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法教案的课后反思 书法教学反思(大
全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就不得不需要编写教案，编写教案有利于
我们科学、合理地支配课堂时间。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
作用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教案
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书法教案的课后反思篇一

写字教材经过全体参与人员的辛勤劳动，终于付梓。回想一
个个难眠之夜，不胜感慨：要编写一套使用价值较高的教材
是多么地不易啊！

我们这套教材共5册，一至四年级依次使用一至四册，五六年
级共同使用第五册（六年级行书教材今后再进行编写）。教
材主要分为笔画和100个高频字、字根字两个方面的教学内容，
然后添加了关于汉字结构、书写原则等内容，高年级教材还
设计了部分拓展内容。笔画练写贯穿全年级，主要目的是通
过充分的训练，形成一定的技能，达到心、手合一，使笔画
书写规范美观。100个常用字的练写，一年级写前20个，二年
级写前40个，三年级写前50个，四年级写前80个，五六年级
全写。主要目的是通过对这些字的精写精炼，掌握书写的基
本方法和规律，进而举一反三，写好其他常用字。

教材也是很好的习材，就学写常用字部分而言，每一课分
为“笔画”，“读一读、想一想、写一写”（学写生字，复
习熟字），“比一比”，“背临”等四个内容，其设计既方
便讲解、讨论，又有助于学生直接练习。较之配套国家课程
的'写字教材，实用性增强了很多。

在教学中，教师要充分运用简明易记的口诀、形象直观的图
示引导学生读帖，读出丰富的体味；注意掌握从描摹到临写



到背临的过程，强调既记在眼里，又刻在心中，最后达到用
在手中。

书法是具有多重功能的，书法课的意义不言而喻。作为上好
书法课的凭介，这套教材必将发挥很好的作用。

书法教案的课后反思篇二

一、学生情况分析：

通过一学期的写字教学，大多数学生已经具备基本的写字能
力，掌握了基本的笔顺规则，能够分辨正确的写字姿势、坐
姿和握笔姿势。但是，有部分学生在自己写字时不按笔顺规
则写，有的学生由于学前已经养成不正确的握笔姿势，现在
纠正起来很难。大多学生在刚写字时有比较正确的写字姿势
和坐姿，但时间一长就不能保持，需要老师不断提醒，纠正。
同时，学生将字写好还需要加强指导和训练。

二、教学目标：

1、让学生养成良好的写字姿势，即“头直、身正、肩平、足
稳，一拳、一尺、一寸”防止握拳式和搭扣式的错误握笔姿
势，帮助学生逐渐养成良好的写字习惯。

2、将基本笔画和平时所学生字相结合，让学生掌握基本笔画
的写法，初步感受基本笔画构成生字的方法和变化，使学生
将字写正确的同时，尽量把字写好。

3、让学生在写字中感受到写字的快乐，初步感受到汉字的形
体美。

4、通过平时作业评价、写字竞赛和优秀作业展评等形式，激
发学生写字的兴趣和积极性。



三、教学内容

1、巩固握笔方法与写字姿势，重点纠正几个姿势欠端正学生。

2、掌握正确的握笔方法和运笔方法，把握合适的书写力度，
提高书写的速度。

3、练习竖提、竖弯、撇折、撇点、横撇、横钩、卧钩、斜钩
等笔画。

4、综合练习课时。用含有所学笔画的字组成的词语练习写字，
复习巩固所学的生字新词。

5、学生习作欣赏。

6、写字水平评价。期中、期末各一次，采用他人评价和自我
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对学生的写字水平做出阶段性的评价。

四、教学重点、难点：

1、进行基本笔画训练的同时，反复强化训练学生的正确的写
字姿势和握笔姿势。交给学生读帖、描红的法。

2、进行基本笔画与熟字相结合的训练，让学生认识基本笔画
构成汉字、会读帖、会描红的同时，尽量把基本笔画写好。
继续进行正确写字姿势的训练。

3、教将基本笔画与常见偏旁结合训练，逐渐培养学生独立观
察汉字结构、读帖、描红的能力，在写正确的基础上写好，
并逐渐养成在写字中自觉保持正确写字姿势的习惯。

五、教学措施

1、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培养学习语文的兴趣。



2、结合写字课，研究汉字，重点指导规范。

3、鼓励课外书写，培养学生天天写字的习惯，鼓励学生“提
笔就是练字时”。

4、制定评价方案，建立每月一过关制度，通过评议找出自己
的优点及不足。

5、为孩子们搭建展示的平台，把好的字及时粘贴在墙上，要
鼓励优秀的学生树立更高的目标，使他们更优秀，鼓励他们
多练多写多展示。

6、为孩子们搭建展示的平台，把好的字及时粘贴在墙上，要
鼓励优秀的学生树立更高的目标，使他们更优秀，鼓励他们
多练多写多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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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教案的课后反思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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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法教案的课后反思篇四

书法教学不是单调、枯燥的“讲练式”，而应在内容制定、
环节设计、训练手段、评价机制四个方面让学生全方位、全
身心地投入。

唯有符合学生接受能力、轻松活泼的内容，才能激起他们积
极的心理情绪，产生跃跃欲试的心理期待。书法教学内容不
外乎笔法、字法、章法三大类，把这些生硬刻板的三“法”
巧妙地化解成一块块学生喜闻乐见的“小甜点”，即在每堂
课中选取一个吸引学生眼球的名字，确定一项大家都能胜任
的作业，组织一些形式多样的活动，学生参与热情顿会高涨。
如在上述案例中，四个动物名称“牛、羊、马、犬”均为独
体字，有相似的结构特点，归结要点能清晰、明了。再加上
十有八九的孩子均喜欢动物，为课堂的导入提供了融洽的氛
围。在《瞧这一家子》一课中，我把不同类型的八种钩（竖
钩、横钩、斜钩、卧钩、横折钩、竖弯钩、横折右弯钩、耳
钩）称作“一家子”，汇总在一节课内来练习，虽然量很多，
但由于之前对每个钩都作过单独训练，学生对它们并不陌生，
没有丝毫畏难心理；又由于本课要求学生在比较训练中归结
出八种钩的“共性”和“个性”，再加上拟人化的课题，内
容制定不是蹈常袭故，而是给了学生自主探究的空间，诱发
学生以极大的热情和信心进入到训练之中。这样的教例很多，
如笔法教学中的《一对双胞胎》（长横和垂露）、《会变形
的横折》、《波浪的启示》（斜捺）等等；字法教学中的



《平衡术》、《让右法》、《“火”的活用》等均直涉结构
要点；章法教学中，如《你最喜欢的成语》（少字章法训
练），《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古诗句训练），《与
众不同的设计》（章法创新训练）等等，认真构思定有成效。

书法教学活动需要教师和学生共同来完成，需要双方互相协
作，发挥各自的积极性。因此，学生不应只是消极被动地接
受，而应积极主动地参与和投入。在每一课的书法教学中，
始终贯穿着情感体验，没有学生的主动参与，是不可能学有
所获的。如在课堂教学中小组竞赛、个人竞赛、组间辩
论、“小老师”示范、合作学习等方式的运用，将有效地增
强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互动和心灵沟通。教师正确使用竞
赛机制，会使学生全身心地投入，从而使课堂充满健康的竞
争氛围。竞赛方式多种多样，有班级中个人和个人的竞赛，
使学生“见贤思齐”；抓住学生渴望成为小组中的积极因素，
为小组争光的普遍心理，进行组间竞赛，增强团队疑聚力；
自己前后习作的竞赛，让学生看到点滴进步，充满自信；跟
其他班学生竞赛，进行“打擂台”游戏，更使他们兴趣盎然，
情绪始终处于一种积极向上的兴奋状态。围绕某一焦点问题
进行思维火花的碰撞，在辩论中学会倾听他人意见，容纳他
人观点。在“小老师”的组织下开展合作学习，学会关心他
人，感悟协作团结，凝成团队意识。教学中，教师应鼓励每
一位学生全方位地参与，而不是某一环节的局部。

训练的严谨并不排拆手段的多样化，相反，多样化的训练应
以严谨为本，以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品格。目前的家庭
大多以独生子女为主，这些小“太阳”常常表现出心理素质
不健全的现象，如做事图快而不仔细，遇到困难往往退避而
不坚强面对，学习容易松跨而不积极进取等等。书法教学能
调理学生的这些不良心理，它虽然缓慢，但却是锤炼学生心
理品格的“良药”。郭沫若早在1962年为《人民教育》题词
中就写道：“培养中小学生写好字，……这对养成习惯有好
处，能够细心，集中意志，善于体贴人。草草了事、粗枝大
叶、独断专横最容易误事，练习书法可以逐渐免除这些毛病。



”事实已经证明，书法有一整套严谨的书学法则，在书写过
程中如果不认真对待，往往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所以，
在书法教学中必须引导学生从一点一画入手，认真地去研究、
体味，一丝不苟地进行练习、比较，在掌握书写技能的过程
中毅力得以培养。在这方面，古人为我们留下了许多佳话，
如张芝的“墨池”，智永的“笔冢”等等，堪称顽强意志力
的赞歌，永远值得后人思味、仿效。但在学校书法教学
中，“苦行僧”般地要求学生以始终如一的情形来苦练书法，
也是收效甚微的。心理学家研究表明，小学生注意力不稳定，
不持久，有意注意时间较短，教师应从学生特点出发，改变
一味的“讲练式”，依据所教内容的不同尽可能地丰富练习
形式，如纠误法、补笔法、尝试法、书空法、比赛法等等。
通过内容的调节和方法的变换，使学生始终保持练习的高昂
情绪。

书法教案的课后反思篇五

《科学指导掌握规律》中“感悟，不是阅读教学的专利。在
写字教学中，感悟也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同一班级、同一
老师的情况下，有些同学字能写得好，而有些同学写不好呢？
这就是感悟的问题。感悟汉字的结构美、笔画美，对于好学
生来说不成问题，那些感悟力差一些的学生就成问题了，我
们该怎样把他们领进门呢？我的做法是，写字后进的那几个
学生，要手把手地教，握着他（她）的手，不厌其烦地写，
一遍没感觉，就写第二遍，二遍没感觉，就写第三遍，这样
几遍下来，他们多少也能感悟到一些起笔、行笔、收笔的方
法。有了一定的感觉再去书写，结果就会好得多。我想，这
就是“师傅领进门”的重要性吧。”的确写好字学生的感悟
是一方面，教师的引领也是重要的。

昨天听了几节教学能手的课，让我感受颇深的就是老师们把
写字教学作为重点，适时的进行指导，我记得执教《我们成
功了》的王老师在指导写字时总结的五步值得借鉴：一看，
二描，三写，四比，五再练。下面是我简单理解。一看：看



应该是观察例字是什么结构，在田格中怎么分布，有哪些笔
画组成，在脑中初步留下印象。二描：描红，练习运笔，提
高学生的控笔能力，掌握字的结构布局。三写四比：观察后
描红然后在田格中写出并与例字比较，哪一笔写的好，哪一
笔不成功……五再练。坚持下去学生写字水平会有所提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