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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艺术助力少儿成长 
刘明 

（重庆市开州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405299） 

摘要：书法艺术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仅是传授书法知识与技能的过程,而且是开发智力﹑发展能力、培养青少

年全面发展能力的过程。青少年时期作为个人能力培养、人格养成塑造的关键阶段,在此阶段开展书法艺术教育,对于培养学生的审

美意识和创造性思维逻辑能力,促进青少年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以及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小学阶段作为少年

儿童接受基础教育的开端，小学书法教育的推进是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必要路径，可以为书法教育的蓬勃发展奠基坚实的基础，

有利于青少年形成成熟的心性，也有助于通过对少儿的书法教育开展德育和美育教育活动实践。本文通过阐述推进书法艺术教育对

少儿成长的重要性，探析一条深入推进书法艺术教育发展的路径，为书法艺术教育工作开展助力少年儿童成长提供有价值的可行性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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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书法艺术特别是汉字书法艺术作为我国本土传统文化艺术形

式。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与时俱进的发展出适应当代书法教育实际

情况的教学模式，从而培养出具有中国气质的新时代青少年，必须

在书法艺术教学中渗透进新时代中国文化的特色，同时也要在书法

艺术教学中注重传承和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激发青少年学生的

民族意识，增强青少年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提高和巩固

全社会重视书法艺术教育的意识。 

书法艺术素质教育是促进少年儿童聪明才智的发展,主要是以

学习书法基本知识与技巧为手段,根据学生的积极行为而进行的。孩

子在书法学习与能力培养的环境中.智力的参与更为明显。中小学生

掌握书法文化技能,是借助于一定的阅读﹑记忆、思考﹑联想和动手

作业来完成的.其实,对书法文化知识和技能掌握的过程,也正是中小

学生和少儿智力开发的基本过程。 

当前,在流行的少儿书法教学中,人们通常采取两种模式:一种是

实用型模式,力求学生把字写得工工整整。具体的要求就是,点画要光

挺、整洁,结构要 称、易认,让人们看起来顺眼、舒适。这种实用型

的"写字"训练,距离艺术性的"书法"还差那么一大截。但经过或长或

短的一段时间的训练,一般的孩子都能有或多或少的收获,写的字一

般也"像模像样"。另一个是书法艺术苗子的方法,按部就班,遵循教育

的原则办事,其宗旨是提高小朋友们的艺术审美鉴赏素质,提高孩子

的审美能力。 

2、书法艺术的特点和发展 
2.1 书法艺术的特点 

汉字作为一种象形文字，其书法艺术的出发点落脚于人的直觉，

汉字书法艺术表现形式在于线条，通过曲折婉转、变化万端的线条

组合构成具有美感和充满表现力的线条艺术。因此，在汉字书法艺

术教育实践中，教师注重对青少年学生观察力和分析能力的培养，

提升青少年的美学敏锐度，强化学书过程中的动脑练习，拓展青少

年学生的想象力，在此过程中实现对青少年学生智力的开发。汉字

书法艺术的线条表现形式注重动静结合的统一，因此在汉字书法艺

术教学过程中注重青少年学生对动与静辩证关系这种思辨能力的培

养，使青少年学生形成静处着眼追求动的神韵的艺术表现能力。 

书法艺术也拥有其独特的章法和规范，章法是指书写时书面布

置 称,稳中有变。而书法的规范是指字与字间工整、平正、相互照

应等。书法艺术中这种严谨的章法和规范，使得青少年学生在接受

书法艺术教育的过程中时刻保持一种严谨专注的态度，有助培养其

持之以恒的行为习惯。汉字书法艺术线条形的千变万化、曲折婉转

也对于接受书法艺术教育的青少年学生具有强大的启发性，其线条

的变化节奏和婉转中透出的韵律性以及婀娜多姿的形态，都时刻刺

激着青少年学生的感官，进而促进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动脑思考其艺

术特点，启发青少年学生形成动脑思考的习惯，助力青少年在人生

的早期阶段形成终生学习的驱动力。 

2.2 书法艺术的发展 

书法艺术特别是汉字书法艺术在我国历经了千年的发展演变，

形成了一套成熟完备的艺术表现形式。自从汉字诞生以来，历经了

千年的风雨，发展出了篆、行、隶、楷、草等多种字体，经过春秋

战国诸子百家争鸣、汉魏两晋隐士骚客、唐宋诗词歌赋等时代无数

文人的添砖加瓦，汉字书法中浸透着我国千年历程中的哲学思想，

讲究阴阳调和、轻重缓急、虚实相生、留白无穷，因此通过书法艺

术教育可以启发青少年以直观的角度了解、认识、学习中国传统文

化，为青少年学生打下坚实的人文素养功底，提高青少年学生的语

文核心素养。汉字书法艺术中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可以在书法艺

术教育中帮助学生树立科学、正确的看待事物的方法，培养青少年

的严谨、辩证的思维逻辑方法。 

3、少儿书法教育的德育和美育价值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民众生活水平日益改善,社会活

动与职业市场中对人员专业素质优秀的需求也日益增加,并对人员

的综合素养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人员不但必须具有更高水

平的专业技术才能,还必须具备更优秀的思想道德水准与一定的艺

术审美才能。因此,学校人才培养需要在满足学生技能知识学习的同

时,开展落实好德育教育和美育教育的工作。书法艺术教育作为在少

儿阶段容易入手开展的艺术教育模式,在学校德育和美育教育中可

以发挥出相应的作用和价值。 

3.1 少儿书法教育的德育价值 

刻苦精神滋养，养成持之以恒的行为习惯。书法作为一门拥有

悠久历史的艺术形式，在其发展成熟的过程中浸润着无数书法家辛

勤、刻苦磨练的汗水，因此在书法教学中自然的包含着对于古今书

法家刻苦勤奋临池学书的故事，其中渗透的书法家们的刻苦精神，

可以在书法教学过程中激励青少年学生产生勤学苦练的向上动力。

在书法教学的潜移默化中，使学生自觉地形成一套持之以恒的行为

习惯，以行为习惯要求自己的生活、学习以及待人接物，刻苦精神

和持之以恒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助力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学业的更好

发展。 

以优秀的传统文化，增强青少年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汉字

书法艺术作为中华民族 独特和 宝贵的艺术形式，伴随着中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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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几千年以来文化的发展进步以及繁荣昌盛逐步发展起来的，因此

在汉字书法艺术中渗透着优秀传统文化的熠熠光辉，书法艺术中汉

字的一撇一捺都是千百年来无数书法家和文人墨客孜孜以求、呕心

沥血的创造，书法艺术中的书写规范和要求都是浸润着中华民族独

特的智慧和思维方式。因此在少儿阶段开展书法艺术教育不仅是锻

炼培养青少年的书写能力，更是通过书法教育使青少年学生接受优

秀传统文化熏陶，给青少年一个与古人对话的窗口。在现今全球化

的时代，增强青少年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筑牢抵御外来文化

入侵的坚固长城。 

3.2 少儿书法教育的美育价值 

少儿书法的两种培养模式，即实用型模式和书法艺术苗子培养

模式，各有其美育教育价值。 

实用性书法艺术培养模式立足于实用，具有“短、平、快” 效

应。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训练，一般的孩子也可以把字写得端正

一些，有的孩子甚至能在某些比赛、展览中取得比较优秀的成绩。

而有些学生家长，也比较满意于这种“速成式”的教学，并为此“骄

傲 和自豪”，参与书法艺术学习的孩子们也会有一种踏踏实实的获

得感。 

书法艺术苗子培养模式的教学中教师侧重于的是对学生进行艺

术感觉(感悟能力)、表现想象的能力的培养。在具体的教学中，教师

一般不过多、过早地教少儿太高深的书法艺术理论。而是根据少儿

年龄的特点，通过对学生兴趣的培养、观察能力的提高，逐渐引导 学

生脱离一般的写字，而走上爱好、研习书法之路 

在开展少儿书法艺术教育过程中,如果将实用型的美育的写字,

逐渐过渡到艺术型的美的书法的学习。这样的书法艺术教学过程的

实施,势必会让青少年书法教学如虎添翼、更上层楼,中小学生的整体

综合素养和思想道德水准及其审美能力,也势必会提高。 

4、推进少儿书法艺术教育的重要性 
4.1 书法艺术教育协同多科教学开发少儿智力 

发展青少年的智力。并非靠某一个科单独完成的,是采用多学科

教育,根据各学科特色而进行的。书法的艺术教学, 并非简单地教导

学生进行枯燥乏味的书法练习，而是通过书法教育培养青少年学生

的观察力、感受力，训练青少年学生的思考能力，在此过程中提高

学生对于自身注意力的控制以及想象力的开发。因此，通过书法学

习使学生不仅可以掌握一手漂亮的好字，更重要的实现了对青少年

学生智力的有益开发，这也正是在少儿阶段进行书法艺术教育教学

过程的主要内容。 

有研究表明，少儿阶段的书法艺术教育对于智力的开发作用匪

浅，根据美国心理生物学家罗杰斯佩里在 1981 年的研究结果显示，

人脑的左右半脑各有其独特的功能，抽象思维和逻辑思维主要由左

脑控制，具有理性分析和计算能力。而右脑则注重与知觉、想象和

空间，对于人的艺术方面能力具有显著作用。因此，在少儿阶段开

展书法艺术教育可以帮助青少年有意识和有针对性的开发右脑功

能，帮助青少年获得创造性思维能力。 

4.2 推进小学书法教育有利于少儿的身心发展 

在我国书法艺术发展的悠久历史长河中，众多的书法家在潜心

发展书法艺术，磨练自身书法造诣的同时也培养出了自身崇高的道

德情操，在这些流传下来的书法家的故事里充满着优秀的中华民族

传统美德。而小学阶段作为青少年人格养成和塑造的关键阶段，小

学书法教师可以将这些书法家的事迹和故事作为书法教学内容的有

益补充传达讲授给学生，可以让小学生对一些有着崇高品德的书法

艺术家产生景仰之情,甚至有发自内心的读书愿望。这种熏陶,虽然无

形中但也富有深意。因为楷书是个人的艺术作品,在练习与鉴赏的活

动中,可以提高自己的审美趣味,为日后的艺术创造与良好人格的养

成打下坚实的基础。在充满积极、正向内容的书法教育过程中学生

的思想境界得到提升,有助于学生形成积极的人生观,促进了人格的

充分成长。而且这种优秀品格还会融入将来的学习中去,未来不管孩

子做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从中获益匪浅。 

5、推进少儿书法艺术教育发展的路径 
5.1 认识到书法教育的必要性和深刻意义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及信息社会的到来,对书法学习产生了深

远影响,使得全社会失去对书法教学的关注和提升自身书法水平的

动力,造成现阶段全社会和学校书法教学的停滞。书法教学是全面发

展素质教育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本来是中国进行素质教育的

主要渠道,学校应当进行 广泛、 基本的各种文化素质培训,但是

由于小学义务教育阶段严重缺乏针对书法教育和文字书写能力全面

且系统的教学和锻炼方式，缺少对于在基础教育阶段广泛开展学校

书法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因此，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应当对这一问

题树立起正确的认识，需要认识到书法艺术是代表中华民族文化的

久远、 具有东方特点,同时又较为突出地体现着我国传统文化的

精髓,所以通过书法教学的开展有助于更多的中国中小学生,尤其是

广大青少年进一步认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精神与艺术内涵,同时

也可以提高中国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5.2 积极开展小学书法教育课程改革 

书法教育课程改革不是简单地将书法教学内容加入课程表中，

而是需要教育部门和学校一道结合小学教学实际，共同探讨制定符

合青少年学生学习特点和心智发展的书法教学规范和相应的学业规

定以及灵活多样的考察、考核指标和方式。发挥教育部门引领和学

校和书法教育工作者主导作用，编写切合小学阶段书法教育实际的

书法教材，教材内容侧重于展现汉字特点，关注青少年学生的年龄

特点，编写具有趣味性、故事性、美学价值高的书法教材，着力培

养他们的写作兴趣、美学素质。其次,在学校课程体系上,要将书法专

业当作必修课。再次,可在学校内部建立书法作品效果展示系统, 鼓

励学生之间进行书法作品展示交流活动，学校也可以结合自身教育

教学秩序和文娱活动安排开展定期的学生书法作品展览和比赛，在

学生之间和学校范围内创造良好的书法学习和交流氛围，激发学生

学习书法的积极性。同时学校间的省级、全国活动，鼓励学生参与,

相互交流学习，形成校际良好互动。 

6、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少儿书法艺术教育，可以使少年儿童在自由学

习、自我展示过程中中培养自身审美能力、提升思想道德水平、开

发智力和创造力。保证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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