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硬笔书法课教学反思总结 小学
硬笔书法教学(大全5篇)

总结是指对某一阶段的工作、学习或思想中的经验或情况加
以总结和概括的书面材料，它可以明确下一步的工作方向，
少走弯路，少犯错误，提高工作效益，因此，让我们写一份
总结吧。怎样写总结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总结应该怎么写
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工作总结书范文，仅供参考，希
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小学硬笔书法课教学反思总结篇一

这一个学期我给十几个小学生上硬笔书法课，自己的理论应
用于实践时很欣喜，也感到存在矛盾。在美学中讲“审美距
离说”，我想，我现在对小学硬笔书法的实践正是美学中那
个恰到好处的度，对理论有所接触却不空泛，对实践有所接
触却不完全沉沦于教学中。我把现在的教学心得整理一下和
大家交流。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硬笔的学习和软笔的学习一样，
对笔也有要求。小学的孩子们来学硬笔大多不带钢笔，习惯
性地用中性笔。我要求学生用钢笔，小学低年级的可以用铅
笔，但是杜绝自动铅笔。我没有搞清楚用中性笔或圆珠笔对
练字有什么害处，只是感觉转折处用钢笔表现得更明显。选
好笔后就正式进入学习阶段。

一、学习硬笔书法的过程

1.把握中心

没有学过钢笔字的学生,刚学习时,整个字写得靠下,尽管
有“米”字格，所临的字帖也有“米”字格，但学生不会意
识到所写字与所临字的笔画在“米”字格中的位置是否相同，



可爱的孩子们自作主张写在格子中下部。“把字写到格子中
间去啊”，我反复强调这句话，学生似乎不怎么理解，写的
依然没有进步。我把那些很靠下的字在格子中间画个框框，
强制写在框框中。四次课后（每周一次），学生用宣纸写软
笔作品，我担心他们找不到中心，在每个格子中折了两条对
角线，出乎意料，软笔中“x”线对中心的确定起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每个学生的中心把握得都相当好。我试图把这种找中
心的方法引用到硬笔中：遇到孩子们写的很靠下的字，我用
蓝笔把“米”字格中的“x”线划出，他们会很自然地写到格子
中间。我窃喜，发现了孩子们的“x”线心理。

孩子们写的字不仅在格子中的位置靠下，而且每个字结字靠
下，重心偏低。每个孩子学习书法都是一个个性，而共性寓
于个性之中，也许孩子们学习书法的过程就像字体的演变过
程一样，由扁平的隶书向挺拔的楷书发展是一个艰辛的过程。
我用醒目的红笔作范字，让孩子们看着写一行，只有这一行
结字还像楷书，自己临帖时又回到扁平的结字状态，这说明
在孩子的理解中字帖没有示范的作用，只是作为书写内容而
已。孩子们写的字是出于自然的扁平。我重复一句话：“横
短些，竖长些。”努力引导他们向楷书方向发展，然而这个
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我很欣慰自己学的是书法专业，对汉
字的'发展有所了解，有时真的很欣赏孩子们的“书法”，那
种朴拙的劲，不正是我们所孜孜追求的吗？每一个孩子都是
书法史演变的演绎者，我甚至兴奋，历史竟然以这种方式再
现。练习六次课后，孩子们写的基本像楷书了，我心里着实
很难受，为了整齐划一的字体，我扼杀了多少天才的书法家，
就功利而背审美，吾不忍也！

3.笔画隶意

由“隶书”过渡到楷书时，孩子们笔画隶意还是很浓，像捺
画。我以唐楷《多宝塔》为硬笔楷书的范本，希望笔画写得
棱角分明，就算捺画不能写得一波三折也得有一个折的动作。
可孩子们没有这个意识，一任自然的捺画，无一折笔。我和



学生交流，问他们怎么写不出捺画的折笔来，学生竟说没有
折笔，我一时哑然，因为我也不知折笔何来。以后我只是很
教条地教他们把折笔写出来，学生没有搞清楚为什么折笔，
但是很教条地接受了。七周后，很少有学生捺笔还作书状，
只剩一位二年级的小男孩还在隶楷的转变阶段，我无奈地摇
摇头，此乃《谷朗碑》是也。

4.风格初现

人们说“字无百日功”，可知学习是一个长时间的持续的过
程。一个学期过后，学生已能基本掌握楷书的特点，这个时
期，学生的书写风格就渐渐区分开来。其中有个五年级的男
孩学习时间最长，从笔画到结字都不错，学期末交上来的钢
笔作品感觉写得太拘谨，单个字还挺好，整张作品写得不够
舒展。家长也有同样的感觉，认为下一阶段的学习要让孩子
的字写得大气一点。有个六年级的女孩，平时文静得很，问
她一句话，她回答都是快哭的感觉，我总是慢声细语地和她
说，生怕挫伤孩子幼小的心灵。看她的字，结体宽博，点画
开张，不像平时表现出来的那样文弱。通过向家长、同学了
解了一下小姑娘，我才知我差点被表面的文静蒙蔽过去。还
有个三年级的小男孩，写出的钢笔字圆乎乎的，纵向的笔画
像被砍了一截，然而一首刘长卿诗作品写出来效果不错。虽
然是硬笔，笔画交代得很清楚，有些颜体行书外圆内方的劲。
我感叹真是字如其人，人性本真的东西会在没有刻意训练的
情况下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学习硬笔书法的年龄

我带的学生中三四年级的居多，差不多都是十来岁的样子，
他们对字的造型、笔画都把握不准，比如说竖都甚至写不直。
孩子们的书写量没有积累到一定程度，没有形成“写字定
势”。但是他们开始接触大量生字，像三年级的学生，语文
课本生字比五六年级的多，有必要对所接触的生字作从结构
到笔画的具体分析，因为让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完全按照



个人想法临摹生字表上的生字难度很大。所以说，在三四年
级开始对学生进行书法培训是很重要的，我把这段时期称为
学生写字的最佳“塑形期”。在我的书法班里，同时来了两
位学习硬笔的同学，一位是小学三年级，一位是小学六年级。
六年级的学生写得很工整，首先字写在格子中央，其次笔画
写得挺直。唯一的缺点就是笔画收得太紧，字瘦的有点变形。
一个字多次作示范，手把手教钢笔字，她横向的笔画依旧收
得特别紧，在她的思维中对字的造型已经有了定势。从三年
级接触大量生字开始，至少有三年这样写字的功力，想一下
改过来很难！那个三年级的学生写得很散，有些大的
要“溢”出格子。唯一的一点好处就是没有固定了的书写模
式，指出一点她就可以接受一点。孩子练字要趁早，当到了
初中以后，孩子自己意识到书写问题，想从头来改，难度会
更大。

三、教学方法

对于小孩的书法教育我总结出来的模式是“三分管七分教”，
对学生的有效管理是教好的前提。孩子们生性好动，非要反
其道而行，让他静下来好好写字，首先就是一大挑战。课上
的时间要保证孩子没有做别的事情，是在认真写字。至于对
小孩的教学方式，孔子的“不愤不启”不太合适。惰性是人
的天性，不要说是上小学的孩子，就是成人的本科生、研究
生们，没有老师的督促也想偷懒。所以说等孩子想明白再教
比先教以后慢慢让他理解要慢半拍。先灌输，后接受，虽然
态度有些生硬，但不失为一种好方法。在初次上课时，我准
备了好多内容，几次课后我发现：判断成功的小学书法教学
的标准，不在于教师讲了多少，而是教师讲的内容学生能接
受多少。有时候即使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学生也会多次出现
雷同的问题，重复，重复，再重复，看来不厌其烦是唯一的
捷径。

人们常说“教学相长”，即使是教小孩子，也会相互促进。
他们问的许多问题常常让我对原本已经很熟悉的事物重新审



视。就像对相同的物体拍照，角度不同效果不同，角度越多
对物体本身了解得越彻底。和孩子的接触总会收获意想不到
的惊喜，难怪多少教师乐此不疲。

小学硬笔书法课教学反思总结篇二

教学目的：通过讲解正楷笔画的`名称及写法，让学生掌握正
楷笔画的名称及写法。

教学过程：

横：横画在汉字中起着横梁般的作用，它的长短变化则平衡
整个汉字结构，因此，既要坚挺扎实，又要生动活泼。写横
画不论长短，为适合人的视觉效果，都要写得左低右高，略
带斜势。但也不能太斜，以5°~7°为宜，一般短横要斜，长
横基本平正。

（1）右轻横：因势向下凹，故又称凹横。写法是起笔作顿，
然后转笔向右上呈7°斜行，最后顺势轻按回锋收笔。右轻横
大都在字的第一笔，快捷有气势。如“土、王、五、至”等
字中的右轻横。

（2）左轻横：因势向上仰，故又称仰画。写法是轻起笔，向
右逐渐用力，最后轻顿笔回锋收笔，左低右高，左细右粗。
左轻横常和左竖相接，在笔画中间，有时也可在第一笔。如：
“上、正、旦、直”等字中的左轻横。

小学硬笔书法课教学反思总结篇三

二、教学目标：

1、掌握横、竖两种笔画在汉字中的书写方法。

2、在书写汉字时做到横平竖直。



三、教学重点：

掌握汉字书写中横平竖直的方法。

四、教学难点：

掌握汉字书写中横平竖直的方法

五、教学准备

学生准备有关的纸和笔

六、课时安排：２课时

七、教学过程：

（一）、复习左右结构和包围结构汉字的书写规则，激发学
习兴趣

（二）、学习横、竖的书写方法

1、出示汉字：十

请小朋友观察：写“十”字时横、竖要做到什么？

2、老师讲解、示范：

字中的横画，尤其是长横，要写得平稳，不能太斜。字中的
长竖及中间的短竖，要写得正、直有力，端正稳定。

（三）、书写汉字：

1、出示汉字：立再千刚百量可井真

2、请小朋友仔细观察，书写这些汉字时要注意什么？



立：上点居中，中间点、撇对称，下横长而平稳。

再：三竖画直而正，下横长而平稳。

千：短撇略斜，横长偏上，竖长、居中。

刚：竖向笔画排列均匀，竖钩的竖画要长而有力。

百：字形略小，要注意横平竖直。

量、真：字形较长，横画紧凑均匀。

井：横、竖皆向中靠拢，要写得横平竖直。

可：竖钩的竖画正、直，“口”略小。

4、学生练习书写，教师巡回指导，强调写字姿势。

八、布置作业

练习本课时的生字

九、板书设计

立：上点居中，中间点、撇对称，下横长而平稳。

再：三竖画直而正，下横长而平稳。

千：短撇略斜，横长偏上，竖长、居中。

刚：竖向笔画排列均匀，竖钩的竖画要长而有力。

百：字形略小，要注意横平竖直。

量、真：字形较长，横画紧凑均匀。



井：横、竖皆向中靠拢，要写得横平竖直。

可：竖钩的竖画正、直，“口”略小。

十、课后反思

第十四课时

二、教学目标：

1、掌握横、竖两种笔画在汉字中的.书写方法。

2、在书写汉字时做到横平竖直。

三、教学重点：

掌握汉字书写中横平竖直的方法。

四、教学难点：

掌握汉字书写中横平竖直的方法

五、教学准备

学生准备有关的纸和笔

六、课时安排：２课时

七、教学过程：

（二）描一描，写一写

注意横平竖直苗问共什才虫

（三）评一评，改一改



（四）总结，小组内评一评谁的字写得漂亮。

八、布置作业

练习本课时的生字

九、板书设计

苗问共什才虫

十、课后反思

小学硬笔书法课教学反思总结篇四

1、培养一批硬笔书法特长生，争取在各级书法比赛中获得理
想成绩。

2、养成书写硬笔字良好的.书写习惯。

3、学会硬笔书写基本用笔方法、结构规律和各种形式的作品
章法。

4、学会临帖，能把帖中范字的用笔、结构特点临写到位，并
能感受、表现其中意趣。

5、学习创作。根据临帖的不断深入，能够大致把字帖的特点
结合到创作中。

1、通过欣赏各种历代书法经典作品，让学生了解传统书法的
魅力所在，提高鉴赏能力，激发兴趣。

2、辅导中讲授与示范相结合。注重示范教学，让学生直观感
受书写方法。

3、分解技法强化训练，学会用笔法、结构法。



4、注重个别辅导，逐步纠正学生不良书写习惯，提高书写能
力。

5、通过讲述书法小故事，让学生了解传统书法文化的有关知
识。

6、以创作作品为主，临帖为辅，相互促进，不断提高学生硬
笔书法水平，积累一批各种形式、各种风格的硬笔书法作品。

（一）基本知识。

1、硬笔书写创作工具。

2、书写姿势和执笔方法（运指练习）

3、书法五体知识，书法简史。

4、小楷书法欣赏，了解其基本艺术特色。

（二）用笔方法。

1、起笔法。

a、基本动作要领。（抬笔取势、借势落笔、驻笔蓄势、造势
行笔、收势）

b、角度。

c、轻重。

2、行笔法。



小学硬笔书法课教学反思总结篇五

教学目的：通过讲解正楷笔画的名称及写法，让学生掌握正
楷笔画的`名称及写法。

教学过程：

横：横画在汉字中起着横梁般的作用，它的长短变化则平衡
整个汉字结构，因此，既要坚挺扎实，又要生动活泼。写横
画不论长短，为适合人的视觉效果，都要写得左低右高，略
带斜势。但也不能太斜，以5°~7°为宜，一般短横要斜，长
横基本平正。

（1）右轻横：因势向下凹，故又称凹横。写法是起笔作顿，
然后转笔向右上呈7°斜行，最后顺势轻按回锋收笔。右轻横
大都在字的第一笔，快捷有气势。如“土、王、五、至”等
字中的右轻横。

（2）左轻横：因势向上仰，故又称仰画。写法是轻起笔，向
右逐渐用力，最后轻顿笔回锋收笔，左低右高，左细右粗。
左轻横常和左竖相接，在笔画中间，有时也可在第一笔。如：
“上、正、旦、直”等字中的左轻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