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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新课程改革中书法课审美教育分析

◎刘敏
摘要：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新课程改革被提上日程，新课改对教师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教师需要以发展学生的综合

素养为基础，关注不同教育环节之间的紧密联系。其中书法课之中的审美教育工作非常有必要，教师需要反其道而行，了

解不同教育板块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关注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和交流，确保对症下药，真正实现不同管理资源的合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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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高中新课程来说，书法课实践以

及改革非常有必要，教师需要做好前期的

准备工作，以审美教育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关注与学生的互动及联系。了解学生在书

法课中的真实表现，深化学生对书法作品

的理解及认知，不断陶冶学生的情操，鼓

励学生自主自觉地欣赏不同的书法作品，

以此来更好地体现学生的主体价值。保障

新课程改革工作的有效落实，为学生的个

性化成长和发展保驾护航，让学生在欣赏

书法作品的过程中主动接受一定的审美教

育以及熏陶，实现个人审美能力及水平的

稳定提升。

一、书法与审美教育

作为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代表，书法

是一种独具特色的艺术表现形式，在高中

新课程改革的过程中，书法的教育地位和

社会地位有了明显的提升。学校主动开设

书法课程，加强对学生的专业化指导。书

法的艺术美非常显著，有助于培养学生良

好的审美能力，教师需要着重培养学生良

好的综合素养，着眼于审美教育工作的开

展要求，进一步丰富育人内容及手段，让

学生能够主动感知不同的书法作品。在自

主学习的过程中实现个人的个性化成长及

发展，以此来更好的凸显高中新课程改革

的重要作用及优势，保障书法课审美教育

工作的全面落实以及优化创新。

二、高中新课程改革中书法课审美教育

策略

（一）提升学生审美能力

学生审美能力的提升是一个长期的过

程，很难在短期内取得明显的成效。教师

需要了解书法这门个性化的艺术，关注对

书法家优秀作品的有效选择及分析，构建

完善的书法教育体系，着眼于高中书法课

程教育教学的全过程，逐步提升学生的审

美能力。书法内容以及形式的有效拓展和

延伸非常关键，教师需要以对比性的研究

分析为基础，深化学生对书法特点的掌握

以及理解，逐步发展和提升学生的审美能

力。书法教学难度系数相对偏高，教师需

要注重对不同风格书法作品的全面呈现，

针对性地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鼓励学生

自由想象、大胆发挥、深化学生对不同风

格书法字体特征的理解。简单的案例列举

取得的效果比较显著，这一点有助于学生

变得更加自信，鼓励学生自主实践、大胆

想象，以此未来 更好地培养学生由内而外

的学习动机。

（二）培养学生审美意识

审美意识的培养有助于进一步彰显审

美教育的重要作用及优势，对于高中生课

程教学改革来说，教师需要着眼于教育教

学环境，调动学生学习书法知识以及提升

书法技能的积极性，尽量避免简单直白的

书法练习。其中多媒体教学设备的融入取

得的效果较为显著，教师需要以学生为中

心，了解学生在自主学习中的真实情况，

确保学生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其中，自主自

觉地完成不同的书法学习任务，促进书法

课程审美教育活动的顺利开展。教育教学

过程比较复杂，教师需要深入剖析书法教

学要求，关注对不同结构以及字形的分析

及研究，鼓励学生自主了解不同书法作品

中的意境和章法，确保逐层推进和层次分

明。帮助学生构建完善的书法学习体系，

提升学生的学习质量和学习效率。在学习

书法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教师还需要有目

的、有意识地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关注

学生在日常书法学习和练习中的真实情

况，将更多的审美元素融入其中，鼓励学

生结合个人的社会生活实践经验进行自主

判断及分析，确保能够在自主学习的过程

中产生更大的学习兴趣，学习能力和学习

水平，提升速度较快，能够真正实现举一

反三和学以致用。在迁移新旧知识的过程

中，学生的学习能动性有了显著的提升，

学生的兴趣高涨，学习质量越来越高。

（三）加强师生互动

教育教学过程也是师生互动的过程，

这一点在书法以及其他艺术类课程中体现

得非常明显。教师需要关注学生的主观感

受，了解学生的真实想法，在与学生进行

互动及交流的过程中彰显学生的主体价

值，保障不同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及利用。

有的学生学习基础较好，能够在自主学习

的过程中产生由内而外的学习能动性，这

些都有助于审美教育的有效措施及改革。

三、结语

书法课的专业技术较高，对教师的

基本功是一个较大的挑战。教师需要了解

审美教育工作的实践要求，关注学生的学

习能动性，不断丰富教育教学手段，确保

对症下药，为学生的个性化成长以及发展

营造良好的外部空间和环境。保障学生能

够对优秀的书法作品进行自主审美以及感

知，进一步提升个人的审美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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