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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汉字 书写民族之魂
编者按    识字写字是阅读与习作的基础，历来都是语文学习的重要任务。《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它是第一学段的教
学重点，也是贯穿整个义务教育阶段的重要教学内容。本学期以来，合肥市青年路小学语文教研组通过引进“菱形十字
格”课题研究，指导学生规范写字，静心练字；通过不同学段写字教学课例研讨，引导学生语境识字，有效习字。此
外，在情境中学习汉字，从字理、字源中学习生字，通过加强识字、写字教学研究，把握不同学段写字教学的要点，循
序渐进做好生字教学的衔接。当学生练字时，学校的教师陪伴学生左右，静静地指导、默默地板书，榜样的力量蕴含其
中，写好汉字，培养学生做有根的中国人。

以美育美 书写汉字之魂
□五（4）班班主任  何明川
习近平主席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
强。”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一的汉字，更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所在。结合笔者多年的习字和教学经验，从下面三方面
来谈谈小学写字教学的心得：以美育美，让孩子们从小学会书写汉字之魂。
首先，观察汉字之美。汉字从殷商的甲骨文到今天的楷书，已经传承数千年，是世界上唯一一种从发明而延用至今的文
字，其博大精深令人叹为观止。汉字的“六书”造字法也一直为人津津乐道，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让
汉字在音形义上变化多端、内涵广博，对汉字的观察便是认识乃至理解汉字必不可少的一步。学会观察汉字的美，认识
汉字的美，才能真正做到热爱汉字，进而传承汉字，传承中华文化。
其次，欣赏汉字之美。这里的欣赏主要是从书写的角度来说，从古至今，多少书法大家留下了浩如烟海的书法作品，从
结体方正的李斯小篆到隽秀潇洒的右军行书，从张扬恣肆的怀素草书到法度严谨的鲁公正楷，这些优秀的作品都能成为
教育工作者提升自己、影响学生的工具。让学生欣赏古今书家的作品，感受汉字的无穷魅力，通过教师的规范书写，让
学生近距离欣赏汉字的形体之美，难道不能激发学生对汉字的热爱与崇敬吗？
最后，书写汉字之美。当学生发现了汉字的内涵美，欣赏了汉字的形体美，自然就有了书写汉字、表现其美的欲望，教
师在这时加以正确的引导，便能让学生用自己的笔书写汉字的美，当一个个形神兼备的汉字在学生的笔下诞生，这继承
和发扬汉字的传统也就水到渠成、自然而然了。
汉字的魂是什么？就是一种堂堂正正做人的本质。发现美，欣赏美，书写方方正正的汉字；传承美，创造美，学习古今
圣贤的精神。以美育美，让写字成为孩子人生的基石，书写一生的美丽篇章。

菱形十字格写字教学初探
□一（2）班班主任  张婧倞
多久没有静下来阅读？多久没有静下心写字？在这个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能够写一手好字显得格外难能可贵。
最近每天下午的午读十分钟，我都拿来带学生写字。第一次接触菱形十字格还要追溯到上学期，学校请来了哈尔滨大同
小学的姜萍老师，当时，姜老师的写字示范课让我印象深刻。她先让大家在田字格中写字，再让大家在菱形十字格中写
字，有了比较后才发现汉字写得舒展开来是如此好看。
很幸运，这学期我也可以带着孩子们一起来探索菱形十字格。拿到本子的第一时间我就发给学生，因为我和大家一样对
这么全新的本子充满了期待，看看它会给我们的写字课带来怎样的变化。
趁热打铁，带着孩子们现学现卖，一起认识菱形十字格的四点位，教大家小儿歌记住四点位。考虑到全新的本子让孩子
们先写汉字可能效果不太好，我决定先从笔画入手。拿着笔画练习本，孩子们迫不及待地想要拿着笔写，可是还没一起
观察每个笔画的占格位置呢！我赶紧鼓励大家踊跃发言。爱观察的孩子很多，要非常认真仔细才能够说清楚笔画的占格
位置。接下来，我带着学生们再一起观察笔画占格位置，一起书空描红。写字之前，端正坐姿，小班长带着大家一起齐
念“身正、肩平、足安”，说到做到，看着孩子们认真的样子，真得很满足。
带一年级最大的好处大概就是在此，看着孩子们一天天在进步，一天比一天好。学贵坚持，现在只要下午一到教室，孩
子们大部分都能够自觉把习字帖拿出来写字，这样良好的写字氛围，何愁学生不会爱上写字？

菱形十字格 写最美汉字
□三(8)班班主任  黄  垒
《语文课程标准》很重视写字教学，指出识字写字是阅读和写作的基础，强调了写字教学在语文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加
强小学生写字教学，采取得力措施切实提高小学生书写的质量很有必要。
低年级学生年龄较小，教师应带着学生从一笔一画学起，打好基础。到中年级，大家对字的笔画、结构有了一定的掌
握，课上教师只需挑重难点讲解、示范。关注字的间架结构，我在教学时注重让学生观察、读帖，第一个字“戴”字详
细讲，后面的“植、袭”边扶边放，从整体到部分观察，带学生们关注一些重点笔画，让学生自己去观察、思考、发现
和体会，习得方法，只在易错点适当点拨。
到了三年级，学生的写字速度大大提高，有的学生写字求快，忽视了写字时正确的坐姿和握笔姿势。我在教学时开始注
重写字的仪式感教育，写字前带领学生们唱一遍写字歌。坐姿：头正、肩平、臂开、足安。握笔姿势：一指二指捏着，
三指四指托着，小指在里藏着，笔尖向前斜着，笔杆向后靠着，希望用这样的仪式感教育日积月累积淀成良好的习惯内
化到学生的头脑中。通过长期训练，让学生能有意识地注重自己的坐姿和握笔姿势。
最后，课内挑选学生的佳作通过投影仪展示，让学生当小评委，既能取长补短，又能提高学生写字的兴趣。课外通过班
级的展示，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在教学中，我时常提醒学生们写字要心到、眼到、口到、笔到、手到，不草草了事，使
笔画有神，字形美观。

微课识字 微而不凡
□二（10）班班主任  彭小玲
识字教学是整个小学阶段十分重要的一部分，特别是小学低年级识字教学的任务更为突出。如何让低年级学生在有限的
时间里，获取更多的识字量，从而尽早实现阅读目标，这是每位语文教师心中的期盼也是新课程留给教师研究的新课
题。为了让低段的识字课堂变得更有趣和高效，我将“微课”视为灵活的组件，根据学生学情随时嵌入相应的教学环节
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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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在小学低段教学中识字教学是重点，繁多的识字任务，常规的教学方法时间一长易造成学生学习枯燥，因此引
入一定的微课教学，往往在直观生动的基础上，更容易突破教学难点。我在教学一年级下册《识字6  人从众木林森》
时，将识字微课巧妙地嵌入到课堂中间。《识字6  人从众木林森》这一课，一次呈现6个象形字，要求学生认识。其实
这些象形字学生认识并不难，但是，如果想让他们进一步达到感悟汉字的形象性，了解汉字的象形字造字方法，就有些
困难了。将识字微课嵌入整个教学环节中，通过“人-从-众”的汉字演变动画让学生非常形象地感知到象形字就是用线
条或笔画，把要表达的事物的外形特征，具体地勾画出来的。
而在《识字6  人从众木林森》一课学习结束时，我说：“其实像这样的字还有很多，同学们想看一看吗？”接着播放一
段识字微课。在微课中，既有象形字的动画演示，又有教师实时的讲解，两者浑然天成，没有教的痕迹，既让学生学起
来妙趣横生，又让他们在不知不觉间感受到汉字的魅力。
在新课结束时，学生们写完字后，再进一步讲识字，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会大打折扣。而在课末播放识字微课，既巩固了
本节课所学的知识，又激发了学生进一步识字的兴趣，一举两得。

识字写字三部曲
□二（4）班班主任  王  晶
如何在有限的教学时间里，将识字写字的教学任务扎实地开展，提高课堂识字写字的教学效率，根据小学语文第一学段
识字写字学习标准，我将自己在教学中的几点体会总结如下：
识字三部曲：汉字是音、形、义三位一体的，这也正是它的魅力所在。教材的编排也有意渗透了汉字的造字规律。在教
学中，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一点，使学生领悟汉字的构字规律，感受到汉字的神奇，从而产生主动识字的愿望。激发识
字兴趣——乐意学；教授识字方法——玩中学；培养识字能力——学会学。
写字三部曲：“一横长城长，一竖字铿锵”。让学生们在写字起步阶段扎扎实实地练好字，不仅可以有效地促进书写能
力的发展，还能陶冶情操、培养审美能力、提高文化修养。重视细节——养成书写习惯；指导练字——掌握书写技能；
加强评价——提高书写质量。
对于小学生来说，他们对文字从陌生到熟悉，也会从好奇到无奇。这就需要我们教师在识字写字的教学上多下功夫，让
学生们学好汉字，也能喜欢上汉字，进而喜欢上语文这门学科。

专家点评
今天在青小教育集团学习，深感于该集团领导的高瞻远瞩，领先运用菱形十字格进行教学实践；深感于教师团队的精诚
合作；深感于活动主题聚焦精准——传统文化。写字教学一直语文教学的难点、弱点，也是亮点。三节课当中亮点颇
多，值得分享的也很多，例如：课堂流程收放有序、读帖能力训练有法、笔画占位精准有方等等。    （合肥市锦城小
学   巫乃刚）
青小的老师们都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书写习惯，运用朗朗上口的儿歌、浅显易懂的口诀指导学生正确的坐姿和握笔姿
势。课堂上，老师给学生准确的示范书写，更加形象直观，学生有充足的时间当堂练习描红和仿写。老师及时、精准的
点评，有效地指导学生把汉字写得规范、端正、美观。张老师和黄老师将菱形十字格引入写字教学，令观课老师眼前一
亮。菱形十字格的使用，培养学生的观察力、专注力、读帖能力和表达能力，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何老师运用微视
频辅助教学，使学生看得真切，清晰，让学生领略到汉字的形体美。    （合肥市太湖路小学    刘    琴）

本版稿件由吴琼、吴晓霞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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