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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立德树人”是教育根本宗旨，在传统教育中，偏重

于知识教育和学术研究，却放松了对学生的德育和美育

教育，这样的教育是不完善的，直到近年来，重新重视

立德树人教育根本宗旨，要时刻谨记知识教育和素质教

育是高校育人事业的两条腿，缺一不可。而书法教育有

着丰富的德育或美育元素存在，它既能够让学生继承并

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同时还有助于促进学生修身养

性，培养学生奋发精神、平心静气、抗逆能力、持之以

恒等多种优良性情在内的综合素质，进一步促使高校学

子健康、茁壮成长，为祖国和社会建设贡献更大的力量。

目前来看，高校书法教育中存在一些问题，正视这些问

题，及时改进，让书法教育体系更加完善、更加科学。

一、书法教育的重要美育功能

1. 书法教育是在继承中华传统文化

书法是中华民族最为典型的文化传承之一，汉字布

局的奇正、揖让，笔画的刚硬与波澜，墨色的浓淡，整

幅书法的谋篇布局，都有着无穷的智慧，不管是篆书、

隶书、楷书、行书还是草书，抑或是欧体、颜体、柳体

还是赵体，无论是书圣王羲之，还是草圣张旭，书法中

蕴含着丰富的古韵和别具一格的精气神。因此，开展书

法教育，其实就是在带领学生继承中华传统文化，促进

学生提升民族精神，让他们看到我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

看到历史上出现的优秀人物和优秀作品，提升民族自豪

之情，进一步培养学生养成健康三观和人格 [1]。

2. 书法教育能修身养性

书法教育自古以来就有这修身养性的作用，在新时

期，立德树人教育越发受到人们重视，改进了传统教学

问题，明确了立德树人的教育宗旨，同时提升了对学生

综合素质发展的重视程度，无疑，书法教育就是一个非

常好的载体，它的修身养性功能，正好适合当地急需锻

炼的大学生。

首先在修身方面，书法练习要求久坐，并且要求胸

张，背直，头端正，并稍微向前倾斜，书写时上肢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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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力，以五个手指来带动身体调和气血、活络关节，形

成挺拔的身姿。另外，书法练习是精气神的凝结，可不

是一件简单的事，需要花费不少的精神，一次书法练习

不亚于一次体育活动，这对于促进学生精神活力，避免

学生肥胖也有着不错的效果，实际表明，很多书法家都

是长寿者，在古代六十岁就是高龄的时代，他们能活到

八十多岁，如欧阳询 85 岁，柳公权 88 岁等。

其次在养性方面，书法教育更是有着突出的作用，

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在于三点。一方面能让学生平心静气

去做一件事情，在网络时代，新颖的网络文学、短视频、

手游在消磨学生的意志，学生往往适应了浅阅读、短记

忆的形式，习惯了三分钟热度，做事不再认真，看书翻

上一会就放下了，浮躁心非常普遍，这是非常不利于他

们发展的，而学习书法的练字过程，让学生静下心来踏

踏实实去完成，抛去烦恼，享受静谧的、安逸的乐趣，

这必然有利于促使学生去除浮躁心理，踏实做事做人 [2]。

一方面，书法教育能培养学生持之以恒的精神，书法练

习绝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长久并且大量的有效练习

才能提高，慢慢地，练字的过程变为修炼与享受的时间，

这也会促使学生形成持之以恒的精神。一方面，书法练

习是有规律、有顺序、有逻辑的，汇聚成书法二字，方

寸之间一笔一画都要小心下笔，笔形或锋利或绵软只在

得失之间，就像是人生的道理，因此，书法越练习，越

能培养学生人生卓见，提升学生的性情和思想。总结下

来，三个重点都会让学生的个人气质得以提升，变得不

骄不躁，温文尔雅。

3. 从书法中吸取精气神

古代书法名作中蕴含着蓬勃的精气神，是一笔宝贵

的精神财富，带领学生进行书法教育的过程，就是继承

这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的过程。一方面，书法的字形以

及蕴意中有精气神，或刚或柔，或轻或重，或直或曲，

都会加强学生感悟，变得思想深刻，眼界与眼力都是可

以积累的东西，也能提升学生个人精神面貌，毕竟“见

字如面”，爱字的人也会爱自己，写一幅好字的人，个人

修养、打扮装饰和精神面貌都不会太差，这都是美育的

体现。一方面，书法内容蕴含着精气神，书法内容无非

是释、道、儒、经史子集等传统经典以及名人作品，写

字的过程其实也是读书的过程。一方面，书法背后的故

事或人物也蕴含精气神，比如王羲之吃墨，比如颜真卿

的字偏向于“平民化”，正楷端庄雄伟，行书气势遒劲，

有非常伟大而又真实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 [3]。

二、书法教育现状

要看到书法教育毕竟与传统思政教育模式不同，它

是在构建全新的素质教育方式，这对于高校以及教师都

是一次重大挑战，各大高校重视书法教育的德育和美育

价值，纷纷在开展书法教育，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但是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1. 重视程度不足规模较小

极少部分高校和教师对于书法教育体系构建的重视

程度仍有不足，受到传统教育模式的影响比较深远，认

为书法教育只是在应付上级交代下来的任务，喊起来重

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而正因为重视程度不足，

导致书法教育的开展规模较小，仅在艺术类专业教育体

系中加入了书法教育，却没有对全校所有学生开放书法

教育，书法教育的作用没有发挥到位 [4]。

2. 书法教育手段老化

“怎么教育”是一个新的话题，可培养学生的综合素

质在哪几个方面，又采用什么方式去培养？目标制定是

简单的，落实细节却是难的，在开展书法教育时，一些

情况下教育手段老化，仅有书法鉴赏、书法练习两个模

块，学生对书法鉴赏提不起兴趣，对于书法练习也是三

分钟热度，自然会导致书法教育不够完善，还可能会引

发学生抵触情绪，造成负面影响。

3. 书法活动开展较少

我们说书法教育不能仅让学生埋头苦练，毕竟书法

练习是比较枯燥的，要想让学生养成长久的书法练习习

惯，就不能仅用书法课程、书法作业等来限制学生，而

是要让学生切实提升对于书法的兴趣，而书法活动的开

展，就是提升学生的书法兴趣的根本措施，可以开展一

些书法欣赏、书法展览、书法校园周、书法社团等多种

活动。但现实情况是，高校开展有关于书法教育的主题

活动，少之又少。

三、策略说明

1. 做好顶层设计，构建书法教育框架

高校做好顶层设计，构建书法教育框架，才能有效

落实书法教育，避免出现不良现象。一是要将书法教育

当做大事要事来办，指导书法教育方向，监督书法教育

的落实情况，分析如何优化和调整书法教育的展开形式；

二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组织书法教育的时候，教师

队伍无疑是一个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教师必须重视书法

教育，并且拿出新手段，新方法，去让学生爱上书法练

习，而不是当做作业看待，加强对教师的培养，或者组

织督查考核机制，检查教师落实书法教育的方式，并建

立改进纠错机制。

2. 开展书法教育选修课，或下沉到专业课中

为加强书法教育的成效，对书法教育模式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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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面向高校所有学子开设书法教育选修课程，鼓励和引

导学生积极选择书法选修课程，实施学分奖励，另外，

也可下沉到艺术类专业的专业课程之中，使书法学习成

为艺术专业课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媒介，通过落实书法

教育，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带给学生美的体验 [5]。

不仅如此，在书法教育课中，要严肃对待，不能得

过且过，应围绕“如何办好一节书法课”为目标，加强

教学质量，加强教学考核，真正让学生动脑去思考，动

笔去练习，而不是在书法教育课中走个过场。选择合适

的书法教育教材和素材，也可结合现实中存在的书法领

域教育资源，引领学生走入线下，切身体会书法在我们

生活中的脉动，或者结合学校现有书法教育的特点，思

考不足之处，尝试着解决问题，对现有书法教育内容进

行补充。

3. 创新书法课教学手段

创新书法课教学手段，根本宗旨是为了让学生爱上

书法，为了让学生深度融入到书法课程中，推动新的教

学理念和教学方法落地，普及项目教学、案例教学、情

境教学、模块化教学等教学方式，广泛运用启发式、探

究式、讨论式、参与式等教学方法，推进翻转课堂、混

合式教学、理实一体教学等新型教学模式，形成新的、

全面的教学体系。

教师的“渗透讲解”非常重要，在书法教学之中，

教师给学生讲解书法领域中蕴含的精气神，书法用笔的

速度、角度、力度等等，用墨的浓淡变化、行笔的轻重

力度、运笔的节奏快慢及分行布白的生动气韵，都可以

表达出不同的书法情绪。结合中国画中运用书法元素所

展现的质感、量感、体积感和光影虚实的描绘，去体会

中国书法的美。有的书法作品整体以端庄优雅为主，笔

触流畅自然，不同书法流派仍然营造出不同的视觉效果，

有的给人以朦胧而清淡的美感，有的人给人厚重端庄之

感，带领学生体会书法作品的不同表现力。同时，教师

还可以将书法拓展到历史、哲学、绘画、音乐等相关领

域。或者，也可拓展性的讲一讲书法的衍变过程以及不

同文体的诧异。以及也可讲一讲当代艺术字，在基础字

形之上进行结构重铸，又有了不同的表现手法，比如北

京奥运会会徽中的“京”字，演变成一个舞动奔跑的人

物，非常契合奥运会的特征，笔画之间，凝聚着东西方

气韵，又升华着奥运会精神。再或者，可以讲一讲著名

的历史书法人物以及有关于书法的故事，带领学生感受

书法艺术家笔下书法作品中表达出来的人物高洁指向和

澎湃情感 [6]。

另外，学生的“实际演练”也是非常重要的，教师

引导和鼓励学生在书法领域进行钻研，去大胆创造美，

先从临摹开始，选定自己最喜欢的书体，下功夫去练习，

去钻研。在漫漫练字路上，学生可能会觉得疲倦，想要放

弃，这时，教师鼓励学生坚持下去，多运用赏识教育，这

都会让学生感受到完成大作之后的幸福感，增加自信心。

与此同时，组织一些“书法活动”也非常有必要，

这是促进学生爱上书法的非常重要的一环。在课堂之外，

可以组织书法兴趣社团，继续进行书法教育，再或者开

展纪念先烈的征文、大型书法绘画展览、书法比赛、碑

刻描本、书法艺术馆参观、书法名家进校园等活动，势

必会让高校书法教育更有效 [7]。

四、结束语

总之，在高校教育之中，为落实立德树人这个教育

根本宗旨，明确知识教育和素质教育是高校育人机制两

条腿，缺一不可。而书法教育就是素质教育中非常有效

的教育载体，它具有非常丰富的德育和美育因素，因此，

高校构建书法教育体系，做好顶层设计，开设书法教学

选修课或下沉到艺术专业课程体系中，引导学生书法鉴

赏以及书法练习，创新教学手段，积极组织教育活动，

会对学生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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