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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高中小学生书法学习的兴趣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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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小学书法教育教学由于不举行期末考试，也没有等级考试，因此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课内外为学生提
供各种展览展示的平台，书法课程的教育教学才能够达到预期目标。

关键词：中小学书法教育；学习兴趣；展览展示

中图分类号：Ｇ６２３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５）０９－００１０－０３

中国书法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也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书法教育对于培养学生的书写能力、

审美能力和文化素养都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教育部在２０１１年８月制定的《关于中小学开展书法教育的
意见》中就明确了在中小学要开展书法教育，并且提出有条件的地区在当年秋季就可以开展书法教育。

２０１３年１月，教育部印发《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１］，对中小学书法教育的目标、内容和实施等做了
规定。２０１４年５月３０日《教育部办公厅关于２０１４年中小学教学用书有关事项的通知》对中小学教材
进行了规定，其中增加了书法课程的设置，对书法教材进行了审定，并且规定将于２０１５年使用教育部审
定的书法教材。

《纲要》是课程的指导文件，规定了书法的教学时间和学科要求。《纲要》中第三部分明确指出：“合

理安排书法教育的教学时间。义务教育阶段书法教育以语文课为主，也可以在其他学科课程、地方和校

本课程中进行。其中，小学３～６年级每周安排１课时用于毛笔字学习。普通高中可开设书法选修课。”
这充分说明书法课程隶属于语文，并且小学中高段还必须保证每周安排１小时的毛笔字训练。但书法
课程有其特殊性，不完全像其他课程那样体系完整，它是为素质教育服务的，是为了全面提高学生的综

合素质服务的，因此没有考试的要求。在《纲要》的评价建议里重点要求学生书法学习的习惯养成和审

美能力的培养，并且建议对作业采用多种方法评价，提倡在其他学科的考试中设置卷面分，以增强学生

的书法审美意识。《纲要》明确规定中小学书法教育不举行专门的考试，不开展书法等级考试。

中小学书法教育的目标比较高，但又不能考试，也不举行等级考试，在应试教育影响依然严重的今

天，我们既要严格遵守教育部的要求和规定，又要真正完成书法的教育教学工作，并和其他学科一起去

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修养，在书法课程的教育教学中我们就应该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并且给学

生提供足够多的表现与展示其才艺的舞台。

１　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书法尤其是毛笔书法每周的课时数少，加上课程性质为素质教育课，没有考试也没有等级考试的压

力，因此在有限的时间内如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就成为该门课程的关键。《纲要》既倡导老师在板

书、作业批改、日常书写等方面的示范作用，又强调要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

学习效率，并建议采用书写实践、专业展示、欣赏评价、讨论交流等形式，也鼓励师生通过互联网获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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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资源，鼓励运用现代高科技创建书法教学新形式，充分利用现代技术组织生动的教学形式。这是对书

法教学宏观的建议，对于具体的课堂教学我们还是要激发学生的愿望和热情。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前苏

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也说过：“学习的热切愿望，明确的学习目的是学生学习活动最重要的动力。培

养这种愿望与学校整个教育、教学工作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它的实现首先得依靠课堂。”因此灵活

多样的课堂教育的设置就显得尤为重要。多样化的课堂教学可以采用穿插书法家故事激发学习兴趣，

教师示范的恰当运用，临摹练习的多种方式，课堂评比取长补短等方式进行。

儿童的天性是喜欢听故事，也喜欢讲故事，故事也起着模范带头作用，中华民族是一个最善于运用

模范激励人、启发人的国度。中国古代著名的书法家多有勤学苦练的故事，王羲之勤学苦练以墨当饭、

王献之写尽十八缸水的故事，还有张芝卧床画被、欧阳询卧于古碑下观看三日、怀素种芭蕉练字、欧阳修

学书为乐、黄庭坚荡舟悟笔法等等。书家故事还有其他许多，比如王羲之书扇济贫、韩愈批评草书、草书

家的怪异举动等等，也都可以用来增加学生对书法的了解。在故事的讲解中让学生感受到书法的无穷

魅力，进一步增强他们对书法学习的兴趣，让同学们都积极参与到书法的学习活动之中。对于刚刚学习

书法的小学同学来说，让他们产生兴趣比什么都重要，从一定意义上讲培养和激发他们的兴趣比书法学

习本身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书法是技术性较强的一门艺术，对于初学者来说练习的数量直接决定着练习的效果，因此老师对于

书法常识可以多讲但对于书法理论就应该少讲，应该用较多的时间为学生示范和纠错。对于笔法的讲

解，使用几分笔、每一个笔画的起行收、用笔的轻重、逆锋与顺锋等知识点都需要配合示范，在实践之中

进行讲解。老师的示范既可以在黑板上面，也需要时时在学生的旁边直观讲解与示范。黑板上的示范

老师可以使用水写纸也可以用清水直接在黑板上面书写，老师应该书写较大的笔画或汉字，要一边写一

边讲解，把具体的细节给学生讲清楚。一般来说，在新型的黑板上面用较大的毛笔书写笔画或汉字对于

同学们的理解能够起到直观的导向作用；水写纸的效果更佳，但要张挂多张才能够在示范中起到较好的

效果。老师的示范就是我们常讲的多示范而少说教，包括简单笔画的书写，怎样逆锋起笔然后徐徐行

笔，怎样顿锋收笔，或者顺锋起笔然后收笔处轻轻顿笔回锋；怎样撇捺出锋、形态饱满；笔画的组合安排、

结构的布置等等知识，只有在灵活多样的示范之中才能够更好的解决，学生也才能够高效的理解与

运用。

临帖应该采取多种方式，传统的临帖方式一般是采取对临，方式单一效果也很有限。书法学习的初

始阶段应该采取多样化的方式进行，这样有利于提高效率。临摹的方法除了传统的描红、仿影、对临之

外，可以采用单钩、双钩、丰肌、添加笔画或部件，到了高年级如初高中就可以背临或临创结合。单钩是

勾画笔画或字的中心线，画完后再加粗线条，可以与丰肌的方法配合使用，直至达到跟原帖面貌基本一

致的效果。双钩是勾画字形的外部轮廓，勾画完成之后再填写，可与描红和仿影相结合。添加笔画或部

件是比较难的步骤，一般初学不用，有一定基础才可以练习。

课堂评比与取长补短是教育教学过程中时时可以展开的活动，也是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有效方

式，当然在评比中要多多肯定他们练习的优点，对于不足也要认真指出。学习的积极性在鼓励中最容易

激发，批评过多会打击学生的积极性，因此老师的批改和学生的互相评比需要更多地去肯定优点。老应

该多采用当堂批改的方式，对于书写较好的笔画或汉字画勾画圈或画五星，以示奖励，不够规范的在旁

边做示范，这些传统的方法依然是有效的。

以上只是课堂教学的灵活与多样，书法教育的形式还可以灵活多变与走出教室，比如组建社团、兴

趣小组，开展讲座，举办展览、艺术节、文化节等等形式，还可以参观少年宫、美术馆、博物馆、艺术馆以及

周边有书法价值的名胜古迹等方式激发学生的书法学习兴趣。

２　给学生提供表现与展示的舞台
要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要让他们直接看到学习的效果，要能够学以致用，让他们有一定的成就

感。书法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书法能使人增长知识、陶冶情操，给人以美的享受，是促成学

１１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５年第７卷

生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让书法学习的兴趣增强并能够学以致用，可以采取的方法有：适当穿插集字练

习、书法实践实习，举办书法竞赛与展示等活动。

集字练习既可以作为教材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也可以作为课堂练习的灵活样式。集字是在学习

教材所采用的碑帖中选取现有的字进行组合，组成现在通用或常用的字词，以此来检验学生的学习效

果。比如采用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上面的一千余字就可以组成如二字词语：和平、盛世、崇高、进取、

开拓、怡情、率真、敬业、奉献、人和、美德，三字词语：莫等闲、中国心、故乡情、黄河颂，四字词语：文如其

人、见贤思齐、风华正茂、国泰民安，还可以集字成为对联：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春秋多佳

日，山水含清辉。这些集字练习既可以作为课堂练习用的材料，又可以用于生活之中，比如装饰书桌、卧

室、客厅等等。

书法的学习可以用于实际生活之中，在集字练习的基础上就可以学以致用，比如对书房、卧室的美

化与装饰、书写对联、节庆假日书写、福禄寿喜吉祥词语的书写等活动。书法学习到一定时间可以为自

己的书房起一个雅致的名字，再在门框或门楣上面写上自己的书房名字，既雅致又美观。书房内还可以

张贴自己的书法作品，既有实用性较强的硬笔字又有美观大方的毛笔字作品，还可以把平时的练习作品

张挂于室内，时时检查，不断进步。春节时，有一定基础的同学可以写写对联，不仅张挂于自家的门框，

还可以给亲戚朋友送去增加春节的喜庆气氛。生活中常常可以看到书法作品，我们也可以从中学习书

法知识，有了基础之后有条件还可以参与其中施展自己的书法才华，这样可以增强学习兴趣，巩固学习

效果。

书法竞赛与展示方面需要班集体、学校等集体组织，其中班主任、书法老师是组织者。书法竞赛在

班集体内可以进行小范围的竞赛，学校在发展书法过程中也可以组织书法等才艺方面的竞赛。有基础

悟性高的同学在学校兴趣小组、校外培训班学习的基础上还可以参加更多较高级别的竞赛与展览活动。

展示的范围更多更广，学校班集体的常规教室都有学习园地，园地中书法大有用武之地。各科知识，园

地里的书写部分都是硬笔书法的展示空间，毛笔字也可以在园地中占有一席之地。另外学校的文艺长

廊、艺术墙、宣传园地等地方都有书法施展的空间，在校园环境美化方面书法大有用武之地。

总之，书法作为素质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在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书法

的教育教学既不能简单地像语文、数学等科目那样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也不能简单模仿音乐、美术课

程的教学。为了教育教学效果的提高，我们首先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要采取多样灵活的教学方

式，并且拓展学生才艺的展示，这样才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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