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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楷书书法教学中引入数字科技的策略探讨
毛利群

（南京明道学校，江苏 南京 210032）

摘要：传统的书法教室就是一些纸笔、桌椅等物，学生跟着教师练习书写时，需要教师不停地做示范，而且后排的学生也有可能看

不清教师示范，造成了课堂进度较慢，课堂时间得不到充分利用，学生也缺乏学习兴趣。数字技术伴随计算机行业的发展而诞生，将图、

文、声、像的信息融于一体，给人们的生活、工作、学习带来颠覆性变革。结合笔者实践经验，本文就初中楷书书法教学中引入数字科

技的策略展开如下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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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书法家翁方刚曾在《复初斋文集》中写到：“书，小计也，

而精其义可以入神。”也就是说，书法的艺术生命不在于作者是谁、

内容如何，而是在于如何写。初中楷书书法教学中引入数字科技，

可以帮助教师更加直观地呈现书写细节与名家书法作品，从而帮

助学生更好地掌握书法精髓。楷书书法教学的数字化过程中，教

师应深刻领会数字化教学的内涵，结合当前教学现状，借助数字

化设备提升课堂趣味性和教学效率。

一、数字化教学的内涵

初中楷书书法教学中引入数字科技的本质是，以现有的知识

积累和数据为基础，乘坐前沿科技的快船，促进教学的智能化、

数字化与互联网化发展，从而达到提升学生学习体验、降低教师

劳动成本、升级教学模式的目的。

数字科技在初中楷书书法教学中的应用，促使教学从线下走

向 PC 端和移动端，实现了线下教学与线上教学的战略性融合。借

助数字科技，教师可以将教学中产生大量零散、碎片化数据进行

收集和整理，从而能够更加直观地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和需求，

促使教学改革的方向更加清晰。

二、初中书法教学现状

（一）学习态度消极

信息技术的发展促使信息的储存和传递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

图像的生成更加容易，声音和影像可以被更好地保存下来，文字

的可替代性增强。同时，信息设备的应用也让文字的书写摆脱了

纸笔的限制，每个人不用经过练习也可以通过语音识别或者键盘

“写出”一手好字，甚至高难度的书法作品也可以通过计算机操

作简单获得。很多初中生认为，办公无纸化的时代并不需要辛苦

练字，在楷书教学过程中表现出应付老师的举动，严重阻碍了教

学效率的提升。

（二）教学缺乏趣味性

学会书写并不容易，两千多个常用汉字，学生整整花了六年

来学习，将字写得漂亮，具有书法审美价值则更难，需付出大量

时间和精力。

对于已经形成一定书写习惯的初中学生来讲，运用传统方法

讲授书写笔顺以及相应书法技巧的教学方式是十分枯燥的。当前

的初中楷书教学中，教学方式单一、内容枯燥的现象普遍存在，

枯燥的书法理论知识与机械练习使得学生产生逆反心理。

学生对教师书写过程与姿势的观察，是其掌握楷书书法的必

要过程，传统教学中离教师较远的学生很难看清楚教师的示范，

这无形中增大学生的学习困难。课上没看清楚、没记住，课下练

习更加困难，学生的学习兴趣更加难以培养。

三、楷书书法教学中引入数字科技的策略

（一）丰富教学形式，提升课堂效率

1. 丰富感官刺激，提升学习效率

书法练习需要静心凝神，这一点对于感性思维丰富的初中生

来说简直难于登天，这样的慢节奏难以激发他们的兴趣。艺术带

给人们的感性体验是相通的，借助古朴的古筝乐曲，楷书教师可

以帮助将学生的情绪舒缓下来，在优美的教学情境中感悟书法。

例如数字书法教室里，教师可以在教学导入部分为学生播放

舒缓、空灵的古筝乐曲，通过听觉刺激，帮助学生调整状态。伴

随着古筝音乐，学生手执毛笔、饱蘸墨汁，专心地练习书法，一

种艺术对另一种的诠释，帮助学生迅速进入学习状态。

借助数字化大屏幕，楷书教师可以更加方便地发现学生在书

写过程中是否保持正确的书写姿势，是否遇到书写困难，才能够

及时给予帮助。练习告一段落，则可以借助直播平台，将点评同

传到每一名学生的临摹台。

如此，教师的点评更加富有针对性，学生从中获得的帮助更大，

实践证明这种个性化点评能够帮助学生再练习时，顺利改掉一些

书写的小毛病，与上次相比字已经明显有进步。

可见数字书法教室的应用带给学生更加丰富的感官体验，帮

助他们更加快速地进入到书法学习状态，教师也能够更好地了解

学生的练习状态，从而给予学生针对性指导，提升其学习效率。

2. 生活化教学，提升学习积极性

无纸化办公趋势的发展，的确显得书写的用武之地逐渐减少，

但是这种艺术形式在人们生活和工作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在

楷书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援引书法知识、技能在生活中的应用

实例，通过生活化的教学内容帮助学生意识到楷书学习的现实意

义。数字科技的引入，令楷书书法教学突破时空的限制，真实地

感受其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艺术享受。

例如：近年来，传统文化的复兴进程加快，生产力不断提高，

人们对精神享受的追求日益强烈，书法鉴赏成为人们青睐的艺术

享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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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解书法的章法布局时，可以首先为学生播放鉴宝节目中

关于书法作品的鉴别片段，借助收藏爱好者对楷书作品丰富的鉴

别经验，帮助学生理解电脑所生成的各种风格字体与书法艺术作

品的差距，提升学生学习积极性。

其次，教师可以从创作的角度，为学生讲解字行距、格式、

用印、提款的知识和技巧，帮助学生吸收历代书法家们的实践结晶，

从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进行书法创作。

再次，师生之间可以展开对本节课所授章法进行讨论，帮助

学生进一步理解章法，并检查学生的理解是否存在偏差。

最后，在临摹环节学生可以将自己对章法的认知体现于作品，

使得整幅字的安排更加符合审美需求，借助实践的过程实现知识

迁移。

3. 细节展示，提升学习效率

课上没看清楚、没记住教师的示范，是传统楷书书法教学中

的普遍现象，严重制约着学生书法能力的提升。数字科技的引入，

可以帮助教师将书写细节更多地展示给学生，让学生在课堂上看

清楚，让学生在课下能够随时进行复习，从而有效地提升楷书书

法学习效率。

例如在教授楷书的偏旁部首书写方法时，通过书法教学系统，

教师可以播放书法大家书法示范视频，并配合语言、字幕，为学

生进行讲解。

借助直播系统，哪怕坐在最后一排的学生也能够清楚地看到

运笔细节，在课上完整地接收书法知识。接下来，教师可以让学

生试着写几个字，并将作品上传到教学系统中，针对学生书法中

的普遍问题，在教师端再次示范书写，帮助学生纠正书写问题。

当学生再次练习后，则可以就每一幅作品进行点评，并将点

评结果同传到各个学生的屏幕上，使得师生之间的互动更加有效。

结合教学进度，还可以从教学系统中随时调取字库资源生成电子

字帖，同步分享到每个学生的临摹台上，让学生进行临摹练习。

在数字科技的辅助下，教师不需要在台上台下来回跑，就能够给

予学生书写指导，更加方便教师在教学过程照顾每一名学生的学

习进度。

在课下，学生如果发现哪里记忆不清晰，就可以调出教学视

频来进行复习，不需要教师不断地示范也能帮助学生掌握楷书书

法。

（二）教学直观化，增强学习的趣味性

1. 书写笔顺，体现字体审美

当用不同笔顺写同一个字时，其美观程度也是不同的，楷书

书法学习中充斥着大量笔顺练习内容，课堂的趣味性一直困扰着

教师。数字化辅助教学平台，能够为学生更加直观地呈现书写笔顺，

有效提升书法教学趣味性。

首先，为了突出笔顺对字体美观的影响，教师可以在备课时

使用不同的笔顺对同一汉字进行书写，然后进行简单的剪辑，将

两种书写过程和作品进行同屏展示，帮助学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

笔顺对于字体美观的重要性。

其次，当学生认识到笔顺的重要性，潜意识中想要学习正确

的书写笔顺时，教师可以根据自身多年的教学经验、所积累的知识，

传授学生正确的楷书笔顺，然后引导学生将自己练习的习作进行

对比，发现自己的进步，用作品鼓励学生继续努力。

最后，在数字化辅助教学平台中将学生的作品与教师作品进

行同屏展示，帮助学生发现自己在细节方面的不足，进一步提升

学生的书写水平。书法作品的对比仅仅是结果的对比，找到作品

中的问题并不等于能够发现书写过程中的问题，教师可以让学生

对照书写视频检查自己在书写过程中的不足，从而真正提高字体

的审美价值。

2. 展示优秀书法作品，提升审美情趣

好的书法作品可以让欣赏者沉醉其中，得到美的享受。利用

数字化辅助教学平台，教师可以更加方便地为学生展示优秀书法

作品，这种便捷是传统书法课堂所无法比拟的。

因为许多优秀的楷书书法作品的原本，是没有办法拿到课堂

上供学生观摩学习，有了数字科技的辅助，大量的书法原本照片

都可以被清晰地展示给学生，让学生更加深刻地体会书法魅力。

随着学习时间的积累，初中生所掌握的楷书技能越发高超，

教师会引导学生欣赏名家名作、临摹名家名作，从而提升学生的

书法审美情趣与创作能力。

首先，教师可以将名家作品借助数字教学系统进行集中呈现，

提问学生：“相比于临摹来说，读帖的过程更加重要，临摹能够

获得形似，读帖的过程能够开阔眼界，帮助大家体会到书法的神韵，

从而将前人的书法艺术融入到自己的创作过程，做到神似。从这

一组楷书书法作品中，大家能够读出哪些信息呢？”

接下来，笔者将学生读帖感悟整理到一起，与学生一起展开

讨论，进一步激发学生思维，帮助学生感受楷书的艺术生命，从

而促使其书写更加富有神韵，提升学生的临摹水平。

四、结语

总之，数字科技实现了图、文、声、像的信息的融合，数字

化教学系统的应用有效地提升了教学趣味性和学生学习效率。教

师应根据学生当前书法学习水平、审美水平，有选择地将数字化

辅助教学平台应用到授课过程中，通过为学生展示书写过程和作

品，提升学生在书写、欣赏方面的能力，让楷书书法帮助学生找

到更多学习乐趣与生活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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