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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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提

高毛笔书写的能力，认认真真地写好汉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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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册主要安排了左中右结构、上中下结构

及部分包围结构字的书写指导及练习，同时穿

插了行书、小楷名帖赏析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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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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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课

左中右结构第一单元

书写左中右三等分的
字时，中间部件要写平正，
左右两个部件务求均衡。

左中右均等

识街 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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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其他书法家是如何书写左中右均等结构的字的。

九成宫醴泉铭
欧阳询

多宝塔碑
颜真卿

颜勤礼碑
颜真卿

三门记

职 树 识 琳

欣 赏 经 典 碑 帖

《松风阁诗帖》是北宋诗人、书法家黄庭坚的作品。黄庭坚与苏轼、

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该作品中的字下笔平和沉稳，变化非常含

蓄，轻顿慢提，意韵十足。字体结构略显倾斜，但斜中求稳，稳中求韵，

堪称行书中的精品。

松风阁诗帖（局部）　宋　黄庭坚

【
释
文
】
依
山
筑
阁
见
平

　
　
　
　

川
夜
阑
箕
斗
插

　
　
　
　

屋
椽
我
来
名
之

　
　
　
　

意
适
然
老
松
魁

　
　
　
　

梧
数
百
年
斧

　
　
　
　

斤
所
赦
今
参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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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第 2课

左中右结构

  在左中右结构的字中，
凡“三点水”“单人旁”“竖
心”等作为左侧偏旁时，
书写时一般要写得略窄些，
以避让中右部部件。

左窄中右宽

激 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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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其他书法家是如何书写左窄中右宽结构的字的。

徵 徵 侧

雁塔圣教序
褚遂良

多宝塔碑
颜真卿

颜勤礼碑
颜真卿

三门记

《蜀素帖》是北宋书法

家米芾的作品。纵27.8厘米，

横 270.8 厘米。内容为其自

作各体诗八首。《蜀素帖》

中字的笔画有的圆浑有力，

有的方整苍劲，用笔极具变

化之妙。

蜀素帖（局部）   宋　米芾

【
释
文
】
重
九
会
郡
楼

　
　
　
　

山
清
气
爽
九
秋
天
黄
菊

　
　
　
　

红
茱
满
泛
船
千
里
结
言
宁

　
　
　
　

有
后
群
贤
毕
至
猥
（

）
居
前

　
　
　
　

杜
郎
闲
客
今
焉
是
谢
守
风

　
　
　
　

流
古
所
传
独
把
秋
英
缘
底
事

　
　
　
　

老
来
情
味
向
诗
偏

欣 赏 经 典 碑 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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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窄左右宽

第一单元

第 3课

左中右结构

  一般中间窄左右宽结
构的字，中间部件所占位
置约为整个字的五分之一，
左右部件各占五分之二，
这样的构成比较协调。

踪柳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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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其他书法家是如何书写中间窄左右宽结构的字的。

离 雅

多宝塔碑
颜真卿

颜勤礼碑
颜真卿

三门记九成宫醴泉铭
欧阳询

陋

元代书法家赵孟

书写的《洛神赋》是他

的行书代表作。字体虽

为行书，但兼有楷书的

结构。其书法笔画丰腴

连贯，轻捷飘逸，结构

端庄匀称，字态优美潇

洒，用笔圆润灵巧，布

局密中有疏，整幅作品

工整秀丽，笔骨清奇。 洛
神
赋
（
局
部
）   

元　

赵
孟

   

《洛神赋》为三国时期文学

家曹植的浪漫主义名篇。

小
提
示

【
释
文
】
洛
神
赋
并
序

　
　
　
　

黄
初
三
年
余
朝
京
师
还
济
洛
川
古
人

　
　
　
　

有
言
斯
水
之
神
名
曰
宓
（

）
妃
感
宋
玉

　
　
　
　

对
楚
王
说
神
女
之
事
遂
作
斯
赋

欣 赏 经 典 碑 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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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小左右大

第一单元

第4课

左中右结构

  中间小左右大结构的
字，书写时中间部件应稍
靠上，笔画要适当收缩，
并注意与左右两边部件呼
应避让。

倾仰 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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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其他书法家是如何书写中间小左右大结构的字的。

九成宫醴泉铭
欧阳询

多宝塔碑
颜真卿

雁塔圣教序
褚遂良

仇锷墓志铭

倾仰

知 识 链 接

学以致用，指

学到的知识得以用

于实际。学习最重

要的目的在于付诸

实践，而不在于仅

知道道理。如果对

学到的知识和技能

不会运用，那么，

学得再多也没有多

大价值。

集柳公权字　【释文】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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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大左右小

第一单元

第5课

左中右结构

  中间大左右小结构的
字，书写时中间部件要突
出，比左右部件稍大，重
心在整个字的中心线上，
保持平稳。

卫 御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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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其他书法家是如何书写中间大左右小结构的字的。

徽 徽 卫

雁塔圣教序
褚遂良

多宝塔碑
颜真卿

颜勤礼碑
颜真卿

杭州福神观记

知 识 链 接

马是较为常见的动物，但你知道“马”字是怎么演化来的吗？经由

甲骨文、金文、石鼓文、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等多种演变，

“马”字才写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样子。

马

小
提
示

“马”字是象形字，最初的甲骨文是马的简单图画，到了金文时

保留了马眼、马鬃、马尾之形。发展到小篆以后，字体趋于工整。此

后才有了隶书、草书、楷书与行书的写法。想想现在的简体字“马”，

与上述各种“马”字的写法有哪些异同？

甲骨文 石鼓文金文  小篆 隶书 草书 行书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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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综合练习第6课

左中右结构

巩 固 练 习



看看其他书法家是如何书写这些字的。

13

知 识 链 接

    印章，也称“图章”。秦统一六国后，皇帝用印称“玺（xǐ）”，

官、私所用均称“印”。至汉代，官印中始有“章”和“印章”之称。

印章除日常应用外，又多用于书画题识（ ），成为中国特有的一种

艺术品。用于书法作品的印章，其文字主要是篆书。字迹凹进去的，

印出来的字显示为白色，称为“白文印”；字迹凸出来的，印出来的

字为红色，称为“朱文印”。在书法作品中，常见的印章有姓名（字号）

印、书斋（堂）印、收藏鉴赏印、肖形印。此外还有闲章，内容一般

是表示书写者的性情趣味，如“淡泊明志”“抱朴守拙”等。盖在正

文右上侧者称为“引首章”，盖在正文左下、右下者称为“闲章”。

小
提
示

在作品上加盖印章叫作钤（ ）印。印章的内容、风格

应与作品的内容、风格相得益彰。

武猛都尉（白文）
东汉中后期

肖形印（白文）

吾幼挂书牛角（朱文）
齐白石    

美意延年（朱文）
吴昌硕

白石草堂（白文）
齐白石

吴俊卿（白文）
吴昌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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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

上中下均等第7课

上中下结构

  书写上中下三部分大
小基本相等的字时，纵向
笔画都要收缩，力求字形
方整。各部件位置排布应
有变化，笔画分配要均匀，
做到重心平稳。

莫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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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其他书法家是如何书写上中下均等结构的字的。

葛

九成宫醴泉铭
欧阳询

多宝塔碑
颜真卿

颜勤礼碑
颜真卿

杭州福神观记

慧 累

楷书并不是在唐代才出现

的。 汉末、三国时期，汉字的

书写逐渐变波磔为撇、捺、点、

提等笔画，在结构上更趋于严整。

三国时期的锺繇（ ）所

书的《宣示表》为著名小楷法帖，

传世为刻本，真迹已失传。该帖

笔画的隶书意味基本消失，呈现

出楷书的典型特征。

宣
示
表
（
局
部
）　

三
国　

锺
繇

小
提
示

《宣示表》是锺

繇最负盛名的作品。
其章法错落有致，有
行无列，字体脱胎于
隶书，字形偏扁，但
大小参差，前后呼应，
字间距小，行间距大，
疏密得体。

【
释
文
】
（
画
线
部
分
）

　
　
　
　

言
可
择
郎
庙
况
繇
始
以
疏
贱
得
为
前
恩
横

　
　
　
　

所
眄
睨
（

）
公
私
见
异
爱
同
骨
肉
殊
遇
厚
宠
以
至

　
　
　
　

欣 赏 经 典 碑 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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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课

第二单元 上中下结构

  在 上 中 下 结 构 的 字
中，若“宝盖”“秃宝盖”
以及“兰字头”和“京字头”
作字头时，要写得扁一些，
高度大约为整个字的五分
之一。同时应注意与下面
部件的搭配，力求和谐。

上扁中下长

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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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其他书法家是如何书写这些字的。

宝 宝 慈慈

九成宫醴泉铭
欧阳询

多宝塔碑
颜真卿

颜勤礼碑
颜真卿

杭州福神观记

隋书法家、僧人智永所书的《真草

千字文》是他的传世代表作，也是我国

书法史上流传千古的书法名帖。相传智

永曾经书写《真草千字文》八百余本，

散于民间及寺庙，便于初学者诵读、识字。

该帖楷书与草书对照，用笔自然圆润，

字体端庄大方。不仅方便初学者识记草书，

而且也是学习楷、草两种字体的极好范本。

真
草
千
字
文
（
局
部
）　

隋　

智
永

小
提
示

《千字文》（南朝梁周兴嗣编）成书时间在梁武帝大同年间（535-546）。

全文共有一千个字，在当时没有一个字重复。唐宋以后，《千字文》一直

在全国范围内作为通俗识字课本使用，很多著名书法家有写本流传至今。

在国外还有日本的木刻本。《千字文》流传地域之广、时间之长（到清末

约一千四百年），在中外教育史上极为罕见。

【
释
文
】
（
画
线
部
分
）

　
　
　
　

调
阳
云
腾
致
雨
露
结
为
霜

　
　
　
　

金
生
丽
水
玉
出
昆
岗
剑
号

欣 赏 经 典 碑 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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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课

第二单元 上中下结构

  上 中 下 结 构 的 字，
如 果 中 间 部 件 为“ 登 字
头”“宝盖”“秃宝盖”，
或有以长横画作主笔的部
件，要写得宽一些，上下
部件要相对收缩。

中间宽上下窄

蔡 台 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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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其他书法家是如何书写中间宽上下窄结构的字的。

台 等 翚

九成宫醴泉铭
欧阳询

多宝塔碑
颜真卿

颜勤礼碑
颜真卿

三门记

欣 赏 经 典 碑 帖

唐代锺绍京所书的

《灵飞经》为小楷作品，

现有墨迹本传世。通篇

行距均匀，字距随字体

大小、长短参差错落，

疏密有致。字体秀美舒

展，浑然一体，为历代

书法家所钟爱。

灵
飞
经
（
局
部
）　

唐　

锺
绍
京

锺绍京书写的《灵飞
经》字体虽为楷书，但有

些笔画之间却有行书呼应

连带之势，使得整幅作品

流畅飘逸，变化多端。 

小
提
示

【
释
文
】
（
画
线
部
分
）

　
　
　
　

子
期
入
陆
浑
山
中
真
人
又
授
此
法
子
期
者
司　



书 法 练 习 指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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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例字

20

第10课

第二单元 上中下结构

中间窄上下宽

  上中下结构的字，若中
间为“口”“日”“四”“工”
等部件时，要写得窄小一些，
上下部件的笔画宜伸展。

当 冥 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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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其他书法家是如何书写中间窄上下宽结构的字的。

当 当 当 篆

九成宫醴泉铭
欧阳询

多宝塔碑
颜真卿

颜勤礼碑
颜真卿

三门记

赵孟 书写的《道德

经》是他的小楷代表作

品之一，书写于延祐三

年（1316 年）。纸本，

墨迹，纵 24.5 厘米，横

618.6 厘米。今藏于北

京故宫博物院。赵孟

一生曾多次书写小楷《道

德经》，他晚年书写的

这卷长达五千言的小楷，

书法结体严谨，笔画精

到，精工中透静穆之气，

稳健中露灵动之神，前

后风韵一致，堪称他小

楷作品中的精品。

道德经（局部）  元　赵孟

欣 赏 经 典 碑 帖
【
释
文
】
（
画
线
部
分
）

　
　
　
　

道
可
道
非
常
道
名
可
名
非
常
名
无
名
天
地
之
始　

　
　
　
　

有
名
万
物
之
母
常
无
欲
以
观
其
妙
常
有
欲
以
观　



书 法 练 习 指 导

22

第11课

第二单元 上中下结构

综合练习

巩 固 练 习



看看其他书法家是如何书写这些字的。

23

学 习 活 动

书家书写自己的姓名非常用心。以下是《玄秘塔碑》中柳公权的

署名及《三门记》墨迹中赵孟 的署名，还有当代书法家于右任用草

书书写的自己的名字。我们来看一看，试着用楷书写写自己的名字。

于右任（1879-1964）元　赵孟唐　柳公权



书 法 练 习 指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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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写例字

24

第三单元

全  包  围第12课

包围结构（一）

  书写全包围结构的字
时，全框略呈长方形，可
稍向右上取势，框内部分
要求饱满，笔画分布匀称。

国 团 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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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其他书法家是如何书写全包围结构的字的。

国 团 固国

九成宫醴泉铭
欧阳询

多宝塔碑
颜真卿

颜勤礼碑
颜真卿

三门记

在书写整幅作品时，不仅要注意单字的笔画与笔画之间的搭配，同时还

要安排好字与字、行与行的分布，使得通篇作品和谐统一。如在楷书、隶书

中一般字与字均匀分布，行列整齐有序；而在行书、草书中可随势而安，有

的有行无列（如下图），有的则无行无列，呈现出一种天马行空般的恢宏气

势（如怀素的《自叙帖》）。

东
园
一
首   

吴
昌
硕
（1844-

1927

）

【
释
文
】
（
画
线
部
分
）

　
　
　
　

青
天
笠
戴
归
斜
谷

　
　
　
　

野
屋
月
明
来
故
人
鹤

知 识 链 接



书 法 练 习 指 导

��
��

书写例字

26

上  包  下第13课

  书写上包下结构的字
时，中间部件的笔画要相
对收缩，分布均匀，一般
应含在框内。

第三单元 包围结构（一）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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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其他书法家是如何书写上包下结构的字的。

风

九成宫醴泉铭
欧阳询

多宝塔碑
颜真卿

颜勤礼碑
颜真卿

三门记

周同

人们把书画作品

上的姓名、年月、诗

文出处等题跋（ ）

称为“款识”。一幅

完整的书画作品应有

款识。款识一般分为

上款、下款。有的作

品只有下款而无上

款，称为“单款”。

上款的内容通常是作

品的接受者，一般写

在作品的右上侧。下

款的内容通常是正文

的出处、书写者的姓

名及书写时间、地点

等，写在正文的左侧

或后面。

后赤壁赋（局部）   元　 赵孟

下
款

【
释
文
】
（
下
款
部
分
）

　
　
　
　

大
德
辛
丑
正
月
八
日
明
远
弟
以
此

　
　
　
　

纸
求
书
二
赋
为
书
于
松
雪
斋

　
　
　
　

并
作
东
坡
像
于
卷
首
子
昂

知 识 链 接



书 法 练 习 指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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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例字

28

下 包 上第14课

第三单元 包围结构（一）

  书写下包上结构的字
或部件时，中间部件的笔
画要相对收缩并排布均匀，
下框宜稍向外张开，以容
纳并承载上面的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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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其他书法家是如何书写“山”字的。

仇锷墓志铭
赵孟

九成宫醴泉铭
欧阳询

多宝塔碑
颜真卿

颜勤礼碑
颜真卿

习 惯 养 成

开始临帖时，把

字帖放在桌子的左上

角，一边看帖一边照

着帖的写法进行逐字

练习。一般是看一个

字写一个字，尽可能

地把笔画位置写准确，

把字写像。要学好书

法，临写经典碑帖是

必经的途径。 兰
亭
序 

（
局
部
）   

唐　

褚
遂
良
临
本

小
提
示

《兰亭序》的

版本很多，除冯承

素摹本外，还有虞

世南、褚遂良临本

以及定武刻本等多

种。其中虞世南、

褚遂良临本和冯承

素 摹 本 最 为 接 近

原迹。



书 法 练 习 指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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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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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课

第三单元 包围结构（一）

   书写左包右结构的字
时，左框向右张开，竖画
可稍弯，但要弯而不曲保
持力度；被包的笔画或部
件要排布均匀，保持整个
字的重心平稳。

左 包 右

区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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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其他书法家是如何书写左包右结构的字的。

臣 巨 匡 巨

知 识 链 接

“学书在法，而其妙在人。法可以人人而传，而妙必其胸中之所独得。”

这是北宋文学家晁（ ）补之对书法练习的评说，意思是学习写字主

要学规矩法则，但要达到高超的意境则要看人的素质和禀赋。方法是可

以在人与人之间传授的，但书法的精妙则发自书写者的内心。所以说书

为心画，练书法就是练心、练气、练品格。

三门记
赵孟

九成宫醴泉铭
欧阳询

多宝塔碑
颜真卿

颜勤礼碑
颜真卿

集柳公权字　【释文】学书在法　其妙在人



书 法 练 习 指 导

32

集柳公权字

同学们试着写写“三思而后行”这几个字吧！

包围结构（一）第三单元

集字练习第16课

  “ 三 思 而 后
行”是一条古训，
意在告诫人们，做
一件事情要事先多
思考，考虑周全了
再行动。

后



看看其他书法家是如何书写这些字的。

33

知 识 链 接

如何制作一幅扇面呢？一般方法是（以 4 尺整张宣纸为例）：1. 将整

张宣纸对折；2. 沿对角线再对折；3. 将纸卷成实心圆锥棒；4. 上部沿最短

边剪下，下部从距角尖 15厘米处剪下；5. 将纸展开。

扇子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团扇，在汉代至北宋年间较为流行；二

是折扇，明代开始流行，清代是折扇迅速发展的时期。折扇由于自身形

状的要求，在书写时要利用其造型的弧度。书写折扇应注意行间字距和

章法布局。

     １      2      3

        4         5

吴昌硕行书（团扇）沙孟海行书（折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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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践 活 动

期待中的寒假又要到了，书法练习可要常练不辍、持之以恒哟！你在

假期想怎样安排自己的书法练习呢？

建议：

1. 每天至少利用半个小时的时间，练习你认为难写的字。

2. 参加或组织“义务书写赠送春联”的活动，巩固练习成果。

3. 写一写感谢、问候和祝福父母的心里话，把它送给父母或布置在父

母的房间，这将是你父母最喜欢的新春礼物。

4. 和同学交流书法练习的心得，有条件的还可以在社区或村里办一场

小型的书法展览。

5. 选择你比较满意的作品，装点自己的房间，这会增强练习书法的成

就感。

参考以上幅式和内容，试着写几幅书法作品。书写时要注意字距和

行距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作品整体风格的统一。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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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在
方
格
中
临
写
。

练习页 第 1 课

书写左中右均等的字时，以中间支撑左右平衡，三部分相对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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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在
方
格
中
临
写
。

第 2 课

书写左窄中右宽的字时，左侧部件横向笔画宜短，中右两部分要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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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在
方
格
中
临
写
。

第 3 课

书写中间窄左右宽的字时，中间部件横向笔画宜短，左右要对应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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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在
方
格
中
临
写
。

第 4 课

书写中间小左右大的字时，中间部件收缩应适当，左右对应均衡，整体要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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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在
方
格
中
临
写
。

第 5 课

书写中间大左右小的字时，左右部件相对收缩并对应平衡，以突出中间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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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在
方
格
中
临
写
。

第 6 课

复习本单元课程所学左中右结构字的书写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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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在
方
格
中
临
写
。

复习本单元课程所学左中右结构字的书写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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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方
格
中
临
写
。

复习本单元课程所学左中右结构字的书写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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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方
格
中
临
写
。

第 7 课

书写上中下均等的字时，纵向排布要匀称、协调，三部分相对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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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在
方
格
中
临
写
。

第 8 课

书写上扁中下长的字时，上面部件宜盖住下面两个部件，中下两部分要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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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在
方
格
中
临
写
。

第 9 课

书写中间宽上下窄的字时，中间部件宜伸展，上下部件重心在同一垂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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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在
方
格
中
临
写
。

第 10 课

书写中间窄上下宽的字时，中间部件横向笔画宜收缩，上下部件重心在同一垂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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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在
方
格
中
临
写
。

第 11 课

复习本单元课程所学上中下结构字的书写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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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在
方
格
中
临
写
。

复习本单元课程所学上中下结构字的书写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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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在
方
格
中
临
写
。

复习本单元课程所学上中下结构字的书写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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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在
方
格
中
临
写
。

第 12 课

书写全包围的字时，外框不能写得太满，左竖宜短右竖宜长，稍外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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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在
方
格
中
临
写
。

第 13 课

书写上包下的字时，包围部分宜稍长，被包围部分应向上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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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在
方
格
中
临
写
。

第 14 课

书写下包上的字时，包围部分宜稍短，被包围部分应向上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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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在
方
格
中
临
写
。

第 15 课

书写左包右的字时，包围部分上横短下横长，被包围部分露少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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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在
方
格
中
临
写
。

第 16 课

进行集字练习时，要注意把几个字搭配和谐，可尝试在宣纸上临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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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在
方
格
中
临
写
。

进行集字练习时，要注意把几个字搭配和谐，可尝试在宣纸上临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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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在
米
字
格
和
方
格
中
临
写
。

把你这学期练写的字认真看一遍，选三个自己最满意的字再临写四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