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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技术助推中国书法文化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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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了新媒体时代。新媒体技术以其高效、迅捷、信息共享的强大优势，已经

进入了各行各业。新媒体信息时代背景下，如何利用新媒体技术助推我国的书法文化走出国门，传扬世界，应该引起业内人士的深

入探讨和思索。积极打造新媒体时代，书法文化向外传播发展新思路、新路径，实现中国书法文化在新媒体时代的科学健康发展，

是当代书法文化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本文的论述将从学校教育和民间书法组织合力培养优秀的书法文化传播者、严格规范书法网

络建设，积极打造国外书法网络等方面展开论述，以期为新媒体时代中国书法文化走出国门，享誉世界提供可行之措施。 

关键词：新媒体时代；书法文化；传播策略 

 

一、新媒体时代背景下中国书法文化“走出去”探究 

当今世界，人类已然步入了飞速发展，日新月异的新媒体时代，

新兴的媒体技术手段以其巨大的优越性，迅速取代了传统的传播介

质，迅速更新了文化受众和文化传播者的身份，同时也更新了文化

传播的内容[1]。中国书法文化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文化艺术形式，

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典型、最具影响力的杰出代表，现在我们

要想了解中国书法文化的方方面面，诸如书法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历

程、各个时代的杰出书法家及其作品、书法理论、书法欣赏收藏等

信息，只需要点击进入一个又一个的书法网站，或者是下载有关书

法的应用小程序，就能瞬间得到我们想要了解的书法文化知识。因

此，如何在新媒体时代，利用新兴的多媒体技术，推动中国书法文

化走出去，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和弘扬书法文化，就成为了时人应该

深入探讨的课题！ 

（一）积极培养优秀的书法文化传播者和弘扬者 

要想在新媒体时代推动中国书法文化走出去，传扬世界，离不

开优秀的中国书法文化的传播者和弘扬者。一批又一批优秀杰出的

书法文化传播者，是推动书法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发扬光大的重要力

量。学校作为有目的有计划地培养人才的地方，应该发挥在培养书

法文化传播者方面的作用。学校要肩负起培养书法人才的重任，学

校在培养书法人才的过程中，要分阶段进行教学，详细划分不同学

段的学习者书法学习的重难点，制定科学合理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

容[2]。例如，在进行小学，中学（初中和高中）基础阶段的书法教

学过程中，要把培养学生们基本的书法书写技能和引导学生了解基

本的书法理论知识作为书法教学的重点，同时要注意培养学生的书

法审美能力和书法作品鉴赏能力，让同学们对书法文化有一个基本

的审美感知。到了大学本科阶段，随着学生们文化水平的进一步发

展，书法教学也应该随之有所提升，在这一阶段，学生们的书法技

能训练和书法审美鉴赏能力都要在小学和中学基础上有大幅度提

升，书法理论知识更加扎实和牢固，这不仅仅是对书法专业学生的

要求，非书法专业的学生也同样需要加强书法教育[3]。到了研究生

阶段，书法教育就不只是要求书法精英人才具备扎实的书法学术本

领，更要形成个人的书法审美情趣和境界，通过解读书法经典理论，

逐渐提升自己的书法综合素质，最终使自己成长为一名优秀的书法

专业人才。 

除了正轨的学校教育，在社会上还有种多的书法爱好者和自行

组建的民间书法爱好团体，他们也是书法文化传播不可忽视的力

量。民间的书法艺术团体可以多多举办一些书法文化活动，诸如书

法文化社区讲演、书法作品书写比赛、手写对联等，在民间大众中

传播书法文化，引起民众对书法文化的兴趣和热爱。 

（二）加强传播媒体的监管和引导，校准的书法传播风向 

首先，要完善地方书法网络传媒的建设。2011 年成立的中国书

协信息传媒中心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例子，它为各个地方的书法文

化信息中心建设提供了模范案例。各地的书法家协会应该结合本地

区的书法文化特色建立起独具本地区特色的书法文化信息网络中

心，同时要注意做到整合书法资源优化配置，推动自己本地区的书

法文化上升到新的高度[4]。 

其次，要构建规范化的网络书画交易信息平台，当前。我国的

书画交易体系尚不健全，运营体制不够合理，书画交易界鱼龙混杂，

对书法文化的健康发展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鉴于此，市场部门

应当进一步加强网络书画交易领域的监督和管控，规范其运营程序

和运营机制，完善审核机制，坚决打击网络书画交易行业存在的违

法犯罪行为。 

最后，要积极引导书法网络媒体校准自己的传播风向[5]。书法

网络媒体要具有打造积极健康的书法网络形象的意识，形成自己鲜

明的书法网络传播风格，传播内容科学，形式丰富多彩的书法文化，

坚决剔除不良甚至有害的书法文化知识，肩负起新时代赋予的时代

重任。 

（三）主动利用多媒体时代的巨大优势，推动书法文化向外传

播 

当今世界，中国书法文化深受欧美各国和东亚各国书法爱好者

的追捧。各国对中华文化感兴趣的专家学者，都在积极审视和探讨

中国书法文化的精神价值，把中国书法文化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欣

赏维度[6]。中国书法文化，毕竟驾乘多媒体的这趟快车，抓住机遇。

首先，积极主动建立书法外交，让世界人民对中国书法文化有一个

全面正确的理解和感悟。只有不断的有爱好书法的人士，和研究书

法文化的专家学者加入书法文化对外传播大军，书法文化才有了向

外传播的磅礴力量，才能有机会在海外各国发扬光大。其次，还应

该让书法文化在各个外交活动中频频亮相，进行跨国书法文化交

流，甚至现场书写书法作品，展示优秀的书法佳作，利用一切外交

活动，来让书法走入世界人民的心中。国内各大接收海外留学生的

高校，也应该在留学生教育过程中加大书法课的比重，通过对外书

法课，让外国留学生了解到中国书法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让留学生群体，深刻感悟中国书法文化背后蕴含的精神价值，让留

学生亲身参与，动手书写，在技术层面学习书法技能，同时要引导

留学生在精神文化维度感受中国书法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无穷的审

美情操。 

另一方面，协助打造外文书法网络空间，向海外提供了解书法

文化的平台。在国内书法文化建设开展的如火如荼的时候，断不了

忽略了海外这个书法文化传播的巨大空间。为此，我们要推行出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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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的职业能力专业标准，进行人才质量评估和师资队伍建设等[1]。

以电商协会为平台，构建信息、人才、资源交流等方式，协调企业

和学校的关系，搭建校企合作立交桥。电商协会开发职业技能等级

标准，推行和实施“1+X”证书，建立职业资格体系，使企业用人

标准和学院人才培养目标进行合理和有效的“无缝”对接，定期发

布人才岗位需求与就业状况，为学院学生提供实习及就业的机会。 

（三）企业与学校实现产教融合、专业共建、过程共管、促进

就业创业 

学院建设电子商务专业指导委员会，通过校企合作的方式使企

业深入参与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专业建设、课程开发、实训基地建

设、创新创业等方式。创建高仿真的企业工作环境、业务流程、业

务数据，并嵌入电商运营的项目课程。 

校企双方必须以协议合同等具有约束力的方式明确各自权责，

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模式，研究制定一系列校企合作规章制度。

把专业教学分为“教学一体、仿真实训、顶岗实战、反馈评价”四

个阶段，教学采用教学做一体化，聘请企业的能工巧匠开展实践教

学和指导生产性实训。采取到电商企业顶岗实习，通过真实化的职

业环境、系统化的工作过程，实现产教深度融合，同时在人才培育

过程中，实现过程共管，学生优先到校企合作企业就业创业，保障

企业合法权益，激发企业参与育人的积极性。 

（四）一体化实训基地进行项目仿真实训、客家文化展示、产

品推广应用、学员创新创业 

学院建设一体化教学场地和设施，建立集实践教学、社会培训、

项目运营和技术服务于一体的高水平创业就业实训基地。形成以培

养学生职业技能、职业综合能力和职业素质有机结合的实践教学体

系；完全模拟电子商务项目商业运作环境，建设企业经营沙盘实训

室、电子商务多媒体教学实训中心、电子商务运营中心、网上创业

实训室、移动电子商务实训室，引进真实的电子商务项目，营造实

际工作氛围，让学生获得更加真实的创业能力和各项职业能力训

练。 

学院和梅州中梅电子商务孵化有限公司等企业合作，打造梅州

市电商网红创业孵化基地，致力孵化梅州金柚、嘉应茗茶、平远脐

橙等一批客家特产网红品牌、培养一批网红带货达人，培育一批直

播、MCN 机构，带动更多企业“触网”发展。依托学院高技能实训

中心的中国客家菜研发培训基地和客家菜师傅工程展示馆，通过电

商直播的形式，打造客家文化向全世界推广的窗口和平台。通过新

型职业农民培训基地组织本地农民学习培训，推进农村青年创新创

业，扶持村镇农副特产品网上开发和销售，推动农村电子商务发展，

是实施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的重要成果。 

（五）由“行业、企业、家长、学生、社会评价组织”五方组

成的第三方评价对教学做一体化人才培养过程进行质量监控与评

价 

强化人才培养质量全程的评价与监控，完善由行业、企业、家

长、学生和社会评价组织五方组成的第三方职业教育评价体系。 

行业评价是电子商务协会根据行业技术标准和职业资格标准

对学校教学标准、操作规程、职业技能证书和人才培养质量等进行

鉴定与考核。对职业院校的专业教学质量进行评估和评价，监督职

业院校办学过程，评价办学绩效，形成行业协会指导下的新型职业

院校办学机制。 

参考文献： 

[1]侯炜征. 行业企业参与高等职业教育动力机制研究[J]. 
职教论坛, 2014, 000(011):16-19. 

[2]闫宗平;闫胜;赵正宝;;行业协会参与职业教育的现状、问
题与建议[J];职教通讯;2019 年 15 期 

基金项目：广东省教育科研“十三五”规划 2018 年度重点
项目《创新“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模式 提高农村中等职业学校
人才培养质量实践研究》，课题批准号 2018ZQJK035。 

 
 

（上接第 131 页） 

合外国人学习书法的书籍和刊物，或者是在国家重要的官方书法网

站和论坛上设置多种语言阅读功能，还可以加入语音播读、录制英

文网络书法课城。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中国的书法文化不仅仅是中

国文化宝库的一部分，它同时也是世界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文化财富，加强中国书法文化向海外传播，不

仅要让书法文化“走出去”，更要推动书法文化“走进去”，这是提

高本土书法文化发展的必经之路[7]。同时，在书法对外传播的过程

中，我们也要积极主动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的优秀书法作品，进行自

我反思，以求实现我国书法文化的时代创新。但是我们要时刻明白，

书法文化植根在中国大地，在吸收借鉴其他国家书法文化的过程

中，要坚守自己国家书法文化的本色，切忌在世界文化大碰撞中迷

失自我，自毁阵地。 

二、结语 

书法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杰出代表，是“文化中的文

化，艺术中的艺术”。新媒体时代背景下，中国书法文化一定要抓

住时代机遇，积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中国书法文化的海外传播

对有效提升中国书法的品牌价值和文化价值，形成书法文化的软实

力，提高书法的国际话语地位具有巨大的时代意义。 

同时，我们也要清醒的认识到，我国书法的国际传播无疑将会

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过程，要想成功实现书法文化海外持续健康发

展，绝非仅仅靠上述三个措施就能实现，它需要一批又一批，一代

又一代的书法专家学者进行艰苦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摸索，精准把握

时代脉搏，紧跟时代潮流，着力解决好眼下所处历史时期的主要问

题，同时不断通过理论建设和学术研究发现新情况，提出新问题，

找出新举措，才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更好地实现中国书法走出国

门，享誉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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