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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小学写字教学存在的问题及策略探析 
◆张艳辉 

（吉林市磐石市烟筒山镇第三小学校  132302） 

 
摘要：在时代的变革下，语文教师对待写字教学的态度以及教学的方式

都出现了问题，写字已经不再是语文教学的核心，学生的学习态度也不

端正，这导致语文教学迎来了严峻挑战。本文分析了目前小学写字教学

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几点应对性的教学策略，希望能够帮助扭转这一局

面，推进语文教学的顺利发展。 

关键词：小学；写字教学；问题；对策；语文 

 

 

引言： 
写字能力是每个国人最基本的知识基础，也是阅读、写作的

前提。但是如今，学生写字不规范，笔画不正确，甚至就连教师
也常常提笔忘字，原本需要手写的文字开始被计算机打字代替。
在这样的时代中，语文教师更要肩负起历史使命，搞好写字教学，
将汉字文化传承发扬，培养小学生端正的写字态度和良好写字习
惯。 

一、小学写字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认识上的偏差  
长期以来，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下，写字教学一向不大被学校、

教师、家长所重视。虽然课程标准中有要求，课程表中也排入了
写字课，但实际上常常被挪作它用。部分语文教师偏重对学生进
行语言文字的理解和表达能力的提高，忽视了学生写字能力的培
养。过重的作业负担使学生无暇顾及书写的质量，教师批改也只
注重字写的对错，忽视对字写得美观、规范的评价。 

（二）学生身心的局限  
小学生，尤其是低年级学生手掌肌肉尚未发育健全，力量较

弱，对笔的控制能力较差，且姿势也不够端正。另外，他们对写
字兴趣的爱好程度相对于其他较为直观形象的学习内容来说要
低得多，性格特点的影响使有些学生难以养成良好的写字习惯。  

（三）教师的自身素质低下  
许多教师不为学生作范写指导，原因是自己写不好；有些教

师虽然作了指导，但不规范，随心所欲，为“范写”而范写。教
师缺乏写字基本功，手下无“功”，是当前写字教学问题的主要
因素之一[1]。  

（四）信息技术发展的负面效应  
随着电脑的广泛普及使用，人们可以运用电脑便捷地制作文

本。于是，社会上也产生了一种相当普遍的看法：让学生花这么
多功夫练字，值得吗？尤其是毛笔字，已经没多大的实用价值，
又不要人人做书法家，何必让小学生去练？这种片面的认识也阻
碍着写字教学的开展。  

二、小学写字教学对策 
（一）培养学生规范的写字习惯 
养成规范的写字习惯对于学生来说是终身受益的，在小学阶

段打下这一基础尤为关键。因为一旦不良的习惯形成，在后期是
很难改正的。教师要严格要求，制定标准，指正错误，树立典型。
①规范写字姿势，走稳写字练字第一步。写字时要挺直胸膛，规
范的握笔，与课桌保持一定距离。正确的姿势能够使学生在写字
时更加轻松，写出的字体也更加端正，也利于他们身形的矫正。
②培养读帖习惯，踏实写字练字第二步。读帖是指临摹者在书写
前对字帖静观默察，细细体味，仔细分析，对范字形成清晰的印
象，做到成“字”在胸，意在笔先。教师要引导学生读每一节课
文后的田字格范字。如读笔画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观察笔画的
位置，笔画的长短、粗细、斜正、曲直等。③利用田字格，扎实
写字练字第三步。教师在教授学生写字时，可以先把字的结构讲
清楚，把每一笔每一画处于田字格的哪个部位分析清楚，并把生
字在田字格中与横中线和竖中线重合的笔画用彩色粉笔书写[2]。 

（二）借助形象化的语言教学  
在写字和识字量不断增多的情况下，学生开始对汉字混淆，

写字时时常出现错误，由于写字不规范也时常受到教师批评，对
待这种情况，如果不能及时处理，将使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受到很

大打击。教师要尽量采取形象化的教学方法，让学生高效率记忆
和辨别汉字，准确的书写，保护他们的写字兴趣。 

如，“捺”是基本笔画中最难写的，特别是捺脚的写法，学
生写得不是太直就是太翘。我告诉学生这些笔画就像小时候玩的
滑梯：开始的一段是比较平的，以便我们能够坐下来；中间一段
是斜的，以便我们能够向下滑；最后一段又是平的，好让我们能
够停下来。这样一讲，学生很快就能掌握“捺”画的角度了。学
写“四点底”时，尽管反复强调四个点大小不一样，而且点的方
向也不一样，可有些学生总是记不住，随便乱点。有的前面大、
后面小，有的前面小、后面大。于是我说：“这四个点就像一家
人出去郊游，一前一后是爸爸妈妈，爸爸迈着大步走在最前面，
妈妈在最后面，防止大家掉队，两个大人保护着中间两个小不
点。”这一形象的比喻使“四个点”在学生的眼里活了起来，有
了生命，有了情感。这以后每次写“四点底”，学生都特别用心，
“四点底”也写得规范漂亮了。  

（三）利用故事培养写字兴趣 
学生认为，写字是一项负担，因为教师时常布置大量的写字

任务作为课下作业，在课堂上也不住的要求学生们记背、抄写，
这样无味的学习活动令学生们十分厌倦。想要让学生学好，先要
让他们好学，培养兴趣是第一步。教师要对写字教学方法进行调
整，尽量符合小学生理解能力和思维特征，让他们轻松学，快乐
学。譬如王羲之墨池学书，最终成为一代大师，其“飘若浮云，
矫若惊龙”的书法风格在今天依然被人们所津津乐道。还有欧阳
询在两晋石刻面前观察了三天三夜等故事[3]，都能激起学生写字、
学字的兴趣。 

（四）发挥教师的示范力量  
在教学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部分学生“为练字而练字”，

把练字当成一种任务，比速度不比质量。这源于两点：一方面由
于学生对练字的重要性认识不够，缺乏兴趣；另一方面是他们没
有掌握练字的方法，缺乏有效性。教师如能发挥示范的作用，充
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引导他们认真观察，比较发现，体验成功，
必能形成良性循环。  

三、结语 
一个人的字体和笔迹体现着他的修养和文化水平，从小让学

生写好字，掌握更多汉字，了解汉字的文化和重要意义，是培养
优秀人才的坚实基础。语文教师肩负着重要的责任和义务，必须
从分析当前教学问题出发，对写字教学进行全面整改，让学生在
良好的习惯和态度下，奠定更扎实的写字基础，为他们文化素质
的不断提升贡献自己应有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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