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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4 年对中国文化进行了 18 字总

结，提到中国文化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

义、尚和合、求大同”内容直接推动中华民族性格、民

族价值观的养成，民族精神基因的最终形成。中国书画

艺术作为传统文化的精髓，应成为大学语文教学中需要

继承与发展、赓续与创新的重要内容。1

一、中国书画艺术在大学语文教学中的价值

传统的大学语文课普遍强调“教师、教材、知识”

三中心，教学内容刻板封闭、组织形式机械单一，出现

了诸多与高校课程改革理念相悖的问题。究其原因就在

对大学语文教学的实质、内涵理解出现偏差，将教学仅

作为传道、受业、解惑的途径，没有将外塑行为、内塑

灵魂的语文教学功能体现出来。所以，在教学实践中，

出现了唯知识性、非生活化、功利性强的特点。只有立

足于高校课程改革背景，着眼于大学语文教学的现状，

将中国书画艺术浸润至教学各环节之中，促进语文知识

和技能的联系整合、融会贯通，激发语文情感拓展升华，

以期学生能够知情达意、言意兼得，实现大学语文课的

绘声绘色、有滋有味。

（一）实现大学语文审美化教学

在大学语文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不应仅仅以语文知

识为工具，更要以知识为载体实现审美内涵的实体化，

既要体现语言美的现实，又要彰显知识美的内涵，将教

学境界得以提升。所以在大学语文教学中渗透中国书画

艺术能够实现审美化教学，使得教学过程成为生命与生

命之间灵魂对话的过程，体验生命之美、中国传统文化

之光的过程。所以在大学语文课上，教师要将中国书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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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中的文化精髓与积极向上的心态教学、饱满的情绪

状态、丰富生命情感、独立的人格打通和学生之间的桥

梁，将教学过程打造成多维互动、双向衔接、动态生成

的完整系统，引导学生感受语言的魅力、语文的人文和

价值。

（二）提高大学语文教学的创造性

理想的教学应是充满生命张力、创造力的过程。但

是，现实中有些教学活动内容单调、乏味、形式机械、

刻板。学生被动接受的是抽象、枯燥的知识。在这种情

况下，教学演变成了程序化的特定行为，对学生的主动

性和创造力是毁灭性的打击。中国书画名家借助于书法

作品直抒胸臆，“达其情性，形其哀乐”，使得“喜怒穷

窘、忧悲、思慕、怨怼、酣醉”均能“有动于心、外化

于行”。所以书法有着极强的个人创造力，能够给予大学

语文学习以无尽的创造空间。所以，语文教师应心向学

生，在如何实现学生创造力上着力，以中国书画之美为

媒介、以创造力为核心将教学活动进行改造，创造性进

行教学设计、创新性改变组织形式，彻底改变以往语文

课游离于学生、游离于中国书画文化的问题，激发学生

文化创造思维、形成学生文化创造品质。

二、中国书画艺术在大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策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将文化定位为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着重指出中华民族的文

化根基即为华优秀传统文化，其“思想观念、人文精神、

道德规范”不但是中华民族持续良性发展的动力器，而

且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形成世界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所以，在大学语文教学中，语文教师用生动鲜活的中国

书画素材，创设起伏跌宕的教学情境，将中国文化的代

表——书画文化创造性转化、有机融入人才培养过程；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丰润教育内容，凝智聚慧夯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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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育人基础，有利于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全面提高

其人文素养。

（一）以书画艺术之形培养文化感知力

按照大纲要求，大学语文的教学目的之一是要将培

养学生文化审美思维和文化审美感知力融入其中。所以，

教师要以中国书画作品为切入点，将书画艺术的综合新、

多样性特点呈现给学生，在教学中培养学生正确的文化

审美意识、敏锐的艺术感知力、高尚的文化审美观、健

康的书画艺术情趣。如，教师在给大学生呈现一幅书法

作品时，应首先让其学会从哪几个方面欣赏，知道书法

外形之美的要素在哪里。如，在欣赏毛笔书法作品时，

教师应按照“从整体到局部”、“由远及近”的原则，从

作品章法表现之美、字体结构勾勒之美、点画线条流畅

之美三方面着手，逐步渗透，引导其欣赏作品布局的疏

密、布白是否妥帖；观察字体字形结构宽展紧结、穿插避

让是否科学；分析点画线条是否变化多样、恪守规范，助

力学生形成毛笔书法外形之美的审美感知力和审美图式。

（二）以书画艺术培养文化想象力

后汉蔡邕曾说：“凡欲结构字体，皆需象其一物，若

鸟之形，若虫食禾，若山若树，纵横有托，运用合度，

方可谓书。”由此可知，中国书画艺术是一门高度符号

化、艺术外在化的造型艺术，具有取象万物并以高度概

括的线条抒情达意。书法“囊括万殊，裁成一相”的艺

术特点，恰好与大学生的理性思维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所以，大学语文教师要立足于二者之间的这一契合点，

采用富有层次性、启发性的教学方法，在大学生“最近

发展区”水平基础之上，设计富有逻辑性和纵深延展性

的教学内容，借用案例等方法延展教学空间，促使课堂

教学纵深发展，使得学生文化想象力尽情发挥，深刻领

会中国书画艺术的高峰坠石、长空新月、万岁枯藤。如

在学习古诗词时，可以将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

《曹全碑》、柳公权的《玄秘塔碑》等作品一一呈现，独

具创新、匠心别具的利用作品使得学生明白何为体势、

章法、风格气韵上的孤蓬自振、众星错落、风樯阵马，

只有这样才能多维度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当看到中

国诗词散文时，能够自觉与酣畅浑厚、铁画银钩、游云

惊龙的中国书画作品相联系，极易展开丰富的想象，感

受中国书画艺术的形外之美、字外之奇。

（三）赓续与创新，提升文化创造力

大学语文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时应辩证思考知识、

教学艺术和创造力培养的关系问题，根据教学内容融入

中国书画艺术，为学生创设恰当、适宜的文化育人情景，

将最“渊博而复杂”的教学过程依托于中国书画艺术化

处理，促进教学活动活色生香。所以，大学语文教师在

教学中应鼓励学生学会创作与表达，在对中国传统文化

的赓续与创新中，充分表达自身的文化审美情趣、自由

交流对书画作品的看法，将书画作品中蕴含的高尚进取、

超逸脱凡的人格理想表达出来。

（四）构建大学语文教学评价体系

大学语文教学评价体系，力求从整体性原则出发把

握评价体系结构。首先应确立主题为“文化能力和语文

教学”的大概念；其次对主题高相关的高频词汇进行筛

选，系统梳理出关键核心概念，即为文化感知力、文化

创造力；再次罗列与主题词相关的主要问题，如“如何

培养文化感知力和创造力”等，将主要问题与大学语文

课程标准对应并一一分解、细化，从而得出完整的“大

概念”大学语文评价体系。总而言之，该评价体系从

“主题确立—高频词梳理—问题确立—评价反馈”的链

状四阶段入手，能确保大学语文评价体系、课堂教学遵

循学生发展、教学质量提高的方向，真正实现语文课堂

的高效性。

三、结语

高校课程改革背景下，大学语文教学应以学生为主

体，勇于革新、深耕课堂，勤于探索与之相契合的教学

形式，应深刻认识到中国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文化育人

的重点是“春风化雨、如沐春风”，方法上讲求“晓之以

理、动之以情、付诸以行、内化于心”，以实现文化同频

共振，将大学语文打造成有滋有味、别样精彩的高效课

堂，树立学生正确价值观，培养学生高尚的审美情趣和

较高的人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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