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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书法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硬笔书法是贯穿中国

五千年书法史全过程的唯一通脉。硬笔书法有过属于自己的辉煌，但因为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其实用价值逐步减弱，逐步走向衰落。硬笔是学生学习最重要的书写工具，没有硬笔书法教育

的教育是残缺的教育。通过从“去哪里、在哪里、怎么去”三个方面的分析，描绘了激发硬笔书

法发展活力清晰可行的路线图、坚定执行的施工图、务实灵活的方法论，让硬笔书法教育再现

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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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眼硬笔书法教育的当下与未来，学校肩

负的历史使命任重而道远。硬笔书法教育的

发展，需要我们用系统思维站位全局，不只就

事论事，更要把想要达到的结果、实现该结果

的过程、过程优化以及对未来的影响等一系列

问题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地进行研究思考。

一、清晰方向：解决硬笔书法“去哪里”的

问题

硬笔书法“去哪里”的问题，要重点把握好

国家意志和教育科学的方向问题。

1.国家意志：未来已经来临，只是尚未流行。

2013年初，教育部印发了《中小学书法教

育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明确将书法

教育纳为义务教育课程体系，具体通过语文学

科、地方课程或校本课程实施。《纲要》対中小

学书法教育主流价值的时代表达是：面向全体

学生，让每一个学生写好汉字。中小学书法教

育包括硬笔书写和毛笔书写教学，硬笔书法与

毛笔书法兼修，实用与审美相辅；中小学书法

教育要让每一个学生达到规范书写汉字的基

本要求，既要重视培养学生汉字书写的实用能

力，还要渗透美感教育，发展学生的审美能

力。硬笔书法的具体目标，《纲要》也有详细的

表述，在这里就不再赘述。

需要强调的是，硬笔书法的发展处在最好

的历史时期，越来越多的家长意识到孩子书写

的“字太大、字太小、下笔较轻、结构不规范、字

迹潦草”等情况直接影响着未来的考试成绩，

硬笔书法教育得到了应有的重视；硬笔书法教

育绝不是简单的写字教学，其根本意义在于端

端正正写字、踏踏实实做事、堂堂正正做人。

2.教育科学：为学生全面发展、个性发展

提供可能。

每个学生都有不同的爱好、特长，应当因

材施教地对他们进行培养，使他们的人生发展

有多样的可能性，这是我们教育工作者的责

任。不管是书法特色学校，还是非书法特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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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都必须承认：硬笔书法并不能满足所有学

生的个性发展。如果一味地强制他们机械地

练习硬笔书法，可能会固化他们的思维，扼杀

他们对书法艺术的探究欲望，产生一定的心理

抵触，阻碍他们未来的多元发展。硬笔书法教

育的开展，需要学校保持高度的理性，不能仅

仅为了名利而开展特色项目，要尊重学生个性

发展，硬笔书法更适合让不同的学生获得不同

程度的发展。要尊重学生的选择，给他们搭建

不同的展示平台，让每个学生的特长都有机会

发展，这样才能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二、尊重事实：解决硬笔书法“在哪里”的

问题

硬笔书法“在哪里”的问题，要重点从社会

认可和学校教育两个视角进行扫描。

从社会认可上来讲，二十世纪三四十年

代，在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许多文人、学者纷

纷放弃毛笔，引领了使用钢笔的时尚，使毛笔

逐渐淡出实用的范畴。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

年代硬笔书法达到了巅峰。文化发展，是需要

一定的时代背景的。20世纪 90年代末至 21世

纪初，当键盘逐渐代替写字、屏幕代替纸张的

时候，硬笔书法的使用价值走向没落。互联网

时代，人与人交流的空间和结构发生了明显

的改变。当我们现在敲打键盘、刷着朋友圈

的时候，书法受大众追捧的时代与我们渐行

渐远。

从学校教育来讲，硬笔是学生学习最重要

的书写工具。根据 2008 年教育部的统计材

料，当年在校学生人数大约 2.5亿，占全国总人

口的 1/5。10 年过去了，教育发展又走向了一

个新的高度，这个数字肯定只升不降。既然有

那么多学生天天在用硬笔写字，那么硬笔书法

教育应该得到重视。令人惋惜的是，我们理想

中的“提笔即是练字时”似乎在走下坡路，越来

越多的学生写字与书法呈现的是两种截然不

同的状态。写作业，成了写字的初级阶段，面

对课业负担，学生无奈地选择写正确、求速度；

练硬笔书法，成了写字的高级阶段，在专用时

段专门“修炼”，提升艺术美感。为了进行硬笔

书法教育，不少学校也想了不少办法，通过语

文学科、地方课程或校本课程实施，甚至还有

学校利用学生午间时间专门组织书法练字辅

导活动。我们必须为这些学校的行动点赞，因

为许多书人的书家梦，就是在中小学时代对教

师手书的崇拜而产生的。但我们又不得不面

对“僧多粥少”这样一个师资现状，因为学校的

教师人数是教育部门根据相关规定予以核定

的，一个萝卜一个坑，有多少教师能胜任书法

教学？又有多少学校能够拥有两三名书法专

职教师的师资力量？

三、坚定脚步：解决硬笔书法“怎么去”的

问题

解决硬笔书法“怎么去”的问题，要重点谋

划好师资建设和展示形式的跨界融合。

1.师资建设跨界。

师资建设的跨界，需要学校有“造血”意识

并主动作为，比较适合的路径是“坐、等、靠”。

“坐”，就是要激发教师的内在状态，能够让教

师真心实意地坐下来，跨界参加书法专题培

训，提升自身书法底蕴，增加文化自信。比如，

学校可以跨界引进社会资源进行每周一次的

教师毛笔字基本功培训，悟出了软笔书法的门

道，硬笔的书写自然不在话下。“等”，就是要更

新教师的思想观念，提升书法教师的幸福指

数，能够让教师意识到学科面前一律平等。书

法教师培养对象更适合从语文教师中产生，但

也不妨跨界从美术学科中选择，因为绘画和书

法有着相似的审美艺术。书法教师难免会有

自己的后顾之忧，毕竟书法不是一门独立的学

科，职称评聘也会遇到一定的制约。所以如果

条件允许，学校可以考虑倾斜式平等，在政策

上扶持，在经济上奖励。“靠”，就是依靠社会资

源力量，解决学校硬笔教育不均衡、不充分的问

题。在各类培训机构遍地开花的当下，学校用

公益的方式引进一些优秀的资源力量也未尝不

可。或许公益服务的背后隐藏着一些个人或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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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目标指向各有侧重，层层递进，又融在阅

读、识字等交流情境中，顺应了儿童的学习心

理节奏，易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综上所述，硬笔书法教学的思考只有将人

的素养发展立在目标中心，置于语文课程的土

壤中，从学情研究走向学理研究，从单一的写字

走向语言、思维、审美、文化等素养目标的融合，

才能在教学内容、教学策略等方面走出创新之

路。书法家林散之先生说：“无论书法作画，总

宜多读点书，才有气味。不然，徒事弄笔弄墨，

终归有俗气，这个俗气实在难除。书最难读，非

一朝一夕之功，游历还属于第二阶段。书读不

好，游历也是枉然。古人说入宝山空回，一无所

得。山川的气象不能尽心写下来。”这番话正道

出了无论是硬笔还是毛笔，唯有扎实语文核心

素养的根基，才能保持书法之树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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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借机招生的问题，但只要学校坚决不参与相

关的宣传服务，保护家长的知情权，这样的跨界

合作一定会有更好的未来。

2.展示形式跨界。

展示形式的跨界，需要学校的“创新”思

维并系统运作，比较适合的路径是“盯、关、

跟”。“盯”，就是要盯牢优势。硬笔书法的优

势是实用与简单，作品的展示也更加便捷，完

全可以融入校园的角角落落。例如，硬笔书

法和学校安全教育融合，就有了学校楼梯处、

转弯角的学生用书法作品形式呈现的一条条

安全提醒语。“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的

专题活动，学生又以安全为内容，以书法为形

式，通过写寄语、晒寄语、评寄语等，既加强学

生自我安全保护的意识和能力，也展示了学

生良好的书法水平。“关”，就是要关注声势。

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一群人可以走得更

远。想要让更多的学生喜欢书法，舆论氛围

很重要。比如笔者所在学校学生的书法作品

展示融入了更多的梦想元素，走进社区街道

送书签、送春联给了学生足够的勇气和信心，

班级的“棒棒堂”、年级的“联盟展”、校级的

“梦博会”都是实现孩子书法微梦想的大舞

台。“跟”，就是要跟上形势。曾经，人们将电

脑、手机称为书法的“死敌”，它们的出现大大

削弱了硬笔书法的实用价值。但是今天，我

们再度审视电脑对书法的影响时，却惊喜地

发现：电脑给硬笔书法带来了“危”，但也蕴藏

着不少“机”。比如校园书法节的优秀作品，

就可以通过广告公司制作在扇子、鼠标垫等

物品之上，制作一个微信二维码，让更多学生

的大作也能赫然在列，书法的存在空间得到

了无限地扩展。

书法不但是视觉的艺术，更是心灵的艺

术。在当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年代，硬

笔书法教育也有自己的春天。解决硬笔书法

的实用价值是破解硬笔书法教育本源问题的

不二王道。善用心者，睿智而深远；勤用脚者，

因践行而通达天下。跨界融合，就是硬笔书法

活力发展的智慧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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