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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规范旨在通过标准化手段，规范中小学生汉字书写数字化教学中范字、笔顺、笔画、结构等基本

教学内容，对习字格、软硬件等教学工具和数字资源、软件功能等数字化教学软件提出基本要求，从而

提升老师教学效率和学生汉字书写水平，发挥汉字书写的综合育人作用。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标准专业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华文众合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

中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所、河北师范大学、河南师范大学、

中国艺术研究院、天津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江苏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哈

尔滨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山西师范大学、海南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吉林师范大学、长沙师

范学院、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北京市大兴区教师进修学校、东城区青少年宫、中国人民大学附

属中学、清华大学附属小学。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邹方程、向大凤、邓宝剑、崔树强、钟正、张海波、吴晓懿、魏广君、寇学臣、

朱珂、萧文飞、胡玉龙、党怀兴、张强、李成旺、李贵明、边琦、李文宝、王兴国、曹亚彬、黄承利、

路书红、杨学巍、袁品良、金梅、陈昭、苏志敏、杜祥、贺军峰。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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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2024年9月，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促进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规范汉字是国家通用文字，规范汉字书写能力是中小学生必备的基本技能，是语

言文字应用能力的重要体现。规范汉字书写教育在培育学生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养审美能力和规

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意识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为了加强汉字书写教育，教育部在2022年发布了《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其中对

不同学段的汉字书写内容做了明确要求，依据《通用规范汉字表》《通用规范汉字笔顺规范》，培养学

生掌握汉字的笔画笔顺、偏旁部首和间架结构，逐步学会书写正楷字和规范、通行的行楷字。

2024年9月30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规范汉字书写教育的通知》，从培

养良好书写习惯、提高规范书写水平、增强数字赋能等8个方面对中小学规范汉字书写教育提出了纲领

性的要求。

上述《课程标准》和《通知》对中小学生的汉字书写做了宏观、纲领性的要求，其目的是加强各级

教育部对中小学生的汉字书写教育的重视。《通用规范汉字表》《通用规范汉字笔顺规范》对汉字和笔

顺做了规范要求。广大学校教师对数字赋能汉字书写教学越来越重视，汉字书写数字化教学需求日益强

烈。但对于汉字书写数字化教学而言，目前尚没有相应的规范和标准，对于选择数字化教学资源和教学

软件存在较多困惑。

因此，很有必要针对中小学生的汉字书写数字化教学，特别是范字、书写基本规范等教学内容，以

及习字格、数字资源、软件等教学工具，研制出一套较为实用的规范，从而促进汉字书写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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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汉字书写数字化教学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中小学义务教育阶段规范汉字硬笔楷书书写教学指导，也适用于校外机构、对外汉语

教学机构规范汉字硬笔楷书书写教学。本规范适用于指导学生右手执笔。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40070-2021 《儿童青少年学习用品近视防控卫生要求》

GB 4943.1-2022 《音视频、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设备》

GF 0023-2020 《通用规范汉字笔顺规范》

《通用规范汉字表》

《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教基二〔2013〕1 号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教体艺 [2018] 3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规范汉字 Standard chinese characters

规范汉字是指《通用规范汉字表》中的汉字。

硬笔书写 Hard pen writing

硬笔书写是指使用铅笔、中性笔、钢笔等硬质书写工具，按照规范汉字形体进行的书写。

数字化教学 Writing digital teaching

数字化教学是指借助数字化硬件、软件以及资源开展的教学活动。

范字 Example characters

范字是指具有示范性、供学生临摹学习的字样。

习字格 Writing g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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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字格是指学生书写练习使用的格子。

4 规范汉字书写数字化教学的目的与总体要求

目的

4.1.1 利用技术和数字资源优势提升学生的规范汉字硬笔书写水平。

4.1.2 通过科技赋能提高硬笔书写教学效率。

4.1.3 通过数字化路径拓展学习空间，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促进教学创新。

4.1.4 通过数字教育云平台和数字化手段全面推动规范汉字硬笔书写教育的均衡发展。

4.1.5 通过数字化教学发挥汉字书写的综合育人作用。

总体要求

4.2.1 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对青少年安全、身心健康等方面的要求。

4.2.2 数字化教学应按照标准的坐姿、握笔姿势对学生进行规范，应按照汉字笔顺规则、汉字常用结

构书写规律对学生进行要求。

4.2.3 数字化教学使用的范字应优先选择手写体，风格应汲取中国古代经典碑帖的优点，符合中国传

统审美。

4.2.4 数字化教学在选择习字格时，应选择简单的格子，如田字格、方格、横线格。

4.2.5 选择数字化工具、资源、软件时，应确保版权合法、内容健康。

4.2.6 应合理安排数字化教学的时间占比。依据《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电子产品开

展教学时长原则上不超过教学总时长的 30%。

5 规范汉字数字化教学的基本要求

基本教学内容要求

5.1.1 书写双姿要求

5.1.1.1 坐姿

图1 正确坐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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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1.1 头正

头部保持端正，自然前倾，眼睛与桌面保持一尺（约33cm）左右的距离。

5.1.1.1.2 肩平

双肩自然放松，左右伸展，保持水平。

5.1.1.1.3 身直

身体端正，腰部自然挺直，上身自然前倾，胸部与桌子边沿保持一拳（约10cm）左右的距离。

5.1.1.1.4 臂开

双臂自然展开，平放于桌面，左手压纸，右手灵活移动，流畅书写。

5.1.1.1.5 足安

双脚自然分开，平放在地面上，保持身体稳定。

5.1.1.2 握笔姿势

捏笔处离笔尖约一寸（大约3cm），拇指、食指和中指自然弯曲，捏住笔杆，笔杆靠在食指根部关

节处或附近部位，无名指和小指自然弯曲收拢，对中指起到协助作用。正确握笔姿势如图2。

图2 正确握笔姿势

5.1.2 范字要求

5.1.2.1 范字应符合《通用规范汉字表》的要求。

5.1.2.2 应符合本规范中 5.1.4 和 5.1.5 的要求。

5.1.2.3 应优先选择手写体。手写体参考语文教材生字表中的笔画和结构的基本特点，符合中国传统

审美，汲取中国古代经典碑帖的优点。

5.1.3 笔顺要求

书写笔顺应遵守GF 0023-2020发布的笔顺规则。笔顺要求见附表1。

5.1.4 基本笔画书写规范

依据《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对写字的要求，以及小学《语文》教材“笔画名称表”，

结合硬笔书写教学实际，本规范按8种基本笔画将常用笔画进行了归类，重点从长度、角度、弧度、粗

细4个方面提示笔画书写的基本形态要求。笔画书写注意事项见附表2。

5.1.5 常用结构书写规范

5.1.5.1 总体原则

字的结构应遵循因字成形、平衡端正、整体紧凑、布白均匀四个总体原则。结构总体原则见表1。
表 1 结构总体原则



T/CSEDS XXXX—XXXX

4

要求 含义 示例

因字成形
指不同的汉字因自身的构造不同，字形有大小、

高矮、宽窄等方面的不同。

大小：

高矮：

宽窄：

平衡端正 指整体字形不应歪斜。

整体紧凑 指字中笔画或部件之间的组合不应松散。

布白均匀 指字中笔画之间的空白具有均匀感。

5.1.5.2 常用规律

汉字楷书的结构具有较强的规律性，在遵循结构总体原则的基础上，还应处理好部件及笔画之间的

疏密、主次与位置关系。结构常用规律见附表3。

教学工具要求

5.2.1 习字格

根据义务教育语文教材，习字格主要使用田字格、方格和横线格。三种习字格的规格见表 2。

表 2 习字格规格表

类型 大小 线条粗细

田字格 边长：0.85cm 至 1.4cm
实线：0.25mm 至 0.3mm

虚线：0.08mm 至 0.1mm

方格 边长：0.85cm 至 1.2cm 0.25±0.05mm

横线格 间距：1.2cm 0.3±0.05mm

5.2.2 数字化教学工具

5.2.2.1 数字化教学时采用常用硬件工具包括智慧大屏、投影仪、电脑、高拍仪、直播台，以及平板、

手机等智能设备，硬件设备应符合相关国家强制性要求以及 GB 4943.1-2022 等规范。

5.2.2.2 常用软件工具包括演示文稿软件、文档编辑软件、表格编辑软件、图像编辑及播放软件、动

画制作及演示软件、视频剪辑及播放软件、浏览器以及专业数字化教学软件等。

数字教学资源要求

5.3.1 应使用正确、严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资源。

5.3.2 应尊重知识产权，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法》等相关规定。

5.3.3 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于肖像权和隐私权的

规定，不应侵犯青少年的肖像权、隐私权。

5.3.4 应符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义务教育语文教材及《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的要求。

6 规范汉字书写数字化教学专业软件要求

整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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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应符合本规范中第 4、5.1 和 5.3 的要求。

6.1.2 应包含适合学生临写的范字、笔顺演示、真人书写示范视频、书写要点讲解、书写质量评价等

内容。

6.1.3 软件应保证稳定运行。

6.1.4 软件界面设计应简洁，易于操作，导航和指引应清晰。

6.1.5 软件应兼容一体机、电脑、智慧大屏等多种教师端硬件。

6.1.6 应确保学生的书写作品和评测数据得到妥善保护，防止泄露和滥用。

6.1.7 应提供及时的更新维护和售后服务。

软件架构与功能

6.2.1 技术应用与平台

6.2.1.1 以数字化教学软件云服务平台为支撑，用户侧软件支持在 x86、ARM 架构及龙芯 3A5000 系列

（LoongArch 指令集）等硬件平台以及 windows、安卓、信创 OS 等操作系统上运行，具备跨软硬件平台

能力。

6.2.1.2 采用先进的技术工具进行研发，包括大数据、云端分布式计算集群（支持弹性扩缩容）、卷

积神经网络模型和算法、多模态大模型、图像识别与分割算法等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形成基于 AI驱

动的教学支撑。对学生的书写通过基于真实笔迹的 AI算法进行结构分析、笔画分析、错误纠正、自动

评分，为汉字书写数字化教学进行科技赋能。

6.2.1.3 适配安装在中小学校的不同厂家的教室大屏、智慧黑板、激光投影、交互式白板等多种设备。

6.2.1.4 软件采用 B/S 架构，基于 WebAssembly 加速的浏览器端 AI 推理，免安装方式使用软件，方便

学校的所有教室以及教研室使用数字化软件进行教学和教研。

6.2.1.5 采用纯软件模式，用户使用软件时无需购买智能手写板、电子笔、点阵笔等辅助设备，大幅

减少使用成本。

6.2.2 特征数据提取和 AI 评价体系

6.2.2.1 支持不同厂家的手机终端对书写的真实笔迹进行图像采集，通过图像校正与畸变补偿等算法

实现基于真实笔画图形的特征数据提取和分析。

6.2.2.2 通过人工智能算法识别学生书写的汉字，并自动形成笔画的位置、大小以及字形结构信息数

据，通过人工智能程序对笔画书写质量以及结构问题进行智能评价，并自动标识出有问题的笔画。

6.2.2.3 通过人工智能自动对字形结构进行评价，指出书写的结构问题，并给出建议。

6.2.2.4 对用户自动形成 AI评测报告以及成长记录。

6.2.2.5 对教育局下属的不同学校、学校的不同班级、班级的所有学生的大数据进行智能分析，自动

形成书写水平统计，并以柱状图、折线图方式进行展示。

6.2.3 互动教学和个性化学习

6.2.3.1 互动教学：通过手机终端采集学生的数据后，系统自动反馈学生的笔画和结构的书写问题，

实现师生互动、人机互动方式教学。

6.2.3.2 个性化学习：对学生的书写数据进行智能分析，对学生进行针对性文字指导以及图形示意，

满足个性化学习需求。

6.2.4 数字资源平台

6.2.4.1 建设数字化资源云平台，包括范字字库、真人书写示范视频、要点讲解、笔顺动画等数字化

教学资源，方便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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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2 存储学生的书写数据形成数字资源，并对数字资源进行数据挖掘和智能分析。

6.2.4.3 通过人工智能分析已有的数字资源，智能生成内容供学生学习。

6.2.5 家校互通与多级信息共享

6.2.5.1 通过对学生的书写数据进行分析，形成学生的个性化数据，通过智能终端（如手机）让老师、

学生、家长实现信息互通，方便了解学生的学情。

6.2.5.2 教学数据、学生学情数据生成后，通过学生、老师、学校、教育局多级信息共享，实现信息

透明，提升教学效率，为决策提供数据支撑。

6.2.6 跨学科融合

6.2.6.1 书写数字化教学软件与语文学科结合，教学资源与语文生字表同步，方便老师在语文教学时

随时使用。

6.2.6.2 与人工智能教育结合，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增加老师和学生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频次，

提升师生的信息素养和人工智能应用能力。

6.2.6.3 与传统文化教育结合，汉字书写数字化教学不仅提升了汉字书写的科学性和效率，也为传统

文化传承注入了技术活力。

数字化资源

6.3.1 范字和习字格

6.3.1.1 数字化教学软件中出现的范字，包括笔画、结构的要点讲解、真人示范以及学生练习使用的

范字应符合 5.1.2 的要求。

6.3.1.2 数字化教学软件中出现的习字格，包括教学讲解、真人示范、学生练习以及软件中的作品集

字展示所使用的习字格应符合 5.2.1 的要求。

6.3.2 真人书写示范视频

6.3.2.1 视频内容应与义务教育语文教材的写字表同步。

6.3.2.2 示范视频应由具备教学资格且书写水平较高的教师录制，确保教学内容的示范性、科学性和

准确性。

6.3.2.3 示范视频应保证手部不遮挡正在书写的笔画。

6.3.2.4 在视频画面的合适部位（如左侧）显示范字图片。

6.3.2.5 示范书写速度应符合学生的接受能力，不应过快。

6.3.2.6 示范视频应配有该字书写要点的讲解。要点讲解语速应符合中小学生的理解能力，不应过快，

内容应简洁易懂。

6.3.2.7 示范视频的讲解应配有字幕。

6.3.2.8 技术参数要求：视频画面清晰，无模糊、抖动或杂音，配音声音清晰，普通话标准，无噪声、

断点等现象。详细要求见表 3。

表3 视频技术参数要求

视频参数 要求

视频编码 H.264/AVC（MPEG-4 Part10）

视频尺寸 ≥80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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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视频技术参数要求（续）

视频参数 要求

帧率 ≥25fps（帧/秒）

文件格式 mp4

声音编码 AAC

声音采样率 ≥44.1kHz

声道 双声道，混音处理

音频比特率 ≥128kbps

6.3.3 笔顺动画

6.3.3.1 笔顺动画应遵循《通用规范汉字笔顺规范》要求。

6.3.3.2 笔顺动画应设定合适的帧率和分辨率，确保动画播放的流畅性和清晰度。

6.3.3.3 在保证动画质量的前提下，单个文件大小不超过 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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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基本教学内容要求

A.1 书写笔顺要求详见附表 1。

附表 1 笔顺要求

规则 例字 笔顺

先横后竖

十

下

先撇后捺

八

大

从上到下

三

美

从左到右

你

对

从外到内

月

风

先里头后封口

日

国

先中间后两边

木

水



T/CSEDS XXXX—XXXX

9

A.2 基本笔画书写注意事项见附表 2。

附表 2 基本笔画书写要点

名称 例字 书写要点

横

长横

端稳舒展，常左低右高，微向上斜。

短横

竖
长竖

端正挺拔，不过分倾斜，有悬针竖、垂露竖的变

化。

短竖 有的正，有的斜，富于变化。

撇

斜撇 弧度较小，有长短、粗细变化。

平撇 短小，斜度较小，弧度微小，有粗细变化。

竖撇 先竖后撇，有弧度、粗细变化。

捺
斜捺 有粗细变化，应写出捺脚。

平捺 斜度、长度合适，一波三折。

提 先粗后细，有角度变化。

点

左点
短小，由细到粗。左点左下倾斜，右点向右下倾

斜。

右点
短小，由细到粗。左点左下倾斜，右点向右下倾

斜。

长点 写法同右点，适当写长。

折

横折

各组成部分应有长短、方圆、角度等变化。

横撇

竖折

竖提

撇折

撇点

横折折

折

横折弯

各组成部分应有长短、方圆、角度等变化。

横折提

竖折折

竖折撇

横折折折

横折折撇

竖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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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基本笔画书写要点（续）

名称 例字 书写要点

钩

横钩

出钩短小，方向应体现与相关笔画的呼应关系，

富有变化。

竖钩

斜钩

弯钩

卧钩

横折弯钩

横撇弯钩

竖折折钩

横折折折钩

A.3 常用结构规律见附表 3。

附表 3 常用结构规律

结构名称 适用规律 例字

独体字 大小 笔画多、空间开放的字写大。

独体字

大小 笔画少、空间封闭的字写小。

长扁

以纵向笔画为主笔的字写长。

以横向笔画为主笔的字写扁。

合

体

字

上（中）下结构

部件应写扁：部件压扁，避免合成后字形过长。

上下应对正：部件位置纵向对正，避免字形歪斜。

注意收放：一般而言，封闭式或无主笔的部件收缩，

主笔所在的部件伸展。

左（中）右结构

部件应写窄：部件变窄，避免合成后字形过宽。

位置

左右部件位置横向对正。

封闭式或笔画少的部件写小，居左时

位置偏上，居右时位置偏下。

阝、卩、刀、、丁、亍等偏旁居右

时，下移至错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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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 常用结构规律（续）

结构名称 适用规律 例字

合

体

字

左（中）右结构 位置

左中右结构的字，中间部件位置偏上者居

多；

中间部件顶部为横向或笔画较少时，位置

上下居中；

中间部件含纵向笔画时，该笔画伸展。

包围结构
辶、廴、厂、广、疒、尸、户、勹等偏旁的字，被

包围部件从某一方向超出包围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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