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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学赵体

第 1  课

元代赵孟 与唐代的颜真卿、欧阳询、柳公权

齐名，是“楷书四大家”之一。他的楷书取法晋代

王羲之和唐代李邕（yōng），形成了别具一格的

“赵体”，其书风介于楷书与行书之间，代表作有

《三门记》《妙严寺记》《胆巴碑》等。

赵体字写得端庄秀

美。我要仔细看，认真

学，运用以前学过的书法

知识，练习这种新书体。

《三门记》，全称《玄妙观重修
三门记》。此墨迹行笔干净利落，方
笔骏快，圆笔流媚，形体典雅秀丽，
给人沉着果断而又清朗明澈的感觉，
有“天下赵碑第一”的美誉，是学习
赵体楷书的范本。

[元] 赵孟 《三门记》（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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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年
级
上
册

书
法

赵体

 是介于正楷和行

书之间的行楷。

 以方笔为主，行

笔圆转流畅。

 起收和转折的动

作比较连贯，点画之间

呼应紧密。

 结体因取横势，

显得扁方。

赵孟 说，“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意思是字的形态可以随时代而变化，

古人所传的笔法却应恪守不变。赵体上承晋唐，下启明清，影响深远。

你发现了吗，下页第

三遍临写时不再有米字

格，我们可以大胆试一

试，体会书写的快乐。

读帖 尝试

六年级的练习提供了两

种书体，练习赵体范字后，

还可以选练欧体范字，真的

很开心！

高

欧体

 是典型的楷书，又称正楷。

 以方笔为主，方圆兼济。

 笔力劲健却不失丰润。

 字形修长，结体内紧外舒，富有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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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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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摹 选练临摹

4

[唐] 褚遂良《大字阴符经》（传）（局部）

天
生
天
杀
，
道
之
理
也
。
天
地
，
万
物
之
盗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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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法
拓 空 间展

赵体点画（一）

第 2 课

画沙印泥  
 

唐代褚遂良提出用笔要“如锥

画沙，如印印泥”，后来人们将“锥

画沙”和“印印泥”合称为“画沙印

泥”，强调写书法要下笔有力，既沉

稳又准确。

褚遂良的《大字阴符经》笔力坚

实，动势强劲，天趣自然，线条正如

锥画沙、如印印泥。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孟子》 

赵体“然”字中的

点，饱满厚重，灵动多

变，彼此应接顾盼。

赵体的点与欧体的点相比，笔法相同，但笔画间有

牵丝映带，锋芒外露。

⊙ 集字欣赏

欧体

观察 思考

@@书法六年级上册20150317复核版.indd   5 2015.7.9   4:11:45 PM



6

练
习
指
导

六
年
级
上
册

书
法

竖三点

 由两个右向点和一个挑

点组成。

 成弧形排列，上两点下

俯，末点上提。

 第二点与第三点几乎

相连。

横四点

 中间两点相连。

 左右两点大，顾盼生姿。

赵体的点画富有动感，出锋的笔势比较强烈，数点并书，

呼应尤为明显。有时干脆连写，变为另一种笔画，如“驭”字

左部的四点就变为了提。

相向点

 又称顾盼点。

 第一点出锋部分已超出

整点的一半，下笔较轻，与第

二点（已变异为撇）形成轻重

对比。

读帖 尝试

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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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摹 选练临摹

8

[唐] 柳公权《神策军碑》（局部）

我
国
家
诞
受
天
命
，
奄
宅
区
夏
二
百
廿
有
余
载
。

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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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法
拓 空 间展 第 3 课

赵体“下”字的

横，露锋起笔，毫不

犹豫，起、收笔处为

方笔，真刚健啊！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礼记》

赵体的横，下笔较重，有“千里阵云”的

气势。可能是所用的毛笔比欧阳询的劲健，故

点画的效果有所不同。

⊙

集
字
欣
赏

赵体点画（二）

欧体

观察 思考
藏头护尾  

藏头护尾，指笔画两头藏锋，

不露痕迹。藏头，起笔时笔尖逆入

藏锋，然后行笔；护尾，收笔时全

力收毫，回收锋尖。这样用笔，笔

力才会凝注于字中。

柳公权的《神策军碑》运笔方

圆兼施，藏头护尾，骨力劲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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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赵体的横，收笔有时弹出笔头，笔到即止，与欧体的笔笔到位、运笔完整明显不同。

长横

 起笔逆锋略顿，形成方

头。

 运笔略向右上，稍顿后收

笔。

 有时出现“贼毫”，即不

经意中弹出笔毫的现象。

左尖横

 露锋起笔形成尖头，轻

落向右逐渐用力。

 末端顿笔回锋。

右尖横

 右尖，表示横画末端意

到而笔不到。

 这种笔法只有在行楷中

才会出现。

谓

材

读帖 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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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摹 选练临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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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颜真卿《自书告身帖》（局部） 

乡 土

鲁
郡
开
国
公
颜
真
卿
，
立
德
践
行
，
当
四
科
之
首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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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法
拓 空 间展 第 4 课

赵体“神”字的竖有

行笔迅捷的特征，悬针

出锋爽利，垂露微钩。

曲中见直

曲中见直，指写竖画不宜笔

直，要像弓弩直立一样，外形弯曲

而内含无穷力量。如果太直就会像

枯木立地，挺直却无力。

颜真卿《自书告身帖》中的竖

画外曲内直，每笔都有千钧之力。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唐] 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赵体的竖，不止悬针和垂露两种形

态，还有悬针和垂露的变形。

⊙

集
字
欣
赏

赵体点画（三）

欧体

观察 思考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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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垂露竖

 起笔、行笔与

悬针竖相同。

 收笔时顿笔回

锋，使笔端呈垂露状，

如向左离纸，则略出 

钩锋。

短竖

 露锋起笔略轻，稳

稳下行。

 虽尾部被覆盖，收

笔处仍需回锋。

赵体的悬针就像急于与下一字笔势相接一样，有时会出

现偏锋，形状好似刀片。这种情况在欧体中比较少见。

悬针竖

 起笔因承接

上笔之势而呈方头。

 下行力量递

减，提笔出锋。

譬

偏锋竖

 与悬针竖笔法相同。

 出锋处因速度快而略偏。

辉

读帖 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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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摹 选练临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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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张旭《古诗四帖》（局部）

观

衡
山
采
药
人
，
路
迷
粮
亦
绝
。
过
息
岩
下
坐
，
正
见
相
对
说⋯

⋯

@@书法六年级上册20150317复核版.indd   16 2015.7.9   4:12:51 PM



17

书 法
拓 空 间展

临摹有力度

第 5 课

“衷”字“衣”部的

撇捺两笔，就像邮票上舞

女那飞扬的衣袖，看似轻

盈，力含于中。

力透纸背    

力透纸背，原指运笔刚劲有力，

笔锋几乎要透到纸的背面。后形容书

法技巧精湛，遒劲有力。

颜真卿曾用“力透纸背”来形容

张旭的书法用笔。《古诗四帖》落笔

遒劲，力顶千钧，无纤弱浮滑之气。

东汉书家蔡邕说：“藏头护尾，力在其

中，下笔用力，肌肤之丽。”书法的点画极

富质感，充满着生命的活力。

[元] 赵孟 《三门记》（局部）

观察 思考

衡
山

@@书法六年级上册20150317复核版.indd   17 2015.7.9   4:12:5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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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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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六
年
级
上
册

书
法

人们常常这样评论书法：好的字苍劲有力，差的字软弱无力。所谓“力”，指的是

点画的力度，是通过笔毫与纸的接触摩擦所产生的。

原作笔力厚实，临

作笔画疲软。结构没有

支撑力，整个字就会显

得无精打采。

撇是用侧锋刮

擦出来的，弯曲扭

结，欠缺力度。

横的起笔和收

笔不合法度，行笔

平拖软弱。

首点用笔随

意，轻薄无力，

不讲法则。

捺脚未到位便结束。

临 作 原 作

读帖 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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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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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年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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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法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重阳节是我国的老人节，尊老敬贤是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备好笔、墨、纸，写上祝福的话语，设

计一张祝福卡，送给身边的长者。

祝
福
卡

重阳节的祝福小小兰亭会
10月

岁岁重阳，

今又重阳。
祝 福 卡

@@书法六年级上册20150317复核版.indd   20 2015.7.9   4:13:1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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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课

集字练习（一）

以前做集字练习，是从碑帖里挑范字。现在让我们来

尝试集碑帖里没有的字，以“任重道远”为座右铭。《三门

记》里没有“任”字，可以尝试用下面的方法集出来。

删减部件法

组合部件法

[元] 赵孟 《三门记》（局部）

⊙ 集字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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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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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课

赵体“文”字的撇，

行书意味很浓，好像要顺

势与捺相连的样子。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

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论语》

赵体的撇，因行笔速度快而出现

了变异，不像欧体那样从容不迫。

⊙

集
字
欣
赏

赵体点画（四）

文

欧体

观察 思考

书 法
拓 空 间展

逆入平出   

   

逆入平出，是一种用笔技法。逆

入，指起笔时笔锋要从相反方向逆锋

入纸，随即转锋行笔，以达到藏锋于

点画的目的。平出，指收笔时要让笔

毫平铺而出，势尽出锋。

清代书法家邓石如的隶书多采用

逆入平出的用笔技巧，雄浑古朴。

[清] 邓石如《文心雕龙·正纬》（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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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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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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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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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法

竖撇

 露锋起笔稍顿，由重至

轻向左下行笔。

 出锋处有微钩，引势 

向上。

斜撇

 逆锋起笔重顿，由轻至

重再至轻。

 向左下行笔出锋，有较

大的弧度。

赵体的撇，因行书笔意较浓，变化比欧体更显丰富。比如较

长的撇画，中段行笔较重，尾部出钩等。

回锋撇

 露锋起笔向左下写撇。

 撇末出钩，笔势与右边

的点相呼应。

读帖 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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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临写                                     对比，临写                                     调整，临写 

   

○
○

○
○

○
○

○
○

○

需
要
加
倍
努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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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
有
进
步
空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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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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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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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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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点

临摹 交流 必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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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摹 选练临摹

26

[宋] 黄庭坚《松风阁》（局部）

闻

我
来
名
之
意
适
然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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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书 法
拓 空 间展 第 8 课

一波三折  

      

一波三折，在书法中原指写捺

时要三次微调笔锋，笔画如水波起

伏；后泛指在书写点画时，笔势要

有起伏，含委婉意。

黄庭坚晚年的书法，如《松风

阁》，长波大撇，提顿起伏，有回

环曲折之美。

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

               ——《孟子》 

赵体的捺，用反捺的情形比欧体要多，

有时还很难用标准的反捺来界定，这反映了

赵体更为自由的书写风格。

⊙
集
字
欣
赏

赵体“大”字的

捺，在米字格中的位

置与欧体差不多，但

写成了反捺。

赵体点画（五）

欧体

观察 思考

适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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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
习
指
导

六
年
级
上
册

书
法

赵体的捺，大多写得较轻，与欧体相比，少用重笔，捺脚不

突出，因而显得柔媚。

反捺

 因加快书写速度，简化

笔法所致。

 直承撇势，入纸后一直

往右下行笔，然后出锋。

 收笔处中锋出锋，欧体

的反捺则是藏锋收笔。

平捺

 起笔轻落，右下行笔。

 根据下一部件的繁简确

定最重的捺脚位置，然后从水平

方向出锋。

直捺

 轻落笔后向右下行。

 力量逐渐加大，至捺脚

处再加重，后缓提出锋。

给

赵

读帖 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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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日

观察，临写                                     对比，临写                                     调整，临写 

   

○
○

○
○

○
○

○
○

○

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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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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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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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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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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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点

临摹 交流 必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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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摹 选练临摹

30

[宋] 米芾《清和帖》（局部）

芾
启
：
久
违
倾
仰
。
夏
序
清
和
，
起
居
何
如
？
衰
年
趋
召
，
不
得
久
留
，
伏
惟
珍
爱

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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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法
拓 空 间展

临摹有节奏

第 9 课

音符的高低构成了

乐曲的旋律美。“横”

字的笔画，有长有短，

有粗有细，也有一种节

奏美。

缓前急后

缓前急后，指用笔需控制好

节奏与速度。一般起笔时行笔要

舒缓，笔力沉厚，调整笔锋后再

加快运笔速度，爽快利落收笔。

一快一慢，节奏明显。

《清和帖》中大部分笔画起

笔缓慢，以便蓄势，待笔锋调好

后迅速行笔。缓前急后，使得每

笔每画都率意妍媚。

在书写草书时，通过控制运笔的力度和速度，能产生一种轻重徐疾的节

奏变化。今天，人们也常用“节奏”来形容其他书体在运笔过程中的力度和

速度变化。

[元] 赵孟 《三门记》（局部）

观察 思考

珍
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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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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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年
级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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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法

临摹时，掌控节奏是十分重要的。由于毛笔柔软，运笔时因

用力大小和速度快慢的不同，笔画便会产生长短、粗细的变化，

表现出动态美。

点画也有跌宕起伏，

临写范字时可要用心去体

会节奏的美妙哦。

快

快

慢

慢

摹

快

颇

读帖 尝试

 圆转代替方折，运笔速度

加快，节奏紧凑。示意图中标出

“快”的地方大部分在圆转处。

 左部的提画，出锋前由稍微

的停顿，到飞动跃起，经历了一个由

蓄势到爆发的过程，节奏感极强。

 草字头先写竖长

横短，接写横短竖长，

很像半拍和一拍的交替

旋律。

快

快

慢
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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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临写                                     对比，临写                                     调整，临写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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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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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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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摹 交流 必练

33

@@书法六年级上册20150317复核版.indd   33 2015.7.9   4:14:27 PM



临摹 选练临摹

34

 [宋] 赵佶《闰中秋月诗帖》（局部）

响

桂
彩
中
秋
特
地
圆
，
况
当
余
闰
魄
澄
鲜
。
因
怀
胜
赏
初
经
月
，
免
使
诗
人
叹
隔
年
。

万
象
敛
光
增
浩
荡
，
四
溟
收
夜
助
婵
娟
。
鳞
云
清
廊
心
田
豫
，
乘
兴
能
无
赋
咏
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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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法
拓 空 间展 第10 课

赵体“以”字的提，藏锋

起笔，指向下一笔运行，至尾

端提笔出锋，果断有力。

赵体的提，比欧体的形体更长，有时也

更陡，明显起着势接下一笔的纽带作用。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

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论语》

赵体点画（六）

⊙集字欣赏

欧体

观察 思考

无垂不缩  无往不收  

无垂不缩，无往不收，是一种用

笔技巧，指竖横二画收笔时应将笔锋

回收，以使笔画含蓄、圆实、有力。

这种笔法其实也适用于所有点画，特

别是撇、捺、提等露锋出笔的点画。

北宋赵佶的书法被称为“瘦金

体”，点画收笔均有空回之势，字显

得瘦直、挺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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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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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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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上
册

书
法

赵体的提，有些是由横画变异而来，因而增加了使用频率，也增

强了行书意味。

长提

 由横变异，因承接钩

势，藏锋入纸后运笔较长，

其他与短提同。

 提手旁的提也一样。

短提

 为承接下一笔，由横

画变为挑势。

 藏锋由重至轻，指向

下笔出锋。

竖提

 提与竖连写。欧体

的竖提另起笔。

 夹角是大于45°的

锐角，切勿过陡。

孔

能

民

读帖 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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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摹 选练临摹

38

[唐] 颜真卿《祭侄文稿》（局部） 

取

清
酌
庶
羞
，
祭
于
亡
侄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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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书 法
拓 空 间展 第 11 课

一片丹心天日下，数行清泪岭云南。

          ——[宋] 苏轼《过岭寄子由》

赵体“固”字的钩呈

三角形，非常锐利，底边

向外凸出。

钩是各家展示风格的标志性笔画。赵体的钩

不像欧体那样含蓄，常常以犀利的面目出现。

⊙集字欣赏

赵体点画（七）

欧体

观察 思考

万毫齐力

万毫齐力，指作书时不但主毫丝

丝得力，还要调动副毫的作用，使笔毫

无一丝扭结地自然运动，使笔力贯注下

去。这样写出的点画才会力量弥满。

颜真卿书写《祭侄文稿》时，满

腔悲愤汇于笔端，万毫齐力，纵笔豪

放，一泻千里，有江河决堤的磅礴

之势。

轻
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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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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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上
册

书
法

横钩

 露锋起笔作横画，横末

直接出钩。

 出锋方向指向下一笔。

斜钩

 露锋入纸，斜行向右

下，笔至最低处呈现出锋一般

的尖端，稍后出钩。

 这是赵体极具特色的

笔画。

卧钩

 露锋起笔，向右弧

形行笔，由轻到重，出钩与

下笔呼应。

 出锋果断，直抵点

旁，锋势较长。

赵体的钩，形态变化丰富，没有特别停留蓄势，而是力

送笔端，直接钩出，干脆有力。

或

读帖 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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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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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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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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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摹 交流 必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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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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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年
级
上
册

书
法

温故知新（一）

赵体笔画的变化很丰富，想一想我们都学了哪些笔画

的变化，再找一找下面几个字的基本笔画。

基本笔画：

请在下面的范字中找出有赵体特征的笔画，写在

米字格中。

基本笔画：

基本笔画：

交流 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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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书法以来，我们已经做了不少集字练习，是小试牛刀、展示我

们的集字本领的时候了。请综合运用各种集字方法，比一比谁从左边的

帖里集出的词语最多。

集字练习（二）

第 12 课

[元] 赵孟 《三门记》（局部）

⊙ 集字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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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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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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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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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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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摹 交流 必练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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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临摹有笔势

第 13 课

飞天的飘带显出曼妙的

弧线，“无”字的笔画不也

像灵动的飘带一般么？

敦煌莫高窟中的唐飞天

每个字的笔画都依一定轨迹运行，这就是

笔势。笔势反映笔画与笔画之间的呼应关系。

[元] 赵孟 《三门记》（局部）

无

观察 思考

书 法
拓 空 间展

笔断意连   

笔断意连，指书写时字的笔画虽

然断开，但笔势却是相连的，即“笔

不到而意到”。点画有呼有应，起承

分明，组成连续的整体，给人贯通、

完整的美感。

唐太宗评王羲之的书法“状若断

而还连”，也就是笔断意连的意思。

 [晋]王羲之《得示帖》（局部）

不
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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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体与欧体的不同之处，就是以笔断意连等手段，把笔势

清晰地呈现在纸面上。

 上一笔收笔与下一笔起

笔相衔接，整个字一气呵成，浑

然一体。

 笔画的气势是贯通的。

扃

我也试一试，依照

范例画出“扃”字的

运笔线路。

读帖 尝试

 中间部分，先写两横，

后写四竖，呈辐射状。

 最后四点与四竖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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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摹 选练临摹

48

笔

 [晋] 王羲之《快雪时晴帖》

快
雪
时
晴
，
佳
，
想
安
善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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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法
拓 空 间展

临摹有速度

第 14 课

 书无百日工

“书无百日工”有两层含义。

一层是指书法入门经过百日的努

力，就能见到一定的效果；另一层

是指学习书法，如果没有下够功

夫，技艺不可能精湛娴熟。

宋代曾巩曾说王羲之的书法到了

晚年才进入佳境。看来，王羲之的书

法成就主要取决于他的刻苦用功。

临摹时，不仅要力求准确，而且要有一定的速度。

“百”字的撇和竖合

为了一笔，书写速度自

然就快了。

观察 思考

快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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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字时运笔切忌匀速，应当有快有慢。所谓“熟能生巧”，要想

提高书写速度，必须勤学苦练。除此之外，通过简省、连带笔画等方

法，也可以提高书写速度。

 

  对比两个“可”字，可以看出笔势。

 第二个“可”字的“口”省略了一笔，

竖钩变为介于弧钩之间的笔画，书写速度自然比

第一个“可”要快。

“峻”字右边中间的

“八”，不仅从相背改为相

向，而且右点与撇连写，从而

提高了书写速度。

读帖 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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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摹 选练临摹

52

 [唐] 怀素《自叙帖》（局部）

满
壁
纵
横
千
万
字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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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法
拓 空 间展

临摹要求美

第 15 课

“联”字的一

横真有珠联璧合的

意味啊！

密不透风，疏可走马  

中国画构图有“密不透风，疏

可走马”的说法，指构图要巧妙安排

空白、疏密等关系，以达到画面空灵

变化丰富的意境。该术语借用到书法

中，指书写时要安排好笔画之间的位

置关系，当疏则疏，该密则密。如怀

素《自叙帖》中的“戴”字，左下部

密不透风，其余部分则疏可走马，整

个字显得很美。

赵孟 艺术修养深厚，他的书法雅俗共

赏，具有亲和力，一般的书法爱好者都能理解

和欣赏。

联

观察 思考

戴

Y06021-1Y3521.indd   53 2019/5/22   9:34:04



54

练
习
指
导

六
年
级
上
册

书
法

赵体楷书，运笔酣畅，结体端庄，外貌圆润，筋骨内含。

我们不仅要学其形，更要学其神。 

近 图

 “斤”的末笔写成一

撇，打破了两竖平行的呆板。

 这个约定俗成的简化

字，见于《集王圣教序》。

 省略了外框，主要目的

是避免大框套小框。

 “联”字原为左右结

构，“耳”的上横拉长后，覆

盖了下部，别具魅力。

读帖 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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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临写                                     对比，临写                                     调整，临写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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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我的作品

翰墨贺新春

每逢新春佳节，人们都喜欢通过春联等书法

作品来表达美好的祝福。请观察身边传递祝福的

书法作品，感受书法传递出的中华文化传统。

用对联来传递新

春的祝福，在我国有

着悠久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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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摹有个性

第 16 课

书法学习应从临摹古人经典法帖开始，但

学习古人不能泥古不化，要博采众长，逐渐形

成自己的个性书风。

富有个性的赵体书

风是怎么形成的呢？

赫

[元] 赵孟 《三门记》（局部）

观察 思考

书 法
拓 空 间展

书为心画  

书为心画，指观书如观人，书

法作品是书家才识、德行、品性的反

映。颜真卿为人刚直，其书法作品也

给人一种正气凛然的感觉。宋代欧阳

修曾形容颜真卿的书法如“忠臣烈

士，道德君子”。

 [唐] 颜真卿《麻姑仙坛记》（局部）

有
唐
抚
州
南
城
县
麻
姑
山
仙
坛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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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孟 既善于继承传统，也善于化俗为雅。前代优美的

经典写法，甚至民间俗字，他都兼收并蓄，为己所用，因此

能书写出独具特色的赵体楷书。

 这个字的写法来源于草

书，不仅简便，而且美观。

备

 “夕”部写得很斜，

“卜”部紧贴，起支撑作用，使

这个容易松散的字顿生奇趣。

 这个写法是古简化字，

不止一次使用，而且写出了 

个性。

 上部都是横竖起笔，在

辨识上避免了误认为草头。

读帖 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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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故知新（二）

赵体汲取晋唐书家之长，开创了平正儒雅、妍媚流变的

新书风。你看得出下面的赵体范字与欧体的不同之处吗？

除了下面列出的三个范字，你还能举一反三，从

《三门记》里找出几个用笔精熟的典型赵字吗？

交流 拓展

用笔特色：

用笔特色：

用笔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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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套教材是广东教育出版社课程资源研发中心依据教育部制定的《中小学书法

教育指导纲要》编写的。

本套教材集中反映了基础教育教科书研究与实验的成果，凝聚了学科专家、教

育专家、教研人员以及一线优秀教师的集体智慧。在此，我们特向关心、支持、帮

助我们的吴惟粤、杨权、王见、钟东等专家表示衷心感谢。

本册教材的主要编写者有邹 华、蒋向前、赖晓华、王亮、张加和，其他参与

编写的人员有詹逸然、常弘才、熊渊博、陈国梁、杨向群、李红霞、崔旋、汤静、

刘帅、蔡碧珍、庄迎芳。

本套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参考借鉴了一些资料、作品，我们通过各种方式与收

入本套教材作品的作者进行了联系，得到了各位作者的大力支持。但是，仍有个别

作品的作者无法取得联系。恳请这些作者尽快与我社联系，我们将会对有关事宜作

出妥善处理。

我们真诚地希望广大教师、学生及家长在使用本册教材的过程中提出宝贵意

见，并将这些意见和建议及时反馈给我们，以便进一步完善教材。

                                                  广东教育出版社课程资源研发中心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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