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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开展书法教育的意义和教学策略

◎陈健
摘要：伴随着信息技术进步，各类电子产品已经全面普及，在这个大背景下，人们的生活和学习方式出现了较大改变，

中小学生由于练习写字的机会减少，书写能力令人担忧。由于目前中小学对书法的重视不够，教学质量也不高，在这样的

情况下，学生不重视写字也就不足为怪。因此在素质教育不断推广的情况下，要在中小学强化书法教育，使学生养成良好

的书写习惯。

关键词： 中小学　书法教育　教学策略

书法在我国文化长河中占据重要地

位，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但由于互联网

时代的到来，人们热衷于电子产品，对传

统文化的热情减退，对广大学生也不例外。

而书法教育能够提高学生素质，使他们思

想水平提高。本文在分析中小学开展书法

教育意义的基础上，结合自身教学经验，

分析中小学书法教学策略。

一、中小学开展书法教育的意义

（一）规范与完善中小学生的书写

字的质量对中小学生的发展影响很

大，对于上学时期语文的卷面成绩和成年

后在工作方面的发展意义重大，美观得体

的字会让他人获得对自己的好感。因此提

高书法技术就变得较为紧迫，对于孩子来

说，从小就应当加强书法练习，使中小学

生能够传承这一优秀文化。

（二）磨练中小学生良好意志品质

对于中小学生而言，写好字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书法想要练好，学生要付出很

多。一方面，必须要有恒心，不可急于求

成，古人的许多经典例子就是孩子们学习

的榜样，学生要坚定信念，发挥主动性，

克服困难。

（三）提升中小学生丰富的文化素养	

中小学生在对书法加以学习时，也会

了解相关背景，通过对经典作品加以鉴赏，

了解其中存在的文化底蕴，感悟其中深刻

的人文理念，对作品的文化内涵加以掌握，

从而使中小学生的文化素养提高。

二、中小学开展书法教育的教学策略

（一）激发书法学习兴趣

第一，演示佳作。中国书法由于发展

历史悠久，书法流派很多。教师在教学阶

段，将书法名作等素材以多媒体形式展示，

有条件的时候可以配合音乐，形成高质量

的教学环境，使学生能够对传统文化有更

深的理解，感受更多艺术气息。第二，讲

述碑帖故事。通过对相关内容的简述，站

在碑帖的高度去激发学生的兴趣，使他们

对书法文化形成自豪感。教师在阐述书法

的形象时，要对传奇故事进行描述，以起

到吸引学生的效果。第三，直观示范法。

教师可经常进行书法展示，现场为学生写

字，使学生直观感受，起示范的效果，尽

可能让学生感到崇敬，愿意去进行学习，

有利于学生的成长，激发不断学习书法的

动力。

（二）采取多样化教学方式

第一，采用微课教学的形式。微课是

指以视频为主要方式，在各种教学环节利

用其动态性的特点，它一般简明扼要，与

学生学习的规律相适应。在书法课上，教

师可对重点内容加以分析，可将课程中的

重点知识以微课的形式加以展示，这样不

仅形象，还使学生有更多的时间自己去习

作，体现了教学创新，并且教学效果较好。

第二，将合作式探究课堂形式纳入进来，

这种课堂真正坚持了以学生为主体，关注

每位学生的发展。对中小学生来说，书法

教学应以合作为主，使他们在共享乐趣。

学生可以自由进行组合，每个人都有自

己展示的机会，学生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表

达，而教师不会随意否定任何一个学生的

观点，学生在交流中提高自己，教师也能

够更好地发现学生身上的亮点。书法教师

应对学生进行鼓励，让中小学生自主学习，

互相进行评比，学习他人的长处，从而不

断提高自己。

（三）注重教学评价的激励作用

评价机制是教学有效性的保证，也是

使学生能够养成书写习惯的基础。教师在

教学时，要以教学能力提升为基础，对评

价方法进行谨慎采用，做好学生的书法评

价。慎用比较法，因为贬低某些学生的作

品会削弱其积极性。批阅时可选择将所有

作品进行审阅，也可让孩子家长去进行评

价。还可采用批注、画圈等多种形式来进

行点评，尽量减少负面评价。除此以外，

教师还要将自己认为好的作品挂到黑板

上，以供所有学生欣赏，有条件的可让

校外人评价，以促进学生书写的兴趣。

学生如果想要进步离不开老师的支持，

为了使孩子练字更加努力，开始可以选

择较为简单的练字项目，难度可以循序

渐进，孩子出现提升时要及时发现并表

扬，使他们感受到教师的关注。同时，

中小学生由于年纪较小，书法方面取得

进步较难，这就对教师提出了更高要求，

多鼓励，发现优点要及时指出，让中小

学生感受到教师的支持。

三、结语

中小学书法教学主要培养学生在书法

方面的兴趣，同时也奠定书写基础，特别

是借此提高学生对书法的审美能力，长此

以往，必将为我国在书法事业方面取得更

大的进步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 陈云 . 从心理学视角浅谈中小学书法教育

的几个问题 [J]. 江苏教育，2017（18）.

[2] 黄冠红 . 大余县乡镇小学书法教育现状调

查与研究 [D]. 江西师范大学，2015.

作者单位：杭州临之书画艺术培训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