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楷书书法教案初中(模板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老师，编写教案是必不可少的，教案有助于
顺利而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那么问题来了，教案应该怎么
写？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楷书书法教案初中篇一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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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使学生养成正确的写字姿势，掌握执笔，运笔的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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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的速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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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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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字教学，是小学语文教学的一项重要任务。要求学生写好
字，既是语文教学本身的需要，也是提高学生素质的重要方
面。特别对于低年级的孩子来说，把字写规范，写工整更是
体现孩子的一种学习态度。写字首先要有正确的写字姿势和
执笔方法。因此，在课上我让学生动笔之前，先摆好姿势，
时刻提醒学生注意写字和执笔的姿势，还编了学生最喜欢的
儿歌，常常让学生读读背背，以加深学生的印象。同时，在
学生写字时，我经常督促，及时检查，大力表扬写字姿势正
确的学生。除此之外，个别学生写字姿势不正确时，我走到
他们身边，帮他们摆正姿势。久而久之，学生的双姿得到了
很大的改善。要把一个字写得漂亮，首先是要把字写得正确，



结构摆匀称。在指导学生书写过程中，我非常重视教师的示
范作用，在田字格里一笔一画地范写例字，指导学生认真观
察每一笔画的形状和每一个字的间架结构。在评字过程中，
我设计了这样几个问题：

1）字有没有写正确？

2）字写得是否整洁？

3）笔画写得好不好？

4）字的间架结构是否合理？

5）整体感觉怎么样？

让学生从这五个问题入手，来评价自己或其他小朋友的字，
这样一来小朋友就有话可说。被评字的小朋友就能及时得到
反馈，加以改正。写字教学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要让
学生写出一手好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们只有从细微处
入手，不懈地坚持，才能提高学生的写字能力，进而提高学
生的语文素养。

楷书书法教案初中篇二

书法，它能陶冶人的性情，给人以美的享受。学习书法并非
一朝一夕的事，而是需要经过长时期的艰苦练习方才可能有
所收获。古人云：“书者玄妙之技也。”所以，要让这些以
前几乎没有接触过书法或刚接触书法的小学生对书法产生兴
趣、在学习中有所领悟、有所进步，那就更困难了。我认为
困难主要体现在：

真正的书法兴趣并非凭空而来，而是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书
法实践，并对书法的基本理论有所了解后，才会逐渐产生。
书法学习最初往往要从最简单的基本笔画开始临习，这样的



临习是很枯燥、很乏味和很艰苦的。但学习书法就必须要经
过这段时期的临习，就像婴儿学走路，首先学会站起来是最
简单的，也是最重要的。由于许多同学对一笔一画都有严格
要求的基础笔法兴味索然，有的同学甚至干脆放弃，或是找
借口经常请假，交作业时随便应付或干脆不交，在学书法的
第一阶段败下阵来。

有很多小学生在以前的写字过程中，执笔、姿势、认真程度
等方面都无形中形成自己的一套写字的特性，并且还有些学
生未受到规范的写字教育，正处于不良的写字习惯中。俗话
说：“习惯成自然”，一旦不良的习惯形成，就很难改正。
就如：有些学生临习碑帖时，在老师的叮嘱下，刚提起笔来
练习时，姿势还是规范的。但过一会儿后毛病都出来了，有
的学生在不注意中就把毛笔当硬笔来执，或是整个身子都扒
在写字台上……要纠正这些不良的习惯，对刚刚接触书法的
小学生来说非常困难。

学书法如同学做人，要求诚恳、严谨、认真、一丝不苟，不
能马虎，不能草率，对任何一个细小的笔画或一个动作，都
要认真处理。然而，对于练习时喜欢讲话，精神不集中，姿
势不规范的学生，需要改正这些坏习惯时，就有些人不愿意
吃苦下功夫了，随便翻开碑帖就随意临写，浅尝辄止，甚至
有些学生连碑帖都没有打开就乱图乱画了。这样的学习效果
当然不好。

小学生在临习过程中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临写前不读帖，临
写时不认真看贴，有的看一笔写一笔，写得生硬做作，有的
甚至纯粹抄字。他所看到的，只是一个什么字，至于笔画、
结构如何，他都视而不见。这便是缺乏观察的主动性所造成
的。这种学习方法是事倍功半的，长此以往，学生还会丧失
对书法学习的信心，从而对此失去兴趣。

基于以上几点在书法教学中存在的主要困难，结合我校“五
步六动教学模式，我的对策如下：



1、激发兴趣：

我国教育学家程颐提出，“教人未见其趣，必不乐学”。可
见，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小学生书法艺术的教学过程中，
激发兴趣是头等大事。由于学生的年龄特点，我们的教学目
标不应定得过高，应以学生的'长期发展为目标，培养学生的
学书兴趣，让学生乐在其中。那么，我们教师如何培养学生
的兴趣，让其感受到乐趣呢？我认为可以在以下几个环节进
行尝试：

（1）课堂激趣，在书法教学中间经常给学生讲一些通俗，生
动，有趣的小故事。如书法家勤学苦练的故事及学习书法的
重要意义等。虽然有的学生并不完全理解，但是可以让学生
知道书法艺术可以陶冶美的心灵，给人以美的享受；学好书
法，将给自己以后的学习、生活、工作带来极大的方便和乐
趣。与此同时再适当插入一些理论知识，等等，使学生在轻
松愉快的气氛中不知不觉的学到知识。

（2）环境熏陶，在书法教学环境中布置复印放大的所学碑帖，
创设浓厚书法古典氛围。适当地把学生优秀的作品或练习展
示出来，增添学生的自信与自豪感。把一些比赛通知粘贴出
来，鼓励学生踊跃参加。

（3）融洽关系，与学生交朋友，不居高临下，让学生结对拜
师，共同进步。

（4）举办展览，给学生布置诸如临摹展、创作展等小型系列
展览，并给学书成绩优秀者及时的表扬。

（5）组织活动，组织学生经常参赛，因为赛前学生的训练兴
趣特别浓厚。

2、培养自学能力：



古人讲“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任何学习都是从一点
一滴学起，日积月累，积少成多。学习书法更是如此，所以，
在书法教学中不应该求快、多，而要力争少而精。只有让学
生养成每天临帖的习惯，持之以恒地学习，日后才能学有所
成。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是学不好书法的，最终只能半途
而废。同时教师要努力帮助学生克服急于求成、骄傲自满的
情绪，摆脱急功近利的心理。因为这些不良习惯都是学生习
书过程中的拦路虎。另外因为书法的范帖很多，在学习的时
候应该博采众长。但是在学生的临帖过程中，不可朝三暮四，
见异思迁，一帖没学好就改换其他字帖，这样只能学一帖，
扔一帖，最后哪一帖也没有学好。在教学中教师应该坚持按
照选帖、读帖、临帖、出帖的教学方法，要求学生持之以恒，
专攻一帖，使学生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保证学生学书过程
中不走弯路。从中不断提高学生的临帖能力和自学能力。

3、培养审美能力：

书法的审美特点主要体现在形式的变化中。书法无论在点画
上，还是结构上，章法上都是变化着的。如果失去了变化，
千篇一律，就失去了书法艺术的美感。如音乐中的节奏变化
等其实都是类似的道理。书法教学不但要使学生认识点线各
处形态及其变化之美，而且要让学生领会点线在书写动态中
所显示的节奏韵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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楷书书法教案初中篇三

书法的学习和文化课的学习是一个互补的作用，古人讲：书
法养性。这里指的性，是性情，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心态。就
是说学习书法可以培养良好的心态。我们知道任何事情的产
生，都是心理的反映。我们知道心情保留不住，我们没有看
到任何人把过去的心情保留下来，只有通过影像、作品等形
式记录、保存，所以任何事情的效果都与心态有着直接的关
系。我们经常通过影像、作品来判断作者当时的背景和心情。
在学习中，书法能培养好的心态，好的心态又对学习文化课
有很大的帮助，能很用心地学好文化课，文化课的提高，反
过来又加深了对书法的理解，二者的关系，真是密不可分。

心态的.形成，不是生来就会的，心态的培养也需要进行训练，
也需要长时间磨练。在训练中首先要先学会上路，而且上一
个带有路灯的路，在这样的路走下去，不会迷失方向，很容
易地达到目的地。如果上了一条没有路灯路，摸着走，找不
着方向，说不定就会掉进了河里。那带路灯的路在哪里？简
单地说就在古人那里，那就是书法，古代士大夫们把书法作
为必修的课程，通过书法的学习，培养出良好的心态，同时
又展现出文化、素质和修养，达到一个新的境界。在这条路
上，走过了很多的名人。如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王铎、
康有为、于右任等等。这是一条现成的路，是一条从古代走
到现代和走向未来的路。

有人说汉字使人聪明，我认为：练书法使人聪明。怎么讲：
汉字是艺术，每一个字都有一个故事，里边包含很多哲学的
道理，其中之一就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的理念，从而
显示了汉字的精深、奥妙与博大。汉字以方的形式存在，在
方中得静，汉字在固定的方框中，写出对比、变化、平衡、
对称的关系，在静中求动、在动中求静，体现出动静相生的



哲学思想，抒发了作者的情感、思想和追求。在书法的变化
的过程中，锻炼了人的逻辑思维，增强了人是智慧，使人变
得聪明。

由于汉字具有的独特的结构，如果能把书法写好并非易事，
不但要有很好的技术，而且还要有很好的思想，技术是用时
间练出来的，思想是用知识积累出来的。但这还不够，书写
时还需要心静、没有杂念、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心烦意乱
是写不好书法的。

楷书书法教案初中篇四

新的学期开始了，我深深地为学生的学书法的热情所感动，
也为学生的畏难情绪、半途而废而忧虑，现在觉得有必要培
养学生学书法的良好习惯、意志品格。郭沫若同志曾经说
过“培养中小学生写好字，把字写得合乎规律，比较端正、
干净，容易认，这样养成习惯有好处。”现在的小学生决大
部分是独生子女，从小受家庭溺爱，养成了“小皇
帝”、“小公主”的性格，普遍具有娇气、懒散、任性、自
私、孤僻等缺点，同时他们心理素质较差，经不起挫折，遇
到困难往往畏缩不前信心不足。教师可在书法教育中通过有
意识的循循善诱，多谈心，多讲书法家小时侯刻苦学书的故
事，多讲有关书法的奇闻趣事，调动其积极性，展示其作业，
肯定其进步。运用鼓励其积极与他人切磋、交流等手段，逐
步督促、诱导其培养出吃苦耐劳、坚忍不拔、善始善终，乐
于和他人友好相处，注意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等好习惯。总之，
在书法教育中，通过正确的教育、诱导、鼓励、肯定等手段，
能够使学生克服枯燥单调的心态，潜心于书法练习。当小学
生处在心平气和，专心致志临写的状态之中，久而久之，在
培养专注学风的同时，他的心理特质会渐趋成熟、稳定，原
先可能存在的浮躁、马虎等缺点也会得到很好的纠正、克服，
从而有效地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坚强的意志品格。

从古人学习书法来看，古人作书以通身之精神赴之，每晨起，



令书童磨墨满砚池，以供一日挥洒，数十年如一日。如“智
永学书积年，秃笔入于翁，一翁皆容数石，后埋于地，
号“退笔冢”（尚书·故实）；明初书家宋克“社门染瀚，
日费千纸，逐以书名天下”；邓石如“每日昧爽起，研墨盈
盘，至夜墨尽，寒暑不缀”（包世臣〈〈艺舟双楫〉〉）。
古人能力学不倦，而后名世。今人学书也不能避此而另寻蹊
径的。

意志品格的产生巩固。而学校的兴趣小组的学生、教师、家
庭，由于种种原因，老师很难要求学生在量、质上保证。

楷书书法教案初中篇五

由楷书作基础、学习隶书难度比初学楷书时容易多了。但隶
书很多笔画写法跟楷书不同，甚至面目全常。需要师在教学
过程中特别提醒、示范，帮助学生积累、引导他们进行迁移
运用，以达到熟练运用、流畅书写。

在学生练习出现错误时，一定要及时指出、示范。同时时间
允许的情况下多给类似字加以积累、巩固。

最遗憾的是教室的多媒体已严重老化，无法借用、发挥它的
直观示范功效。有条件的`学校要多利用利用多媒体进行书法
教学，可以增加课堂容量，让学生在不断的视、听、动手、
理解、记忆中最大限度的、最有效率的、最有兴趣的去领悟
一堂课的精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