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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强化书法教育，提升学生人文素养 
◆冷如冰 

（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新城花园小学） 

 
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而言，汉字是延续千年的纽带，近六

千年的中华民族灿烂文明史是由汉字承载的，它凝结着中华民族
的哲学思想，美学追求与人文精神。对于中华儿女而言，汉字还
是一种民族个性，它积淀了中华民族的情感、品质和精神。汉字
以力为美,反映了中华民族质朴、勇敢的气质，汉字是方块字，
横平竖直，体现了中华民族正直、的品质。写好汉字是每一个中
国人都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 

汉字在历史文化中具有如此珍贵的价值，写字对于塑造人更
是具有重大意义，中国古代就有“学书养心”之说，认为习字写
字可以起到育人、启智、健体、养心、提高审美能力等作用。早
在西周时期,写字就作为最基本的技能列入学校教学中。此后,写
字教学逐步得到加强,尤其是科举制的兴起，促进了写字教学体
系的完备，观之今日，我国现代教育也赋予写字教学特殊而重要
的意义，认为写字与音乐、美术、体育一样都是学生全面发展的
重要方面，写字教学作为一种养成教育，能够帮助培养学生良好
的行为习惯，提高综合素质。 

1、激发学生爱国热情 
汉字有着丰富的价值内涵，吸引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艺术工

作者的兴趣，作为一个中国人，更有责任把老祖宗的宝贵遗产发
扬光大。同时，汉字的博大精深使其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有
丰富的育德内涵，是激发学生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情怀的好素材。
在中国书法的历史长河中，闪动着许多璀璨的明珠，他们既是能
写一手好字，又有着高尚的品质和崇高的精神。颜真卿不仅是著
名的书法家，还是有口皆碑的爱国英雄，他一生坚决维护国家统
一，同安禄山等分裂叛乱势力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最终以身
殉国。他的书法作品正如他的为人，刚劲有力，浑厚顿挫，后人
评价其“英烈之风，见于笔端”。岳飞为神州的大好河山披肝沥
血，当我们来到岳飞庙时，那高挂堂前四个草书大字——“还我
河山”，首先映入眼帘，我们不仅看到了岳飞精湛独到的书法功
力，也能穿越千古，感受到他书写时的所思所想，正可谓“壮士
豪情笔底倾，将军一字击千城”。岳飞精忠报国的崇高抱负透过
其笔端另千百年后的人们仍为震撼。这些以身报国的仁人志士，
我们学习他的书法，了解他的事迹，受到激励与启发。 

培养学生写好字，并不要求他们都成名成家，但通过书法教
学，能使学生认识中华民族书法艺术博大精深，学生在写字中还
可以深刻感悟祖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感受中华民族的聪
明和智慧，感受汉字在世界文明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感受中华
民族是世界上最富智慧的民族之一，从而增强学生民族自豪感和
自信心，达到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 

2、提高学生的自我修养 
《中国话》中唱到:“最爱写的字是先生教的方块字，横平

竖直，堂堂正正，做人也像它……”的确，字在一定程度上能反
应一个人的气质和性格，所以从端庄雅正的隶书，俊秀飘逸的草
书到遒美稳重的楷书，在汉字的书写上，中国人追求“书法养人
之德”、“字如其人”，在一笔一划的书写里探求人生的真谛。《小
学语文教学大纲》中对小学生的写字要求是“正确、端正、整洁”。
正确，是写字的最基本要求，就是写得对，不写错别字，不增删
笔画，不随意改变字形，能按笔画笔顺书写；端正，就是在写的
对的基础更上一层楼——写得好，把字写得横平竖直，笔画工整，
结构均匀，间架适度，不马虎，不潦草；整洁，就是字的大小要
适度，高低要整齐，，间架结构合乎一般的习惯，纸面和写字工
具要干净。写字中“正确、端正、整洁”的目标不仅是一种技术
要求，而且蕴含着严谨、责任、追求的价值观念。我国当代领导
人李瑞环同志也曾对学生写字提出很高要求，他说：“要让孩子
们规规矩矩写字，堂堂正正做人。”这都是在强调写好字对提高
个人修养的重要作用。 

写字还可以磨练学生的意志，俗语说:“字无百日功”，就是
说要想写好字必须要去除浮躁，沉下心来。长期浸淫其中，苦苦
地练习、探索，任何诀窍都是在反复练习中获得的。在一笔一画

的练习中，能够培养出学生锲而不舍、耐心专注、细致认真,不
畏困难的品质和意志。 

3、培养学生多方面能力 
写字教学可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人们常说“写好字要悟

性好。”这里的“悟性好”，就是指具有良好的思维能力。汉字是
在象形字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方块字，不同于拼音文字，汉字本
身就像一幅形象的图画。描摩临写字帖，是对汉字的形态结构，
分析、综合、概括的过程，就是形象思维的过程。同时，汉字还
是音、形、义的结合体，在写字过程中要分辩字的读音、形态、
意义，要按音近、形近、意近等不同标准在脑中进行归类，又要
对不同的读音、字形、字义进行判断、分析、概括，这些又是抽
象思维的过程。例如“木”字偏旁的写字教学，在学生练写了“木、
林、权、树、村”等字的基础上，引导其观察思考“木”作为独
体字与作为合体字左偏旁在写法上有什么不同及为什么要这样
写?学生从反复练字中就能自主地发现共性，得出结论：“木”字
作左右结构字的左偏旁时，“捺”画要写成“点”画，这是为了
不和右边的笔画“碰头”、“打架”，使字的结构更紧凑。在这里，
既有对“木”不“碰头”“打架”的形象思维，也有归类“木”
作为左偏旁该如何写的抽象思维。练习写字，就是形象与抽象思
维并用，思维训练的过程。 

写字教学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写字课是一门艺术性很
强的课程，在教学中，对于低年级学生，不失时机地让其发挥自
己的想象，赋予一个个静止的汉字活的灵魂，再如“木”字教学
时，指导学生展开想象，““横”像人的肩膀，“竖”像人的脊背，
“撇和捺”恰似张开的手臂，脊背要挺直，双臂的位置不能太高。
想象能较好地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初步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 

对于高年级学生，经过长期的基本功练习，打下扎实基础后，
要想让笔下的字“更上一层楼”。就要另辟蹊径，创造出具有自
身风格特点的字来。“艺术源于创造”若不敢创新，一辈子跟在
前辈后面，只知模仿，不懂超越。那么字写得再好，也只是“写
字匠”。这样，创新思维了就“不得不”得到训练了。 

此外，因为汉字的独特形态，在写字过程中的观察、练习、
模仿也是必不可少的，这就锻炼了学生的感知力、记忆力和注意
力等。当然，全面有效的落实写字教学，提升孩子人文素养，是
一条任重道远之途，需要我们和孩子们不懈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