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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结构之“左窄右宽”的教学设计 
 

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  戴春霞 

 

【设计理念】 

一、以学定教，以教导学 

以学为中心，以合作探究为主要的学习方式，侧重教师对学生学习过程的引导和方法的

指导，本课的设计就是以此理念为准绳的。立足学生实际，通过激趣设疑、技法渗透、疑难

解读等来引导学生探究、释疑，最终教给他们掌握新知的方法并能迁移应用。 

二、层层递进，张弛有度 

教学环节的设置，努力做到立足激趣、从扶到放、环环紧扣，张弛有度。从观察初探、

体验生疑、探究解惑、练习强化、赏析提升直至最后的拓展延伸，由浅入深，和着一松一紧

的教学节奏进行。 

三、授之以渔，学以致用 

著名书法大师启功先生说：写好字的关键是结构。本课的设计，就是要教会学生掌握左

右结构中“左窄右宽”字的布局特点和书写要领。同时整个教学的引导过程，其实也在向学

生渗透一种层层递进的探究学习法，告知他们看到范字该如何从粗看到细究，即读帖的能力。 

 

【教学设计】 

一、教学内容 

左右结构之“左窄右宽”的学习与应用。本课内容是硬笔书法中级第三期的教学内容之

一。本学期主要让学生掌握左右、上下等结构的书写要领，而本课重在解决如何掌握左右结

构中“左窄右宽”类型字的结构要领和“左侧右正”的审美能力。 

二、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技能：掌握“左窄右宽”的结构要领，即左短右长、左长右短和左右同长的结

构布局特点；能理解穿插迎让的左右组合关系，实现“左侧右正”的审美效果。 

（二）过程与方法：通过观察初探、体验生疑两大环节掌握“左窄右宽”的结构布局；通过

探究解惑、练习强化、赏析提升、拓展延伸等知晓穿插关系在左右结构中的重要性。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欣赏书写“左窄右宽”的字，学生能明白穿插迎让的组合关

系在左右结构中的重要性，理解并掌握“左侧右正”的书写技巧，提高“左侧右正”的审美

能力，并借此渗透谦让共处的和谐精神。 

三、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掌握“左窄右宽”的结构布局要领，即左短右长、左长右短和左右同长的结

构布局特点。 

教学难点：利用穿插迎让等关系，使“左窄右宽”的字实现“左侧右正”的审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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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情分析 

（一）学生已有的书法基础：硬笔书法中级第三期的学员大部分是八九岁的小朋友，基本端

正了正确的书写“双姿”，掌握了基本笔画与偏旁部首的书写技巧。在之前教学的熏陶与积累

下，学生已学会看结构框架示意图，但对“什么情况下可以这样布局？怎样布局才美观？布

局技法有哪些？”等深层次的结构问题未曾有过深度剖析。 

（二）学生的身心特点：该年龄段的学生观察比较能力已有所提升，可以初步做一些较精细

的动作，但灵敏度尚欠缺，注意力时间较短，且不稳定，书写时间不能持续过久，容易疲劳。

所以本阶段的教学更应注意保护和提升孩子们的学书兴趣，化被动为主动，通过多看、多比、

多想、多练、多评等综合手法的运用，让学生主动地积极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 

五、教学方法 

教法：通过“教、扶、放”三步引领课堂，借创设情境、引导质疑、逐层引领和迁移应

用来实践“以教导学”。 

学法：采用观察比较、以评促练、体验赏析等常规法贯穿课堂；通过说说想想、临临写

写、评评议议等环节掌握教学重点，运用技法解读、实例验证、要领归纳等探究解惑的手法

领悟教学难点。 

 六、教学实施流程图 

 

 

 

 

 

 

 

 

 

 

 

 

 

七、教学过程（共计 45 分钟） 

（一）观察初探（约 3分钟） 

PPT1出示 “详、净、扛、社、轩、钉”，集体大声读一读、认一认，并思考这些字的结

构有何异同？ 

（借助认字朗读，把学生原本分散的注意力都集中起来，暗示学生该进入上课模式了；带

着问题朗读，使学生的认读过程变得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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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学生的观察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相同点是：都属于左右结构之“左窄右宽”的字。 

不同点是：“详、净”属于“左短右长”；“扛、社”属于“左长右短”；“轩、钉”属于“左

右同长”。  

预设：学生找相同点比较容易，找不同会显得有些困惑，或一时想不到，若真如此，教师

可借助 PPT2“结构框架示意图”来提示学生。 

 

 

 

（运用结构框架示意图来演示结构布局，简单明了，而且借助已有知识和经验的迁移来获得

新知，学生容易理解和接受，也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体验生疑  （约 15分钟） 

1、说说想想 

（1）说笔顺：学生看着投影例字依次集体说笔顺，教师借机黑板示范。 

（笔顺直接影响结体，实践证明，在低段教学时，对笔顺的引导不仅必要而且至关重要。） 

（2）想布局：通过观察结构框架示意图，思考左短右长、左长右短和左右同长的字，高低如

何搭配才美观？ 

（3）得要领：经学生回答后，出示 PPT3，显示“左窄右宽”字体的左右布局要领，集体读

一读，向同桌说一说，加强记忆。 

“短的在左往上挪，让出位置给右坐；短的在右向下移，左右平稳才适宜；左右同长要错

位，左高右低好可爱。”    

2、临临写写 

（1）书写前的口令对呼：师：头正；生：身直；师：臂开；生：足安 

（平时养成的书写前的口令对呼，以此提醒接下来的书写姿势，同时也振奋精神。） 

（2）临范字：请学生仔细观察左右部件在田字格中的书写位置，每字写五遍，教师巡回指导。 

（让学生时刻养成仔细观察、三思而后落笔的好习惯。） 

3、评评议议 

（1）同桌互评：同桌互评，指出错误布局并改正；教师从中寻找个案，为下一环节的展开，

找好素材。 

（做小老师是学生最喜欢的角色，在批改同学作业的同时对自身也是一种督促与提高。） 

（2）集体共议：投影出示学生课堂作业，师生共同分析点评。 

（学生书写后再来纠错指正，是因为学生本身就是课程资源，学生书写优劣的表现正是我

的教学资源，好的作为示范，不足的成为纠错的典型，以便引起学生注意，并改正。） 

预设：有的同学左右布局正确，但不够美观，原因在于左右的斜与正的关系没处理好，

即：左右两边写的都太正，太单板，甚至变成两个字了，缺少凝聚力。那左右怎样组合才会

变得更好看、更有凝聚力呢？  



 

4 

 

（这一环节是让学生通过观察比较得知：仅仅做到左窄右宽、高低错落，这个字不一定会美

观，缺少凝聚力。抛出的疑问是：左右两边怎样组合才更有凝聚力？） 

（三）探究解惑（约 8分钟） 

1、技法解读 

出示 PPT4 两张舞蹈图片，通过双人舞图片的解读，使学生形象感知“左侧右正”的和谐

组合，其最大优点就是稳定，组合的凝聚力强。 

                                   

（此时的学生容易开始走神，借机穿插两张看似与书法无关的图片，在吸引学生眼球的同时，

形象地诠释了什么叫“左侧右正”的和谐组合，也让学生明白了艺术是相通的道理。） 

回归书法，如何取法“左侧右正”？出示 PPT5 教师以“详”字为例说明处理好左右的穿

插迎让关系可以实现“左侧右正”的审美效果，而找到穿插笔画，则是关键。在此明确穿插

笔画的概念和作用。 

2、实例验证： 

请学生分别说一说其他五个字是怎么处理穿插关系的或者说是怎么做到“左侧右正”的？ 

详（言字旁取斜势，羊的长横是穿插笔画）净（两点水取斜势，争字的长横是穿插笔画） 

 

 

 

扛（提手旁的短横和提都取斜势，工的长横是穿插笔画） 

社（示字旁横撇的横取斜势，土的长横是穿插笔画） 

 

 

 

轩（车字旁短横、撇折和提都取斜势，干的长横是穿插笔画） 

钉（金字旁三短横都取斜势，丁的长横是穿插笔画） 

 

 

 

3、要领归纳： 

PPT11出示“左窄右宽”之“左侧右正”的结构要领儿歌： 

“体形窄，左边站，取侧势，让伙伴。右边宽，要舒展，笔画穿插不分家，左右谦让才漂亮。” 

（用儿歌形式来归纳结构要领，读来朗朗上口，且便于记忆，既强化了“左侧右正”的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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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又渗透了谦让共处的和谐理念。） 

（四）练习强化（约 10 分钟） 

口令对呼后展开强化练习，进一步巩固结构要领，每字再写五遍（配乐），教师巡回指导。 

（配乐练习，是为了缓解学生久坐后的身心疲劳，同时也是熏陶学生的节奏感，这正是音乐

与书法的相通处。） 

（五）赏析提升（约 4分钟） 

1、选择好的作业加以表扬肯定。（保护兴趣，鼓励为主。） 

2、PPT12演示古代颜真卿的集字，边欣赏边回忆“左窄右宽”的结体要领。 

 

 

 

 

（借助古代名家字例，不仅吸引眼球，视觉冲击力强，而且在欣赏体验的过程中，再次验证、

巩固了“左窄右宽”的结体要领，提升“左侧右正”的审美能力。） 

（六）拓展延伸（约 5分钟） 

1、出示 PPT13全班同学的名字：找一找自己名字或者同学名字中有没有“左窄右宽”的字。 

2、“秀秀名片”：选择一位同学的名字（左右结构多的名字，如：张帆、桂行捷、姚城明、胡

杭晓等）大家一起来写一写，秀一秀，好的予以奖励。 

（借综合即兴表现时间，请学生结合自己最熟悉的名字，找找说说，写写秀秀，有亲切感，

也贴近实际，学以致用，体验成功。） 

3、延伸作业：掌握左右结构中穿插迎让的组合关系很重要，从我们今天学的来看，好像长横

经常承担穿插笔画的重任，老师想请同学们课后帮忙找一找还有什么笔画也经常成为穿插笔

画？并按照穿插迎让的要领试着写写看，我们下次课一起来分享！ 

（多次实践证明：以请学生帮忙来解决新问题的方式布置作业，学生很乐于接受，并且有较

强的好奇心和责任感，易于实现化被动为主动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