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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同学：

　　你手中的这套教材适用于小学三年级至六年级毛笔书法学习。

　　在学习过程中，你能够正确掌握毛笔的执笔要领、书写姿势

和书写技能，写出一手优雅美观的毛笔楷体字；可以初步感受书

法艺术之美，从而增强书法学习的兴趣；能够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

逐步将毛笔的书写技能运用到日常学习和生活之中。与此同时，

你还将通过欣赏名家书法作品，初识篆、隶、草、楷、行五种字体，

了解字体的大致演变过程，初步感受汉字的形体美和内在美。

　　为实现这些目标，教材中设置了“书写指导”“书写例字”“学

习活动”“知识链接”等小栏目，希望你通过这些栏目活动，认认真真

地写好汉字，有效地提高毛笔书写的能力，循序渐进地了解汉字

和书法的丰富内涵及文化价值，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

　　本套教材选用的毛笔楷书例字，多数出自柳公权的《玄秘塔

碑》，也有少数出自柳公权的《神策军碑》，努力做到例字风格

的一致性。本套教材还介绍了一些其他经典楷书碑帖，为大家进

一步学好楷书奠定基础，为有兴趣练习其他书

体的同学提供帮助。

　　本册集中安排了“点”的形态变化的书写

指导与练习，同时穿插了楷书名帖赏析等知识

内容。　　

　　如果你能坚持每节书法课都认真练字，并

且多欣赏、多读书、多应用，相信你一定会在

书法学习上有不小的收获！



目 录
四年级　下册

第一单元  笔画形态变化（二）

第二单元  笔画形态变化（三）

第  1  课 长点 …………………………………………………  2

第  2  课 提点 …………………………………………………  4

第  3  课 竖点 …………………………………………………  6

第  4  课 左右点 ………………………………………………  8

第  5  课 相向点（一） ………………………………………10

第  6  课 相向点（二） ………………………………………12

第  7  课 综合练习 ……………………………………………14

第  8  课 集字练习 ……………………………………………16

第  9  课 相背点 ………………………………………………18

第 10 课 顺向点 ………………………………………………20

第 11 课 横四点 ………………………………………………22

第 12 课 合三点 ………………………………………………24

第 13 课 上下点 ………………………………………………26

第 14 课 两对点 ………………………………………………28

第 15 课 综合练习 ……………………………………………30

第 16 课 集字练习 ……………………………………………32

练习页 …………………………………………………………35

书 法 练 习 指 导

出　　版：河北美术出版社（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

发　　行：河北省新华书店               

邮　　编：050071

电　　话：0311-85915057　85915046（传真）

制　　版：河北省石家庄市翰墨文化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河北新华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毫米 × 1092毫米    1/16

印　　张：5

印　　数：682,001 - 1,126,000

版　　次：2016年2月第１版       

印　　次：2018年12月第４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310-5530-3  

定    价：5.20元 

冀价管［2018］57号　   　冀价审［2019］005088　   　全国价格举报电话：12358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北新华联合印刷有限公司联系调换。

公司地址：石家庄市装备制造基地南车路7号　电话：0311-85538083　邮编：051430

邮购电话：400-707-5816　0311-66720366

版权所有·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违者必究

主　编：于茂阳
副主编：王　凯　刘军强　史忠平
编　者：方晓东　韩文贵　胡京武　刘军肖　
　　　　陈荣娥　谭秀锦　张建萍　
　　　　
策　　划：刘金凯　张基春
责任编辑：王素芝　郑亚萍
责任校对：刘燕君　曹玖涛
摄　　影：郭　睿

义务教育三至六年级

书法练习指导（实验）　四年级　下册

于茂阳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义务教育三至六年级书法练习指导 : 实验 .四年级 .

下册 ／ 于茂阳主编 . -- 石家庄 : 河北美术出版社 , 

2016.2（2018.12 重印）

　　ISBN  978-7-5310-5530-3

  　Ⅰ. ①义… Ⅱ. ①于… Ⅲ. ①书法课—小学—教材

Ⅳ . ① G624.7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84835 号



书 法 练 习 指 导

书写例字

32

学习书法，一定要选择经典的碑帖作品作为临摹的范本。经典碑帖作

品是汉字和书法发展史上的优秀范本。只有这类作品，才能正确引导我们

步入中国书法这座传统文化的殿堂。

小
提
示

在学习过程中，本套教材将陆续讲解一些古代的经典碑帖

知识，为同学们选帖、用帖提供参考。

神策军碑（局部）  唐　柳公权 三门记（局部）  元　赵孟

知 识 链 接

【
释
文
】
我
国
家
诞

　
　
　
　

受
天
命
奄

　
　
　
　

宅
区
夏
二

【
释
文
】
（
画
线
部
分
）

　
　
　
　

几
何
时
悉
更
其
旧
翚
（

）

　
　
　
　

飞
丹
栱
（

）
檐
牙
高
矗
于

长   点

笔画形态变化（二）第一单元

��
��

1. 顺锋起笔；

2. 向右下按笔；

3. 回锋收笔。

第1课

31 2

以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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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例字

54

《 化 度 寺 碑》，

全称《化度寺故僧邕

（yōng）禅师舍利塔

铭》。唐代碑刻。正

书。全文共 35 行，满

行 33 字。

贞 观 五 年（631

年），邕禅师圆寂，

建舍利塔，由李百药

撰文、欧阳询书写铭

文刻于碑上，立在洛

阳化度寺。
化
度
寺
碑
（
局
部
）  

唐　

欧
阳
询

【
释
文
】
（
画
线
部
分
）

　
　
　
　

师
者
矣
禅
师
俗
姓
郭
氏
太

　
　
　
　

原
介
休
人
昔
有
周
氏
积
德

欣 赏 经 典 碑 帖

小
提
示

“ 欧 体” 书 法
用笔以方笔为主，
方圆兼济。笔画细
瘦，不失圆润，钩
挑等笔画一般顺势
挑出，不作回势。

笔画形态变化（二）第一单元

1. 顺锋起笔，顺势向右下行笔；

2. 顿笔向上回锋；

3. 向右上提笔挑出。

提   点第 2课

��
��

31 2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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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例字

76

《九成宫醴（lǐ）
泉铭》于唐贞观六年

（632 年）由魏徵撰

文、欧阳询书写后刻

石 而 成， 记 述 了 唐

太 宗 于 九 成 宫 内 避

暑 时 发 现 甘 泉 喷 涌

之事。碑文为正书，

碑额为篆书。全文共

24 行，满行 49 字。

因其碑文清晰，拓本

精良，历来被奉为书

法临习的范本。

“欧体”字结构
横画左低右高，字
体左收右放，体势
竖 长， 内 紧 外 松，
多将竖画上下伸长
以造势。

九
成
宫
醴
泉
铭
（
局
部
）  

唐　

欧
阳
询

【
释
文
】
（
画
线
部
分
）

　
　
　
　

始
以
武
功
壹
海

　
　
　
　

内
终
以
文
德
怀

欣 赏 经 典 碑 帖

小
提
示

1. 逆锋左上起笔；

2. 向右下顿笔；

3. 转锋向下行笔，回锋收笔。

��
��

竖   点

第一单元

第 3课

笔画形态变化（二）

31 2

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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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例字

98

褚遂良是唐朝初期的

著名书法家，《雁塔圣教序》

是他 58 岁时书写的正书作

品，分序、记两通碑刻。

一通是《大唐三藏圣教序》，

唐太宗李世民撰文；另一

通是《述三藏圣教序记》，

唐高宗李治撰文。两通碑

分立于陕西西安大雁塔塔

门东西两侧。

小
提
示

雁塔圣教序（局部）  唐　褚遂良

“褚体”的基本笔
画多弧势用笔，使原来
横平竖直的笔画，增加
了柔和婉转的特征。《雁
塔圣教序》的笔画纤细
而俊秀，即使是复杂的
波折转笔，也写得一丝
不苟，毫无缺憾。

【
释
文
】
（
画
线
部
分
）

　
　
　
　

盖
闻
二
仪
有
象
显

　
　
　
　

覆
载
以
含
生
四
时

欣 赏 经 典 碑 帖

左 右 点

笔画形态变化（二）第一单元

��
��

1. 顺锋起笔，向左下方
    按笔；

2. 回锋收笔；

3. 提笔到右侧顺锋落笔，
    向右下方按笔；

4. 回锋收笔。

第4课

◎在有的字中，其中一点会写成方点。

1 2

3 4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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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例字

1110

大
字
阴
符
经
（
局
部
）　

唐　

（
传
）
褚
遂
良

《大字阴符经》为纸

本墨迹，传为褚遂良书，

共 461 字。《大字阴符经》

和《雁塔圣教序》风格

相似，笔势纵横清晰，

天趣自然。该帖字形为

大楷，字体中部收紧，

外围伸张，各个笔画俯

仰顾盼，飘逸多姿。

【
释
文
】
动
其
机
万
化　

安
人
知
其
神　

之
神
不
知
其

欣 赏 经 典 碑 帖

小
提
示

《大字阴符经》中最

多的字是“之”字，有 27

个，超过《兰亭序》中 20

个“之”字的数目。这些

“之”字的笔画各不相同，

同学们可仔细欣赏比较。

相向点（一）

笔画形态变化（二）第一单元

��
��

1. 逆锋起笔，折锋向左

　后转笔下按；

2. 回锋收笔；

3. 提笔到右侧逆锋起

　笔，折锋向右，再

　折向右下顿笔；

4. 用力向左下撇出。

第5课

1 2

3 4

义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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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例字

1312

《多宝塔碑》是颜真

卿 44 岁时书写的楷书代

表作品，全称《大唐西京

千 福 寺 多 宝 佛 塔 感 应 碑

文》，亦称《多宝塔感应

碑》。唐天宝十一年（752

年）刻立。该碑碑文 34 行，

满行 66 字。今存于陕西

西安碑林博物馆。

【
释
文
】
（
画
线
部
分
）

　
　
　
　

法
号
楚
金
姓
程
广
平
人

　
　
　
　

也
祖
父
并
信
著
释
门
庆

多
宝
塔
碑
（
局
部
）   

唐　

颜
真
卿

欣 赏 经 典 碑 帖

小
提
示

《多宝塔碑》用笔
以中锋为主，起笔和收
笔时下按顿笔明显，尤
其在横画中表现最为突
出。撇画写得较轻细，
捺画写得粗壮有力。字
形整齐匀称，方正饱满。

��
��

1. 逆锋起笔，折锋向左

    后转笔下按；

2. 向上回锋后挑出；

3. 提笔到右侧逆锋起

   笔，折锋向右后向

   右下顿笔；

4. 回锋收笔。

笔画形态变化（二）第一单元

相向点（二）第6课

◎在有的字中，左点为露锋起笔。

1 2

3 4

恩 欲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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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4

知 识 链 接

我们写字都是从左向右书写，而古人写字则是从上到下、从右

向左书写。古人这样写的原因大致有二：第一，在发明纸以前，古

人将字写在竹片或木片上，而竹片和木片都是窄长形的，写字时自

上而下就很方便；第二，古人写字都是左手拿单竹片或木片，右手

拿笔写字，写完后再串连成册，由左手排列竹片，这样从右向左比

较方便。古人看卷册的时候也与现在不同，他们用右手拿卷册的首

端，用左手把卷册展开以便观看。

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出土的
居延东汉简（局部）

湖北省云梦出土的
    睡虎地秦简（局部）

【
释
文
】
慎
谨
坚
固
毋
喜
富

           　

老
弱
独
转
宽
以
治
之

          　

 

凡
戾
（
）
人
表
以
身
民
将
望
表
以

          　

 

戾
真
表
若
不
正

【
释
文
】
以
实
臧
五
百
以
上
辞
已
定
满
三
日
而

           　

不
更
言
请
者
以
辞
所
出
入
罪

           　

反
罪
之
律
辨
告
乃

      

小
提
示

在古代，用来写字的竹片称简，木片称札（ ）或牍（ ），

后统称为简，现在一般都叫竹简。竹简是我国历史上使用时间

最长的书写材料（战国至魏晋时代），也是纸普及使用之前主

要的书写材料。竹简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笔画形态变化（二）第一单元

综合练习第7课

巩 固 练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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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6

练习书法，一定要养成讲究卫生、爱护用具的好习惯。课程结束时，

要做到双手干净、桌面干净、纸面干净、用具干净、地面干净等。

看一看，你的双手干净吗？

你的毛笔洗了吗？

你的练习纸上有没有多余的墨点，是否干净？

你的桌子上是否有墨迹？

你的脚下有没有废纸或者滴下的墨汁？

…………

让我们共同创造一个整洁的学习环境吧！

习 惯 养 成

还记得我们学过的对书写习惯的要求吗？你是不是按照要求来使用你

的书写用具的呢？

小
提
示

1. 桌子上最好铺上毛毡或者纸垫，防止墨汁洇到桌面上。

2. 书写时将练习纸置于身体正前方，用镇纸等物压住纸不使其移动；

墨汁要置于桌面的右上角，方便蘸墨。不写字时，毛笔要搁在笔架上，

防止滚落。

3. 蘸墨要适量，防止墨汁过饱而滴落下来。

4. 书写结束后应立刻清洗毛笔、砚台等用具，废水应按照老师的要

求倒入废水池或指定地点。

第一单元

集字练习

同学们试着写写“持之有故”这几个字吧！

第8课

笔画形态变化（二）

持 之 有 故， 就

是所持的见解或主张

有一定的根据。古代

书法家在长期的练习

和研究过程中，总结

了大量的书写技巧和

书法理论，我们在书

法练习过程中，应从

中汲取经验，做到有

根有据。

集柳公权字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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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例字

1918

《颜勤礼碑》，全

称《唐故秘书省著作郎

夔（ ）州都督府长史

上护军颜君神道碑》，

是颜真卿 71 岁时为其曾

祖父颜勤礼书写的碑文，

自署立于唐大历十四年

（779 年）。碑文四面

环刻，共计 1667 个字。

今存于陕西西安碑林博

物馆。 颜
勤
礼
碑
（
局
部
）   

唐　

颜
真
卿

【
释
文
】
于
蛮
泉
明
孝　

义
有
吏
道
父　

开
土
门
佐
其

欣 赏 经 典 碑 帖

小
提
示

《颜勤礼碑》用笔
横细竖粗，藏头护尾，
竖画取“相向”之势，
捺 画 粗 壮 且 如 雁 尾 分
叉，钩如鸟嘴。结字内
松外紧，显得宽疏圆满。

笔画形态变化（三）第二单元

相 背 点第9课

��
��

1. 逆锋起笔，折锋向右

　下方顿笔；

2. 转锋向左下撇出；

3. 提笔到右侧逆锋起笔，

　折锋向右后向右下顿笔；

4. 回锋收笔。

1 2

3 4

与异其



书 法 练 习 指 导

书写例字

2120

《玄秘塔碑》系柳公权 64 岁时

所书，唐会昌元年（841 年）立，是

其书法成熟时期的代表作。该碑文共

28 行，满行 54 字。今存于陕西西安

碑林博物馆。

“柳体”用笔以方笔为
主，方圆兼备。强调起笔、
收笔与转折处的顿按，呈明
显的隆起结节。

方笔

圆笔

玄秘塔碑（局部）   唐    柳公权

【
释
文
】
（
画
线
部
分
）

　
　
　
　

出
入
禁
中
与
儒

　
　
　
　

道
议
论
赐
紫
方
袍

欣 赏 经 典 碑 帖

笔画形态变化（三）第二单元

顺 向 点第10课

��
��

1. 逆锋起笔，折锋向右

　下方顿笔；

2. 回锋向上后向左撇出；

3. 提笔到右侧逆锋起笔，

　折锋向右后向右下顿笔；

4. 回锋收笔。

1 2

3 4

并 俗公



书 法 练 习 指 导

书写例字

2322

《神策军碑》是柳公

权 66 岁时所书，书法结

构严整、平稳匀称。《神

策军碑》写得相对含蓄

内敛，锋芒不及《玄秘

塔碑》，但苍劲凝重，

气势开阔，同样是学习

“柳体”楷书不可多得

的经典范本。同学们可

以将两者对比进行临习。

神策军碑（局部）   唐　柳公权

小
提
示

本 套 教 材 所 选

用的例字主要出自

柳公权的《玄秘塔

碑》， 部 分 出 自 柳

公权的《神策军碑》。

“柳体”结字内紧
外松，字形偏瘦长。

【
释
文
】
皇
帝
巡
幸
左　

神
策
军
纪
圣　

德
碑
并
序
我　

国
家
诞
受
天　

欣 赏 经 典 碑 帖

笔画形态变化（三）第二单元

横 四 点第11课

��
��

1. 顺锋起笔，向左下
　按笔后回锋收笔；

2. 提笔右移逆锋起笔，
　折锋向左后转锋向
　下行笔，回锋收笔；

3. 提笔右移逆锋起笔，
　折锋向右后转锋向
　右下行笔，回锋收笔；   

4. 提笔右移顺锋起笔，
　向右下顿笔，回锋
　收笔。

◎在有的字中，第二点与第三点写法相同。

1 2

3 4

为鱼 然



书 法 练 习 指 导

书写例字

2524

《三门记》

全称《玄妙观

重修三门记》，

书于元大德七

年（1303 年），

共 600 多 字，

是 赵 孟 楷

书的代表作之

一。今有纸本

墨迹收藏于日

本东京国立博

物馆。

“ 赵 体” 起 收
动作简洁，用笔圆
润秀美而不失稳健
有力。

三
门
记
（
局
部
）   

元　

赵
孟

【
释
文
】
（
画
线
部
分
）

　
　
　
　

天
地
阖
（

）
辟
运
乎
鸿
枢

　
　
　
　

而
乾
坤
为
之
户
日
月

　
　
　
　

出
入
经
乎
黄
道
而
卯

欣 赏 经 典 碑 帖

小
提
示

笔画形态变化（三）第二单元

合 三 点第12课

��
��

1. 顺锋起笔，转锋向右下按笔，回锋向左上收笔；

2. 提笔到右侧顺锋起笔，转锋向右下按笔，回锋向左上收笔；

3. 提笔到右侧逆锋起笔，折锋向右，再折向右下顿笔，再用力
　向左下撇出。

◎在有的字中，合三点的写法可能会稍有变化。

31 2

将彩



书 法 练 习 指 导

书写例字

2726

《妙严寺记》全

称《湖州妙严寺记》，

今有纸本墨迹收藏于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

术馆。

楷中带行是赵孟

楷书的特点。提按

顿挫在他的书法中已

经不太突出，代之为

前后笔画之间明显的

呼应连带，使得通篇

书法圆厚而不乏灵动

之美。

欣 赏 经 典 碑 帖

妙
严
寺
记
（
局
部
）   

元　

赵
孟

【
释
文
】
（
画
线
部
分
）

　
　
　
　

道
俱
功
侔
（

）
造
化
超

　
　
　
　

有
无
其
不
尔
者
胡

��
��

1. 逆锋起笔，折锋向右下方顿笔，
　回锋向上后向左撇出（有的笔
　画只作回锋）；

2. 提笔到下侧顺锋起笔，转锋向右
　下按笔，回锋向左上收笔。

笔画形态变化（三）第二单元

上 下 点第13课

◎在有的字中，上点写为圆点。

1

2

於



书 法 练 习 指 导

书写例字

2928

你知道“雨”字最早的写法吗？

“雨”字在甲骨文中写作“   ”，像雨点从天上落下来的样子。

下面是不同书法家写的“雨”字，好看吗？

知 识 链 接

柳公权书 欧阳询书 颜真卿书 赵孟　书

1. 顺锋起笔，转锋向右
　下按笔，回锋向左上
　收笔；

2. 提笔到下侧顺锋起笔，
　顺势向右下按笔，向
　上回锋后向右上提笔
　挑出；

3. 提笔到右侧逆锋起笔，
　折锋向右，然后折向右
　下顿笔，再用力向左下
　撇出；

4. 提笔到下侧顺锋起笔，
　转锋向右下按笔，回锋
　向左上收笔。

笔画形态变化（三）第二单元

两 对 点第14课

��
��

1 2

3 4

雨露泰



书 法 练 习 指 导

3130

从 东 汉 灵 帝 熹

（ ）平年间开始，

书法家蔡邕（ ）

等人将《鲁诗》《尚

书》《周易》《春秋》

《公羊传》《仪礼》《论

语》等儒学七经共刻

46 石 碑， 立 在 太 学

（传授儒家经典的最

高学府）门前，被称

为“熹平石经”。原

碑几经动乱，早已无

存。太学遗址在今河

南偃师朱家圪垱（  

）村，宋代以来

常 有 残 石 出 土。 其

字 体 方 正， 结 构 谨

严，是当 时 通 行 的

标 准 字 体 。 熹平石经（残石拓片）

集柳公权字　【释文】事在人为

读一读　练一练

知 识 链 接
第二单元

综合练习第15课

巩 固 练 习

笔画形态变化（三）



书 法 练 习 指 导

3332

同学们，你们拓印过纪念币上的图案吗？

将一张软一点儿的纸覆

盖在一枚纪念币上，用铅笔

的笔尖倾斜着在纸上来回地

涂抹，纪念币的图案就会清

晰地显现出来。

古人学习书法，由于没

有现在的印刷技术，很难

得到像我们现在这样印刷

精美的临摹范本。他们采

用的是一种拓碑的方法，

将优秀的碑刻制作成拓片

保存起来，供学习和研究

使用，就类似于我们拓印

纪念币图案。

纪念币的拓印图案

等慈寺碑（局部）    唐

知 识 链 接

古代有许多经典

的碑刻作品是通过拓

碑保存下来的。有很

多碑刻因多年的侵蚀

和破坏，或者遗失，

或者残缺，或者模糊

不清，这些拓片（又

称“拓本”）就显得

弥足珍贵了。

小
提
示

【
释
文
】
（
画
线
部
分
）

　
　
　
　

若
夫
有
功
可
大
盛

　
　
　
　

业
光
于
四
表
有
亲

第二单元

集字练习

师法自然就

是 要 遵 循 客 观 规

律， 按 客 观 规 律

办 事。 在 书 法 学

习 中， 我 们 要 以

书写规律为师。

第16课

同学们试着写写“师法自然”这几个字吧！

笔画形态变化（三）

集柳公权字

然

师



自评：一般□  良好□  优秀□　　互评：一般□  良好□  优秀□　　　　　年　　月　　日

35

先
双
钩
填
墨
，
再
临
写
。

34

练习页 第 1 课

长点与反捺的写法基本相同，一般比反捺短。
实 践 活 动

外出旅游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刻在石头上的字。若见到好的

作品，你也可以试着做一张拓片，拿来与大家一起分享。注意不要

破坏环境。

绝大部分碑刻属于国家保护文物，不允许随便拓印。

玄秘塔碑（原碑局部）  唐　柳公权  玄秘塔碑（拓片局部）  唐　柳公权

简易的拓碑方法：把要拓的碑刻用清水洗刷干净，趁其湿润，
将大小合宜的宣纸（或者吸水性强的软纸）盖在上面，用毛刷轻
轻敲打，直到纸陷入碑上刻字的凹陷处为止。等湿纸稍干后，用
棉布包（可以包上棉絮或者锯末等物）蘸适量的墨，在纸上轻轻
拍打，就会形成黑白分明的拓片。拓印完成后，将纸轻轻揭下晾干。

小
提
示



自评：一般□  良好□  优秀□　　互评：一般□  良好□  优秀□　　　　　年　　月　　日

37

先
双
钩
填
墨
，
再
临
写
。

第 2 课

提点顿笔后，以中锋自然向右上挑出，提笔宜快。



自评：一般□  良好□  优秀□　　互评：一般□  良好□  优秀□　　　　　年　　月　　日

39

先
双
钩
填
墨
，
再
临
写
。

第 3 课

竖点起笔与竖画的起笔相同，下行要短小。



自评：一般□  良好□  优秀□　　互评：一般□  良好□  优秀□　　　　　年　　月　　日

41

先
双
钩
填
墨
，
再
临
写
。

第 4 课

写左右点时，要注意两个点的对应关系。



自评：一般□  良好□  优秀□　　互评：一般□  良好□  优秀□　　　　　年　　月　　日

43

先
双
钩
填
墨
，
再
临
写
。

第 5 课

写相向点（一）时，右点起笔稍高于左点，下部宜平齐。



自评：一般□  良好□  优秀□　　互评：一般□  良好□  优秀□　　　　　年　　月　　日

45

先
双
钩
填
墨
，
再
临
写
。

第 6 课

写相向点（二）时，要注意两个点的呼应关系。



自评：一般□  良好□  优秀□　　互评：一般□  良好□  优秀□　　　　　年　　月　　日

47

先
双
钩
填
墨
，
再
临
写
。

第 7 课

复习本单元课程所学的笔画要领，书写时注意用心体会。



自评：一般□  良好□  优秀□　　互评：一般□  良好□  优秀□　　　　　年　　月　　日

49

先
双
钩
填
墨
，
再
临
写
。

复习本单元课程所学的笔画要领，书写时注意用心体会。



自评：一般□  良好□  优秀□　　互评：一般□  良好□  优秀□　　　　　年　　月　　日

51

先
双
钩
填
墨
，
再
临
写
。

复习本单元课程所学的笔画要领，书写时注意用心体会。



自评：一般□  良好□  优秀□　　互评：一般□  良好□  优秀□　　　　　年　　月　　日

53

先
双
钩
填
墨
，
再
临
写
。

复习本单元课程所学的笔画要领，书写时注意用心体会。



自评：一般□  良好□  优秀□　　互评：一般□  良好□  优秀□　　　　　年　　月　　日

55

先
双
钩
填
墨
，
再
临
写
。

第 8 课

进行集字练习时，注意几个字的搭配要和谐。



自评：一般□  良好□  优秀□　　互评：一般□  良好□  优秀□　　　　　年　　月　　日

57

先
双
钩
填
墨
，
再
临
写
。

第 9 课

写相背点时，两个点上部宜平齐，左点要向左下撇出。



自评：一般□  良好□  优秀□　　互评：一般□  良好□  优秀□　　　　　年　　月　　日

59

先
双
钩
填
墨
，
再
临
写
。

第 10 课

写顺向点时，两个点的起笔相顺，左点要向左撇出。



自评：一般□  良好□  优秀□　　互评：一般□  良好□  优秀□　　　　　年　　月　　日

61

先
双
钩
填
墨
，
再
临
写
。

第 11 课

写横四点时，四个点起笔处应平齐，第一点和第四点要稍大。



自评：一般□  良好□  优秀□　　互评：一般□  良好□  优秀□　　　　　年　　月　　日

63

先
双
钩
填
墨
，
再
临
写
。

第 12 课

写合三点时，三个点起笔有逐步向上的趋势，撇点宜稍长。



自评：一般□  良好□  优秀□　　互评：一般□  良好□  优秀□　　　　　年　　月　　日

65

先
双
钩
填
墨
，
再
临
写
。

第 13 课

写上下点时，要注意下点与上点的承接关系。



自评：一般□  良好□  优秀□　　互评：一般□  良好□  优秀□　　　　　年　　月　　日

67

先
双
钩
填
墨
，
再
临
写
。

第 14 课

写两对点时，要注意左侧两点和右侧两点的对应关系。



自评：一般□  良好□  优秀□　　互评：一般□  良好□  优秀□　　　　　年　　月　　日

69

先
双
钩
填
墨
，
再
临
写
。

第 15 课

复习本单元课程所学的笔画要领，书写时注意用心体会。



自评：一般□  良好□  优秀□　　互评：一般□  良好□  优秀□　　　　　年　　月　　日

71

先
双
钩
填
墨
，
再
临
写
。

复习本单元课程所学的笔画要领，书写时注意用心体会。



自评：一般□  良好□  优秀□　　互评：一般□  良好□  优秀□　　　　　年　　月　　日

73

先
双
钩
填
墨
，
再
临
写
。

复习本单元课程所学的笔画要领，书写时注意用心体会。



自评：一般□  良好□  优秀□　　互评：一般□  良好□  优秀□　　　　　年　　月　　日

75

先
双
钩
填
墨
，
再
临
写
。

复习本单元课程所学的笔画要领，书写时注意用心体会。



自评：一般□  良好□  优秀□　　互评：一般□  良好□  优秀□　　　　　年　　月　　日

77

先
双
钩
填
墨
，
再
临
写
。

第 16 课

进行集字练习时，注意几个字的搭配要和谐。



名
作
欣
赏

多
宝
塔
碑
（
局
部
）    

唐　

颜
真
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