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幼儿木字教案(通用8篇)
小学教案的制定应该注重与学校的整体教育目标和教育改革
的要求相结合。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一年级教案范文，
供大家参考使用。

幼儿木字教案篇一

1掌握小横折弯钩、大横折弯钩的写法技巧，并将它们写美观。

2掌握不同方位的占格及写法，培养学生初步的书法鉴赏能力。

写法技巧、占格，并将它们写美观。

(大横折弯钩，折后行笔略左斜，到适当处再向右弯。)

1、“九”的写法：第二笔，折后行笔略左斜，紧靠竖中线。

2、“势”的写法：右上角的横折弯钩略斜。

1、临写、默写“染”、“九”、“旭”

2、自己找类似的字，练习书写。

（小横折弯钩，折后行笔向右下弯。）

1、“气”的写法：最后一笔，要右下弯，写舒展。

2、“筑”的写法：最后一笔右下弯少收紧，写匀称。

1、临写、默写“风”、“飞”、“凡”、“筑”

2、自己找类似的字，练习书写。



1、优秀作业展示。

2、问题点拨。

幼儿木字教案篇二

1.使学生掌握正确的坐姿、书写姿势。

2.掌握书写姿势、执笔姿势，会正确规范书写本课拼音内容。

3.培养学生对汉语拼音的书写兴趣。

会正确规范书写本课内容。

会正确规范书写本课内容。

同学们是新一年的学生，刚刚步入小学的大门，老师一定给
同学们讲了很多小学生的规范要求，谁来说一说，作为一名
小学生，我们上课时应遵守哪些规范？（引导学生说认真听
讲、积极回答问题）

1.学习正确写字姿势、执笔方法：

（1）写字姿势要求：头正、身直、肩平、臂开、足安。

（2）执笔方法：右手执笔，大拇指、食指、中指分别从三个
方向捏住离笔尖3厘米左右的笔杆下端。食指稍前，大拇指稍
后，中指在内侧抵住笔杆，无名指和小指依次自然地放在中
指的正文并向手心弯曲。笔杆倾斜地靠在虎口内，笔杆和纸
面的夹角约为45度，执笔要做到“指实掌虚：，就是手指握
笔要实，掌心要空，这样书写起来才能灵活运笔。

2.按上述要求做好写字姿势和执笔方法（教师巡视指导）



1.教学“a”：拼音“a”在书写时占拼音格子的中格，由两笔写成，
第一笔书写要圆润、流畅，第二笔要直。

2.教师示范书写，学生认真观察，独立练习书写，教师巡视
指导。

3.按照“a”的写法，完成“、e、u、、n、x”这些拼音的书写，这些
拼音的书写都是在中格书写，具体书写笔顺仔细观察书中提
示。

4.教学：“i”：拼音“i”在书写时占上中格，也是由两笔写成，第
一笔是“丨”，占中格，要直，第二笔是实心的圆点，在竖
的正上方书写。

5.教师示范书写，学生认真观察，独立练习书写，教师巡视
指导。

6.按照“i”的写法，完成“b、f、d、t、l、、h”这些拼音的书写，这
些拼音的书写都是在上中格，具体书写笔顺要仔细观察书中
提示。

7.教学“g”：拼音“g”的在书写时占中下格，也是由两笔写成，
这两笔书写都要圆润，第一笔的书写和“a”的第一笔书写的写
法相同。

8.教师示范书写，学生认真观察，独立练习书写，教师巡视
指导。

9.按照“g”的写法，完成“q”的书写，书写占中下格，具体书
写笔顺要仔细观察书中提示。

10.教学“”：“”是拼音教学里唯一一个占上中下格的拼音，
分两笔写成，教师范写，学生观察，独立完成书写。



教学反思：写字课对于孩子来说很枯燥，一年级的学生虽然
刚刚入学，但对拼音的书写并不陌生，所以本节课教学内容
完成很好，但是学生的写字姿势及执笔姿势要慢慢的去纠正，
在课堂练习写字过程中，也要经常提醒。看来纠正学生的书
写和执笔姿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幼儿木字教案篇三

1．激发学生愿意写字的兴趣。

2．熟读句子，用听读识字的方法认读7个生字；初步知道什
么是笔画、笔顺。

3．学法和习惯：学习用指读的方法听读识字。

读词语，认读7个生字。

初步了解关于笔画的知识。

1．观察书中图画：谁说说图上画的是什么？（老师在上语文
课，小学生在听讲。）

小朋友们在怎样听讲？（认真、专心等，启发学生说出不同
词语，同时进行说完整话的训练。）

2．想知道他们在学什么吗？丁丁也在那上课呢，瞧，他告诉
你们他们在学什么了。出示书上的六个词语。

1．谁能帮丁丁告诉大家他们在学什么？谁愿意带着大家读？

2．原来，他们在学写字、学笔画、学笔顺呢！

（1）板书汉字的5个基本笔画，说出名称。（横、竖、点、
撇、捺）



（2）老师书写，学生跟着书空。

（3）小结：汉字就是由笔画按一定顺序组成的，写字时要从
左到右，从上到下写，别忘了哟！”

3．丁丁当小老师教会了你们笔画和笔顺，谁还想当小老师教
大家读读这些？指名带读，学生跟读。

4．你们学得真认真，能自己读了吗？打开书第8页，自己指
读，看看谁的指读姿势最美。（学生自读）

5．同桌互相读：

（1）互相检查指读姿势；

（2）有不认识的字互相帮助。

（培养合作意识和指读习惯，渗透另一种识字方法——向别
人请教。）

6．全班齐读。你们真了不起，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读的这样好，
说明你们都能像丁丁和图中小朋友那样认真学习。

7．摘词游戏：学生上黑板摘一个自己认识或喜欢的词，大声
的读出来并带着大家读一遍，然后邀请小朋友做游戏。

8．游戏：

（1）对对碰：小朋友把字卡边读边摆，然后其中一个人说出
一个字，另一个小朋友找到这个字，两个同样的字组成一对。

（2）找朋友：在黑板上竖着摆好：“用、写、”两个字，让
学生从剩下的生字中给他们找朋友，即组成词语。

小朋友们，我们马上就要学写字了，老师希望每一名同学都



能把字写的特别漂亮，希望你们每上一节课都能有收获。

开火车读生字：

笔 皮 本 写 字 用 心

附：板书设计

学写字

铅笔 橡皮 田格本

写字 用心 很认真

笔 皮 本 写 字 用 心

幼儿木字教案篇四

全册教材分析

教材简析

九年义务教育山东省六年制小学《写字》课本是根据教育
部1997颁布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写字教学指导纲要
（试用）》和20xx年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试验稿）》编写的。

本册钢笔字书，要求学生进一步了解汉字的结构特点，写字
时做到字迹工整，行款整齐，有一定的速度。重视培养学生
的写字兴趣和审美能力，重视培养学生良好的写字习惯。

毛笔字第四册（临帖）要求学生学会正确临帖的方法，掌握
教材中楷体字基本的结字原理及要求。充分利用“米口格”
这一新的辅助格式，遵照每课“间架结构”的教学要求，合



理地安排各种点画，以端正、平稳为主要目的，认真
临“像”每一个例字，以加深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和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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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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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时安排：

一）钢笔字

结构练习

5课时

综合练习

1课时

二）毛笔字



临帖

10课时

写字课1

结构（一）

钢笔字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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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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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期我们的写字课和上学期一样，间周上钢笔字课和毛
笔字课。今天这节课我们先来上钢笔字课。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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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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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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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结构（二）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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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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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结构（三）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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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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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结构（四）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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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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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结构（五）

5教学内容：

学习钢笔字结构（五）

教学要求：

3、掌握“方正包围，扁款包围、品字形包围”构的字的写法。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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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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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综合练习

6教学内容：

综合练习

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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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笔字

1、间架结构

平正、横断

7教学内容

本课学习“平正”和“横断”两条楷字间架结构原则，每条
原则选择8个例字加以具体分析和说明。

教学目标

1、使学生了解“平正”和“横断”两条楷字间架结构原则的
具体要求。

2、正确临写例字。

教具准备

毛笔、水

教学过程

一、复习

复习正确的毛笔执笔姿势。

二、学习“平正”

间架结构原则

1、“平正”：所谓平正并不是强求每字的横画必须成水平状，



竖画必须笔直，而是要求每一个字应稳定在支点上勿失重心。

2、举例说明“平正”原则，范写

（1）“东”字外形呈上窄下宽之势。两横上长下短，上下对
准中心；竖钩在中心稍偏右处起笔，并与撇画起笔处对正、
笔直下垂。

（2）“南”字上窄下宽，左竖和横折钩构成字的主架。字要
写正，主笔是关键。

（3）“西”首横在“米口格”中既要居中，又要稍偏下，以
便将“西”字写成扁方形状。

（4）“北”字是左右结构，左窄右宽、左低右高，因而分布
竖和竖弯钩时要偏左，并保持相应的平行。

三、学习“横断”间架结构原则

1、“横断”：横断是指字的左右两边横画虽分离，但应相互
照应，保持平行，以求平正安定，不失重心。

2、举例说明“横断”原则，范写

（1）“韩”字左右结构，宽度均等，左边有五笔横画，右边
有三笔横画，左右的横画斜度相同；左右两边最下横虽然斜
度较大，但也是平行的；左右的竖笔也平行。

（2）“菲”字由上结构和下部的左、右两个结构组成。三个
从直线上分割来看，左右对称；“菲”字七横左低右高，角
度一致。

（3）“赞”字上部两个“先”的短横、长横都平行

（4）“鼎”字左右结构基本对称，笔画横平竖垂；横与横之



间的间距匀称，结构上紧下松。

四、学生练习临帖

2间架结构平分、三均

8教学目标：

使学生了解“平分”和“三均”两条间架结构原则的具体要
求，并以次为准则，正确临写例字。提高写字能力。

教学重、难点：

掌握原则，正确临写。

教学构思：

教师指导学生观察例字，了解原则，学生进行临写。

教学准备：

字帖、毛笔、墨

教学过程：

一、导言，揭示课题。

同学们，在上节课中，我们写出了毛笔字，有的同学写得不
错，这节课我们接着学习。

二、揭示内容：

这节课我们来学习“平分”和“三均”。

三、学习“平分”：



1．什么是“平分”？

左右平分的结构，如同两人并立，左右应均并向中心靠，尽
量避免宽阔。

2．如何达到“平分”？

采取化密为疏、化疏为密的方法，使结构疏密均衡，轻重相
当。

3．学生观察“鹑”字：这个字的结构有什么特点？

写字时要注意什么？

怎样做到“平分”？

4．学生独自观察：航、能、静、鞋等字。

找出每个字的特点，组成部分有什么特点？

如何做到“平分”？

5．学生进行临写两个字，教师巡视。

四、学习“三均”。

6．什么是“三均”？

指左中右三部分合成的字，中间部分要立正，左右务求匀称，
力争达到三体为一。

7．观察：“猕”字。

这个字是什么结构？



左中右怎样才能达到匀称？？

8．学生观察其他各字，怎样使字达到匀称？

9．临写：

学生独立观察剩余的字，找出特点，进行临写。

五、学生临写：

学生将剩余的每一个字，进行临写，教师巡视指导。

六、评议：

将自己临写的字进行展示，评出优秀的同学，进行表扬，并
找出他们的字好在哪里，向他们学习。

3间架结构

左上平

右下平

9教学目标：

使学生了解“左上平”和“右下平”两条间架结构原则的具
体要求，并以次为准则，正确临写例字。提高写字能力。

教学重、难点：

掌握原则，正确临写。

教学构思：

教师指导学生观察例字，了解原则，学生进行临写。



教学准备：

字帖、毛笔、墨

教学过程：

一、导言，揭示课题。

同学们，在上节课中，我们写出了毛笔字，有的同学写得不
错，这节课我们我们来学习两条楷体字的间架结构的原则。

二、揭示内容：

这节课我们来学习“左上平”和“右下平”。

三、学习“左上平”：

1．什么是“左上平”？

左右结构的字，，如果左小右大，右结构的重心要左移，与
左结构呼应，使左右平齐。

2．如何达到“平齐”？

在写字时，要处理字的大小结构大小不匀的情况。

3．学生观察“埠”字的“提土旁”：这个字的结构有什么特
点？

写字时，根据“左上平”的`原则，左边的结构应该在什么位
置？要注意什么？

4．学生独自观察：现、屿、野、勃等字。

找出每个字的特点，组成部分有什么特点？



据“左上平”的原则，怎样写？

5．学生进行临写两个字，教师巡视。

四、学习“右下平”。

1．什么是“右下平”？

指左右结构的字，如果左结构大、右结构小，应使小者较矮，
与左结构底部平齐。

2．观察：“趴”字。

这个字是什么结构？

左右怎样才能达到紧凑、平稳？

3．学生观察其他各字，怎样使字达到匀称？

4．临写：

学生独立观察剩余的字，找出特点，进行临写。

五、学生临写：

学生将剩余的每一个字，进行临写，教师巡视指导。

六、评议：

将自己临写的字进行展示，评出优秀的同学，进行表扬，鼓
励他们继续努力。

4间架结构

中正、竖断



10教学目标：

使学生了解“中正”和“竖断”两条楷体字间架结构原则的
具体要求，并以次为准则，，正确临写例字。举一反三，触
类旁通，提高应用能力。

教学重、难点：

掌握原则，正确临写。

教学构思：

教师指导学生观察例字，了解原则，学生进行临写。

教学准备：

字帖、毛笔、墨

教学过程：

一、导言，揭示课题。

我们上节课学习了两条楷体字的间架结构的原则，这节我们
接着学习。

二、揭示内容：

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中正”和“竖断”。

三、学习“中正”：

1．什么是“中正”？有什么要求？

要求字的中竖垂直写在正中，上点竖与下竖力求保持中正。



2．中正的原则是：让字平稳、端正。

3．上下结构的字，中间部分对准、对齐是写稳字的关键。

4．学生观察“京”字：

这个字的结构有什么特点？

写字时，根据“中正”的原则，应该注意什么？

5．学生独自观察：市、字、索、季等字。

找出每个字的特点，组成部分有什么特点？

据“中正”的原则，怎样写？

6．学生进行临写两个字，教师巡视。

四、学习“竖断”。

1．什么是“竖断”？

指汉字中的竖画，被笔画隔开时，保证垂直，以求平正，避
免偏斜。

2．分析：“卓”字。

这个字上下两竖被“日”字隔开，但笔画仍应上下对准垂直。

3．学生观察其他各字，寺、责等字，怎样使字平稳？

4．临写：

学生独立观察剩余的字，找出特点，进行临写。



提示：一定将字要写得平正，不歪斜。

五、学生临写：

学生将剩余的每一个字，进行临写，教师巡视指导。

六、评议：

将自己临写的字进行展示，看谁的字写的平稳、不歪斜。

评出优秀的同学，进行表扬，激励，不断努力。

5间架结构

二段

三段

11教学目标：

使学生了解“二段”和“三段”两条楷体字间架结构原则的
具体要求，并以次为准则，，正确临写例字。举一反三，触
类旁通，提高应用能力。

教学重、难点：

掌握原则，正确临写。

教学构思：

教师指导学生观察例字，了解原则，学生进行临写。

教学准备：

字帖、毛笔、纸、墨



教学过程：

一、导言，揭示课题。

我们已经学习了四条楷体字的间架结构的原则，这节我们接
着学习。

二、揭示内容：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二段”和“三段”。

三、学习“二段”：

1．什么是“二段”？有什么要求？

要求上下结构均分，比较上下的长短，稍加调整，力求上下
平稳。

2．指导学生观察“贾”字：

这个字的结构有什么特点？（上宽下窄）

写字时，根据“二段”的原则，应该使下部的“贝”不宜宽
阔，“西”要宽扁些。

3．学生独自观察：要、票、显、孟等字。

找出每个字的特点，组成部分有什么特点？

4．进行交流据“二段”的原则，怎样写？

5．学生进行临写两个字，教师巡视。

四、学习“三段”。

1．什么是“三段”？



指上中下三部分组成的字，根据字的变化，三个部分的重心
应对正。

2．分析：“蕉”字。

这个字笔画与上部等宽，下部略宽。

3．学生观察其他各字，葱、葛、莫，怎样使字平稳、端正？

4．临写：

学生独立观察剩余的字，找出特点，进行临写。

提示：一定将字要写得平稳。

五、学生临写：

学生将剩余的每一个字，进行临写，教师巡视指导。

六、评议：

将自己临写的字进行展示，看谁的字写得平稳、端正。

评出优秀的同学，进行表扬，激励。

6

间架结构

四面合抱

三面合抱

12教学目标：



使学生了解“四面合抱”和“三面合抱”两条楷体字间架结
构原则的具体要求，加深理解，并以次为准则，正确临写例
字。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提高应用能力。

教学重、难点：

掌握原则，正确临写。

教学构思：

教师指导学生观察例字，了解原则，学生进行临写。

教学准备：

字帖、毛笔、纸、墨

教学过程：

一、导言，揭示课题。

我们已经学习了一些楷体字的间架结构的原则，这节我们接
着学习。

二、揭示内容：

这节课我们来学习“四面合抱”和“三面合抱”。

三、学习“四面合抱”：

1．“四面合抱”指的是什么？有什么要求？

“四面合抱”也叫全包围。

书写外框时，根据内包的笔画决定外围的高低宽窄。



2．指导学生观察“目”字：

这个字的结构有什么特点？（呈长方形）

写字时，横平竖直，横细竖粗，笔画匀称。

内包两个横画空间距离相等。

3．学生进行临写“目”字。

4．学生独自观察：固、国、亩、奋等字。

找出每个字的特点，组成部分有什么特点？书写时应怎样安
排？

5．进行交流。

6．学生进行临写两个字，教师巡视。

四、学习“三面合抱”。

1．要求包围两边的笔画匀称，被包围的笔画放正，并向框架
内靠，内外相称。

2．分析：“同”字。

这个字呈长方形。外框笔画挺拔，内包稍靠上些分布笔画。

3．学生观察其他各字，怎样使字平稳、端正？

4．学生独立观察剩余的字，找出特点，进行临写。

提示：一定将字要写得平稳。

五、学生临写：



学生将剩余的每一个字，进行临写，教师巡视指导。

六、评优：

将自己临写的字进行展示，看谁的字写得平稳、端正。

评出优秀的同学，将作品上墙展示。

7间架结构

两面抱左

两面抱右

13教学目标：

使学生了解“两面抱左”和“两面抱右”两条楷体字间架结
构原则的具体要求，加深理解，并以次为准则，，正确临写
例字。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提高应用能力。

教学重、难点：

掌握原则，正确临写。

教学构思：

教师指导学生观察例字，了解原则，学生进行临写。

教学准备：

字帖、毛笔、纸、墨

教学过程：

一、导言，揭示课题。



同学们在写毛笔字中，掌握了不少的书写原则，今天我们再
来学习两条楷体的书写原则。

二、揭示内容：

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两面抱左”和“两面抱右”。

三、学习“两面抱左”：

1．“两面抱左”有什么要求？

书写时，根据内包笔画的多少决定外框的形状。

2．指导学生观察“司”字：

这个字的结构有什么特点？

写字时，横折钩的钩脚向字心挑出，笔势向左抱。

内包左边必须宽于边框。

3．学生进行临写“司”字。

4．学生独自观察：刁、习两字和“包、句”两字。

找出每个字的特点，书写时应怎样安排？

5．进行交流。

6．学生进行临写两个字，教师巡视。

四、学习“两面抱右”。

1．书写时有什么要求？



怎样使字内、外匀称？

2．分析：“后”字。

这个字结构重心右倾，右边稍宽与左撇对称。

3．学生观察：启、扉、历等字，怎样使字平稳、端正？

4．学生独立观察后，找出特点，进行临写。

提示：一定将字要写得平稳。

五、学生临写：

学生将剩余的每一个字，进行临写，教师巡视指导。

六、评优：

将自己临写的字进行展示，看谁的字写得平稳、端正。

评出优秀的同学，将作品上墙展示。

8间架结构

偏侧

偏右

14教学目标：

使学生了解“偏侧”和“偏右”两条楷体字间架结构原则的
具体要求，加深理解，并以次为准则，，正确临写例字。举
一反三，触类旁通，提高应用能力。

教学重、难点：



掌握原则，正确临写。

教学构思：

教师指导学生观察例字，了解原则，学生进行临写。

教学准备：

字帖、毛笔、纸、墨

教学过程：

一、导言，揭示课题。

同学们在写毛笔字中，掌握了不少的书写原则，运用得较好。
今天我们再来学习两条楷体的书写原则。

二、揭示内容：

这节课我们来学习“偏侧”和“偏右”。

三、学习“偏侧”：

1．“偏侧”有什么要求？

书写时，结构倾斜，要求斜中取正，上下照应。

2．指导学生观察“乒、乓”两字：

这个字的结构有什么特点？

写好这个字的关键是写好哪一笔呢？

（处理好下部的撇、捺点）



3．教师示范，学生观察。

4．学生进行临写“乒、乓”两字。

4．学生独自观察：乡、庐、岁等字。

找出每个字的特点，书写时应怎样安排？

5．进行交流。

6．学生进行临写两个字，教师巡视。

四、学习“偏右”。

1．书写时有什么要求？

怎样使字保持平衡？

2．分析：“屋、屏、肩”字。

这些字左上结构偏左，右下结构必须偏右，并使右边宽与左
上结构。

3．学生观察：庞、劣、名等字，怎样使字平稳、端正？

4．学生独立观察后，找出特点，进行临写。

五、学生临写：

学生将剩余的每一个字，进行临写，教师巡视指导。

六、评优：

将自己临写的字进行展示，看谁的字写得平稳、端正。



评出优秀的同学，将作品上墙展示。

9间架结构

天覆、地载

15教学目标：

使学生了解“天覆”和“地载”两条楷体字间架结构原则的
具体要求，加深理解，并以次为准则，，正确临写例字。举
一反三，触类旁通，提高应用能力。

教学重、难点：

掌握原则，正确临写。

教学构思：

教师指导学生观察例字，了解原则，学生进行临写。

教学准备：

字帖、毛笔、纸、墨

教学过程：

一、导言，揭示课题。

同学们在写毛笔字中，掌握了不少的书写原则，运用得较好。
今天我们再来学习两条楷体的书写原则。

二、板书内容：

这节课我们来学习“天覆”和“地载”。



三、学习“天覆”：

1．“天覆”指什么结构的字？有什么要求？

指“上广下狭”的字，书写时，须上宽，如戴帽，左右对称，
盖住下部。

2．指导学生观察“念”字：

这个字的结构有什么特点？

写好这个字的关键是什么？如何对称安置？

3．教师示范，学生观察。

4．学生进行临写“念”字。

4．学生独自观察：夸、苗、室等字。

找出每个字的特点，书写时应怎样安排？

5．进行交流。

6．学生进行临写两个字，教师巡视。

四、学习“地载”。

1．指什么结构的字？书写时有什么要求？

怎样使字保持平衡？

2．分析：“盆”字。

这个字“下广上狭”。书写时，应上窄下宽，力求稳定。



3．学生观察：歪、至、黑、等字，怎样使字平稳、端正？

4．学生独立观察后，找出特点，进行临写。

五、学生临写：

学生将剩余的每一个字，进行临写，教师巡视指导。

六、评优：

将自己临写的字进行展示，看谁的字写得平稳、端正。

评出优秀的同学，将作品上墙展示。

10间架结构

俯仰勾

承上

16教学目标

：使学生了解“俯仰勾”和“承上”两条楷体字间架结构原
则的具体要求，加深理解，并以次为准则，，正确临写例字。
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提高应用能力。

教学重、难点：

掌握原则，正确临写。

教学构思：

教师指导学生观察例字，了解原则，学生进行临写。

教学准备：



字帖、毛笔、纸、墨

教学过程：

一、导言，揭示课题。

同学们在写毛笔字中，掌握了不少的书写原则，运用得较好。
今天我们再来学习两条楷体的书写原则。

二、板书内容：

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俯仰勾”和“承上”。

三、学习“俯仰勾”：

1．“俯仰勾”指什么结构的字？有什么要求？

指“上盖”和“下腕”钩脚相对应时的书写技巧和要求。

“上盖”要挺拔有力。

“下腕”竖弯钩要宽大、圆浑。

2．指导学生观察“冠”字：

这个字的结构有什么特点？

写好这个字的关键是什么？如何安置笔画？

3．教师示范，学生观察。

4．学生进行临写“冠”字。

4．学生独自观察：完、宅、究等字。



找出每个字的特点，书写时应怎样安排？

5．进行交流。

6．学生进行临写两个字，教师巡视。

四、学习“承上”。

1．指什么结构的字？书写时有什么要求？

怎样使字保持平衡？

2．分析：“义”字。

这个字只有三个笔画构成。书写时，撇、捺相交点要对正上
点的重心，保持全字上下稳定。

3．学生观察：父、交、支等字，怎样使字平稳、端正？

4．学生独立观察后，找出特点，进行临写。

五、学生临写：

学生将剩余的每一个字，进行临写，教师巡视指导。

六、评优：

将自己临写的字进行展示，看谁的字写得平稳、端正。

评出优秀的同学，将作品上墙展示

幼儿木字教案篇五

1、了解书法章法布局的知识。



2、赏析不同书法章法布局之美。

3、尝试创作完整的书法作品。

一、导入

1、提问“什么叫章法？” 写字的时候，无论是造句、写文
章，还是写书法作品，都得有个规矩，有个讲究，或者说有
个大家公认的规律，这就是章法。

2、讲述：我们在上个学期已经提到了字距和行距，这种间距
是人们在多年的书写习惯中形成的，我们不要轻易去改变。
我们今天练习的硬笔字属于楷书，一般是字距小，行距大，
我们做作业和写信时都是这样。将来学了别的字体会发现，
间距会发生变化。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书法作品的章法。

二、教学过程

（一）了解书法作品的格式。

出示课件：一般有长方形的，竖的比较宽的叫中堂，细长的
叫条幅；横的不是很长的叫横批，比较长的叫手卷；四方的
叫斗方；此外还有扇面、册页等等，非常丰富。

（二）出示作品，让学生欣赏。

1、出示李白的《静夜思》，分横、竖两种方式。

2、让学生观察，谈感受。

3、明确传统书法的惯例是从右往左写，而且是写竖行。

4、汇报交流课前查阅到的有关其他章法的资料。

（三）出示书法作品，明确要求。



1、提问：一件成功的作品，根据你的学习经验，你觉得在章
法上要注意哪些方面？

2、归纳：一件成功的作品不仅字要写得好，字与字之间还要
互相呼应，在书法上叫行气，这也是章法里一项很重要的内
容。

3、出示书法作品苏士澍的题字。

4、学生欣赏，谈感受。

5、明确完整的书法作品还要有落款和钤印。

三、总结

本节课的内容。

四、作业

以李白的《静夜思》为内容，自主创作一帧书法作品。

幼儿木字教案篇六

1．初步掌握四点、心字底这两个偏旁的书写要领。

2．了解带有这两个偏旁的字的一般书写规律。

3．写好“点”、“志”、“杰”、“羔”、“然”、“忍”、
“忠”、“态”，写得正确、端正、比例恰当。

1．复习前课内容。

出示“攻、软”两个字，让学生说说写好这两个字要注意什
么？然而在桌上书空练习及在纸上练一练。



2．新课指导。

出示四点、心字底例字，或教师黑板上放大示范书写，引导
学生观察。要求：仔细观察每一笔书写的位置和相同笔画出
现的变化。

教师要让学生知道四点、心字底都作字底，书写时要尽可能
写扁，并成上收下放聚散状。

3．书写指导。

（1）“写写偏旁”。通过练习初步掌握这两个偏旁的书写要
领。

四点：四点排列要均匀，外面两点稍长，中间两点稍短，上
下呈聚散状。

心字底：心字底三点分别为左点、挑点、右点，卧钩应向左
上出钩，以平均分割上部空间。因为如向上出钩，字中宫空
间就大，字形就松散。教师可向学生渗透“字宜中宫收紧”
这一审美规律。可以人体身材苗条应收腰来作比，颇形象逼
真。

（2）“小博士信箱”。本节的关键词是：“变化与呼应”。

字要写得清楚、端正、整洁，在此基础上还应有个“生动”
的要求，具体书写时就主要体现在“变化与呼应”上，只要
注意变化和呼应，字就会生动起来。

“变化”是自然的变化，是在笔画的形状和出势上的变化。
如本课的重点就是点的变化，如四点底四点从左到右依次为
左点、竖点、竖点、右点呈聚散状排列。心字底三点从左到
右依次为左点、挑点、右点。这些点均以自然的笔势呼应。
对于“呼应”的引导，教师可以人与人之间目光对视来启发。



4、例字指导

“点”，成三角形，竖居口部上方正中，短横写在竖的中间，
下部四点向左右呈放射状。

“志”，上下结构，上小下大。

“杰”，上下结构，上收下放，“木”部改捺为点，以收缩
字形。

“羔”，上下结构，呈梯形，短竖居正中。

“然”，上下结构，上部呈左右两个长方形，紧紧靠在一起，
“犬”部改捺为点，整字呈上收下放状。

“忍”，上下结构，呈梯形。“刃”部撇从横折之横中间处
出，以左点平衡字形。

“忠”，上下结构，上紧下松，竖居正中，心字底舒展。

“态”，上下结构，“太”部改捺为点，并注意两点的变化，
心字底舒展。

幼儿木字教案篇七

1、体会文中冬冬后来说话的含义，体会怎样才能写好字，培
养良好的写字习惯。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积累相关词语。

3、认识10个生字、1个部首、会写6个生字。

4、唤起表达欲望，主动表达自己的想法。

教学重点：



1、认识10个要求会认的字，会写6个要求会写的字。

2、让学生明白怎样才能写好字，激起学生养成良好书写习惯
的欲望。

一、问题导入，激发学习情趣

1、有一个叫冬冬的小朋友练习写字，可是怎么也写不好。后
来，他终于能写出好看的写了，大家想知道为什么吗？今天
我们就来学习一篇小短文《冬冬写字》。

2、出示课题《冬冬写字》。

3、领读课题，强调第二个“冬”字读轻声。

4、读到《冬冬写字》这个题目时，你想到了什么？老师想到
了跟大家刚入学时写的字相比，现在大家写的字真是有了很
大的进步！

5、出示作业比较。

6、大家入学已经很长时间了，每个人写都有了进步。大家想
知道冬冬是怎么写好字的吗？接下来就请大家带着这个问题
听老师读课文，边听边把自己不认识的字找出来。

二、朗读课文，体会课文表达的意思，随文学字。

1、学生自由朗读课文、学生个别读。

2、指导学生读出重音。

3、朗读第一段，找出冬冬说话的句子。

4、大家是怎么找到的？有什么窍门吗？



5、原来窍门就是小小的引号。

6、读完了第一自然段，你能找出冬冬认为自己写不好字的原
因吗？

7、朗读第二段，这回冬冬找到自己写不好字的真正原因了吗？
是什么？后来他为什么能写好字了呢？ 引导学生结合课文回
答问题，并引导学生把问题回答完整：因为姐姐教了他正确
的姿势，从此他改掉了以前的坏毛病，所以他写的字越来越
漂亮了。

8、讨论：你认为怎样才能把字写漂亮呢？ 姿势正确：要做到
“三个一” 写字要认真。

三、练习

1、小组比赛分角色朗读课文。

2、填量词练习。

3、补充成语练习。

4、形近字组词。

第二课时

一、复习

1、认读生字卡片。

2、有感情朗读课文。

二、指导书写

1、复习部首，书写“对”字。



2、指导书写“样、认、体”这几个左右结构的字，总结出左
窄右大特点。

3、教会学生一个新部首，指导书写“笔”字，注意上小下大
的特点。

4、指导书写半包围结构的“道”字。

三、练习

2、读一读，写一写。照样子书写，要求正确、美观。

3、写一写。把刚入学时写的字和现在的字比一比，通过变化
感受自己在学习上收获的进步，激发学生进一步努力学习的
欲望，培养学生的自信心。

四、课后作业

1、书写要求会写的字。

2、准备写好比赛的作品。

幼儿木字教案篇八

教学内容：

学习“海 绿 钱”

教学目标：

1.学会认真读贴，分析字型特点，学习临贴方法。

2.培养良好的写字习惯。

教学重难点：



钱和绿的书写。

教学过程：

一、引入课题，明确要求。

1.师生问好，检查上课的准备情况。

2.引入课题，教师板书课题。

二、学习新课。

1.出示范字：海 绿 钱

2.观察这些字的字形特点。

3.教师小结并板书

（1）点斜右下，中点稍左，提斜右上，距离相等，左窄右宽。

（2）撇折尾尖，两笔靠紧，提略靠紧，中横较长，左窄右宽。

（3）直撇斜左，横起撇中，横距相等，竖提穿横中，左窄右
宽。

三、书写实践与练习指导

1.教师范写，强调笔画书写方法。

2.巡视辅导学生练习书写（强调双姿）

四、教学评价。

1.指导自我评价。



2.检查学生书写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