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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笔一画写好字　一撇一捺做好人
——书法育人的实践与探索

◎周高泉
摘要：中国汉字博大精深，它是一种表意文字，并能在音形义上做到和谐统一。在教学过程中需根据汉字的特点，引

导学生了解汉字的造字原理，有利于提高学生对汉字的认知效率，减少错别字，同时在练字当中也能陶冶情操，锻炼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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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笔一画写好字，一撇一捺做好

人。”书法可以启迪智慧、陶冶情操、修

养性情。它是中国和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周

边地区特有的一种文字美的艺术体现，并

根据其文字的文化特点和含有在书体上的

表现笔法，形成的颇具美感的艺术。

一、书法教学过程

少儿书法较适宜的途径是以楷书入

门。首先教导孩子软笔临习唐楷，再到硬

笔学写规范字时就能借鉴唐楷的结构。这

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且进步快、效果佳。

这个时期的孩子刚识字，此时楷书学习与

学校教学相衔接，就能学以致用，迅速运

用到书写作业中。在《教育部关于中小学

开展书法教育的意见》的指引下，写好中

国字，做好中国人；练好书法，弘扬国粹；

书法育人，这也是我们广大书法教师必须

完成的任务。因此，书法的教学我们应该

从传统、灵活的教学方式入手，逐步地提

高审美教育和审美素质。

（一）传承

青少年弘扬书法这一优秀传统，通过

钢笔、毛笔来让学生对我国的传统文化和

书法艺术紧紧关联，激发其对传统文化的

认同感。在教学中软硬双教，既能练好软

笔，又能写好硬笔；规范字与书法双教，

既能写好字，又能练好书法；同时借助先

进的多媒体与师徒式手把手教学相结合，

既能培养兴趣，又能掌握正确的握笔姿势。

（二）教学活动

书法育人的核心是尊重文化、感受

文化，在教学过程中要不断地研习书贴，

而在课余时间，也可举办活动来加深学

生对书法的认知，如请书法名家来学校

对学生进行指导等。组织学生到美术馆、

博物馆参观，在欣赏中提高自身的艺术

水平，让学生在书法中学习到正直无私

等优秀品格。

而在课堂中，应强调提笔练字的意识，

注重三笔字的基本功。这就不仅要求学生

好好学习，而且教师也要加深书法技能的

训练，比如可以开展教师书法比赛，在浓

厚的书法氛围下弘扬我国的传统文化，让

广大师生都感受到书法艺术之美。

此外，学校的书法教育还需要家庭的

支持。学校与家长在思想上应达成共识，

在行动上做到共育，如在春节前夕，可以

组织学生在社区中为居民送春联和送福字

等。通过这种祝福的方式，不但可以锻炼

学生的书法技艺，还能让学生们感受到真

善美的思想情感。

二、书法教学要点

（一）姿势

写好字的前提：姿势的运用。肩平背

直头正，手离笔尖一寸，一尺一拳，心平

气静。现在的孩子发育相对早一些，也聪

明懂事一些，一般 5 岁左右的学龄前儿童

就适合练习书法，当然也可视孩子的个人

情况作适当的浮动。小学前上幼小衔接班，

主要以培养正确的双姿为主，切不可只单

独练习硬笔，因为铅笔又细又小，笔越小

孩子便抓得越紧，甚至使出吃奶的力气去

书写，如果连续练习一个多小时，会导致

小孩的手部肌肉紧张，不利于孩子的生长

发育。因此我们要用正确的方法引导，可

让孩子手握大一点的毛笔、大头水彩笔，

再慢慢过渡到铅笔，这样有利于他们正确

地握笔，养成良好的书写习惯。

（二）笔画

汉字是由笔画构成的，所以每个字都

有其基本笔画，而笔画都由起笔，运笔，

收笔这三点构成，一撇一捺横平竖直，而

有些汉字即便是同一个笔画，由于位置的

不同，而写法也会不同。如孙过庭所言：

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

既能险绝，复归平正。书法习得不是一蹴

而就的，而是一个慢慢学习和练习的过程，

老师在教授写字技法时还要教授孩子认识

书法的历史和发展演变过程，从而让孩子

们更好更系统地学习和掌握。

（三）示范

在教学中，教师的一言一行都影响着

学生，要求学生做到的，教师要首先做到。

书法的学习都要经过读帖、临帖、对临、背临、

创作、纠正、再临、再创作等漫长的过程。

作为老师，首先自己要笔耕不辍，在教学中

才能给孩子们作正确的示范。其次，一定

要从传统入手。有道是取法乎上仅得其中，

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如果取法不对就很容

易走弯路，当习气形成就不好纠正了。

（四）多元化

在教学中，适宜采用流动式教学法，

即让老师交叉进行教学，让学生们对书法

知识更加地了解，对书法五体均要涉猎，

并能逐渐兼善专精，必须始终坚持循序渐

进的教学原则，根据孩子特点和书写情况

统一备课，因材施教。

三、书法教学现状

（一）理解上的认知不足

目前，学校多是重视应试教育，而忽

略对学生进行书法教育，导致学生对书法

上的认知不足，无法体会书法带来的重要

性。少儿学习书法贵在坚持，首先应多鼓

励，不同年龄段采用不同的方法来激发孩

子的学书兴趣。例如，随着《书法进课堂》

的不断深入，这种情况会逐渐得到改善。

（二）忽略书法在品德上的教育

书法可以育人，但由于教师自身就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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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书法底蕴，所以往往会忽视这一点，无

法挖掘出书法育人的用处，从而在日常教

学中缺乏对书法的教学，使学生难以养成

学习品德的习惯。

（三）与其他课程没有融合

固然，教师意识到书法的重要性，但

由于学科知识任务较重等因素，没有对学

生进行书法指导。有一大部分教师认为书

法教育，只是属于语文教学之一，没有必

要去指导学生学习，这就导致了学生在书

法学习上缺乏锻炼的时间，限制了书法的

进步和学习。

四、书法教学策略

（一）明确含义

在教学中，帮助学生认知书法，监督

书法的学习，还可以树立榜样的学习。比

如在书写板书时，可以通过书法的展示，

让学生体验到书法艺术之美，从而激发学

生的兴趣。在日常学习中，潜移默化地影

响到学生。

（二）加强练习

给学生自由练习书法的时间，加强学

生学习书法的力度。像在午休后第一节课

前 10 分钟来让学生临摹字帖，还可组织

书法比赛，将获奖作品作为展览品，让家

长参观以加强家庭的支持和学生的兴趣。

其次，通过不断练习书法，来让学生养成

提笔练字的习惯，来提升学生的个人文化

修养。

（三）初心始终

书法学习的初心便是育德养性，教师

根据新课改的要求来全面提升学生的素质

教育。可通过正确引导人品、字品等来让

学生能够理解书法，还可以营造文化氛围

让学生感受到大书法之美，并能磨炼学生

意志，从而提升学生对书法的学习和能力。

五、结语

写好字，做好人，在书法中感受到我

国传统文化的底蕴，感受到中国汉字博大

精深之处，以字育德、以字养性、以字启

慧、以字怡情。全面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

培养其文化素质，给予学生最优质的书法

教育，才能让学生养成优秀的品德人格。

同时与家长沟通，给孩子定短、中、长期

的考级目标，组织参加全国各类书法大赛，

投稿书法专业报刊。寒暑假有目的地进行

强化集训，使学员们的书法水平得到不断

的巩固和系统的提高，从而能顺利通过考

级或是在大赛中获奖。这样不仅树立了孩

子的学习目标，养成良好的书写习惯，还

获得了成就感，让孩子终身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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