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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书法高考现状的反思 
◆张  婕 

（太原理工大学现代科技学院） 

 
摘要：中国书法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古人十分重视书法教育,虽有求仕、

显名的实用目的, 但更重要的是把它当作提高修养品行的一课。近代的

教育制度,也曾设有专门的习字课。我国目前书法教育的现状如何呢?现

代书法教育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制度要求呈现出了明显的时代性。本

文是对以本科为目的的书法高考培训现状的几点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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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高考培训是教育体制下催生的一种特殊教育方式，因而
有其特殊的自身发展规律，书法高考培训对书法的影响当然有促
进的一面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有阻碍书法健康有序发展的一面。当
前书法高考教育存在的现状是:  

从招生学校方面来看： 
（一）设置书法专业的院校数量日益增加，除美术院校外，

很多综合类的院校也开始设立书法专业，这充分显示了书法专业
广阔的发展前景，截至 2018 年全国约有 150 所高等院校设置了
书法专业； 

（二）书法教育制度逐步成熟,书法本科、硕士、博士课程
不断完善；截至 2018 年全国约有 80 所高等院校招收书法方向硕
士研究生；约有 16 所高等院校设有书法方向博士点； 

（三）书法专业具体教学过程中课程设置、教材选用较之前
盲目混乱的状态有了很大改观，相当一部分知名书家与学者编写
了大量适用于高等院校的书法教材。课程设置较为科学和全面，
主干课程涵盖书法史论、书法演变历史等专业理论知识，辅助以
中国画教学、篆刻技法、文字学、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诗词格
律、文化常识等周边学科；除理论知识的传授外，还设置有大量
的技法课程，使学生有充足的时间大量临习、研读历代经典作品； 

（四）书法专业硬件条件规格相对较高，均设置有固定的专
业教室，给学生进行临摹创作和学习交流提供了物质的保障； 

（五）书法专业教师水平稳步提高，学历水平明显上升，理
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双管齐下，教师队伍年轻化； 

（六）虽然书法教育发展势头良好，但是不可辩驳，以书法
高考为起点的书法教育仍存在很多问题。例如作为已经通过高考
选拔的书法专业学生本应在专业学习过程中采取有所思考、有所
侧重、有所选择的学习方式，但事实是，许多学生仍然使用平均
用力、简单临摹的初学方式所碌碌无为的度过了大学四年。 

从学生情况来看： 
（一）学习书法的人数呈几何倍数增长，越来越多的高中生

开始接触并学习传统书法； 
（二）学生水平参差不齐，根据学生书写水平大致可分为两

个大类：其一，少部分学生已有较长的书法学习经历，因而具有
较为扎实的基本功，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了较好的造型能力和表
现力，能够较快的掌握不同书体的基本特征；其二，大多数学生
则只是试图通过书法考试获得大学入学资格，基础知识的欠缺通
常需要利用加倍的时间和精力去弥补，然而高考严格的时间限制
显然与这样的客观要求相矛盾，导致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缺乏对
相关作品的理解，对作品之所以呈现出的特殊精神面貌的哲学和
思想来源不甚了解，甚至对字帖内容不清不楚，只是照猫画虎式
的模仿； 

（三）学生对书法的具体学习也受到其他学习内容的挤占,
例如数学、英语等课程,学生精力有限，在最终的高考中容易顾
此失彼； 

（四）学生对书法的认识只被定位在“写字”的层面上。并
不了解书法与写字的本质区别。书法是以中国汉字为发生和存在

基础,以中国特有的笔、墨、纸、砚为创作工具,表达中国美学思
想和审美方式一种特有的艺术门类。而写字与书法有本质区别。
写字是以传达书写内容为主,以审美为辅;书法以审美为主,以传
达书写内容为辅。写字教育强调的是规范性;而书法是通过汉字
这一载体,表达一种文化。因而书法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书法
教育应当是将这种文化的、审美的思考方式、表达方式,以书写
为渠道传输给学生。 

（五）由于书法高考的考试应试性，学生在学习中被要求按
照临摹加创作的学习方式进行。绝大部分学生通过大量认真的训
练之后，能够较为准确的临摹出经典书法作品。但是对于给定内
容创作，效果往往不甚理想。在实际教学中出现临摹创作两张皮
这种令教师和学生都棘手的情况。这种情况出现的深层原因在于
临摹中没有把握好书法的内在规律。书法学习中临摹只是个手
段，目的是认识书法用笔、结字、章法、风格等等的一般规律。
这个规律是存在于各家各帖之中的，这就需要通过各家各帖去比
较，然后再加以分析、研究，才可以做到。学习中，应该把临摹
和创作相联系，交替进行，对待不同书体也应如此。 

（六）学生学习的功利性。由于高考书法的目的性，学生的
学习充斥着功利性，通过分析不同学校历年的考题设置，在学习
中重点临习某种风格的字帖，甚至只对某一本字帖重点用力，这
种急功近利的学习方式在应试教育中只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在
接下来的本科专业学习中依然采用这样的学习方法，只会导致书
法水平的停滞不前。 

从高考培训方来看： 
（一）教学内容的设置完全依赖于书法考试的考试内容。忽

略了学生的个体个性，更重要的是破坏了书法的系统性、历史传
承性以及整体性。相关书法理论的学习也仅仅停留在简单的书法
知识。并没有深入到书法史内部，很多学生通过了书法高考选拔
进入大学之后甚至不清楚书法的发展脉络和书体的演变历史，不
能清晰准确的表达出不同书体的显著特征。更不用提自主鉴赏甲
骨文、金文、石鼓文、小篆、隶书、楷书、行书的特征及欣赏代
表作品。先秦书法的古雅,魏晋书法的韵味,唐楷书法的森严,明清
书法张扬,直到现代书法的异彩纷呈。甲骨文的力道、金文的凝
重,大篆的朴拙、小篆的规整、隶书的柔美、楷书的严谨,行书的
灵动到草书的狂放，这些中国书法所包含的直逼人心的力量，在
不少高考书法生眼里只是无奈的抄写。 

（二）教学方法以高强度、封闭式的练习为主，学生对书法
字体字形的理解仅仅停留在书写习惯和肌肉记忆，并不能真正体
会到经典书法作品所蕴涵的书家情感和内涵，以及作品中出现丰
富的线条和字形变化的原因。正是由于如此简单机械的培养方
式，使得部分学生在通过考试之后彻底松懈，甚至对进一步的书
法学习产生了厌烦甚至抵触的心理。 

（三）教学结束之后往往出现学生书写面貌千篇一律的情
况。北方书法常以雄强的面目出现，而南方书法则以柔美婉转的
姿态出现。在高考阅卷中甚至出现一个培训班学生书法面目类似
的尴尬局面。然而书法是一种精神性和实践性统一的艺术门类。
“笔墨当随时代”书法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能够培养出更多的素质
全面的书家、创作更多的表现当下审美思潮和精神面貌的作品，
而不是毫无艺术思想和表现力的写字匠。 

（四）教学目的的功利化。与古代书法教育相比现代以高考
为目的的书法教育极具功利性。古代书法教育是一种传承的教
育。这种传承除了在官方学校教育中存在，还有在家庭式和社会
式的私学中存在。书法是古人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六
艺”其中“书”便指书写教育。书法教育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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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不论官学私学，都会涉及到书法教育。作为童蒙时期的书写
教育就是“书写教育”，一般将这个任务放在小学阶段去完成。
书写可以说是当时唯一的通信手段，因而书写具有极强的熟练性
和连续性。更容易出现书法大家，书法大家的出现将识字书写教
育提升到了一个书法专门教育的阶层。除了学校教育之外，还有
家庭教育，几代人气质和文化的沉淀岂是今人一朝一夕可以做到
的？贵族大户往往收藏很多历代名人书画，其子弟有条件看到大
量名家作品收藏等。相比于古代口传心授的书法教育方法，现代
教育机械临摹、平均用力的教育方法显得多么的苍白无力。 

（五）书法教学的平面化。熊秉明先生曾说：“书法是中国
文化核心的核心”。书法是传统文化的精髓,是许多书家儒、释、
道、老庄等传统哲学思想的直接外化,蕴含着中国独特的天地人
文世界观,体现了传统文人誓死捍卫的心灵净土。中国书法与中
国的传统绘画艺术、建筑艺术、文人文化等更是有着密切的呼应。
因此,要想学好书法必须有完整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支持，在书法

教学中应当引导学生深入的挖掘书法自身丰富的因素,为书法教
育的生存寻找更多空间。而事实却是，高考书法教学仅仅局限于
对技法的了解而忽略了更加重要的深层因素。 

综上所述：书法高考培训是以本科教育为目标的教育，本科
书法专业是书坛的基础，是未来书坛最有生机、最有活力的力量。
观其学习，可知未来书坛的动向、审美理想。随着书法高考人数
的不断攀升，学习热情的不断提高，如果能切实做好书法高考的
选拔工作，对促成书法学科化、专业化甚至国际化都将产生不可
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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