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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练习对少儿武术套路训练作用的分析研究 
赵凯 

（云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云南昆明   650500） 

摘要:武术与书法作为中国的四大国粹之一，发展到今天一直深受着华夏子孙的推崇与敬意。两者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内涵都对
国家的兴衰、民族的荣辱、社会的进步、人民的福祉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本文以书法与武术在技艺学习
过程中的相通内在意蕴为切入点,以少儿武术套路训练为本，探讨书法练习对武术训练效果的分析研究,力求为少儿武术的培养提供价
值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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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自国家在政治层面上推行“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全民健

身”等系列方针政策以来，学生武术工作以“武术进校园”为突破
口，少儿武术培养工作也在积极行动着。武术套路教学是少年儿童
接受并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径。在武术人才
培养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传递的不仅是高技术水平的武术动作，还
有完善武术内涵意蕴的滋润。这是武术人才培养的重点,也是难点所
在，更是价值所需。本文以书法与武术在技艺学习过程中的相通内
在意蕴为切入点,以少儿武术套路训练为本，探讨书法练习对武术训
练效果的作用研究,分析武术套路训练中加入书法练习的理论依据、
合法性与可行性,为武术传承者的教学工作,人才培养提供价值参
考。 

2武术与书法的起源分析 
2.1 同源于生产劳动 
时代更替,社会发展,文化进步都离不开人类的生产劳动过程,武

术起源于生产过程中的利益之争,书法的起源于汉字却又是记录书
法与武术的素材与载体。两者的起源与发展是不断融入哲学、美学、
中医、宗教、文艺、社会、经济、民俗等多种文化的.从而形成了承
载着中华传统文化的两大国粹. 

2.2 同脱胎于大自然天地万物 
宇宙苍穹，变化莫测。中华武术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在立足于

中华文化知识谱写悠久历史前提的下,走进大自然、亲近大自然、细
品大自然的一草一木,及取自然界中的灵动事物,并加以创造而成为
武术。书法则是从天地万物中感受各种美的表现形式,用刚劲、流畅、
挺拔、优雅、飘逸的笔画来书写每个汉字。由此可见，武术与书法
都是选取自然界原型,获取其灵感,并加以创造性地想像,使之成为艺
术。 

2.3 同滋润与中华民族传统哲学 
武术与书法深受中国儒家、道家、佛学三大文化思潮的影响,

点滴中无不透露其印痕。儒家的”中庸””道家的“天人合一”佛
家的“救世济人、普度众生”的哲学思想,对武术和书法的产生和发
展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作用。 

3武术与书法的共通之处 
3.1 两者的品行要求一致 
武术遵从“习武德为先”,“未曾习武先习德”。书法则有“书

德并重,立艺先立德”的重要原则[5]。所以二者在选取技艺的传承者
时,在品德要求上讲求缘分，更讲求慧根，无声的默契。二者均注重
对习练者的品德修养的塑造与提高。 

3.2 两者的习练过程都要求功夫二字 
书法的学习需要超常的毅力与恒心,中国书法发展到今天,无一

不是后人对前人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广大的结果。而要继承和发扬这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需要我们有坚韧的毅力与恒心。武术的习练要
求刻苦、勤奋,拳谚有云“拳练百遍,身法自染,拳练千遍,其理自现”.
由此可见,要达到高深技艺,武术与书法都离不开下功夫三个字。 

3.4 对学练所要达到的标准一致 
书发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为成书也(苏轼《论书》)

的说法。武术则有手、眼、身法、步；精、气、神、力、功的体现。

两者在练习过程中讲究：其一,心意相合；其二,勤学,苦练,善思考。
两者都需要师傅的指点，刻苦练习并运用和实践,加强自己透彻、深
刻而全面的理解,进而形成自己独特的技术技法与风格。 

3.5 整体和谐的美是两者的最高境界 
武术与书法作为一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艺术形式,在美

的追求上,都注重内与外的统一,上与下的统一,局部与整体的统一的
高度和谐。两者都追求外在的形态美,更注重内在修为的神韵美.最
终达到一种高度和谐的美的境界。 

4少儿武术套路训练引入书法练习的作用分析 
4.1 有利于提升少年儿童的个人修养 
少儿在习练武术套路的过程中,武术动作因时间的推移形成了

很好的磨炼与塑造.但缺乏武术文化内涵的滋养,会造成孩子性情浮
躁,训练枯燥,练习粗糙的现象,久而久之对武术套路的训练效果造成
的不良影响。此时学习书法,能改善孩子的性情,培养孩子的耐心,提
升孩子的修养。 

4.2 有利于培养孩子良好的性格 
儿童少年长久的全身的肢体运动,培养了行动能力较强,做事利

索的特点.但也会造成部分孩子性格冲动、刚烈、急躁,甚至有打架
暴力倾向的出现。武术的传承者的初心，交给孩子的不止是高超的
技能,还有做人的谦虚与儒雅.学习书法会要求孩子静心凝神到书法
艺术的学习中。写字时要求字与字的呼应、行与行的分布及章节的
分布,这些总会潜移默化的培养少年儿童遵守纪律,听话努力,安静做
事的性格. 

4.有利于肢体运行的协调性、敏感度、精细化能力的提高 
书法之中的“入木三分”与武术之中的“气惯全身，力达拳点”

都是书法与武术协调性、敏感度与精益求精的内涵表现。书法可看
做是武术局部动作表现。两者运动时的力量、速度、节奏与作用点
结合意识的表现是归属自己，别人无法理解的独到之处。书法练习
的手臂动作的耐心雕琢一定程度上而言就是武术局部作用的精细
化训练，能让少年儿童感受到部分练习与整体统一进步的关系影响
所在。书法练习时内心世界的点滴变化也是武术套路演练过程中的
内心变化。 

5结语 
少年儿童是培养兴趣爱好的关键阶段,也是技能稳固、心智发展

的关键时期。书法练习与武术套路训练，两者相通相容,相互影响。
不仅能从技术上相互促进,更可以在文化层面,精神层面使习练者个
人素养得到全面的提升。固然在少儿武术套路训练中加入书法课程
的学习有利于武术孩子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有助于孩子专业技术
的提高与进步，有利于培养综合性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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