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1

关于加强高中书法教学的有效策略
——以楷、行书教学为例

◎欧泓君
摘要：高中书法课堂更多是以培养学生兴趣，培养学生辩证思维、提高学生专注能力、提升学生语文成绩、改善学生

硬笔书写等为目的，从而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让学习书法的重要性体现在“书外”，以体现书法的最高魅力。本篇将以

楷书和行书教学为例，浅谈如何让书法教学在高中课堂中更完善，更具有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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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教育是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的一项基础工程，是学校素质教

育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书法进校园的普

及，如今高中的书法课堂不能仅进行单一

地临摹，一味追求临摹的相似性并不能提

起学生的兴趣。在书法教育改革的初期，

书法课堂仍存在一些问题，如课堂内容多

以纯粹的知识灌输为主，导致学生兴趣不

高；或仅进行单一临摹，课堂上不进行思

考和讨论，因此课堂氛围沉闷无聊，吸收

到的营养少之又少，不能达到理想的课堂

教学效果。

一、高中书法教育现状及意义

在全国中小学书法教育被国家教育部

门和广大家长所重视的背景下，各地区学

校要求书法课程进校园，多数高中开设了

书法课程。但多数课堂多以单纯临摹或简

单讲解理论知识为课堂内容，使得课堂形

式过于单一、枯燥乏味，并不能激发学生

学习书法的热情，没有带领学生更深层次

的探索书法世界。大部分高中书法课堂以

唐楷为教学内容，多用欧阳询、颜真卿、

柳公权为教学范本，此类多为“碑”形式

的字帖，因碑长时间被风化侵蚀，再拓在

纸上，会与原石有偏差，没有书法基础的

高中生容易出现辨认错误、笔法错误等现

象。此外，经实践调查，高中生普遍更愿

意学习更具书写寓意具有牵丝连带的行书

或行楷。并且，高中生需要提升日常硬笔

书写的速度，就不得不写连笔字，如何连，

如何连正确，怎么连笔好看，成为学生的

心头病。因此我选择一些楷书向行书过渡

的书体作为教学范本，例如：赵孟頫、董

其昌、苏轼等风格。方可解学生之忧。

若要成为一名合格的高中书法老师，

不仅能书写规范楷书，更要能书写不同风

格的作品，例如方圆兼备、轻重并举、极

具韵味和情致风格的墓志（见图 1）；亦

要能写落笔沉稳、结体庄和、极具豪迈与

淋漓风格的北碑；更要兼备书写行草书的

能力。书法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之一，从甲

骨文开始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学习

书法会使学生对文学、历史、政治等有更

多的了解，学习书法对学生语文成绩的提

高也有所帮助，浅层次的会提升学生对生

字词的掌握，更容易理解汉字的意义，深

层次的因书法的学习是微妙的，使学生更

容易发现生活中的美。书论中常用比喻的

方式来论述书法，在课堂中融入一些理论，

用幽默诙谐的方式授予，更能激活课堂氛

围，提升学生的感知力，调动学生多个感

官去感受身边事物，在写作方面也会有浅

显的影响。书法的笔墨之间有微妙变化就

会扭转作品的风格，在这其中可以激发学

生的创造力、想象力、感知力、空间感、

节奏感等。

二、高中楷行书书法教学的建议与策略

（一）重视临摹仿写，练习基本笔画

在高中阶段的书法教学中，学生可以

通过临摹书写的方式，感受写书法时的执

笔方式、运腕技巧，这类方法对于学生掌

握书法技巧是非常有益的，学生要对楷行

书的基本笔法非常熟悉，如古人所讲的“书

人合一”，才能在书法中感受到“修身养

性”的气息。教师可以在楷行书的书法教

学中，适当的融入一些趣味的名家故事，

用于启发学生学习书法的兴趣，再让学生

对名家的笔法进行临摹仿写，学生的主观

性就会比较强。如教师在教学中以书圣王

羲之“墨池”的故事来告诉学生要有恒心 图 1　书法作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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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学习书法，学写书法之前应当先观察同

一个字的不同字体，从横竖、撇捺、点提

等基本笔画来了解书法的基本技法。当下

高中阶段的学生容易在写字时出现笔画混

淆的情况，那么教师在书法教学中就要针

对这一问题，纠正学生的错误之处，让学

生清晰汉字书写的顺序，能够规范写汉字，

而不是随意调整笔画的方向。练习书法的

过程也是培养学生心性的过程，让学生临

摹名家的书法，可以使学生认真领会汉字

的笔画及结构特点，端正坐姿与握笔姿势，

可以让学生沉下心来练习书法，保持正常

的视力水平及健康的身体，从根本上提升

学生的书法素养，打好书法练习的笔画基

础，从临摹仿写中感受书法的魅力。

（二）创设启发情境，领悟解字要领

在日常的书法教学中，如果学生本身

对汉字的间架结构了解不够清晰，那么学

生就可能会出现书写习惯不正确的情况，

难以对学生的汉字书写进行有效的规范，

而且高中阶段的学生已经过了学习汉字书

写的初期阶段，对汉字的一些写法已经形

成了固有的印象，再讲授汉字书写知识，

会难以替代学生原有的书写习惯，需要教

师对学生的书写习惯加以科学的规范，才

能纠正学生在书法中常见的错误。素质教

育中新课标对书法教学的要求，倾向于学

生要加强自主研究，通过必要的情境创设，

使学生主动探究书法世界，教师要在情境

中让汉字“活起来”，充满新鲜感，学生

才能沉浸在学习中，从中领悟解字的要领。

如在“之”字的学习中，教师先用多媒体

教学设备播放了课前准备的教学视频，将

“之”字分解为各个笔画，学生通过在课

堂中观看课件视频，了解到“之”字的每

一个部分，对每一个笔画都形成了清晰的

认知，生动且直观的视频讲解不仅为学生

呈现了许多优秀的书法案例，也将汉字的

结构更加清晰的呈现在屏幕上，学生可以

在学习中自我感悟，明确学习的目标与内

容，书写时笔画要肥瘦得体、长短要适中，

而且视频中融入了《兰亭序》中二十余种

“之”字的写法，让学生看到了书法的艺

术之美。

（三）增强文化理解，培养家国情怀

书法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艺术方

式，汉字的历史由来已久，各朝各代都有

数不胜数的书法名家，并且这些书法名家

的体系、风格都不相同，以此构成了我国

璀璨的书法文化艺术体系。当前高中阶段

的书法教学仍以描红、临摹为主，在不断

练习的过程中，学生才会形成书写的灵感

与习惯，增强学生对书法文化的理解，掌

握书法艺术之中的精髓，使学生在高中书

法教学中提升自身的书法修养，能够对汉

字文化形成一定的感悟，学生的书法文化

基础才能不断深厚，形成丰厚的文化底蕴。

高中书法教学中教师会让学生临摹一些碑

帖，练习一些经典书帖的写法，学生要从

模仿开始，看到优秀的作品，再对书法艺

术加以赏析，可以探究其背后的文化魅力，

创造智慧性的书法风格。比如教师让学生

欣赏欧阳询、颜真卿的书法作品，这两位

书法大家的楷书非常规范，其中不乏忠君

报国的思想；赵孟頫的书体则从楷书稍向

行书过渡，在一些笔画的处理上，会更加

倾向于行书的风格，这类书体的写法会缩

短书写时间，有利于学生在考试中更流畅

地书写且不失美感。教师也可以让学生选

择一些自己喜欢的书法作品，模仿其书写

风格，在作品中如果能呈现一些文化情怀

则更好，学生可以从古人的作品中体会浓

厚的家国情怀。

三、结语

高中阶段的书法教学要注重对学生基

本功的培养，从基础的笔画练习开始，让

学生逐步掌握书法技巧。同时高中阶段的

书法练习主要是为了对学生的汉字书写习

惯加以规范，让学生练成一手好字，学生

在考试中也能保证卷面整洁，取得更好的

成绩。因此，书法教师要在明确教学目标

的情况下，科学地开展楷、行书教学工作，

扩充学生的书法认知内容，收集资料用于

学生欣赏，以促进学生书法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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