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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儿书法教育策略研究 
阎蓉 

（山东艺术学院 美术学   250300） 

摘要：书法教育不仅是对传统书法文化的了解和学习，也肩负着道德教育的育人功能。我们在重视书法的基础上，对如何开展

其教育工作应作进一步的研究。本文先介绍书法的地位，其次结合现状分析现代少儿书法教育存在的问题，接下来谈如何进行书法

教育，最后进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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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法之美 

世界上少有国家民族的字体能被称为书法，并与绘画、雕塑、

建筑一样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中国汉字书法是其一。书法作为中国

独特的表现艺术，被誉为：无言的诗，无声的乐，无形的舞，无图

的画。书法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它见证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

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在东方文化里，书法又可以上升到一种道

德高度，被称为“书道”，它象征着一个人的心性品德，这与西汉

文学家扬雄的“书、心画也。”亦是是我们常说的“字如其人”有

着异曲同工之处。现在对于书法的热爱和学习更是代表了一种高度

的文化自信—爱国，所以书法对于弘扬爱国主义思想有着重要意

义。 

二.现代少儿书法教育的认识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儿艺术教育蓬勃发展，书法教育也是

如此郁勃。不仅在学校开设书法课，校外的少年宫、艺术培训机构

及家教等也都进行书法培训与学习。经过近些年的一些书法教育活

动的开展与交流，大多数的老师、家长及社会各界人士们已经形成

了一种普遍的观念，而这些观念的合理性有待考量。其一，“考试

体”书法的出现，这无不与我们的教育现状有密切的联系—试卷的

卷面分，不仅学校老师注重，校外的辅导机构也以这作为标语“书

法是考试的关键，多得一分，打败万人。”其二，学书法必须从楷

书入门，我们提到书体必然会想到楷书，尤其是唐楷。人们常说，

“不会走路就想跑”，老师们往往纯粹以传统的专业化教学方式进

行教学，且过分强调书法常识和书写技巧。这虽对于知识学习来说

更专业，但学生往往会兴味索然。以笔者看，这些现象都有儿童书

法教育成人化、专业化。因此如何才能做到“少儿书法”，让孩子

们能主动愉快地学习书法，有效地提高教学效率，值得当代广大书

法教育工作者及家长们深思。 

三.合理的的教学模式 

少儿书法教育现存在两种教育模式：一是立足实用，这种模式

相当于培养规范字，是使学生的字体规范，大小、形状看起来舒适

匀称，在教学中强调法则，有着系统的教学体系，但有时会因为追

求一些现实的问题，导致书写的艺术性的缺失。二是注重培养学生

艺术感、表现的能力、想象的能力。这与过早和严谨要求书写法则

相反，主要以儿童兴趣为主，注重使儿童自由自在的书写然后加以

引导。这种方法更利于学生以后深入学习书法。所以总的来看，第

一种见效快但容易失去个性和兴趣，第二种见效慢但更有利于继承

发扬书法传统。所以我们应突破旧有的教学模式，不断探索和发掘

适合学生学习书法的新模式。 

四.有效的教学方法 

什么是有效的教学方法？适合的才是有效的，我们要依据儿童

的身心发展情况，循序渐进。学字我们应从字的笔画开始，笔画是

构成汉字的基础，然后再是偏旁部首，最后再是基础的字。由浅入

深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开始学习时要从临摹开始，临摹是基础，

对于小学生来说打牢基础是最重要的。对于不同的学生我们要根据

学生的需要和兴趣因材施教，小学生个性特点差异大，虽然都能根

据老师所讲进行操作，但气质不同，学习效果也不同，我们应考虑

到这点。确定练习数量，儿童年龄小，在培养意志力的基础上不能

给他们过重的负担，过犹不及，应当制定有助于儿童在一定的时间

内掌握的练习数量，这样才会爱学，学好，学会。此外参加一些书

法活动，既能让学生感知自己的学习成果也能促进与同学的交流互

动，更重要的是在活动中获得的快乐—积极性和自信心。 

五.恰当的评价方式 

运用多元评价，在评价学生的书法作品时，人们常会以传统的

观念和成人的标准进行，往往对于“美丑”过分重视，这样会丧失

学生学习书法的兴趣。在整个学习中学生学习方式中学生的表现性

评价也应重视，如学生的执笔姿势，写字姿势，发现学生的闪光点。

对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态度也要进行评价，有的学生由于书法课

和考试无关的心态，上课不认真，要及时纠正，让学生形成正确的

评价标准。在评价方式上我们要积极采用除教师评价外的，自我评

价，互相评价，小组评价和家长评价等多种评价方式。通过多样化

的评价既有利于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又有利于鉴赏能力的提高。对

于不同年龄的学生应制定不同的评价标准，这样才能促进学生书法

学习的进步与发展。 

结语：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现代少儿书法教育的策略是否科

学合理，不仅关系到儿童的书法水平的提高，而且还关系到儿童健

康的全面发展，作为现代书法教育工作者，应该也必须慎重对待、

全面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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