再顺势用圆折笔法写第二个横撇，整个笔画开态稍长。横
折折撇中的两个转折处，一个用方折，一个用圆折。

3、“描描写写”。

“阳”，左右结构。“建”，半包围结构。

4、“自己练练”。书写折笔时，都要有顿笔。横折先写横，
后写折，在折笔处要有向右下顿笔的动作。

三 例字指导

“郁”，左边是个“有”字，第一笔是横画，不宜过长；第
二笔撇画要写得稍长一点；第三笔是竖画，要写得直挺。

“哪”，左中右结构。左边是“口”字，要写得上宽下窄。

“邻”，左右结构，左宽右窄。左边是个“令”字，点画较
多，书写时要注意点的变化。



“莲”，草字头要写得较宽扁。走之的侧点和横折折撇之间
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透”，左边绞丝旁应该写得修长一点。

十、容易多写或少写一笔的字

一 教学目标

1、通过练习，巩固前一阶段学到的写字技能。

2、通过强化练习，记住容易多写或少写一笔的字。

3、写好“试、纸、轨、染、涉、黎、哼、底、缠、蒙、燕、
蒸、隆、舔”14个字，写得规范、端正、整洁。

二 教学过程

1、提醒学生注意用正确的执笔方法和写字姿势写字。教师先
检查一下学生的执笔方法和写字姿势是否正确，然后让学生
说说掌握正确的执笔和写字姿势有哪些好处。

三 例字指导

“试”，左右结构，左边是言字旁，不宜写得过宽；右边是个
“式”字，斜钩要写得舒展一些。

“纸”，左部是绞丝旁，笔画间要写得紧凑。

“轨”，左部是个“车”字，第一笔是横画，不宜过长；第
二笔是撇折，撇要写得稍长一点。

“染”，上部左边三点水的三笔要相互呼应，右边“九”字
不要写得太宽。下部是木字底，横画要长。



“涉”，左窄右宽。左部三点水的三个笔画要相互呼应。

“黎”，上部左边是禾字旁；右边不是“勿”字，中
部“人”字的撇和捺要写得舒展。

“哼”，左右结构。左边口字旁位置要偏上，稍小。“底”，
广字旁的撇要写成较长的斜撇或竖撇；“缠”，左部绞丝旁
要写得稍窄，取斜势；“蒙”，中部是秃宝盖，要写得宽扁
一些；“燕”，底部是四点底，四点之间要呼应、连贯，呈
辐；“隆”，左右结构，左窄右宽；“舔”，左边舌字旁要
写得小一点，位置稍偏上，要留；十一容易写错笔画的字；
一、教学目标；1、通过练习，巩固前一阶段学到的写字技能；
2、通过强化练习，记住容易写错笔画的“底”，广字旁的撇
要写成较长的斜撇或竖撇。“缠”，左部绞丝旁要写得稍窄，
取斜势。

“蒙”，中部是秃宝盖，要写得宽扁一些。

“燕”，底部是四点底，四点之间要呼应、连贯，呈辐身状。
“蒸”，上中下结构。

“隆”，左右结构，左窄右宽。左边双耳要写得窄长一点。

“舔”，左边舌字旁要写得小一点，位置稍偏上，要留邮足
够的空间给右边的部件。

十一 容易写错笔画的字

一、教学目标

1、通过练习，巩固前一阶段学到的写字技能。

2、通过强化练习，记住容易写错笔画的字。

3、写好“段、虚、栋、赞、郊、切”6个字，写得规范、端



正、整洁。

二 教学过程

1、复习前课内容。

2、通过练习，让学生基本掌握书写的要领，懂得怎样去分析
范字，养成细心观察的习惯。

3、学会比较。

4、运笔要求：运笔要有走有收，有轻有重，有快有慢，有提
有按，笔势要连贯、自然。

三、例字指导

“段”，左部第一笔是短撇，要写成平撇。

“虚”，半包围结构。上部第一、二笔是短竖和短横；第三
笔是横钩，钩出锋要自然有力；第四笔是竖撇。

“栋”，左部木字旁应该写得修长一点，撇和竖都应写得稍
长一点。“赞”，上部是两个“先”字，注意前一个先的最
后一笔竖弯钩变成竖提。

“郊”，由“交”字和双耳组成。右部的双耳要写得瘦长一
点。“切”，左右结构。

一 教学目标

1、回顾本学期的习字情况，说说自己的习字体会。

2、通过评价，看到自己的进步与不足，确定下一个阶段的努
力目标。



3、通过综合练习，巩固本学期所学到的写字知识和技能。

4、欣赏优秀硬笔书法作品，临写自己喜欢的作品。 二、教
学过程

1、学习回顾。

教师可以请每个同学仔细翻阅前面的作业，找出自己写得不
满意的字，在格子纸上再认真地写一写、练一练。

2、综合练习。

写字前，老师先带领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诗句，想想诗的意思；
再要求学生用最认真的态度去临写。书写时教师要提醒学生
注意执笔方法和写字姿势，告诉学生，只有掌握了正确的执
笔方法和写字姿势，字才会越写越好。书写时要注意每个笔
画起笔、收笔的位置，描一个写一个，做到描红、临写相结
合。

教师及时归纳一下存在的问题。对于难度较大的字，教师要
进行重点指导。

3、休闲一刻。

可以让学生讲一讲收集到的书法家的故事，选取一些优秀书
法作品进行展览。

十二、欣赏与评价

一、教学目标

1、通过欣赏学生习作，初步懂得如何欣赏习作。

2、通过欣赏学生习作，提高学生的习字兴趣和积极性。



3、通过欣赏学生习作，树立向榜样学习、勤奋练字的信心。

二、教学过程

1、交流欣赏感受

（1）让学生说说三幅学生习作中最喜欢哪一幅，为什么。在
学生充分发表自己看法的基础上，说说作品有哪些地方值得
我们学习，也可以说说不足之处。

（2）教师要引导学生从笔画、结构和章法等方面观察作品、
评价作品。教师要注意引导学生着重说说作品的优点。

2、欣赏学生习作。

3、欣赏书法家作品。

欣赏学生习作之后，教师可引导学生欣赏封二、封三书法家

三年级语文写字教学计划表篇四

写字是小学阶段一项重要的基本功训练。小学写字教育主要
包括写字教学与学习习惯的培养以及写字教育与学生自主性
的关系。

本班共有学生42人，虽然是我一直从一年级带上来的学生，
但是在一年级中由于学生人数众多，我又是刚毕业，经验不
足，因此造成现在学生字迹潦草，错字别字常有出现，而写
一手好字的则凤毛麟角，写字的时候很随意，不仅不能端正
地书写，甚至还经常出现错别字，纸面也不能保持清洁，涂
抹的现象也比较严重。较为突出的有李婷婷、应成宇等。学
生不能规范自己的写字姿势，身直，纸正的持久性较差，对
于坐正、肩平、身直，三个一（一尺，一拳，一寸）的规范
写字习惯，在近期内将作为写字的常规重点训练，从头做起。



养成了良好的写字习惯，做到执笔方法和写字姿势正确，熟
练掌握基本笔画的书写。

1、初步养成正确的写字姿势和良好的写字习惯。

（1）首先，要想写好字就一定要养成正确的写字姿势。当你
坐着写字的时候，身子要正而直，两肩齐平，胸部挺起，头
部要端正，稍微向前，不要歪斜；两臂要自然撑开，右手执
笔，左手按纸，双脚要自然放平，踏稳，不要交叉或踮脚尖。

（2）正确的写字姿势，不但跟写好字有密切关系，而且对身
体健康也很有好处，所以一定要格外重视，并注意养成良好
的习惯。

2、掌握汉字的间架结构和一些常见的偏旁部首。

（1）汉字的基本笔画，主要有如下一些：短横和长横、悬针
竖和垂露竖、短撇和长撇、平撇和竖撇、斜捺和平捺、左点
和右点、斜提和平提、竖钩和弯钩、斜钩和卧钩等。

（2）汉字的笔顺规则，可分为基本规则和补充规则两种：基
本规则有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先横后竖、先撇后捺、先外
后里、先外后里再封口。补充规则有先中间后两边、右上或
里边的点后写等。

（3）汉字的间架结构，有如下六种：独体字、左右结构、上
下结构、半包围结构、全包围结构、品字形结构。

（4）汉字的偏旁部首。

3、对小学生的写字提出要求，那就是六个字：“规范、端正、
整洁”。 四、教学措施：

1、写字教学老师示范，讲解书写技巧。 2、学生书写，老师



具体指导。3、时常督促写字姿势。

4、学生互评写字水平，交流写字经验，激发写字积极性。 5、
鼓励购买字帖，利用课余时间加强训练。

6、收集书法家的故事及书法作品，供学生欣赏，调动书写兴
趣。

周次 教学内容

第六周 悬针竖和垂露竖 第七周 第八周 短撇和长撇 第九周
第十周 第十一周 第十二周 第十三周 第十四周 第十五周
第十六周 第十七周 第十八周第十九周平撇和竖撇 斜捺和平
捺 期中评价 左点和右点 斜提和平提 竖钩和弯钩 斜钩和卧
钩 练习与评价（一）2 / 17 调整思路：

1.用钢笔写字

课时数：1 备课时间：2013.8.25 授课时间： 教学目标：

1、让学生明白学写钢笔字的意义。

2、认识钢笔的结构和知道具体的使用方法。 3、掌握钢笔的
执笔方法。

同学们，你们已经是三年级的学生了，这学期我们就要练习
用钢笔写字了。但是，钢笔和我们用的铅笔一样，也有它的
使用方法和执笔方法。今天，我们就来学习怎样使用钢笔和
正确地握笔。

二、认识钢笔的结构和知道具体的使用方法

1、让学生拿出自己的钢笔，观察一下钢笔由哪些部件组成。
2、学生发言，教师补充说明。



1、先让学生说说自己是怎样握铅笔的。 2、教师边作示范边
归纳。

教师巡视指导，纠正错误的握笔方法。五、欧阳修画沙练字
的故事

诉说故意，激起学生练字的兴趣和决心。课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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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思路：

2.短横和长横

课时数：2 备课时间：2013.8.25 授课时间： 教学目标：

1、了解短横与长横的形态，学会其用笔法。 2、学习短横与
长横在字中的运用。3、继续巩固书写姿势与钢笔执笔法。

4、通过各种手段，不断增强学生学书法的兴趣。 教学重点：
短横与长横的写法。教学难点： 横在字中的运用。课前准备：
常规用具 教学过程： 一、组织教学：

检查坐姿和书写工具准备情况。二、复习检查：

复习书写姿势和钢笔执笔法。三、新知识：

1、揭示课题，明确本课任务。 2、学习横的写法。（1）认
识横的形态。

投影显示短横与长横，引导学生比较分析其异同。

短横：左低右高，由细到粗。

长横：略呈弧势，由粗到细。（2）学习用笔法。



先引导学生由形态推理出用笔法：

短横：起笔轻，行笔按笔，收笔回锋。行笔速度由快到慢。

长横：起笔稍重（顿笔），行笔提笔，收笔回锋。行笔速度
由慢到快。

接着老师投影示范书写，学生观摩。

然后学生练习，先跟着老师书空练习两遍，再在课本中进行
描红临写练习三遍。

师巡回指导。3、练习横的应用。

（1）对例字进行分析：短横与长横在例字中的用笔与空间结
构特点。

4 / 17（2）老师投影示范书写难写的例字：些、至、春、舞。
（3）学生练习。

老师巡回指导。四、讲评：

1、投影展示典型佳作与病例，先由学生点评，再师作小结。
2、每位学生自评。五、小结：

1、长横与短横的形态与用笔法。

2、表扬书写中表现出色（写法掌握得好及学得用心）的同学，
激励其他学生上进。 课后反思：

调整思路：

3.悬针竖和垂露竖

课时数：1 备课时间：2013.8.25 授课时间： 教学目标：



1、正确使用钢笔写字。 2、学习用钢笔写竖。

5 / 17 1、认识竖的特点：竖在一个字中起着支柱作用，因
此，要写得平正，不歪，尽量做到垂直，挺拔有力。有的还
把竖画称之为直画。只有这样写，才能做到不失重心，立地
稳固。投影显示短横与长横，引导学生比较分析其异同。2、
教师边讲解边示范。

垂露竖：起笔略重，向右作点画，顿后提笔向下缓缓行笔。
行至末端用力下顿后回锋收笔。整个笔画做到直立而不僵，
使它有轻重感。

悬针竖：落笔向右重顿，而后转锋向下均匀行笔。中间要略
慢一些。待出锋时直下，略快，似悬针一般，锋要尖细。范
写假、雀、峰。

三、学生练习写，教师巡视指导 四、讲评：

1、投影展示典型佳作与病例，先由学生点评，再师作小结。
2、每位学生自评。五、小结：

1、垂露竖与悬针竖的形态与用笔法。

2、表扬书写中表现出色的同学，激励其他学生上进。 课后
反思：

调整思路：

4.短撇和长撇

课时数：2 备课时间：2013.8.25 授课时间： 教学目标：

1、学会短撇与长撇的写法。

2、学习短撇与长撇在字中与其他笔画的组合特点。 3、继续



培养良好的书写习惯和学习书法的兴趣。教学重点：

6 / 17 1、短撇与长撇的写法。

2、短撇与长撇在字中与其他笔画的组合特点。 教学难点：

同学们，我们已经学习了横、竖的写法。今天，我们要来学
习撇的写法了。二、学习短撇与长撇的写法。1、认识形态。

师板书短撇与长撇。

比较短它们的形态有什么不同的地方？（长短不同）2、学习
用笔。

（1）比较短撇与长撇，找出不同之处。师小结：起笔 向右
下角顿笔

行笔 向有下方边行边提笔

收笔 出锋

（2）你觉得它们书写的快慢一样吗？为什么？

师小结：短撇劲健挺拔——行笔快而有力，笔势短促；

长撇舒展飘逸——行笔缓慢舒展，笔势开张。3、书空练习三
遍。

4、师投影示范短撇与长撇的写法。 5、学生练习。

三、学习短撇与长撇在字中与其他笔画的组合特点。 1、学
习例字“仰”与“拢”的写法。

（1）投影显示“仰”字，字中有什么撇？竖与撇是怎样组合
的？



长撇往左舒展了，为了使左右匀称，竖弯钩要往右舒展；

长撇穿过横的偏左部分；

短撇写在竖弯钩偏上方。

出示病字进行比较。（4）师示范。（5）学生练习。

描红一个，临写两个。四、应用练习。

2、师小结。（长撇与长捺、长撇与竖弯钩搭配的较多，为了
左右相称，它们都要左右舒展）3、师示范难写字“瓣、装”
的写法。4、学生练写例字。5、讲评。

7 / 17 6、学生写字，巡视，提醒写字和握笔姿势。五、小
结。

怎样写好短撇与长撇呢？

师小结：短撇短促快速有力；长撇舒展开张，在字中是很长
的笔画，经常与捺、竖弯钩左右组合，笔势左右舒展开张。
课后反思：

调整思路：

5.平撇和竖撇

课时数：2 备课时间：2013.8.25 授课时间： 教学目标：

1、通过讲解、指导掌握“撇”的不同写法以及撇在字中的间
架结构安排，使学生写得更加匀称美观。

2、让学生在写字过程中，感受文字的形体美，激发学生写字
的兴趣。 3、培养学生正确的写字姿势和认真书写的好习惯。
教学重点：



让学生掌握“撇”的运笔过程，指导写含“撇”字的结构安
排。教学难点：

让学生掌握“撇”的运笔过程，指导写含“撇”字的结构安
排。课前准备：常规用具 教学过程：

二、巩固写字姿势

１、那正确的写字姿势应该是怎么样的呢？谁能来说一说？

8 / 17 ２、希望同学们在每一次写字的时候都能注意。三、
学习新笔画

1、同学们，我们都知道，汉字是由一些基本笔画组成的，要
想把字写好，练好基本笔画是基础。今天，我们就要来认识
一个新笔画。它呀，特别调皮，经常变着样子让大家搞错！
想知道它是谁吗？它呀，就是撇！（板书：撇）

3、找到这些撇后，你有什么发现？其实，撇还有很多兄弟，
而这两个撇只是其中的两个。它们虽然长得很像，但他们的
名字可不一样，一个叫平撇，一个叫竖撇。

(1)、在田字格中范写，一边写一边讲解书写要领：我们在写
这个笔画的时候要注意：平撇，平撇，顾名思义，就是要写
得平一点。所以，我们在写的时候要把它写得平而短，撇出
的时候要快、要有力度。注意起笔、运笔和收笔。

(2)、请同学们举起你们的手来和老师一起写一写。（书
空）(3)、下面请大家在作业本上自己描一描，写一写。

a、请同学们仔细观察，书写时要注意什么？

“丢”：第一笔为平撇，写得短而平。上部书写时注意笔画
间布白均匀，横画要有长短之分。下部撇折的撇起笔在竖中



线上，最后一笔要写得稍长一点。

6、我们学会了平撇的写法，那竖撇对我们来说就简单多了！
不信，我们一起去看看。

（1）竖撇和平撇从名字上我们就能知道它们的一点区别。竖
撇，顾名思义，就是要先竖再撇的，中间有一个竖的过程。

（2）师范写竖撇，问：你还能发现它们有什么不同？

平撇书写时要快一点，而竖撇在书写时要慢一点。如果说平
撇是需要两步就能写好的话，竖撇需要几步呢？３步。（示
范）不信，你试试？（3）请同学们在作业本上自己写一写。

（4）出示：“爬”

a、请你仔细观察，找到“爬”字中的撇，再仔细看看，应该
怎么写这个字？

1、同学们，刚才你们写得真认真！值得表扬！下面我们进行
一个写字比赛好不好？看看谁写得最认真，字写得最漂亮！

2、写好之后，自己评一评，在自己认为好的字的右下方打上
小五角星。 课后反思：

9 / 17

调整思路：

6.斜捺和平捺

课时数：1 备课时间：2013.8.25 授课时间： 教学目标：

1、正确书写带有斜捺和平捺的8个字。 2、培养学生正确的



坐姿和运笔方法。

4、通过教师的示范、指导，增强学生观察、分析、比较的能
力，并且学会审美。 教学重点：通过本课教学，巩固正确的
坐姿和进一步掌握运笔方法。教学难点：斜捺、平捺的写法。
课前准备：常规用具 教学过程：

一、课前交流，欣赏引趣

1、复习坐姿：身正、肩平、臂开、足安。

2、复习写字姿姿势：一尺、一拳、一寸（三个一）。 三、
指导写字，掌握技巧

1、揭题：今天我们学习写带有斜捺和平捺的8个字。 2、学写
“斜捺和平捺”。

（1）观察：斜捺和平捺在写法上的不同和相同之处？（2）
指导练写“斜捺和平捺”。

教师示范书写“斜捺和平捺”并作讲解。

学生练习（描红一个，然后写两个），老师巡视指导（提醒
注意姿势）。（3）师生互动：教师对学生书写进行适当点评，
对好的奖励画星。

（4）小结：同学们，在写斜捺和平捺这两个笔画时，既要区
分它们的斜度，又要注意在行笔中做到“一波三折”，注意
斜捺和平捺都要写得长，出锋要做到自然和稍慢。3、学
写“敢，遗，促，基，苍，遥，遍，逢”。

（1）观察比较：每个字的各起笔的位置在哪里？（读帖是写
好字的关键）

10 / 17（2）教师逐个示范书写并作讲解，分析以及主要的



运笔方法，做到轻重，提按，粗细，长短变化。

（3）学生练习，老师巡视指导。

（4）师生互动：对学生作品进行评价，教师适当点评，对好
的奖励画星。

再次强调要写出“捺”得“一波三折”和写字握笔的姿势。
课后反思：

调整思路：

7.左点和右点

课时数：1 备课时间：2013.8.25 授课时间： 教学目标：

1、正确书写带有左点和右点的8个字。 2、培养学生正确的
坐姿和运笔方法。3、增强学生的写字兴趣，做到持之以恒。

4、通过教师的示范、指导，增强学生观察、分析、比较的能
力，并且学会审美。 教学重点：巩固正确坐姿和运笔方法，
激发学生写字的热情。教学难点：巩固正确坐姿和运笔方法，
激发学生写字的热情。课前准备：常规用具 教学过程：

一、复习坐姿，做好准备

身正、肩平、臂开、足安、一尺、一拳、一寸。二、指导写
字，掌握技巧

11 / 17 1、今天我们学习写带有左点和右点的8个字。2、学写
“左点和右点”。

（1）左点和右点在写法上的不同和相同之处？（2）指导练写
“左点和右点”。



示范书写“左点和右点”并作讲解。学生练习（描红一个，
然后写两个），老师巡视指导。（3）师生互动：教师对学生
书写进行适当点评，对好的奖励画星。

（4）同学们，在写左点和右点这两个笔画时，要做到点的尾
部行笔要稍顿，然后再回锋收笔，注意点的位置和角度，以
及不同形态。

（2）教师逐个示范书写并作讲解，分析以及主要的运笔方法，
做到轻重，提按，粗细，长短变化。

（3）学生练习（描红一个，然后写两个），老师巡视指导

（4）师生互动：对学生作品进行评价，教师适当点评，对好
的奖励画星。

再次范写学生在书写过程中集中出现问题，加以巩固指导，
边提示注意书写要点，然后学生再练习写2个，教师巡视指导。

提醒：注意坐的姿势和写的姿势，书写时，要一气呵成，不
能看一笔写一笔。三、课堂总结

同学们，写点的时候要注意点的角度和位置，要比较，分析
它们的不同形态和变化，同时还要仔细观察在不同字中各点
的形态，且要区别对待它们的书写方法。

课后反思：

调整思路：

8.斜提和平提

课时数：2 备课时间：2013.8.25 授课时间： 教学目标：

12 / 17 1、正确书写带有斜提和平提的8个字。2、培养学生



正确的坐姿和运笔方法。

3、通过教师的示范、指导，增强学生观察、分析、比较的能
力，并且学会审美。 教学重点：巩固正确坐姿和运笔方法，
激发学生写字的热情。教学难点：斜提、平提的写法。课前
准备：常规用具 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做好准备

1、上节课学习了左点和右点的写法。今天我们来学习斜提、
平提的写法。2、复习坐姿：身正、肩平、臂开、足安、一尺、
一拳、一寸。二、指导写字，掌握技巧 1、学写“斜提和平
提”。

（1）观察：斜提和平提在写法上的不同和相同之处？（2）
指导练写“斜提和平提”。

示范书写“斜提和平提”并作讲解。学生练习（描红一个，
然后写两个），老师巡视指导。（3）师生互动：教师对学生
书写进行适当点评，对好的奖励画星。

（2）教师逐个示范书写并作讲解，分析以及主要的运笔方法，
做到轻重，提按，粗细，长短变化。

（3）学生练习（描红一个，然后写两个），老师巡视指导
（提醒注意坐姿）。（4）师生互动：对学生作品进行评价，
教师适当点评，对好的奖励画星。

同学们，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要知道每个笔画的运笔都有
起笔，行笔，收笔三步骤。起笔要干脆，行笔要快慢，收笔
要到位，只有做到以上要点，你的字才会越写越好，更进一
步！

课后反思：



13 / 17 调整思路：

9.竖钩和弯钩

课时数：1 备课时间：2013.8.25 授课时间： 教学目标：

1、正确书写带有竖钩和弯钩的8个字。 2、培养学生正确的
坐姿和运笔方法。

3、通过教师的示范、指导，增强学生观察、分析、比较的能
力，并且学会审美。 教学重点：巩固正确坐姿和运笔方法，
激发学生写字的热情。教学难点：巩固正确坐姿和运笔方法，
激发学生写字的热情。课前准备：常规用具 教学过程：

一、复习旧知，导入新课

1、学写“竖钩和弯钩”。

（1）观察：竖钩和弯钩在写法上的不同和相同之处？（2）
指导练写“竖钩和弯钩”。

示范书写“竖钩和弯钩”并作讲解。学生练习（描红一个，
然后写两个），老师巡视指导。（3）师生互动：教师对学生
书写进行适当点评，对好的奖励画星。

（4）小结：同学们，在写竖钩时，起笔稍微重一些，顿而向
下出笔。到接近收笔时，顿而向左上斜势钩出来，与竖成锐
角。

弯钩时，用笔尖轻落纸上，由轻而重。从左上向右下，双转
左下，呈右弯形。到接近收笔处向左上转，稍停，提笔钩出。

（2）教师逐个示范书写并作讲解，分析以及主要的运笔方法，
做到轻重，提按，粗细，长短变化。



（3）学生练习（描红一个，然后写两个），老师巡视指导
（提醒注意坐姿）。（4）师生互动：对学生作品进行评价，
教师适当点评，对好的奖励画星。

14 / 17 的字要及时加圈给予肯定，鼓励学生把字越写越好。
课后反思：

调整思路：

10斜钩和卧钩

课时数：2 备课时间：2013.8.25 授课时间： 教学目标：

1、正确书写带有斜钩和卧钩的8个字。 2、培养学生正确的
坐姿和运笔方法。

3、通过教师的示范、指导，增强学生观察、分析、比较的能
力，并且学会审美。 教学重点：巩固正确坐姿和运笔方法，
激发学生写字的热情。教学难点：巩固正确坐姿和运笔方法，
激发学生写字的热情。课前准备：常规用具 教学过程：

一、复习旧知，导入新课

1、学写“斜钩和卧钩”。

（1）观察：斜钩和卧钩在写法上的不同和相同之处？（2）
指导练写“斜钩和卧钩”。

示范书写“斜钩和卧钩”并作讲解。学生练习（描红一个，
然后写两个），老师巡视指导。（3）师生互动：教师对学生
书写进行适当点评，对好的奖励画星。

（4）小结：同学们，在写斜钩时，落笔稍顿，向右下慢慢行
笔。到接近出钩时，蓄势后用力翻笔向上钩出。整个笔画要
挺胸收腹，不要过弯。



15 / 17（2）教师逐个示范书写并作讲解，分析以及主要的
运笔方法，做到轻重，提按，粗细，长短变化。

（3）学生练习（描红一个，然后写两个），老师巡视指导
（提醒注意坐姿）。（4）师生互动：对学生作品进行评价，
教师适当点评，对好的奖励画星。

同学们，写斜钩和卧钩的时候要注意钩的角度和位置，要仔
细观察在不同字中各钩的形态，且要区别对待它们的书写方
法。课后反思：

/ 17

16 综合练习一 教学目标

1、回顾本学期的习字情况，说说自己的习字体会。

一、学习回顾。

教师可以请每个同学仔细翻阅前面的作业，找出自己写得不
满意的字，在格子纸上再认真地写一写、练一练。二、综合
练习。

写字前，老师先带领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诗句，想想诗的意思；
再要求学生用最认真的态度去临写。书写时教师要提醒学生
注意执笔方法和写字姿势，告诉学生，只有掌握了正确的执
笔方法和写字姿势，字才会越写越好。书写时要注意每个笔
画起笔、收笔的位置，描一个写一个，做到描红、临写相结
合。

教师及时归纳一下存在的问题。对于难度较大的字，教师要
进行重点指导。三、休闲一刻。

可以让学生讲一讲收集到的书法家的故事，选取一些优秀书



法作品进行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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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级语文写字教学计划表篇五

一、指导思想

巩固学生“双姿”训练的成果，进一步培养学生良好的书写
习惯,通过不断完善写字教学评价，对学生进行道德素质、意
志毅力、智能素质、审美情操的培养，实现培养学生形成正
确的写字姿势和写字技能以及“端端正正写字，堂堂正正做
人”的目标。

二、学情分析

三年级大部分学生经过几年的写字学习，已经养成了良好的
写字习惯，能熟练掌握基本笔画的书写。学生的书写工整率
还算可以，但入体率不高。执笔方法和写字姿势不正确，个
别学生的书写比较草，书法基础较差，有待加强。

三、工作重点

1.进一步了解汉字的结构特点，特别是各种不同的偏旁或同
一偏旁在字形不同位置所占的空间大小及笔画的变化。

2.写字时做到字迹工整、行款整齐，有一定的速度。

3.培养学生的写字兴趣、审美能力和良好的写字习惯。

4.培养学生认真写字和爱惜写字用具的习惯。

5.激发学生和培养学生的写字兴趣，提高学生对汉字书法的
鉴赏能力。



四、具体措施

1.在教学中，适当向学生讲述一些有关汉字起源与发展的知
识，介绍一些古代书法家勤学苦练的故事，引导学生欣赏书
法作品，培养他们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感情，采用书法比赛、
作品展览等方式鼓励学生好好写字，真正调动起学生学习写
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起他们的写字兴趣。

2.认真上好每周一节的写字指导课，优化写字课堂教学，在
教学中要做到训练有度，在教学内容上注意由简到繁，由易
到难，使学生体验到书写的乐趣，树立信心。

3.重视写字课教学，先讲后练，提示注意点，再让学生去练
习，使学生的练习能够有章可循，从而提高写字水平。

4.要做到课堂指导和课后练习相结合；处理好写字与识字的
关系；处理好写字教学与课外书法活动的关系。

5.培养和发展学生们的法兴趣和特长，带动全班同学参与到
写字活动中，进一步提高写字水平。

三年级语文写字教学计划表篇六

进一步培养学生良好的书写习惯，做到"提笔即是练字时"。
通过不断完善写字教学评价，对学生进行道德素质、意志毅
力、智能素质、审美情操的培养，实现培养学生形成正确的
写字姿势和写字技能以及"端端正正写字，堂堂正正做人"的
目标。

三年级部分学生经过几年的写字学习，已经养成了良好的写
字习惯，能熟练掌握基本笔画的书写。学生的书写工整率一
般，入体率不高。部分学生执笔方法和写字姿势不正确，个
别学生的书写比较草，书法基础较差，有待加强。



1、进一步了解汉字的结构特点，特别是各种不同的偏旁或同
一偏旁在字形不同位置所占的空间大小及笔画的变化。

2、写字时做到字迹工整、行款整齐，有一定的速度。

3、培养学生的写字兴趣、审美能力和良好的写字习惯。

4、培养学生认真写字和爱惜写字用具的习惯。

5、激发学生和培养学生的写字兴趣，提高学生对汉字书法的
鉴赏能力。

1、在教学中，适当向学生讲述一些有关汉字起源与发展的知
识，介绍一些古代书法家勤学苦练的故事，引导学生欣赏书
法作品，培养他们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感情，采用书法比赛、
作品展览等方式鼓励学生好好写字，真正调动起学生学习写
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起他们的写字兴趣。

3、重视写字课教学，先讲后练，提示注意点，再让学生去练
习，使学生的练习能够有章可循，从而提高写字水平。

4、要做到课堂指导和课后练习相结合；处理好钢笔写字教学
与日常写字之间的关系。

三年级语文写字教学计划表篇七

1课时教学目的：

激发学生对写字的兴趣；初步学会提的写法；培养学生良好
的学习习惯。

提的写法，提的出锋。

教学用具、挂图、米字格卡片等。



一、组织教学，稳定情绪。

二、用几分钟时间讲述一个书法家刻苦学习的小故事。

三、讲授新课。

老师出示课题：第十课：提的写法。出示提的写法挂图。请
学生观察提的特点：

（一）像一把刀的尖。

（二）其在斜线上。

（三）由粗到细。提的写法：先左上，向下按，提笔转锋向
上，边行边提（要稳），出锋（见课本）。

完成第十课作业，老师引导学生说出范字“江、抖”的笔顺
及用图形分析这两个字。硬笔练习部分可提醒“三点水”的
写法。以音乐伴学生练习，老师巡视行间，给学生师范，纠
正错误。

三年级语文写字教学计划表篇八

三年级写字教学计划

一、学生情况分析：

字如其人，一个人的字写得好与否，不仅仅是个人的“门
面”，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他的学习习惯、意志品质及
性格特点。我任教学生是来自三年级的四个班的学生，学生
人数128人，由于学生写字水平参差不齐，我们面向全体学生
的写字课力求做到激发学生的写字兴趣，促使学生形成规范、
整洁书写汉字的意识，养成良好的写字习惯，具备一定的钢
笔写字技能。



二、教学目标：

培养学生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情感；陶冶情操，培养审美能
力；养成认真细心的学习态度和良好的意志品质。

使学生养成正确的写字姿势，掌握执笔，运笔方法，在识字
教学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汉字笔画、偏旁、结构的特点，初
步掌握汉字的书写方法，逐步做到钢笔字写得正确、端正、
整洁、行款整齐，有一定速度。要重视毛笔字的教学，加强
书写训练，使学生从描红、仿影到临贴,逐步做到毛笔字写得
匀称，纸面干净。

三、教学重点难点：

使学生养成正确的写字姿势，掌握执笔，运笔的方法。做到
钢笔字写得正确、端正、整洁、行款整齐，有一定的速度。
毛笔字写得匀称，纸面干净。

五、课时安排： 钢笔字

结构练习13课时

综合练习2课时

期末测试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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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级下册写字备课

第一课时

横的写法



课时：1课时 教学目的：

激发学生对写字的兴趣；初步学会横的写法，培养学生良好
的写字习惯。

教学重、难点：横的写法；方起笔、圆收笔的提按。

教具准备：书写用具、挂图、米字格卡片等。

教学过程：

一、组织教学、稳定情绪。

三、讲授新课。 问：横画有什么特点？横画的特点是：1.两
头粗中间细；2.起笔方收笔圆；3.有一定的斜度（左低右高）
（见课本）。横画的写法：先左上，右下按，转笔右行（边
行边提笔，边行边按笔），提笔向上，右下按，提笔回收。

四、巩固练习：完成第三课练习册上的作业，注意坐姿、执
笔的姿势。老师行间巡视，纠正同学们书写时出现的错误。
（老师纠正同学们书写的错误时，说话声音要小，不要干扰
其他同学，除发现全班性的问题时才可请全班同学停笔，及
时纠正，在学生书写时，可放一些较合适的乐曲，但音量应
控制，不可过大，否则反而影响学生书写。）（见课本）

五、总结：表扬好的为主，指出不足。

教学反思：

过了一个寒假，学生的钢笔书写质量有所下降，本着多鼓励
的原则，挑选了几个孩子的作品展示，给孩子们鼓鼓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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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 竖的写法

课时：1课时

教学目的：激发学生对写字的兴趣；初步学会竖的写法；培
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

教学重、难点：竖的写法，笔画中的提按。

教具准备：书写用具、挂图、米字卡片等。

教学过程：

一、组织教学，稳定情绪。

二、用几分钟讲一个书法家刻苦学习的小故事。

三、讲授新课。 老师出示挂图；让学生看图，说出这节课老
师要讲什么，出示课题：第四课竖的写法。请学生观察垂露
竖的特点：1.像一根骨头（学生说出别的也可）；2.在竖中
线上；3.两头粗，中间细。垂露竖的写法：先左上，转笔坐
下按，转笔下行（边行边提，边行边按，变化细微）顿笔，
捉笔左上回锋。（演示时的全过程让学生看得真切。）（见
课本）悬针竖的写法：让学生总结出悬针竖的写法。

四、巩固练习：完成第四课作业，要求学生一描到底，不要
像画画那样一点一点的添墨。老师行间巡视，纠正坐姿、执
笔姿势及描红时出现的错误。硬笔书写仍强调提按。

五、总结：展示作业，给予表扬，指出全班性的问题。

教学反思：

悬针竖和垂露竖写法有所区别，用钢笔写有点困难，看来要
多练习才行，和3个班的语文老师商量，把写的有进步的书法



作业在教室后面的墙壁上展示出来，并请语文老师根据回家
作业量，适当布置练钢笔字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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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 横折的写法

课时：1课时 教学目的：激发学生对写字的兴趣，初步学会
横折的写法；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

教学重、难点：横折的写法，横画与竖画的交接点。

教具准备：书写用具、挂图、米字卡片等。

教学过程：

一、组织教学，稳定情绪。

二、复习横画、竖画的写法。

三、出示复合电化胶片（先横，后竖，合起来为横折，或徒
手在黑板上画出，但要比较规矩，给学生以美感）。出示课
题：第五课 横折的写法。

四、讲授新课。 老师尽量让学生自己总结出横折的写法，看
来不成问题，最后，老师整理一下。横折的写法：先左上，
右下按，转笔右行，提笔向上，左下按，转锋下行，按笔回
收。

五、巩固练习。 让学生完成第五课作业，提醒学生的坐姿，
执笔姿势，并在巡视中，随时给以纠正；范字“日”“里”
的注意事项，可强调一至两点（见教参），硬笔书写仍强调
提按，尤其是起笔处（见课本）。



六、总结：展示作业，进步大的同学仍可展示，指出全班性
的问题。 教学反思：

通过语文老师的配合，这次的写作进步很大，真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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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课

撇的写法 教学目标：

1、通过讲解、指导掌握“撇”的不同写法以及撇在字中的间
架结构安排，使学生写得更加匀称美观。

2、让学生在写字过程中，感受文字的形体美，激发学生写字
的兴趣。 3、培养学生正确的写字姿势和认真书写的好习惯。

一、欣赏作品，激发兴趣

１、那正确的写字姿势应该是怎么样的呢？谁能来说一说？
你看，老师把它编成了儿歌，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头正身
直两脚平，身离桌子一拳远。手离笔尖一寸长，笔杆微微向
后斜。拇指不能盖食指，两肘平放一条线。本子放在正中间,
左手按本右手写。

２、希望同学们在每一次写字的时候都能注意。 三、学习新
笔画

丢、爬、派、诉、质、季、乎、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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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找到这些撇后，你有什么发现？其实，撇还有很多兄弟，
而这两个撇只是其中的两个。它们虽然长得很像，但他们的



名字可不一样，一个叫平撇，一个叫竖撇。

a、请同学们仔细观察，书写时要注意什么？

“丢”：第一笔为平撇，写得短而平。上部书写时注意笔画
间布白均匀，横画要有长短之分。下部撇折的撇起笔在竖中
线上，最后一笔要写得稍长一点。

b、师根据学生发言随即范写。（好，那我就根据你们给我的
提示来写一写，看看怎么样，边写边讲要领。）c、让我们来写
一写。学生自由书写。

d、教师展示学生作品，并和学生一起来评一评。

6、我们学会了平撇的写法，那竖撇对我们来说就简单多了！
不信，我们一起去看看。

（1）竖撇和平撇从名字上我们就能知道它们的一点区别。竖
撇，顾名思义，就是要先竖再撇的，中间有一个竖的过程。

（2）师范写竖撇，问：你还能发现它们有什么不同？

平撇书写时要快一点，而竖撇在书写时要慢一点。如果说平
撇是需要两步就能写好的话，竖撇需要几步呢？３步。（示
范）不信，你试试？（3）请同学们在作业纸上自己写一写。

（4）老师发现同学们的学习能力非常强。看来，老师要拿一
个难一点的字考考大家了！看看，这下哪些同学学得最快，
写得最好！

（5）出示：“爬”

a、请你仔细观察，找到“爬”字中的撇，再仔细看看，应该
怎么写这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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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说一说：第一笔为平撇，写得短而平；第二撇为竖撇，长
而取弧势；第四笔捺要写得长一些。右边的“巴”写得小一
点，竖弯钩的弯钩不要写得太长。

c、教师边说要领边范写。然后学生自己写一写 d、教师展示学
生作品，并和学生一起来评一评。四、自己练练 五、读故事，
谈收获 教学反思：

“爬”字写得很棒，“派”字比较容易写错比划，写之前让
孩子书空了好几遍，希望能减少错误的同学，效果还不错。

第五课时 捺的写法

课时：1课时

教学目的：激发学生对写字的兴趣；初步学会点的写法；培
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

教学重、难点：捺的写法、捺角捺尖的写法。

教学准备：书写用具、挂图、米字格卡片等。

教学过程：

一、组织教学，稳定情绪。

二、讲书法家刻苦学习的小故事。 三、讲授新课

老师出示挂图。请学生看图，这一笔象什么，老师出示课题，
第七课 捺的写法

请同学观察“捺”的特点：1、它象一把笤帚;



2、上细,下粗,出尖

3、在斜线上

捺的写法：先左上，转锋斜下行，边行边按，把笔毛铺开，
到捺角处，慢提平出锋，（由于此笔划较难，老师讲述要准
确，演示要稍慢，让同学看清楚）四、巩固练习：完成第七
课作业，范字的要求可在黑板上出示：1、园行；2、笔顺；3、
在田格中的位置。以引起同学们的注意。硬笔字要求捺画出
锋自然。老师巡视行间，给学生示范，纠正书写是的一些毛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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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总结：展示作业，给予表扬，希望同学们课下多练习，
老师要了解课下练习的实例，以多种办法表扬，促进同学们
的进步。 教学反思：

把作业张贴到墙壁上对于学生积极性的调动有很大的好处，
这种做法要继续坚持。

第六课 点的写法

课时：1课时

教学目的：激发学生对写字的兴趣；初步学会点的写法；培
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

教学重、难点：点的写法、“点”画中的提按。

教学准备：书写用具、挂图、米字格卡片等。

教学过程：



一、组织教学，稳定情绪。

二、讲书法家刻苦学习的小故事。 三、讲授新课。

出示课题：第八课 点的写法。出示挂图，请同学们观
察“点”画的特点：1、它像什么？（大瓜子、雨点等）2、
在米字格中的位置。点的写法：右下入笔，右下按，提笔回
收。请同学们自己总结出点的写法。

四、完成第八课作业、范字处理时，请同学说出其图形、笔
顺。硬笔书写强调提按。老师巡视行间，此时可放音乐，调
解课堂气氛。（见课本）

五、总结：展示作业，给予表扬。

第七课 竖钩的写法

课时：1课时

教学目的：激发学生对写字的兴趣；初步学会竖钩的写法；
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

教学重、难点：竖钩的写法、钩的写法。

教具准备：书写用具、挂图、米字格卡片（或电化教学用胶
片）。

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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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教学，稳定情绪。

二、表扬班上书写认真的同学。



三、复习竖（垂露竖）的写法。 垂露竖的写法：（见课本）
先左上，转笔右下按，转笔下行，顿笔，提笔回收。问：如
果在垂露竖的末端加点东西，你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待学
生说出“竖钩”后，出示课题：第九课：竖钩的写法。

四、讲授新课。

老师出示挂图：请学生看图，观察“竖钩”的特点：1.其外
形像一个钩子；2.其是竖和钩组成的；3.其在竖中线上。竖
钩的写法：因为垂露竖已经学过，所以尽量请学生多动脑子，
总结出竖钩的写法。先左上，右下按，转笔下行，顿笔，提
笔回锋，出钩。请学生用手指在桌面上书写练习。

五、巩固练习：

完成第九课作业，范字要求可在黑板上出示。学生练习时，
配以音乐，老师巡视行间，给学生示范，纠正书写时的一些
错误。

六、总结：展示作业，给予表扬（表扬方式方法，老师自酌，
以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为佳），对课下练习的学生多加鼓励。

第八课 提的写法

课时：1课时 教学目的：激发学生对写字的兴趣；初步学会
提的写法；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

教学重、难点：提的写法，提的出锋。

教学准备：教学用具、挂图、米字格卡片等。

教学过程：

一、组织教学，稳定情绪。



二、用几分钟时间讲述一个书法家刻苦学习的小故事。

三、讲授新课。

老师出示课题：第十课：提的写法。出示提的写法挂图。请
学生观察提的特点：（一）像一把刀的尖。（二）其在斜线
上。（三）由粗到细。提的写法：先左上，向下按，提笔转
锋向上，边行边提（要稳），出锋（见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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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巩固练习：完成第十课作业，老师引导学生说出范
字“江、抖”的笔顺及用图形分析这两个字。硬笔练习部分
可提醒“三点水”的写法。以音乐伴学生练习，老师巡视行
间，给学生师范，纠正错误。

五、第九课

综合练习（一）课时：1课时

教学目的：

1、激发学生对写字的兴趣；

2、复习笔顺规则：先横后竖，先撇后捺；从上到下，从左到
右；从内到外；先里头后封口，先中间后两边； 3、培养学
生良好的学习习惯。

教学重、难点：笔顺规则

教具准备：书写用具、挂图、米字格卡片等。

教学过程：

一、二、组织教学，稳定情绪。



号召同学们学习。

三、综合练习：

四、成绩评定，奖励认真写的同学。

第十课

结构（一）

教学内容：学习左中右结构宽窄不同的字的正确写法。

教学目标

1、使学生认识和掌握“左中右宽窄略等”、“中宽左右窄”、
“右宽左中窄”、“左窄中右宽”、“中窄左右宽”等五种
结构的字的特点。

2、通过练习，把左中右结构宽窄不同的字搭配得当，书写正
确、端正、匀称。

3、激发学生的写字兴趣，培养学生的写字能力。

教具准备：课件

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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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复习正确的写字姿势

1、同学们，谁能说说正确的写字姿势是什么样的？

（身体坐正，脚平放，注意做到“三个一”：手离笔尖一寸，
眼睛离桌面一尺，胸离桌边一拳。）



随学生的回答，出示学生正确书写姿势的画面。

2、一起做一做 。二、导入新课

1、上学期的钢笔字课我们着重学习了左右结构和上下结构字
的正确写法，这学期我们将着重学习左中右和上中下、半包
围、全包围结构字的正确写法。

2、今天我们来学习第一课——结构（一）

三、学习新课

1、打开书第一页，指名读“看看”

2、（出示课件“蝴” ）

（1）请学生注意观察这个字左中右三部分在田字格中的位置，
指名说。

（2）教师相机介绍：左中右三部分宽窄基本相等的字，是指
这类字左中右三部分的宽度是大致相等的，各部分在田字格
中所占的空间也大致相等。大约各占整个字的三分之一。但
在搭配上还是有区别的，像这个“蝴”字右偏旁起笔就要低
于左中部分。

（3）各学习小组讨论其余的字

（4）指名说书写“柳”和自己喜欢的相关字的注意事项

3、（出示课件“撒” ）

（1）请学生注意观察这个字左中右三部分在田字格中的位置，
指名说。

（2）教师相机介绍：“撒”字，左中右结构。左边和右边较



中间部分略窄，中间部分大多在左半格。右边“捺”笔要写
得舒展大方。

（3）各学习小组讨论其余的字

（4）指名说书写“蝌” 和自己喜欢的相关字的注意事项

4、左中右结构的字除了“左中右宽窄略等”、“中宽左右
窄”这两种之外，还有其他的三种，请各学习小组看书讨论
剩下的三类字。

5、出示课件“倾”“假”“狱”

（1）指名说每个字左中右三部分在田字格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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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机指导

“倾”：左中部分写在田字格左半格，约占整个字的二分之
一，右偏旁则独占右半格，约占整个字的二分之一。

“假”：在田字格中书写时，中间部分大多占左半格，只是
稍微超过竖中线。

“狱”：左边旁要写在左半格的中间位置：中间部分较矮小，
位于竖中线偏左一点，右边部分应写得宽大一些。

四、学生练习

1、学生描描、临写。

2、请学生上黑板写。

五、根据学生练习情况总结



我们在书写左中右结构的字时，不仅要注意左中右的宽窄，
而且要注意每一部分在田字格中的位置，注意将笔画搭配得
当，书写正确、端正、匀称。

第十一课时 结构（二）

教学内容：学习结构（二）

教学要求：

1、掌握“左中右结构的字“三部分大小略等”和“三部分大
小不等”等四种结构的字的写法。

2、培养学生人观察分析，研究的能力。

教学重点：掌握五种结构字的写法。

教学准备：范字图片、投影仪

教学过程：

一、复习上节课所写内容。

二、引出本节课的练习内容，板书课题。

1、出示范字

搬：右偏旁略低于中偏旁；中间与右边的宽窄几乎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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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 左中右结构，左中右部分基本相等。左偏旁“ ”字的第
四笔由“横”变为“提”。中间的“文”中的最后一
笔“捺”变为“点”。



啊：左中右结构。左偏旁“口”字较偏上，写时位于横中线
的上方；中间部分“ ”较瘦，上部高出左右部分，位于左半
个；右边部分“可”相对较宽大，独自占据右半格。

2、观察找出规律，小组讨论总结。

3、打开书，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照一照字的规律，先进行临
写。

4、练习

出示以下字，学生进行练习，教师巡视指导。

锻 掀 粥 吼 咐 哪

仰 彻 掰 辩 脚 蜘

第十二课时 结构（三）

教学内容：学习钢笔字结构（三）

教学要求：

1、掌握“上中下结构的字“三部分大小相等”和“三部分大
小不等”结构字的特点。

2、培养学生的写字兴趣和良好的书写习惯。

3、培养学生研究学习的能力。

教学准备：范字图片、钢笔

教学过程：

一、细观察、找规律



1、出示上中下结构的例字。

2、学生观察分小组讨论研究其共同之处和不同之处。

3、学生交流，不足之处教师及时进行总结。

4、师生进行交流，教师边讲解边示范写。

密 ：上中下结构的字，上中下三部分的比例相近，但略有些
差别，上部的“ ”稍宽一些，要能盖住中下部分，中间部分的
“必”形体偏扁，“撇”画要稍长一点，以使下面的“虫”
字能够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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窝 ：上中下结构，上边部分“ ”要写的扁而宽；中间部
分“口”字位于横中线上方，形体窄而小；下边部分“内”
字独占下半格，形体扁而宽，并且“内”的第一笔“竖”和
第二笔“横折钩”要写得上开下合。

等 ：上中下结构。上边的“竹字头”形体较小，笔画紧凑；
中间部分“土”字扁而宽，第三笔“横”长而舒展，位于横
中线上；下边的“寸”长于中上部分，占据下半格，宽度与
上边部分大致相等。

禁 ：上中下结构。上边的“林”位于上半格，较宽大，第三笔
“横”和第八笔“捺”分别向左伸展；中间部分“二”位于
横中线下方，扁而长，特别是第二笔的“横”的长度大致等
于上边部分，下边部分“小”相对窄小一些。

5、引导学生想一想还有那些“上下略等，上小下大、上大下
小”的字。

二、出示练写的字，自己观察找一找规律。



意 篓 幕 裳 蓝 莫

繁 紫 壶 晕 曼 牵

三、学生按照要求临写以上字。

四、练习，学生根据所写字的规律来练习书写以上钢笔字，
教师要巡视指导。

第十三课时 结构（四）

教学内容：学习钢笔字结构（四）

教学要求：

1、掌握“左下半包围，左上半包围、右上半包围”等结构的
字的写法。

2、培养学生善于研究，勤于练习的习惯。

教学准备：写有范字的图片。

教学过程：

一、复习上节课所学的钢笔字，说一说写时应注意什么问题。

二、出示例字，仔细观察，分组讨论他们的不同之处和相同
之处。

三、讨论交流

1、认识半包围结构的字的结构特点。

2、说一说，你在书写半包围结构的字时应注意到什么问题？



四、例字指导，教师边指导边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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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 ：半包围结构，包围部分“ ”占田字格的做左半格和下
半格，而且“平捺”要写的舒展；被包围部分“ ”位于田字
格的中央偏右，要写的紧凑一些，而且第十三笔“捺”以变为
“长点”，要注意把字写的端正。

麻 ：左上半包围结构，包围部分“广”要写的舒展一
些，“点”居于竖中线上；被包围的部分“林”字，左边
的“木”较窄小，且“捺”已变成了“点”，右边的“木字
位于右半格，应写的舒展、大方。

裁 ：右上半包围结构。包围部分“ ”，占据田字格的上半
格和右半格，写是要注意第四笔“斜钩”的斜度；被包围部分
“衣”字较小，位于左下格，且“捺”已变成“长点”。

五、临写

出示以下字。

趣 建 屡 痕 旬 戴 匹 匾

（1）仔细观察，怎样才能把字写的像字贴上一样好？

（2）先临写第一组部分字。学生评议。

（3）临写第二组字时，鼓励学生多动脑思考，巧练。

六、练习

练习书写以上字，教师巡视指导。

第十四课时 结构（五）



教学内容：学习钢笔字结构（五）

教学要求：

1、掌握“方正包围，扁款包围、品字形包围”构的字的写法。

2、增强学生的审美意识，培养良好的写字习惯。

教学准备：写有范字的投影片。

教学过程：

一、复习上节课所学的钢笔字，说一说写时应注意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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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示例字，仔细观察，分组讨论他们的不同之处和相同
之处。（学生可以结合所学生字认识这几种结构的字）

三、讨论交流

1、让学生先进行“看一看”的教学环节，通过交流，使学生
了解和掌握全包围结构的字要处理好内外关系，做到内外相
应，比例协调。

2、议一议：写品字形结构的字要注意三部分的大小比例、位
置关系，做到重心平稳，把字写的正确、匀称、美观。

3、说一说，你在写全包围结构的字时应注意到什么问题？

四、例字指导，教师边指导边讲解。

固 ：方正全包围结构，外框是长方形，笔画劲挺饱满，横平
竖直。内包“古”字结构要居中，大小与外框适宜，横画与
外框的横画平行。



四 ：扁宽全包围结构，这类字的外形结构是稍扁略宽，
如“四、田、回”等字。在书写字的外框时，要采取上开下
和的构字方法，切忌两竖垂直。

晶 ：品字形包围结构。上部一个“日”，下部两个“日”，
三个“日”字各不相符。第一个“日”字较大，占据字中间
的上方；下部左边的“日”字较小，中间留的空隙要大一些，
定位于左边的“日”字成对称状态。

五、临写

出示以下字。

圆 团 田 众 森 淼 叠

（1）仔细观察，怎样才能把字写的像字贴上一样好？

（2）先临写第一组部分字。学生评议。

3）临写第二组字时，鼓励学生多动脑思考，巧练。

六、练习

练习书写以上字，教师巡视指导。

第十五课时 综合练习（二）教学内容：综合练习

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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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练习”部分的练习，使学生对本学期学的写字知识
进行较为系统的复习巩固，进一步形成能书写技能。

2、通过欣赏钢笔书法作品，培养学生对钢笔书法的赏析能力



和审美能力。

教学准备：书法欣赏使用的作品

教学过程：

一、指名讲书法家的小故事，使学生对书法产生兴趣。

二、练一练：

1、要求学生“加上偏旁，组成新字”

注意：书写时要注意字的结构。

2、抄写词语：

要求学生书写时注意每个字的结构特点，把字写的匀称、端
正。指导学生练习本题时要注意：一、要求学生先观察每个
字的特点，做到心中有数再写；二、要把每个字写的正确、
匀称、端正；三、每个四字词语，字的结构不同，笔画有简
有繁，要注意西德大小一致性，使词语从整体上看协调、美
观。

3、抄写各种形式的句子。

注意：标点符号在句中的写法。

4、抄写古诗。

注意：首先看清标点与格式，做到行款整齐，然后，把字写
的美观，讲究整体的协调美。

三、书写练习教师巡视指导。

四、欣赏作品。



1、欣赏名家作品。

2、欣赏自己的作品

3、师生进行相互评议。

第十六课：写字测试，成绩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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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级语文写字教学计划表篇九

巩固学生"双姿"训练的成果，进一步培养学生良好的书写习
惯，通过不断完善写字教学评价，对学生进行道德素质、意
志毅力、智能素质、审美情操的培养，实现培养学生形成正
确的写字姿势和写字技能以及"端端正正写字，堂堂正正做
人"的目标。

三年级大部分学生经过几年的写字学习，已经养成了良好的
写字习惯，能熟练掌握基本笔画的书写。学生的书写工整率
还算可以，但入体率不高。执笔方法和写字姿势不正确，个
别学生的书写比较草，书法基础较差，有待加强。

1、进一步了解汉字的结构特点，特别是各种不同的偏旁或同
一偏旁在字形不同位置所占的空间大小及笔画的变化。

2、写字时做到字迹工整、行款整齐，有一定的速度。

3、培养学生的写字兴趣、审美能力和良好的写字习惯。

4、培养学生认真写字和爱惜写字用具的习惯。

5、激发学生和培养学生的写字兴趣，提高学生对汉字书法的
鉴赏能力。



1、在教学中，适当向学生讲述一些有关汉字起源与发展的知
识，介绍一些古代书法家勤学苦练的故事，引导学生欣赏书
法作品，培养他们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感情，采用书法比赛、
作品展览等方式鼓励学生好好写字，真正调动起学生学习写
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起他们的写字兴趣。

3、重视写字课教学，先讲后练，提示注意点，再让学生去练
习，使学生的练习能够有章可循，从而提高写字水平。

4、要做到课堂指导和课后练习相结合；处理好写字与识字的
关系；处理好写字教学与课外书法活动的关系。

5、培养和发展学生们的法兴趣和特长，带动全班同学参与到
写字活动中，进一步提高写字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