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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毛笔楷书教学在“三笔字”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吕卫寰 

（江西省九江市九江学院教育学院  332005） 

摘要:  在高校“三笔字”课程的教学中 ，楷书的教学占有主要的地位和作用，但是因为毛笔已经退出了实用的舞台，所以，
毛笔楷书的教学在很多高校并不受重视。实际上，在高校“三笔字”课程的教学中，毛笔楷书的教学具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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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笔字”课程的教学从毛笔楷书的教学入手是符合书写教学

规律的，通过对中国古代优秀楷书作品的教学，能让学生在学习书

写方面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并打下坚固的书写基础，也能为今后学生

的硬笔字学习树立正确的方向。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论述毛笔楷书教

学在“三笔字”教学中的功用。 

一. 毛笔字楷书教学能让学生们接触和学习中国历史上最优秀

的楷书书法作品，从而提高了眼界，开阔了视野，夯实了书写基础。 

对“  三笔字”这门课程的学习应该从楷书起步并重点学习楷

书，苏东坡曾经说过“：真如立，(真书即楷书）行如行，草如走。

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意思就是书从楷入，先把楷书学好，

进而学习行书和草书。那么，对于“三笔字”课程的教学来说，自

然要以楷书为主要教学的书体。再由楷书教学逐渐过渡到行书的教

学。对于学生来说，如果楷书基础打扎实了，对行书的学习就快。

楷书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开始萌芽，成熟于魏晋，发展到唐朝达到

顶峰。楷书具有易认、端正、匀称、工整、肃穆等诸多优点，成为

古代科举考试的主要书体。历朝历代的人们都重视楷书的练习，也

产生了许多著名的楷书大家，比如唐代的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

虞世南、褚遂良，元代的赵孟頫等等。这些楷书大家所写的楷书作

品在中国历史上是最好的，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比如大家耳

熟能详的颜真卿的著名楷书作品《勤礼碑》，笔画粗厚，风格端庄

秀美、雍容大方、舒展开阔，极具艺术感染力。又比如柳公权的楷

书代表作品《神策军碑》，笔画廋劲，结构严谨，一丝不苟。这些

楷书大家所写楷书各具风采，通过对他们著名楷书作品的教学，能

让学生在楷书的学习方面做到”取法乎上、方向正确“。”三笔字

“的教学从唐代楷书的教学入手最为合适，通过对唐代楷书的教

学，让学生领会楷书的书写特点和艺术魅力，这是最基础的也是极

重要的一个开端。 

二.  毛笔楷书的教学能让学生掌握好楷书书写的所有用笔技

法。 

要写好楷书是要掌握基本的用笔技巧的，元代赵孟頫在《兰亭

十三跋》里有一段话：“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盖结

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右军字势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

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齐梁间人结字非不古，而乏俊气。此又存

乎其人。然古法终不可失也。”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书法用笔的重要

性，学书法一定要学好用笔技巧。在各种书写工具中，毛笔的用笔

技法最为丰富，包括藏锋、出锋、回锋、中锋、侧锋、偏锋、提、

按、顿、挫、转、折等等，这些用笔技法是写好楷书的基本技法。

通过对这些技法的合理运用，能把楷书的笔画书写的规范并富有节

奏感、韵律感。在毛笔楷书的教学中，一般是先教授这些基本用笔

技法的。学生一旦掌握好了毛笔的用笔技巧，那么在以后的硬笔字

训练中同样可以将这些技法合理运用。如果不学习毛笔的用笔技法

而单纯的学习硬笔用笔技法，是不容易将楷书的用笔技法学习完整

的。 

三.   严谨的毛笔字楷书笔画的教学能让学生们掌握好正确的

楷书笔画的书写方法。 

在进行毛笔字基本用笔技法的教学之后，就要开始毛笔楷书笔

画的教学，笔画是楷书最基本的原材料，练字之初一定要把笔画写

好，掌握好笔画的写法才能进一步学习楷书的结构。楷书的基本笔

画有八种，即“永”字八法。唐代卢肇说：“永字八法，乃点画耳。”

第一种笔画叫”侧“，即”点“。第二种笔画叫”勒“，即”横“。

第三种笔画叫”努“，即”竖“。第四种笔画叫”趯“，即”钩“。

第五种笔画叫”策“，即”挑“。第六种笔画叫”掠“，即”撇“。

第七种笔画叫”啄“，即”短撇“。第八种笔画叫”磔“，即”捺

“。每一种笔画又可以细分为不同的几种写法，比如钩画可以分为

横钩、竖钩、竖弯钩、卧钩、弧弯钩、戈钩。毛笔楷书的笔画最为

严谨，书写起来需要技法全面，每一种笔画的书写都包括起笔、行

笔、收笔三个部分，东汉书法家蔡邕在《九势》中写道：”藏头护

尾，力在字中，下笔用力，肌肤之丽。“”藏头，圆笔属纸，令笔

芯常在点画中行。“”护尾，画点势尽，力收之。“这些话讲的都是

楷书的起笔、行笔以及收笔的技巧和方法。在古代优秀的楷书范帖

中，基本笔画都书写的尽善尽美，足可师法。教师通过教授古代优

秀范帖中各种楷书笔画的写法，最容易让学生掌握好各种楷书笔画

的书写规律。相对于硬笔楷书的笔画而言，毛笔楷书的笔画更难书

写。学生如果能将毛笔楷书的笔画书写好，那么也就很容易将钢笔

楷书的笔画和粉笔楷书的笔画书写好。 

四． 严谨的毛笔楷书结构的教学能让学生们更容易掌握好楷

书的结构规律。 

古人曾说：“用笔结字，两者并重”，笔画和结构是写好一个字

的两个方面。在毛笔楷书的教学中，一般先讲笔画，再讲结构。古

人曾说：”结构者 ，谋略也“，结构是指笔画在一个字中的位置及

安排。结构又称“间架结构”、“结字”、“结体”等等。中国古人对

毛笔楷书结构规律的研究很早就开始了，隋代书僧智果所著《心成

颂》就是对楷书结构的分析和研究。而最有名的研究结构的著作则

是唐代欧阳询写的《结字三十六法》，把楷书的结构规律总结成三

十六个法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代李淳写的《大字结构

八十四法》，总结了八十四种楷书结构规律。清代黄自元写的《楷

书间架结构九十二法》，将楷书结构总结为九十二种方法规律。古

人通过著述所记载的这些楷书结构规律是他们长期实践得出的经

验之谈，总结了楷书结构的一般规律，我们现在所见的硬笔结字规

律都来源于这些关于结构的著作。在楷书结构规律的教学中，教师

完全可以将这些古人总结的结构规律通过各种方式传授给学生，学

生如果对这些结构规律熟练掌握，了然于心，那么运用这些结构规

律同样可以写好钢笔字和粉笔字。这样看来，对毛笔楷书结构的教

学如果很充分，那么在钢笔楷书和粉笔楷书的教学中就几乎不要再

讲结构了，楷书的结构规律是相同的。 

四 . 对毛笔字章法格式的教学也可以让学生在诸多方面受益

匪浅。 

中国书法的构成有三个要素：笔画、结构、章法。在对学生进

行笔画和结构的教学之后，就要进行章法的教学。书法的章法主要

是研究书法作品谋篇布局的规律，古人很早就重视对章法的研究，

明代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说：“古人论书以章法为一大事，

盖所谓行间茂密是也。余见米痴小楷，作《西园雅集图记》，是纨

扇，其直如弦，此必非有他道，乃平日留意章法耳。”“右军《兰亭

序》，章法为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带而生，或小或大，随手所如，

皆入法则。所以为神品也。”由以上文字可见章法的重要性。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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聋生受限于自身身体条件的，对事物感知的能力较低，所获得的外

界的信息量较少，因此聋校美术教师要根据聋生的这一特征去进行

教学方法的改进。教师可以让学生在绘画的过程中，去进一步感知

审美对象的轮廓，加强对审美对象的认知，并充分发挥自身的想象

力去构建审美对象的框架。同时教师也可以以学生日常所熟悉的事

物或人物来进行审美对象的引出，将抽象的审美对象具体化，更接

近于聋生的日常生活和认知习惯，以此来加深学生对于审美对象的

认识和学习，增强学生的想象力，学生今后的美术学习打下坚实的

基础。 

 

例如，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全日制聋校实验教材美工第 7 册“绘

制挂盘”内容教学时，教师可以选择几种挂盘样式让学生去进行绘

制，让学生在绘制的过程中增强对该挂盘样式印象，使学生深刻感

受到不同颜色、不同线条、不同形状所组成的图案能创造出不一样

的美，能够活跃学生的思维模式，增大学生的想象空间，使学生在

想象力的支配下去创造出不一样的挂盘，创造出不一样的美，这有

助于活跃学生的大脑，深化学生对审美对象的认知，增强学生的想

象力，使学生以更加积极的心态去投入到今后的美术学习中。 

三、拓展聋生想象空间，鼓励聋生大胆想象 

想象是一切创作的源泉，世界上无论哪一种发明创造都离不开

想象。在聋校美术教师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所带

来的便利，运用多媒体等教学设备来进行辅助教学，创设丰富的教

学情境，拓展聋生想象空间，丰富聋生的教学体验，以达到提升聋

生想象力的目的。在进行绘制挂盘内容教学时，教师可以先播放视

频让学生观看挂盘的绘制方法，以使学生感受到手工的乐趣，让学

生意识到简单的纸张就可以绘制出多彩的艺术品。其次在播放多种

多样的挂盘时，教师还可以根据挂盘样式去提问学生们，你们最喜

欢哪一种挂盘样式？它有什么样的特点？然后让学生们亲自动手

制作出，这样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了

更广阔的思维空间，极大地丰富了学生的想象力，使学生在想象力

的趋势下去进行挂盘创作，更大地发挥了学生的自主能动性，提高

了学生的思维能力，使学生能够从容应对美术学习中的问题，能够

以更大的积极性去投入到今后的美术学习中。 

四、激发聋生的创作欲望，丰富学生的想象力 

聋生由于自身身体缺陷的原因，普遍缺乏自信心，对于与外界

的交流存在畏惧心理，这是聋生进行更好的学习，提升自己的首要

阻碍。在美术教学中，美术教师要转变学生的这种思维，要使学生

产生对自我的正确认知，能够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去投入到学习和

生活中去。美术教学的目的是提升学生的审美和鉴赏能力，发挥学

生的想象力去创造美，实现自己更大的人生价值。而想象力的来源

主要是现实生活，由于聋生缺乏与外界的沟通交流，无法与积极良

好的心态去看待生活中的事物，这就使得他们丧失了许多学习的机

会。因此想要提高聋生的想象力，就需要使聋生能够深入地融入到

社会生活中去，能够更加亲近生活、亲近自然，能够在社会的大环

境中去感受到美的存在，提升自己创造美的能力。 

五、引导聋生多方联想，提高聋生想象力 

聋生由于听觉功能受限，其对外界的感知能力较低，因此其联

想能力较弱。聋校美术教师要考虑聋生的这一特点，要着重培养聋

生多角度、多层面思考问题的能力，这有助于聋生养成多元化的思

维模式，能提高聋生的联想能力，使他们在遇到问题时能够产生多

种思考方向，能够更加快速的解决问题，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同

时更重要的是在聋生自由联想的过程中，可以充分发挥聋生的想象

力，使他们的人生能够有无限种可能。比如教师在讲解金鱼的画法

时，可以让学生们去自主思考，其他鱼类的画法是否与金鱼类似？

能否根据金鱼等绘画特点去描绘其他鱼类？这种联想方法可以拓

展学生的知识构成，增添学生的学习乐趣，帮助学生掌握更多的知

识，能够达到触类旁通的效果，更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习惯，发

展学生的想象力。 

结语： 

综上所述，提升聋生的想象力，对于其更好地学习美术，提升

自身的鉴赏能力，实现自身更大的价值有着积极的意义。想要提高

聋生的想象力，就需要聋校美术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根据聋生的性

格特点和学习需求采取多样的教学方法，鼓励学生大胆想象，为学

生营造一个宽松愉快的学习环境。同时还要帮助聋生养成独立思考

的习惯，鼓励他们大胆地表现自己，并及时地给予鼓励，以提升聋

生的自信心，使他们能够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去面对今后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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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生进行毛笔字章法格式的教学有两点好处，一，首先可以让学

生学习谋篇布局，谋篇布局是对所写内容文字的整体规划，写任何

作品事先都应该构思好分行布白，经营位置。学生如果通过毛笔字

的训练来获得谋篇布局的经验，那么在随后的钢笔字和粉笔字的章

法训练中也能游刃有余了。特别是粉笔字，面对大面积的黑板，更

需要整体规划，否则容易出现偏、挤、空等各种各样的弊病。二，

一幅完整的书法作品包括正文、题款、印章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

必须有机的结合，互相生发，相得益彰。毛笔字是这样，钢笔字也

是这样。在毛笔楷书的教学中，可以让学生写一些完整的书法作品，

正文、题款、印章三者齐全，这样学生也就对书法的章法知识有了

更深刻的理解和印象，在随后的硬笔书写活动中也就能做的更加完

整。 

”三笔字书写技能“这门课程是高校师范生的必修课程，对这

门课程的教学关乎广大师范生们今后的教学质量。古人所留下的经

典楷书作品是一笔巨大的财富，通过对这些经典楷书作品的教学能

让高校师范生受益匪浅。因此，我们应该非常重视毛笔楷书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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