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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公共艺术教育课程定位的思考 ①

王智忠
（天津理工大学 聋人学院，天津３００３８４）

摘　要：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对书法的普及本是一个大学书法教育好的契机，但在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书法课程教学
中，却出现了课程定位尴尬、教学实施流于形式等问题，进一步强化书法教育中的文化融入和校园艺术氛围的营造应是

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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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院校公共艺术教育是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为促进其健康发展，教育部颁布了《全国

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指导方案》（教体艺厅［２００６］３号），《方案》指出：“通过鉴赏艺术作品、学习
艺术理论、参加艺术活动等，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培养高雅的审美品位，提高人文素养”。它明确了大

学公共艺术教育的定位应该是在审美教育，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艺术———书法，其育人功能是不

言而喻的，它通过笔法、结构、章法、墨法等审美诸要素，引导学生欣赏和创造书法美，使学生得到美的熏

陶，培养他们正确的审美观点和高尚的审美情趣，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和审美素养。

值得一提的是，在诸多艺术门类中唯有书法艺术国家颁布了相关条文在义务教育阶段加以普及，这

本来是一个进行大学书法美育教育的良好契机，但由于多年来应试教育的挤压，对大学生在中小学阶段

的书法训练甚少（除个别特长生），加之师资、投入等原因，更影响了它的执行。因而，大学生汉字书写

能力先天不足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也导致大学书法教育很难与义务教育阶段书法教育正常接

轨，一方面在于实践基础的薄弱，另一方面则更在于多年来对书法艺术认知的不足。１９９０年《国家教委
办公厅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写字教育的通知》规定中讲到：“写字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基本训

练，搞好写字教学对学生的学习和今后的工作都有重要作用，要求学生把字写正确、端正、清楚。”可见，

中小学书法教育的定位是“写字”，尽管“写字”有着美育功能，但至多是一种简单技术层面的实用书写

训练，与艺术书法的内核相去甚远，基本上是２种不同的活动。基于多年来的惯性认识，大多数在校大
学生对书法的认识基本停留在“书法就是写字”上。在对学生关于课程的建议调查问卷中，有相当数量

的学生选择“提高书写能力”，甚至有的同学提出“教授钢笔字”。这种浅见是能够理解的，很显然，从一

个侧面也反映出对书法艺术认识上的不足。这也就很容易陷入把文字解读当作是书法解读的误区，而

忽略对书法本体，诸如构成、笔法、墨法等形式要素的关注，更不要说上升到风格、境界等审美层面了。

当然，这不能归咎于教育部门的导向作用，社会大环境的转变亦不容忽视。计算机的普及使实用文

字的书写完全摆脱了手工劳动，书法的生存空间进一步缩小。加之网络、动漫、电影等文化娱乐方式的

传播，给国人带来了更多新鲜、刺激、诱惑的审美享受。面对社会大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审美需求和对

传统艺术的日渐疏远，高校作为“弘道养正”之地，应该担负起弘扬传统文化的责任［１］。

作为大学书法教育主阵地选修课程的教学现状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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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选修课学生人数普遍较多、书写水平参差不齐，选课目的各异，按照正常的课程要求很难达到

预期教学效果。如强调实践环节，区区３０多学时，很难达到提高书写水平的目的，且大学书法教育又成
了中小学“写字课”的翻版；如单纯的审美理论讲解，又似隔靴搔痒，学生很容易失去学习兴趣。基于

此，强化写字、艺术书法、文化书法的三级分层，并且把大学公共书法教育的重点放在书法艺术的文化阐

释上，同时兼顾实践、辅之以社团活动，应是一种较为合理的教学定位。

大学是学科教育的大机器，而文化是润滑油，书法教育也不例外。书法界普遍认为“学成规矩，少

不如老”“老则思而愈妙”，结合大学生年龄特点，如像教授中小学生书法那样进行中规中矩的传移摹

写，有些不现实，但大学生思想成熟，阅历丰富，因而从文化的角度去讲解书法、挖掘书法艺术深厚的人

文内涵，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１　书法艺术映照社会和谐
书法艺术包含着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如书以气为先，由气得势，由势生形；再如用笔上的

起伏、提按、方圆、顺逆等昭示着阴阳。可以说，人化自然和自然人化是书法艺术的哲学内核，而人与自

然的和谐则体现在书法的“法”与“情”的关系把握上。书法是言情的艺术，更是兼顾了技法层面的生命

精神的飞升，又不是“信笔为体，聚墨成形”而缺乏技法依托的恣肆其情，也不是循规蹈矩的乏情缺味的

技法拼凑［２］。学生通过书法中“法”与“情”的碰撞、交融体验，可以更加深刻品味出中国文化中的“合”

“和”理念，这与社会的整体和谐观又不无一致。因为，作为人的个体存在与全社会的关系亦如书法达

情与法度的关系和而不同、违而不犯是书法尺度的把握也是做人的行为准则。由此看来，书法的教化功

能是潜移默化的，而从中国古典哲学的知性层面入手讲授书法艺术对大学生似乎更为合宜，且有社会效

益，何乐不为。

２　书法艺术塑造健全人格
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中，总是将人所创造的艺术作为生命的有机整体看待，一如创造艺术的人一般，

并且往往以人拟艺，鉴画衡文，论书说诗。古人讲“书如其人”，清代朱和羹《临池心解》中说：“书法不

过一技之耳，然立品是第一关头，品高者，一点一画，自有清刚雅正之气……故以道德、事功、风节著者，

代不乏人，论世者，慕其人，益重其书，书人遂并不朽于千古。”王羲之的儒雅、颜真卿的正直、柳公权的

骨鲠，这与其说是书法的魅力，不如说是儒家文化中的“文质彬彬”人格魅力使然。书法之喻，喻之以人

也。可见，中国书法是人文精神的载体，更是我们民族文化的载体，书法教育兼具德育、美育双重功效，

对学生调节情感和心理，加强自我修养、塑造健全的人格、实现全面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３　书法课程传授学科理念
大学是职业教育的摇篮，建立明确的学科体系意识非常重要。在书法学科体系中，涵盖文字学、古

典文学、绘画、美学等多个领域，有人讲“书法功夫在书外”不无道理。例如：王羲之的名篇《兰亭序》，书

文并佳，作为２种不同的艺术形式———文学和书法，表现手段各异而又统摄在同样的情性之下，文以书
显、书因文隽。大学书法教学中，在艺术本体分析的同时，介绍书法学科的相关领域，能够增加学生学习

兴趣，使其从更广阔的视角来观照书法，有利于书法的长期学习和人文素养的提高，也避免了单纯书法

教育导致的艺术视觉化而背离传统文化语境的不良倾向，更实现了学科的交叉互渗，对通才教育也是有

益的［３］。课堂教学是书法普及的主阵地，相应的辅助性措施也是有益的补充。

３．１　有效地组织学生书法社团活动
书法融入丰富多彩的大学校园文化活动中对学生素质教育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４］。多年书法社

团辅导的经历表明，大学生并不乏醉心书法者，尤其在精神文化消费方式众多的今天，仍有人眷顾着书

法这一古老而弥新的艺术。他们或恣情书写而缺少法度、或踟蹰独行而投师无门，正所谓“学而不能”。

指导学生建立书法社团便是课程教学以外一个很好的平台，同学们现场书写、展示，交流书学体会，其乐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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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融，又可直陈其弊，互相砥砺；教师则进行有针对性的点评、讲座，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近年，有多名学

生在教育部文艺展演、天津市大学生书法比赛中获奖，２名同学获准加入省级书法专业团体，１名同学还
考取了中国艺术研究院书法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在大学生中产生了良好的反响，为校园文化增添了浓墨

重彩。

３．２　丰富学生书法学习渠道
中国书法界的展赛可谓如火如荼，作为思想活跃、勇于创新的当代大学生厕身其间，是学习也是考

量，是挑战更是机遇。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全国第一届大学生书法比赛以后，其很多获奖者已成为当今书坛
的中坚，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大学书法教育大有可为。因而，组织大学生参观各类展览、进行现场观摩甚

至选拔佼佼者投稿参赛不仅对书法学习自身有益，尤其在书法作为国家二级学科本、硕、博高等教育体

系日諂完善的今天，作为公共艺术教育也应为专业艺术教育提供人才储备，为推动书法教育的可持续发

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在学习手段上，探索书法教育与电脑科技结合的新途径，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当前网络化时

代背景下，网络的便捷也给书法学习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一方面书法界的很多门户网站提供了高清晰

的书法作品和书坛的最新动向，可以帮助学生把握学习脉络，掌握学习资料。同时，为了加强学生之间、

师生之间的交流互动和对外交流还可以建立自己的书法网站，并通过链接学生还可以把自己的作品、对

书法的观点发表出来，进行交流互动，进而突破校园藩篱使其真正融入到大的书法环境中、不断提升自

我并有更大作为。

４　结语
大学公共书法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应是中小学阶段“写字课”的翻版，应是使学生迈入艺术殿

堂的阶梯。普教阶段的技法训练和高等教育审美层面的提升应相得益彰。２０１１年教育部在《关于中小
学开展书法教育的意见》中进一步明确了加强书法教育的具体实施步骤，尤其是提出了书法教育的课

程安排、教学管理、教师任职条件及资源配置等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案。我们有理由相信义务教育阶段的

书法普及工作前景必定是光明的。同时，我们也坚信：书法这门古老的艺术在充满朝气的当代大学生中

必将重新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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