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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书法教育育人与书法课堂教学实践活动研究 
刘心蕊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实验小学东坝校区  100018） 

摘要：我国的书法艺术具有悠久的历史背景，同时兼备绘画的形象感、音乐的律动感以及舞蹈的姿态与神韵，并且不同艺术形

式能够营造出不同的意境，极具艺术美学的张力。在不同的艺术创作环境中给人以不同的意境和感受，所以书法艺术不仅具有较高

的美学欣赏性，见证了我国历史文人的美好情怀，也体现了我国悠久的文化历史。当前教育部门围绕中小学书法课程设置、教学定

位、书法教育的育人功能和中小学书法课堂教学活动研究等方面，重点分析和研究书法教育于教学中的作用和效果，并深入发挥其

育人的功能，从而为提升中小学生写字能力的提升和我国书法水平的提升提供一定的支持，也为促进书法在国内的普及奠定良好的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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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书法育人的意义 

1.1 开展书法教学，陶冶审美情操 

我国自古以来便非常重视美学教育，美育一直是我国开展素质

化教育的基础之一，书法审美作为提高我国中小学生美学素养的关

键，为促进我国素质教育的开展提供了一定的支持。我国汉字在多

年的发展中变化较大，但是一直未曾变化的就是造型美、格式美，

所以教师在开展相关教学的同时应当启发学生感受书法自身的美。

中华汉字之美，首先表现在汉字的造型美。汉字是方块字，讲究字

形的对称、饱满，无论是象形、指事、会意还是形声这几个常见的

造字法，都蕴含着浓厚的审美趣味。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演示甚至

在黑板上写出眉、车、马、龟、鱼、雨、月等汉字的象形文字让学

生欣赏和猜测，还可以例举“人、从、众”和“木、林、森”等常

见的会意字，让学生惊叹先人的造字智慧。在汉字书写的过程中要

强调动作的规范、下笔和运笔的力度，讲究横平竖直、俊秀流畅，

一笔一画尽显万千气象。笔者在书法教学中开展欣赏教学，将学生

的优秀书法作品进行展示，供同学们学习参考，同时还将颜真卿《多

宝塔碑》、欧阳询《化度寺碑》等楷书作品，颜真卿《祭侄文稿》、

赵孟頫《洛神赋》等行书作品，《曹全碑》《乙瑛碑》等隶书作品以

及近现代的鲁迅、王铎等优秀书法大家的作品给学生欣赏，让广大

中小学生在体验书法之美的同时不断优化自我的审美情趣。 

1.2 开展书法教学，锤炼坚韧意志 

语文学习讲求厚积薄发，如要做到背诵就离不开多读多记，要

写好习作就要多读多写，要练好口语就要多读多说。同样，书法学

习也没有所谓的捷径，也需要日复一日的学习、年复一年的打磨，

长期坚持方可有成。古往今来，但凡在书法领域有所成就者都有着

惊人的书法练习毅力，教师可以将书法家的故事融入课堂对学生进

行思想启迪与道德教育。不少学生在写反犬旁的字，如“狗、猎、

猫，狮、猛、猜”等时把握不好偏旁与部首之间的间距、宽窄、笔

画轻重的要领，我便要求其练习 50 个反犬旁的汉字的书写并用心

体会，直至将这一偏旁的其他汉字都写得规范、美观。还是那句话：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坚持不懈的书法练习才能让学生写出漂

亮、规范的汉字，才能在书法学习中获得成功体验。 

1.3 开展书法教学，弘扬传统文化 

书法艺术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汉字文化体现着中

华民族几千年的智慧结晶，具有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在信息技术

时代背景下，人们的书写方式与习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正所谓“鼠

标在手，纵览天下”。传统的书写逐渐受到冷落，习惯了用键盘代

替纸笔的信息输入方式导致不少人面临着“下笔维艰”、下笔就错

的困境。小学生作为祖国文化的继承和弘扬者，要能够书写规范美

观的汉字，要掌握基本的硬笔、软笔书写方法，自觉肩负将祖国文

字发扬光大的历史重任。为了激发学生对祖国文字的热爱情感，教

师可以从汉字的起源、发展历史着手，让学生感受到祖国汉字文化

的悠久历史，激发历史自豪感；通过近期的“汉语热”“汉语桥”“孔

子学院”等中华文化全球化现象激发学生的文化自信心、自豪感，

从而更好地树立起弘扬和传承祖国优秀汉字文化的使命感。 

2.加强中小学书法教育的思考 

2.1 教师书法专业培训刻不容缓 

学习好书法的重点并非单纯的学生的天分，更多的来源于教师

的综合素质，但是我国很多地区缺乏一定数量的书法教师，师资力

量薄弱是影响书法教育的重要因素。如今虽然多个地区开展了素质

教育，开授了书法课程，但是这多数是课外班，中小学学校的多数

教师本身虽然有一定的书法基础，但是和专业的书法教师依然存在

一定的差距，同时还会存在其他科教师代班的情况，这对于切实提

升中小学生书法水平，发挥书法的育人作用是非常不现实的。但是

想要从师资力量上提升书法教学水平，让学生接受更加专业的教育

依然需要国家教育部和学校的付出和努力。根据我国教育部提供的

数据可知，我国各大高等院校开设书法专业的并不多，和全国庞大

的高校规模和数量相比，只有 30 多家开设了书法专业且招生名额

远远达不到行业需求。我国全国分布了几十万的中小学，在几百人

应对几十万学生庞大需求的前提下，书法教育普及全国根据目前和

未来十年的发展状况是不现实的。 

2.2 中小学书法课程研发及时跟踪 

我国虽然已经尽可能将素质教育放在重点并积极提倡学生减

负等，但是应试教育依然是我国现有的最为成熟的教育体制。在这

一前提下，中小学校的教育教学重点依然是学生的文化课。除此之

外，中考虽然设置了体育考试等其他和素质教育相关的内容，但是

考试依然是选拔和衡量学生个人素质的关键，所以无论是学校、家

长还是孩子本身都会将成绩和文化教育放在重点，书法课程想要走

入学生课程体系依然需要教育界的努力。中小学没有在课程体系中

安排书法课程虽然和素质教育的要求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也是较

为正常的，为了切实提升中小学生书法水平应当从教材开始。相关

学者应当加快教材研究步伐并推广到教育活动中，同时国家可以协

助教育部出台一定的政策用于鼓励地方中小学开设书法课程从而

加快书法课程的开发步伐。另外，中小学可以根据地方风俗或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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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适当修改原有的书法教材，从而更加适应当地学生的学习需求

等。 

2.3 中小学书法教育课时必须保障 

课堂是中小学学生学习知识以及提升能力的基础，教师应当充

分利用课堂教学实践，从而在满足学生文化教育的基础上实现素质

的提升。如今，多数中小学学校在书法课程体系的设置上存在不符

合实际和不适应学生当前学习能力的问题，并且用于书法教学的时

间较短，学生难以获得足够的学习成果。虽然受文化教育和考试等

方面的限制，导致中小学无法将书法课程融入教育的重点，但是依

然要根据书法教育内容和学习进度等适当调整书法课教学安排等，

从而保证书法课的以发挥作用。同时应当保证书法教师的上课权

利，部分课程教师认为自己的学科是影响学校升学率的重点课程而

占用了包括书法、体育、美术等课程的时间，这对素质教育的开展

非常不利，也侧面暴露了学校管理存在不当之处。所以在中小学素

质教育应当落实到位的要求下，中小学书法教育的教学活动应当得

到应有的保护。比如，将语文教学的部分课程和书法教学融合，从

而让学生在学校和书法相关语文课程时切实体会到书法的美。在开

展教学融合的同时应当避免其他课程的教学进度受到严重的影响，

一切以适当为宜。同时，部分被占用的课程可以删去部分学生已经

掌握的知识内容，对于学生的教学应当更加灵活而是不按部就班的

死板的教学。 

3 书法育人背景下的书法课堂教学策略 

3.1 书法教育教学，教师应率先垂范 

书法是根据文字本身的特点用钢笔或毛笔等根据所学的书法

流派进行汉字书写，从而在提高自己写字水平的同时锻炼自己的性

格和能力等。书法一般根据教学目标分为两个过程：过程一是将文

字写清楚且完整，这是书法的初始阶段，也是大多数人可以达到的

阶段。过程二是在初始阶段的基础上将文字写的具有美感，具有一

定的风骨，这也是书法的最终阶段。在我国历史上涌现了非常多的

注明书法家，他们给人类文化历史上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学生们学

习语文，练习书法多数会自然而然达到过程一，过程二的到达不仅

需要持之以恒的练习，还需要能够理解艺术性和美。如今，在网络

媒体时代到来的当下，很多人发送信息或编写内容会通过手机或计

算机等网络设备。在这种环境下部分人会认为学习书法或写汉字是

没有实际意义的，书法和书法教育的重要性被大家护士，所以书法

课的作用也渐渐被忽视。“字如其人”，字是一个人的门面，我们应

该继承和发扬我们伟大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瑰宝——书法。教师是

学生成长过程中除父母外对学生影响最大的人之一。学生的模范能

力非常强，教师要重视书写教学中示范和引领作用。教师在书法教

学的意义是非常大的，不仅是学生学习书法答疑解惑的主体也是让

学生们学习的榜样。比如，教师在范写时，每一笔画和间架结构等

都会被专心的学生所观摩所模仿，在教师的带动和学生的学习下，

不断培养学生学习书法的兴趣，也在潜移默化的提升学生的艺术感

和美学感受等。 

3.2 书法教育教学，教师应重视培养学生兴趣 

众所周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将学生学习书法的兴趣培

养到位才能让学生自发、主动学习书法，所以奠定好对书法的兴趣

是基础。书法学习就是在日常通过不断练习掌握书法写字的结构，

这一过程是非常复杂且枯燥的，中小学生本身容易对很多事物感兴

趣且若没有外来力量的干预，就会在很短的时间内丧失对事物的兴

趣。所以如何保证学生长期对书法保持兴趣以及促使学生持之以恒

的学习书法就成了重点。定期表扬学生并发现学生的进步点是非常

有效的方式，具体是书法教师应当认真审批学生的书法作业，并指

出有进步的地方后鼓励和引导学生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书法学习

中。同时教师应当采取多种教学方法来鼓励和指导学生练习书法，

让学生在完成基本的书法课程的同时体会中国文字之美并利用书

法来创造更多的美。在教师的鼓励和学生自己不断取得成绩的过程

中，学生学习书法的兴趣必然会越发浓烈，这对于书法教育的推广

和落实也意义非常。 

3.3 书法教育教学，应营造良好的书法育人氛围 

当下，书法进校园大势所趋，学校、家庭、社会互相配合，形

成合力，中小学校应当鼓励学生坚持学习书法并利用书法育人，通

过书法教学来规范学生写汉字，提高写字水平。而书法课堂中，教

师应当循序渐进让学生了解和学习书法，认识到书法学习的意义和

重要性，避免将书法课堂当做休息课或娱乐课等。书法教师自身应

当认识到书法教学的意义并做好课程规划等，比如做好备课工作，

精心审批书法作业，并在每次教学活动结束后认真反思课程学生的

反响和自己的不足之处，从而提升教学水平。 

3.4 书法教育教学，学校应培育优秀的书法教师队伍 

在过去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很多中小学学校将书法课程当做放

松学生的一门课程，教学活动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书法教师也

没有做好备课、授课等工作。出现上述情况的重要原因是师资力量

较为薄弱，书法教师并没有获得一定的教学地位等。如今，学校应

当切实认识到书法教学的重要性，并不断引进专业的书法教师，从

提升学生的书法水平和其他任课教师的书法水平上做起，从而在提

升教师书法水平和美学享受的同时吸引更多的学生参与到书法学

习中来。定期安排教师参加校内书法比赛就是很好的促进书法教育

水平提升的方法。 

3.5 书法教育教学，多媒体技术助推高效书法课堂 

网络技术的发展对于书法教学而言有利也有弊，应当积极利用

网络环境优化和多媒体教学方式应有的好处，将书法教学活动放到

多媒体数字教学的环境中。通过网络技术可以将更多优秀的书法家

的心得和体验传授给更多的学生，促使他们在提升书法兴趣的同时

培养自己良好的写字习惯。利用多媒体技术可以让学生在不断学习

书法的同时培养自己的认真、努力、耐得住寂寞的品性。 

4 结语 

总之，在我国越发重视素质教育和书法教育的同时，中小学学

习教师和领导人应当认识到书法教育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

练习，从而在为学生创造适合的书法学习空间的同时，发挥书法的

育人功能。同时，应当不断优化书法教学师资力量，在提升相关教

学水平的同时提升学生学习书法的兴趣，从而为培养更多社会主义

接班人提供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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