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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化传承下中小学书法教育实践路径探析
王芳杰

（淮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安徽淮北  235000） 

书法经历了几千年的浮浮沉沉，我们的祖先在使用文字的
过程中，也不断去改进去完善，使得我们的书法文字也一直与
历史与时俱进，书法是我国优秀的宝贵的文化遗产，这也是中
华民族智慧的体现。

1、书法教育对我国文化传承的重要性

20 世纪起，钢笔、圆珠笔的简便性使书法缺乏了一定的实
用性；21 世纪开始，电脑科技技术的高度发展，新一代年轻人
无纸化模式的书写方式替代了正常的书写，这使书法教育和练
习不再受到重视，书法教育成为一门可有可无的艺术选修课。

就现代中小学书法教育而言，某些地区一个学期开展书法
教育的课时数仅只有一两节，甚至有些学校的书法教育是不开
展的，而许多美术培训机构的功利性非常明显，学生不会有明
显的书法的提升。由此，书法对于当今的中小学生，甚至是高
校的大学生，产生了巨大的隔阂，这对于发展书法传统，发展
优秀传统文化是非常不利的。

书法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一个重要的方式，是我国
传统文化传承的基因，在学习书法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学到古
人的思维方式、审美意识与丰富的文化内涵，只有我们去学习
了书法，便会豁然开达，要对传统艺术抱有深深的敬畏。

须坚持传承传统文化，书法教育对于中小学生来说是极其
重要的。所以，发展书法教育对中小学艺术教育是尤为重要，
落实书法教育更是迫在眉睫。

2、中小学书法教育的现状分析

我国相关教育部门出台了许多有关书法教育的文件，期望
去促进书法教育更好进入到中小学艺术课堂中，但真正要使得
书法教育进入艺术课堂，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成功，教育者、学校、
家庭、社会都要付出努力从而去推动和落实。

2.1  社会、学校、家庭支持和认识度较低
在我国当今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对于书法的支持度和认识

度较低，在我国举办的一些书画类比赛、展览，与其他的艺术
门类相比，较之少之又少。

当今青少年对书法、汉字不甚了解，青少年仅仅是停留在
识字的阶段，愈来愈将识字和写字一分为二，识字是作为一门
必修课存在于课堂之中，而书法却成为了一门选修课存在于课
后，或许研究文字语言的对于书法是极其不了解的，而在课外
开设书法课的却缺失了必要的文字研究。

我们不能把二者人为地割裂。
书法教育对于我们发扬中华民族精神是非常重要的，传统

艺术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也是一个国家的根本之所
在。中华族的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不仅具有感召力，也
具有吸引力，外国人对于中华文化是如此热衷，为何我们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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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建设的推入，传统文化的传承越来越受到全社会乃至是全世界的关注，中国传统文化无论是天人合

一的思想或是四大发明的创造、丝绸之路的开拓对世界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如今，中国在看世界，世界也在看中国。传统

文化经过岁月长河的大浪淘沙，留下了许多的举世瞩目的瑰宝，书法就是一颗璀璨明珠依然焕发光彩，当今世界面临着文化

多元化的趋势，书法教育想要有一席之地，必做出相应的举措。

中小学；书法教育；传统文化；传承

炎黄子孙却要忽视如此优秀的传统文化呢？中国一直以来都在
强调文化兴邦，一个国家如果不具备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何
以在文化上长期的发展和繁荣？去实现民族的复兴、繁荣呢？

传承传统艺术应从中小学生抓起。但在中小学美术课堂之
中，学校对书法教育并不完全的重视，艺术教育应当成为素质
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教育领域近年来一直强调素质教育，
但现在的学生却受到中高考、入学考试各种大大小小考试的影
响，孩子们整天为了应付各种考试忙到焦头烂额、彻夜不眠，
何谈素质教育？素质教育长期停滞在喊口号上，没有体现在具
体落实上，因此书法教育并没有很好地在学校落实下去。《教
育部关于中小学开展书法教育的意见》被搁置一边，这也逐渐
导致了校内书法教育的空白，最终使我国这样的书法大国在书
法教育领域陷入困境。

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现今，键盘输入逐渐替代了文字书
写，而习惯总是养成的，我们慢慢会发现自己写好字的能力在
逐渐退化，这也是信息发展进程所带来的利弊。在日常学习中，
许多中小学教师更愿意使用电子媒体教学，从而导致了许多学
生也养成了无纸化书写的习惯，不仅如此，部分学生甚至觉得
字写得好坏是无关紧要的，将来科技发展迅速，对于书写的要
求也不高，甚至连字词是否写对也不管不顾，因为许多打字软
件还附有字词联想功能等等。

这就造成了书法教育两难的境界。
2.2  书法教育师资力量的薄弱
书法教育能够很好地在学校得到推广，靠的是教师的带头

作用，但许多书法教师却没能起到好的带头作用，主要在于并
非真正的传授书法的教师，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书法教育的原因
在于书法教师的水平并未达到真正书法教育的意义。

书法不仅是学会如何写好字，更重要的是领略书法中所蕴
藏的更深的意境，书法艺术中的阴阳向背、虚实迟疾、黑背浓淡、
揖让关联背后所展示出来的艺术哲学，是需要我们去理解的，
更多的时候，书法教育在传授给学生的实际是哲学方面的问题，
但是在我们的书法教育课堂中却没有真正地将这些贯彻下去，
这样就会丧失了书法原有的立体性和全面培养的独特性。

如果在书法教育的源头师资方面都无法落实下去，那么书
法教育的成功则将会是漫长的过程。

2.3  缺少正规的书法教育教材
书法的教材在市面上流通有将近数百种书法教材。然而，

在这么多种类繁杂的教材中，也有许多鱼目混珠的教材，这里
面既有正规教材出版社联合著名书法学专家的专业系列丛书，
也有看中暴利的潜在市场的出版机构。

但在这些的教材中，也有不少的问题体现出来，首先是教
材没有完整的体系，许多教材缺少重点的逻辑论证。其次是构
架体系的凌乱，所有的教材单独可成一体系，没有很好地衔接。
本文认为，各个学段的教材应当构建一个完整的体系，使学生
系统地学习书法。最后，教材脱离了生活实际，许多书法教材
的编写都是源于古代书法大家的字帖，缺少了实际的调研，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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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学习书法时会感觉到迷茫，这种教学内容的设置与强度的训
练方式会与学生实际产生错位，以至于我们的学生不能很好地
学习书法。

这些都间接地导致了书法教育的落实的困难，加之，教材
中的重难点及任务等都处于开发中，许多的内容要根据学生的
真实情况去编写，故而编写真正适合学生的教材是任重而道远
的。

2.4  学生对学习书法的兴趣削弱
我们要如何培养和提高少儿学习书法的兴趣，养成良好的

书写习惯，是教学成败的关键。
中小学生对于书法兴趣有所减弱，其一是教学内容的枯燥

乏味，学生学习压力较大，倘若所学习的内容不能很好地吸引
他们，最终会使他们缺失学习动力，书法课中绝大多数学习临
摹大师的作品，一味地机械化去临摹，事实上并没有去认真地
思考，学习书法不过是三分钟热度；其二学习书法并没有很好
地遵循循序渐进的教学手段，所谓的“跳跃式”教学会使学生
学习遇到较大阻力，学生不能地理解所传授的知识。

3、解决当前问题之对策

3.1  全方位提升相关师资力量
要使书法教育取得成功，首先要解决源头问题，就是加大

师资力量的培养。
首先师范院校要重视地培养书法类专业学生，培养其书法

教育的能力，从高校学生开始培养，可以使师范生进入到教育
岗位中的能够很好地胜任书法的教育工作，教育部门、学校等
要加强培养有此专长的学生。根据书法教育的发展现状，师范
类院校应当加快书法教育专业的建设，努力去满足中小学书法
教育的书法师资的空缺。

其次，我们应努力发挥书法教师在学校中的特长作用，努
力在学校中营造书法教育的优良氛围。要想将书法教育落实到
位，书法的学习就不能仅仅当做一个兴趣来培养，师生的共同
努力是格外重要的。

最后，要强调书法教师岗位的明确性，许多学校中书法老
师往往由语文老师和美术老师兼职担任，虽可共同肩负，但往
往会顾此失彼，应予以书法教育工作者独立的身份，书法作为
一门学科，理应具有相应的师资团队。

3.2  编写新时代教育环境下实验性教材
教材编写是一项重要系统工程，要考虑到的因素很多，在

中小学书法教育基础较为薄弱的情况下，编写教材面临了诸多

困难。
书法教材的编写要根据《新课标》的有关要求，循序渐进

逐步地去安排教材的内容，要根据现实情况，设计教学内容，
安排教学课时，落实教学目标；并要根据学生的各个阶段的特
征，适时而教，学生能适时而学。

在各方面要为教师提供正确的引导和帮助，需要专家与教
材编写团队的配合，对教材进行指导，才能够符合书法课堂的
发展。

3.3  要积极培养学生学习书法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坚持是最好的见证，学生在学习书法

的过程中，个体差异会影响到学习书法教育的进程，兴趣高低
也会影响学习的进程，如何去培养学生学习书法的兴趣呢？

在此有二点建议，一、利用学生的心理特点，个体差异等，
在课堂中展示优秀书法去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发现美
的眼睛去发现，优秀的作品就在自己的身边，也会出现在自己
的笔下，只要坚持与努力就能成功，通过欣赏和临摹，让学生
能体会练习书法给人的心灵带来的升华，培养学生的兴趣。二、
鼓励学生，教育者对学生的的鼓励可以使学生巨大的潜能得到
激发，使学生提升自信心，使他们在教师的充满爱的激励中，
努力进取。

3.4  积极结合当地教学特色发展教学
积极运用当地的教学特色，促进中小学书法教育的进步，

弥补课堂中书法教育的缺失。
参观当地的图书馆、文化馆等都是促进书法鉴赏能力的有

效途径，中小学生应积极利用课余时间，多参观、多思考、多
实践。相关部门、教育者等要积极地将当地的文化资源运用好，
并适时编写出富有地方特色的地方性教材。

4、结语

路漫漫其修远兮，作为教育者应认识到中小学书法教育道
路上遇到的种种困境，努力地展望书法教育的未来。

中华5000年悠久历史，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地传承下来，
靠的是汉字，靠的是我们的书法艺术，中国汉字也是中华文明
传承的见证。识字固然重要，写好字，写好书法则更加重要，
见字如面，一手漂亮的字能为我们增彩不少。

素质教育的推广，少不了书法艺术的浸染，作为传承中华
文明的新一代，中小学学生学习书法是对于发展素质教育是十
分重要的。在未来，我国书法教育领域定会开创新的篇章，有
更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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