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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实践

高职书法教学及实践分析
陈坤正

（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四川 内江 642150）

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对传统文化越来越重视，书法作为

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逐渐在我国教育教学中被重视起来。目前，

部分高职院校已经在课程体系中开设了书法课，但是在书法教学

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亟需改善。在此背景下，高职书法教师需要

针对教学中存在的短板，通过落实必要的措施，为学生有效的书

法课堂，并以此为载体，在无形中渗透德育思想，从而充分体现

当代的文化精神，弘扬传统文化，促进学生多元发展。本文就高

职书法课的趣味教学课堂构建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关看法，以期

提升教学效果，进一步达到素质教育下的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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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沉淀的文化精华以及思想艺术成果，是

值得我们传承、宣扬的。在实际的教学中，将这些优秀的传统文

化与高职书法教学进行结合，不仅可以使学生掌握更多的知识，

还可以在无形中渗透传统文化，培养学生的文化传承意识，引导

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理念。

与此同时，在书法教学中能够有效增强传统文化的渗透，进

一步实现学科教学的立德树人目标，进一步推动教学发展。如此

一来，高职书法教师需要紧跟时代发展，重视传统文化与课程教

学的融合，并通过有力的教学手段来构建完善的教学体系，进一

步推动教学发展。

一、高职院校书法教学革新的意义

（一）加强传统文化的渗透

上下五千年的文化沉淀，承载了从古到今的华夏文明史，书

法以其独特的魅力，让世人叹为观止。令人神往的是，书法课程

凝聚了国人的情感以及思想，成为为数不多的文化艺术。

作为“东方之龙”的传人，这些文化是值得我们传承的、宣扬的。

将其映射到教学过程中，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实现文化理念

的渗透。

伴随着现代教育的进一步深入，素质教育逐渐成为各学科教

师所重视的内容，教师不仅要关注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还需要

从实际出发，结合当前教育需求，在课堂中引入德育教育内容。

总的来讲，书法艺术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教师在实际的教学

中可以讲解与之相关的背景，引发学生的思考，调动学生的参与

主动性，进一步提升教学效果。

此外，在书法练习中，为了进一步实现既定的书法教学目标，

教师还可以在教学中培养学生一丝不苟的精神，充分体会书法的

魅力，借助感知来正确认识书法，实现传统文化的无形渗透。

（二）促进教学内容的丰富

在传统的书法教学中，主要是教师进行笔画演示，随后让学

生进行临摹练习。但这样的课堂教学内容较为枯燥，难以调动学

生的参与主动性，甚至一些学生会产生不必要的厌倦情绪，难以

达到预期的教育效果。

在此背景下，促进高职书法教学革新，改善传统书法教学现

状成为高职书法教学的重要任务。通过教学方式的革新、丰富教

学素材的引入，能够丰富教学内容，将枯燥的知识系统化、形象化，

从而调动学生的参与主动性，进一步提升教学效果。

基本上，每一种文体的背后，都有作者的背景、创作年代以

及主体意识，这些内容都是构建有效书法课堂的良好素材，并可

以引导学生在掌握书法写作技巧的同时，学习书法家的精神，进

而实现学生思想水平及鉴赏水平的进步，进而达到现代教育背景

下的教学目标。

（三）推动教学成效的提升

以往的高职书法教学方式主要以教师讲解知识，学生严格按

照教师指导进行练习为主，容易限制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不利于

高效教学课堂的构建。而书法教学方式的革新，有效打破了知识

讲解法的限制，如对于锥划沙的用笔、结构的奇正性，则可以借

助古代的碑帖、书法名作进行讲解，学生对这些内容抱有极强的

好奇心，有利于其感知书法学习的魅力，在线条中体味书法的美感。

当前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为教师提供更多思路，学生在更加富

有趣味的教学模式引导下，能够更加积极地进行书法训练，进而

掌握更多传统文化知识，能够有效推动教学成效的提升。

二、当前高职书法教学中的问题

（一）教师教学思想较为落后

教师的教学思想是开展有效教学活动、构建高效课堂的重要

前提。但结合实际情况来看，部分教师在开展书法教学的过程中，

其落后的教学思想，严重限制了学生的综合能力发展，教学实效

也难以提升。

首先，部分教师在实际教学中，没有重视丰富教学内容的引入，

仍旧是以“撇、捺”等单一的字体结构讲解为主，枯燥的教学内

容导致学生难以在兴趣的支持下主动加入学习过程，高效书法教

学课堂的构建目标难以实现，德育文化渗透也遥不可及。

其次，没有重视文化渗透。一方面，教师没有从实际出发，

未重视传统文化和德育内涵在书法教学中的渗透。这体现在教师

没有顺应时代发展，导致新时代教学目标难以实现。另一方面，

没有借助有效的形式进行文化渗透，导致教学效果并不良好，其次，

教师教学思想的落后还体现在课堂中没有关注学生的学习体验。

传统的书法课堂仍旧是教师作为主体，传授知识，随后让学生进

行练习，但并没有给学生一定的自主思考空间，学生参与度不强，

教学效果难以提升。

（二）教学方式单一

单一的教学方式削减学生的学习自主性，课堂效果也难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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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伴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深入，趣味教学模式与书法教学的结

合成为构建高效课堂、渗透文化内涵的重要内容。但在实际的教

学中，一些教师并未重视教学模式的革新，仍旧以单一的讲解法

为主，通过讲解相关知识，要求学生必须掌握，这导致学生的自

主学习性下降，高效课堂构建、文化内涵渗透的目标难以实现。

（三）课堂针对性不强

在高职书法教学中，学生的学习能力以及知识接受能力是不

同的，需要教师重视学生之间的差异，为不同学习能力的学生布

置不同难度的任务，从而提升教学的针对性。但很多教师没有做

到这一点，在课堂中多采用一刀切的教学方式，导致课堂实效性

下降。

三、高职书法教学革新策略

（一）依托信息技术，加强传统文化渗透

在新的教育时代，教师需要积极顺应时代发展，重视课堂教

学中全新教学方式的引入，以此为载体，构建高效课堂，促进传

统文化渗透。从实际意义来看，书法的实用性较强，其突出特点

是具有直观性。

基于此，教师在实际的教学中，要通过相关的情境，引导学

生在脑海中形成较为鲜明的视觉印象。传统的教学中，教师很难

将众多的碑帖以及优秀作品在课堂上一一展示，学生仅凭想象难

以理解相关内容。

而信息技术的应用可以很好地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通过借

助信息技术，教师可以在信息资源库搜索相关的视频、图片，也

可以运用 VR 技术为学生直观呈现，进而使学生了解其背景，感

受书法的魅力。

例如，在引导学生欣赏《神策军碑》时，笔者借助信息技术，

为学生构建了生动的学习情境，并在这一过程中渗透文化教育和

德育教育。

遵循“生本理念”，笔者首先呈现这一碑文，让他们发表意见，

谈论柳体的书法结构。

其次，为学生展示回鹘汗国灭亡及安辑没斯来降等历史事件，

让学生了解书法碑文的创作背景以及内涵，对作者的创作用意有

更为深刻地理解。

最后，学生临摹相关内容，进一步体会柳体的结构，深化学

生的理解。这样，借助信息技术，学生会在兴趣的支持下主动加

入学习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培养学生一丝不苟的理念精神，教

学效果进一步提升。

（二）以生为本，开展分层教学

结合学生的兴趣点开展教学，是保证教学活动有效进行的必

要措施。在书法教学中，学生的学习能力各不相同，对于不同结

构书法的爱好程度也存在差异，主要体现在学生练习时，经常写

的文字结构。

基于此，教师需要结合学生的这一学习特点，可以将学生进

行分层，做到因人而异。书法的风格呈现不同的特点，有颜体的

雄浑、柳体的瘦英、欧体的险艳，这也导致学生在选择字体练习时，

其字体差异较大。教师则需要落实以“生本”理念，不能忽略学

生之间的差异，更不要用统一的标准来规范学生。

例如，笔者在教学中，结合学生的文字结构，将其分为几个

不同的层组，让他们选择适于自己的临摹对象，给他们自主选择

的空间，发展学生的个性化。

有的学生写字瘦硬，可以让这一层组的学生选择《朗官石记序》

进行练习；一些学生的字体较为丰腴，则可以让这一层组学生选

择智永的《楷书千字文》或颜体碑《勤礼碑》。不同字体结构的

学生可以选择适于自身的风格，并在练习中发挥自身潜质，体会

书法之美。

笔者发现，一些学生在练习中极易出现不耐烦、厌倦的情绪，

为培养学生的正确认知，笔者引出了王羲之“入木三分”等的小

故事，让学生学会坚持不懈，懂得书法的真正内涵。

（三）穿插书法故事，渗透德育教育

书法作为一门艺术类学科，想要提升教学的有效性，需要教

师充分激发学生的思维，强化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基于此，教师

可以在书法教学中，加入历代书法家的故事，进而提升学习效果，

同时还可以渗透德育元素，提升学生的德育水平。

教师可以将书法故事讲得颇有趣味性，以此激发学生的思考，

并可以将这些故事作为德育教育的载体，让他们分析其背后所蕴

含的道理，从而让学生意识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书法练习

还需要付诸更多的努力。

例如，为了强化学生学习书法的毅力，教师可以为其讲解“张

芝临池”的故事。东汉时期的书法家张芝，每次练完字都会用池

中水冲洗毛笔个砚台，经过长年累月，池中水变为了黑色，这体

现出书法家惊人的毅力，这一故事能够引导学生的思想，使其意

识到自身目前经历的挫折微乎其微，要想练好书法还需要更多努

力。

书法家中有很多文人志士，他们高尚的品节，也是在书法练

习中树立学生认知的良好素材。高职教师在教学中可以讲解“王

羲之书竹扇”“苏黄米蔡”等故事，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并

在无形中陶冶学生性情。

四、结语

综上所述，高职书法教师在教学中重视高效课堂的构建，不

仅有利于传统文化的渗透，而且能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认知，提

升书法水平的同时，增强学生的思想水平。基于此，高职教师要

从实际出发，及时转变自身的教学思想，促进书法课堂教学的革新，

借助多样化的教学方式，为学生创设良好的学习情境，从而调动

学生学习主动性，使其在掌握更多知识与技巧的过程中，树立正

确思想，进一步提升素质教育背景下的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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