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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书法技能教学探究
陈坤正

（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四川 内江 642150）

摘要：汉字书写能力是我国中小学生乃至高等院校师范生必须掌握的一门教学技能，在现代信息技术普及、部分学生对书写不重视

的现状下，教育工作者积极寻求新的书法教学对策，旨在改变学生对于书法的认识、提升书法教师专业技能，从而提高中小学书法教育

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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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法技能对于现今教育的重要性

书法是一门艺术，拥有自己特殊的语言，在历史发展过程中

形成与众不同的特点，正如绘画通过色彩、线条组成语言，音乐

通过音符组成语言。书法有别于西方的“纯化”字母和条艺术，

很多人对于艺术的追求越来越新奇，越来越多样化，对艺术的要

求也就越来越高。艺术家们追求的是意境和形式相统一的结合体，

在艺术作品中展现自己的个性和追求，而在我们的学校教育中也

越来越重要。

今天，三笔字书写作为一项重要的技能，越来越受到重视，

不少学校把三笔字学习作为必修课程。而要让学生达到一个很好

的书写训练效果，需要经阿过大量的学习和训练。都说“字如其

人”是非常有道理的，书写训练不仅能够提升一个人的书写技能，

同时也培养书写者自身的严谨态度和忍耐力，经过一定量的训练，

最终利于提升个人的综合素质。“要表现前所未有的丰富的情感，

表现崭新意义上的‘人’，必然带来许多新的困难。”随着社会

的进步，越来越发达的经济社会对于传统文化软实力的的需求与

日俱增，书法教育的发展是必修课程之一。因此书法教学对于当

今中小学生的重要性不可忽视。

二、现阶段中小学生书法学习的现状

中国书法是形式和意蕴共同的结合艺术，也可以理解为书法

是书写者情感融入到生活体验中的一种表现形式。“人们常说‘书

如其人’，就是因为以文字为表现对象的书法艺术，由于将形式

和内容结合在一起，可以比其他艺术更充分地表现人的精神面貌。”

近年来，我国义务教育的力度不断加大，但学生的专业素质

和实践操作能力却参差不齐。中国汉字很多都是象形字，可以直

接从汉字的外形来理解改字的意义，李之义所译《汉字王国》中

认为：“象形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最初的文字是不同东西和现象

的简单图像。最古老的形式富有表现力，其中有许多直到今天还

保持着自己的形象特征。”如“日”“月”“田”等字，而现在

的中小学生太“忙”了，根本来不及思考和想象，而且书写时往

往凭借往日的书写习惯进行书写，很少考虑字体书写的合理性和

规范性，较之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小学的书写能力生有明显

的下降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课程设置并不合理

虽然很多中小学课堂都开设了三笔字课程，但是其“地位”

在课程设置并不是很合理。书法课是一门实操性的课程，需要进

行合理的课程设置和安排，来保证相应训练量。

孙过庭《书谱》中就讲到王羲之把自己学习书法的过程与钟

繇和张芝作比较，王羲之认为自己书法与钟繇的书法其实不相上

下的，甚至某种程度上是超过他的，与张芝的草书比则不如张芝。

究其原因，是张芝勤奋的练习，把池水都能染黑了，孙过庭所记

录的是王羲之敬佩张芝和钟繇。

如孙过庭言：“余志学之年，留心翰墨，昧钟张之余烈，挹

羲献之前规，极虑专精，时逾二纪。有乖入木之术，无间临池之志。”

文中阐述孙过庭勤奋努力学书的情景生动再现。

在今天的义务教育全覆盖，不断提升教学质量的总趋势下，

中小学生的汉字书写是一个长期且稳定的过程，如果缺乏相应的

坚持和不规范的书写习惯，在较短的课时里，学生们往往不能得

到完整、系统的书写训练。

（二）学生积极性不高

学生积极性不够高。很多学校仅是为了完成教育部规定，随

意安排书法课，不重视、不合理、不规范。没有相应的鼓励性措施，

甚至有其他任课老师随意占用学生的书法课堂，不够重视学生三

笔字的书写。

不论是艺术家还是中小学生，在进行汉字书写过程中的动力

都不是单一的，都是想象、幻想、劳动、情感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中的各个部分都是相互联系和制约的关系，其中都会有一个起

主导作用的因素决定着书法技能的状态和结果。

学生书写过程中所遇到的提、按，是两种相反的用力方法，

进行这两个动作，首先要处理好其中前行和停留的微妙关系，这

其中的技巧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够熟练掌握。

历史上，唐太宗就曾对学书有所感悟：学习书法虽然是很多

人眼中的小道，在一开始学习的时候就不能够掉以轻心，不能三

天打鱼两天晒网，要把它作为和吃饭睡觉一样的习惯才能学好。

很多书法学不好的人都是由于自己身心的懈怠和懒惰，一暴

十寒是学不好书法的。唐太宗道出学习书法从一开始就不能操之



042 Vol. 2 No. 09 2020教育前沿

过急，需要处处留心，做好每一个可能做到的细节，很多学习技

艺的人并非学不好，最大的弊病就在于没有毅力和恒心，没有时

间的保证肯定学不好书法。

（三）缺乏专门师资力量

很多学校没有配备专门的书法师资力量，随便找位任课教师

或自认为字写得好得老教师代替书法教师进行教学，对课后的书

法作业也随意应付。

要培养学生从中体会书写的愉悦和快感，这又岂是随便一个

非书法专业的教师所能完成的工作。书法教学过程中，不仅要练

习背帖和参观书法展览，也要学习其他的知识，相互结合方能提

高技法水平，融会贯通，从而进行更好的示范和教学。

（四）三笔侧重点厚此薄彼

作为中小学生基础技能教学，要注重书法教学的实际情况，

突出书法教学特点。不少书法教材对于三笔侧重点安排不合理，

厚此薄彼的情况十分常见。书法学习过程中的用笔和结构的学习

规划也常出现不科学的论述，对于学生的引导当然不利，究其原

因是书法课程人员专业素养不足。

书法艺术具有严格的书写规范和评判标准，很多人入门很容

易，要学精就显得非常困难。“功力之美也是欣赏书法者醉心的

焦点。具有较多鉴赏经验的人面对一副佳作，总想仔细玩味，品

尝翰墨之美，还要品尝到墨外之墨、韵外之意。”

对于中小学生而言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书法学习所要达到相

应的目标就更加困难和不易。大部分中小学生根本不具备相应的

书法审美和才识，无法书法艺术中的优美与乐趣，不能从中发现

书写的快乐，不具备能动的书法学习能力。仅凭一些非专业人员

的经验，甚至难以选择适合学生临习的字帖，至于临帖所讲究的

要点就是更远的目标。

三、提升中小学书法教学质量途径

中小学所开设的书法课程，是一门技能训练课，在每个阶段

结束后所进行的考核形式应与其他课程有所区别。很多学生不具

备认真自觉的态度进行学习。

很多仅以期末考试及格作为学习的目标，很多学校书法课程

期末考查方式流于形式、考查结果对成绩可有可无，让很多老师

和学生都忽视了书法训练多实践操作能力培养的重要性。

中小学生书法技能的提升，首先需要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

把书法专业作为各大师范高校特需发展专业，为全国各中小学培

养高水平书法教师。

另外可以对中小学进行相关的书法兴趣数据调查，根据得出

的结果分析研究中小学生书法学习的情况，运用书法心理学，选

取正确的方法来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对将来中小学书法教育具有

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关于教学模式的改进

首先，全国范围内，中小学普遍都把三笔字课程纳入必修课程，

让中小学生的三笔字书写训练时间有了保障，成为学生必须要掌

握的实践技能课程。

其次，应给中小学书法课程制定相对统一的教学大纲，明确

各个阶段所要进行的对象和所要达到的课堂目标等共同构成中小

学三笔字教学规范和统一体，让书法教学具有相应的根据和标准。

（二）关于教材的规划

我们国家地域广阔，各个地区中小学生的汉字书写情况有所

差异，部分地区的汉字书写基础较好，而部分地区中小学生连基

本的三笔字课程都没有开设。

针对这一情况，相关部门可综合评估全国中小学生书写水平，

编撰一套适中的通用教材，该教材就应当以普及和推广作为目标，

学生在接触到书法课程时有相应的教材作为标准，才能进一步培

养相应的书法爱好和兴趣。

基于大部分中小学生书法基础薄弱，相关的书法教材应该做

到简明扼要，把简单的书法常识结合相应的小故事融入其中，教

材中供学生临摹学习的字帖也应该选取清晰规范和大方美观的经

典字帖。如此，才能满足不同学生的兴趣和学习需求。

（三）中小学书法学习结果评判

可设置中小学书法技能考核制度，为中小学生的书法技能训

练制定要求。加强期末考查的力度，让学生以严肃认真的态度进

行书法课程学习。考查制度的完善可形成一个完整的中小学生书

法课程检测体系，让学生形成书法技能学习的习惯。

四、结语

总之，汉字书写技能是每一位九年义务教育学生必须掌握的

基础技能，当前中小学书法教学课程没有规范和统一，为能行之

有效的提升中小学生的书法技能。首要前提和重要保证是要提供

相应的书法教育政策，学生能够从小培养对于中国传统书法的兴

趣和爱好。在书法技能方面具有更大的兴趣，利于普遍提升学生

的书写水平，促进教学质量的不断提升，对宣扬中国传统文化具

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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