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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新文科”顾名思义可理解为与先前人们认知中的

文科不同性质的文科，先前的文科是语文、哲学、思政、

历史偏向思想性和记忆性的文科科目，但“新文科”不

仅包含这些内容，还会涉及理科、自然科学之类学科知

识，总的来说，只要适应于社会对人才培养要求的学科，

都包含在“新文科”内容中。书法属于传统意义上文科

类内容，各大高校开设书法课的目的一方面是传承我国

优秀传统文化，一方面还在于培养社会需要的书法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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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在“新文科”背景下，书法专业教学改革应遵循

一定的原则，并采取科学合理的改革方式。

一、“新文科”背景下高校书法专业教学改革应遵循

的原则

1. 夯实学生书法基础，重新认识书法专业

在很多外行人看来，书法简单易学，哪怕是新手，

学会书法可能只需要几天便可速成。人们之所以对书法

有这样的看法，一方面是因为书法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很

贴近，平时每个人都要写字，无论是用铅笔、钢笔还是

粉笔，书写内容都是汉字相关，所以，一些人便认为，

只要是会写字的人，都能在很短时间内学会学会书法；

另一方面因书法看上去就比较简单，以至于人们形成一

种心理错觉，即自己提笔也能写出优美的书法书体。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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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外行人眼中的书法，真正学习书法后，就知道要学

习的东西太多了，可能有些人一两年才停留在基础阶段。

学习书法并不是那么容易，不然我国高校也不会专门开

设书法专业，为因热爱书法专业，有幸进入高校学习书

法专业的学生提供宝贵的学习机会，提升自己的专业能

力。在“新文科”背景下，社会与书法专业相关的企业

或单位对书法专业人才要求较高，教师在教学中应以夯

实学生基础为原则，在打好基础的前提下，再慢慢进阶

学习更多书法知识。

2. 让学生理解书法内涵，学会解读中国汉字精神

学习书法绝对不是简单的写字，中国书法涵括的内

容很多，一个看似简单的字不仅包含了人生哲理还会引

申出历史故事，这也是中国汉字的奥秘所在，学生只有

理解了这些奥秘，才能真正理解书法艺术，进而才能学

好书法专业。在“新文科”背景下，书法也绝非仅是练

习技法，学生还要能够将书法与当下社会现状融合，或

者将书法与自然科学、艺术类学科甚至医学、计算机类

学科的知识融合，发挥书法在社会发展中的价值，让我

国的传统文化为社会发展增添一份力量。学生只有完全

理解了书法的内涵才能熟练地将书法运用于生活各方面，

让书法发挥它本身的作用和价值，所以，教师在教学中

也要遵循让学生理解书法内涵的原则。比如，一些书法

作品中的书体铿锵有力或蜿蜒曲折，这涉及到中国传统

文化。铿锵有力代表着中国人的坚韧不拔精神，蜿蜒曲

折代表着人生道路的崎岖不平等等。

3. 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与时俱进

“新文科”背景下，高校书法教学内容不再是只围绕

着课本上的书法内容教会学生写对应的书体即可，这样

的教学意义不大，而是要在教材上的知识上延伸，延伸

出书法本身蕴含的哲理或其背后的故事以及启发学生的

学术思维等，延伸出与现在社会发展相关的内容，这样

才会让学生学习到书法所涵盖的深层次内容。教学内容

要有延伸，让学生知道一个书体背后的故事，也要让他

们知道这个书体与当今社会相关联的方面，这样学生才

能在理解该书体的基础上学会运用该书体解释当下社会

现状，或针对某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最准确的解决方

案。除此之外，教师的教学方法也应该与时俱进，不能

像传统的教学模式般只把教学场所局限在课堂上，在课

堂上采取教师讲、学生听，听完练习的方法让学生学习

和练习书体，可以安排多样化的教学场所，运用多样化

教学手段提升教学效率，也提升了学生学习效率。

二、“新文科”背景下高校书法专业教学改革策略

1. 打造“新文科”背景下的书法教学环境

（1）打造书法教室环境

学生想要学好书法，悟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书

法中的每一个字，每一笔每一画都代表着不同的意义，

书写者要用不同的力度才能写出不同这一笔一划的内涵。

然而，悟性不是轻易就能获得的，有些学生生来就有悟

性，有些学生没有悟性，但是悟性可以通过环境氛围熏

陶，教师完全可以为学生打造这种环境。例如，凸显打

造书法教室环境，可以在书法教室墙上挂上我国的书法

大家代表作，可以将练习书法的座椅和桌子换成传统与

现代风相结合的座椅和桌子，让学生既能体会到传统的

书法练习氛围，又能意识到书法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

（2）配备完整的教学设备设施

“新文科”背景下，文艺科目的教学绝对不是只教

文艺，或者只通过文艺课程的教学方法教学，在文科科

目上很可能会用到理科科目所用的教具，或者其它一些

现代科学技术，书法教学同样如此。因此，为了让学生

在学习书法中能学到书法的内涵和外延意义，能够方便

使用各种设备设施教学，学校要为书法专业的学生配备

完整的教学设备设施。例如，在教室里安装多媒体设备，

可以向学生展示同一书家的不同时期的书法作品；还可

以使用一些书法在线字典和书法教学用 APP 等。

2. 多学科融合的教学方法

（1）在书法教学中融入人文社科类学科

许多学生认为，学好书法主要靠练习，于是他们可

以将一个字几十遍甚至上千遍，最终写出的字或许能深

得教师或者专家的心，但是，这种练习方式主要靠机械

性的练习，一些学生虽然写出了字的完美形体，但在神

韵上还是差了一些东西，这就是字中包含的意义。要启

发学生掌握字的神韵，就要提升他们对字的理解力，这

样才能在练习书法的时候，使心境和书法融为一体，写

出形神兼备的汉字。那么，教师在书法教学中就可以融

入人文社科类的学科，比如历史，让学生了解自己所写

的字衍生历史，再比如道德品质类课程，让学生了解字

中包含的道德涵义。

（2）在书法教学中融入理工科类学科

在人们看来，书法和理工科学科相差甚远，两者根

本不能相提并论，但是在“新文科”背景下，书法也可

以和理工类学科结合起来，比如生物、化学、物理等等，

训练学生学习书法时的理性思维能力，培养学生的创造

能力。例如，教师在书法教学中融入生物学科，可以讲

解“植物的光合作用”让光合作用引发学生对书法艺术

的思考，学生可能会联想到书体的“光合作用”，即吸

收“二氧化碳”制造“氧气”，学生可以将练习书体时遇

到的挫折比作“二氧化碳”，呈现出的完美书体比作“氧

气”，彰显书法的魅力。

3. 以项目实验法完成书法课程内容的学习

（1）确定书法学习主题

以项目实验法完成书法课程内容的学习，教师首先

要确定书法学习的主题，学生知道主题是什么才会有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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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性地去探究该主题，进而得出与主题相关的结论。例

如，本节课的主题是“书法艺术中的人生意义”，学生们

可以用自己擅长的方式探究这一主题，比如，有些学生

擅长搜集材料，小组合作分析材料探究的方式得出结论，

那么，这些学生就可以组成一个小组，小组内同学分工

合作，通过阅读书籍、网上查找资料的方式搜集一些自

己喜欢的书法书体，共同探究其中蕴含的人生哲理。

（2）学生合作完成书法学习项目

确定好主题之后，学生运用自己擅长的方式组成小

组对该主题进行探究，探究过程中，学生之间可以通过

合作的方式完成书法学习项目。例如，“书法艺术中的人

生意义”该项目是为了让学生了解书法中蕴含的人生哲

理，学会欣赏书法。学生通过小组分工合作，每一位学生

明确自己的任务之后就可以共同解决项目中包含的各种问

题，进而学会欣赏书法内容，理解每一个书法书体中包含

的人生意义，这才是学习书法的目的，学生学习完相应的

书法内容后，在对待人生的态度或者生活、学习方面都有

了进一步的提升，这也是学生学习书法的意义所在。

4. 通过社会实践的方式提升实践能力

（1）进入企业实习

为了给学生提供锻炼个人能力的机会，学校可以和

一些优秀企业合作，给学生提供实习的机会，让学生提

早知道自己步入社会后如何运用所学的书法艺术为社会

创造价值，实现个人价值。例如，一家制造文具的企业，

学习书法艺术的学生可以在设计部门从事包装设计工作，

把书法艺术运用在包装设计上，提升文具产品的审美价

值，一方面能吸引购买者的注意力，一方面还能够宣传我

们的书法艺术，让更多人看到我们中国的书法艺术魅力。

（2）组织社区人民参与书法学习活动

大学生要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回馈社会，这才是新时

代高校学生学习的意义所在，书法专业的学生同样如此，

要用自己所学的书法知识帮助自己融入社会。那么，学

生在学校学习时就可以通过参与社会实践活动锻炼个人

实践能力，除了在企业实习之外，还可以组织社区人民

参与书法学习活动，让书法走进社区，让每一个社区人

民看到书法的魅力，从而爱上我们的传统文化。通过组

织社区人民参与书法学习活动，学生也能够体会到所学

专业为人民带来价值的幸福感，就会更加认真地学习该

专业，回馈社会。

三、“新文科”背景下高校书法专业教学改革意义

1. 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心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明信片，一个国家有怎样的文化，

它的明信片就是什么样的内容、样式，也会被涂上相应

的颜色，别的国家想要深入认识一个国家就是通过观看

和阅读明信片的方式。作为中国人，要对中国文化有自

信，才能做出彰显国家魅力的文化明信片，才能让别的

国家看到中国文化的魅力。因为，中国文化是世界上历

史底蕴最丰厚的文化，我们也应当有这份名族自信心和

自豪感。书法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一，是最具有代表性

的中国文化，“新文科”背景下，高校书法专业通过改

革，打破了传统的教学模式，教师可以在不同场景下采

用不同教学方法，融入多样化内容，丰富书法教学知识

点，让学生彻底理解并学会运用书法。当学生彻底理解

了书法内涵，学会使用书法，他们就体会到了我们中华

文化的无穷魅力，就会为祖国拥有这份民族文化感到自

豪，升起文化自信心。

2. 彰显书法在社会发展中的有价值

如果按照学科来划分高校专业课，书法应被归为艺

术类学科，在大多数人看来，艺术类学科的价值在社会

发展中没有多大的重要性，因为人们看到的社会发展主

要依靠经济，经济的发展还得靠理工科或者人文社科等

等。然而，如果用心思考，就能体会到艺术类学科和理

工科或人文社科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同等重要的地位，比

如，人们购买某产品时，会通过第一眼印象确定是否要

继续了解该产品，再确定自己是否要购买，由此可见，

艺术审美的价值还是很重要的。“新文科”背景下，高校

书法教学中，教师在讲解书法知识点时会融合不同学科

的知识，会结合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讲解相关内容，这

就有助于促进学生对书法与社会相结合的理解力，也就

彰显了书法在社会发展中的价值。

四、结束语

书法学习的本就不是一劳永逸的事，它既需要书法

专业教师采用科学的方式因材施教，同时也需要学生有

悟性，适当运用学习技巧，并且能长久地坚持练习下去。

在“新文科”背景下，高校书法专业的教学目标是培养

与时俱进的全面型书法专业人才，所以，为适应改革背

景下人才培养目标，学校就要在教学上进行改革。本文

具体谈论了“新文科”背景下，高校书法专业教学改革

应遵循的原则，在此原则下提出对应的教学改革策略，

并且叙述了高校书法专业教学改革的意义，教师可参考

本文调整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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