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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硬笔书法有其便捷、实用的特点，也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硬笔书法教育应该成

为基础教育阶段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当前硬笔书法教育存在诸多客观困难的情况下，硬

笔书法教育与教师继续教育融合，与其他学科教学融合，与校园文化培育融合，与师生日常生

活融合，是其发展的可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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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硬笔书法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20 世

纪 30年代，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写字的

传统工具毛笔逐渐被方便耐用的铅笔、钢笔所

取代。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文革”的结

束以及社会发展、文化复苏，在庞中华等一批

先行者的引领下，硬笔书法迎来了空前的繁

荣与复兴。但随着 20世纪末信息技术的高速

发展，手工书写逐渐被电脑的键盘输入所取

代，关于“硬笔书法”的争鸣就此起彼伏了。

早在 2006 年，著名书法家、书法理论家，

热爱并投身硬笔书法研究 20 余年的齐玉新

就曾悲观地认为，硬笔书法应该退出历史舞

台了。很多书法家也认为，书法之所以被称

之为“艺术”，有其独特的审美特征和历史文

化内涵，而硬笔书法显然无法与毛笔书法媲

美，似乎不登“大雅之堂”。

但也有书坛大家对此有不同看法，如庞

中华先生就认为：“硬笔书法作为中国传统书

法在新时代的产物，有其独特的地位和价值，

写出一手好字无疑是传承文化的一种切实的

方式。”中国书法家协会前主席沈鹏先生也有

一段精辟的论述：“毛笔在纵深处带动硬笔，

硬笔又在开阔处影响毛笔；毛笔为硬笔孕育

内涵，硬笔为毛笔带来新的启迪。”

作为一名基础教育工作者，笔者认为，

中小学生的学习离不开硬笔书写，硬笔书写

的实用性不可能消亡，硬笔书法也存在着其

独有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因此，硬笔时

代并未远去。在当前书法教育几经中断、书

法师资严重短缺的现实状况下，硬笔书法教

育应该成为基础教育阶段学校教育的重要

内容。

当然，我们全面观察、理性思考也不难发

现，硬笔书法教育还存在着很多客观困难，如

师资的严重短缺，教材的不成体系（国家教育

部只审定、出版发行 3 至 6 年级的软笔书法教

材），学习时间的难以保证，评价考核的标准

缺乏等等。如何破解困局？如何有效地推动

硬笔书法教育的发展？融合，应该是一条可

由之路。

一、与教师继续教育的融合

书法教育，师资先行。二三十年前，为基

础教育阶段输送师资的大部分是中等师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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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那时的中等师范学校，非常注重教师教

学基本功的训练，尤其是“三笔”字（毛笔、钢

笔、粉笔），都是要求人人过关的，所以，目前

中小学校中的中老年教师书写功底都不错，

但大批青年教师的书写水平却令人担忧。因

此，在教师的继续教育组织管理中，笔者建议

将书法教育切实纳入教师的培训中，一是提

高教师本身的书写水平；二是提高教师硬笔

书法课堂教学的能力。

目前，很多地区教育行政部门、教育学术

团体、基层学校都通过举行教师书法大赛、书

法课堂教学评优活动、书法师资培训班、教师

书法社团等形式开展丰富多彩的教师书法继

续教育培训，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从全省

的情况来看，地区间的差异很大。其实，在教

育部颁布的《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中关

于“加强书法教师队伍建设”中早已明确指

出：“要加强书法教师的培训，组织教师研学

《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把握其基本要

求，提高教师的书法教育教学专业能力；中小

学语文教师应逐步达到能兼教书法。”

如果全省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能够对此纲

要的落实有明确、统一的规定（学时、学习内

容、考核要求等），那么，这对于全面提升我

省中小学教师的硬笔书法水平和教学能力

将大有益处。当然，如果能同时从师资输送

的源头——高等师范教育开始就普遍重视就

更好了。

二、与其他学科教学的融合

《教育部关于中小学开展书法教育的意

见》以及《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都明确

要求，“要合理安排书法教育的教学时间。义

务教育阶段书法教育以语文课为主，也可在

其他学科课程、地方和校本课程中进行。其

中，小学 3 至 6 年级每周安排 1 课时用于毛笔

字学习”。从目前基层学校的实施情况来看，

由于毛笔书法教育有了教育部统一审定、免

费发放的教材和明确规定的学时，所以单独

设立课时的学校逐渐在增多，而硬笔书法教

育由于没有统一的教材和明确规定的学时，

不少学校没有真正落实到位。笔者认为，硬

笔书法教育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应是一个比较

适合的解决之道。

硬笔书法教育与语文学科有着天生的密

切关系，其融合可以有这样几种形态：一是定

期进行完整课时的硬笔书法教学，如两周一

次或一个月一次，一次 40分钟时间，对学生进

行独立教材的硬笔书法系统的教学，从习惯

培养、技能训练、审美与文化熏陶上全面提升

学生的书法素养。二是将硬笔书法教育以一

个教学环节的形式融合于语文学科教学中，

如一、二年级规定每节语文课留 8 到 10 分钟

时间用于写字教学，书写内容为语文课文的

生字词。虽然教学内容与硬笔书法专用教

材相比，缺乏内在的逻辑关系，也不成体系，

但教学原则、方法是一样的，同样能起到很

好的硬笔书法教学效果；中高年级则可以一

方面结合生字词的学习继续进行书写训练，

另一方面教师可结合语文学科教学内容，选

择古诗词、文质兼美的现代文指导学生进行

硬笔书法作品创作，让学生在多样的实践情

境，如方格、横线、素笺，长方形、圆形、扇面

等不同纸张规格与幅式中提高硬笔书法的

创作能力。同时，可结合习题解答、作文誊

写、书签制作、贺卡制作等语文实践活动提

高学生的书写水平、艺术审美。

硬笔书法教育与学科教学的融合还可贯

穿于其他的学科。融合的形式可以是教师板

书示范、学生作业书写要求、学生考试书写计

分评价等，只有全校所有学科教师共同来重

视硬笔书法教育，齐抓共管，学生才能真正养

成良好的书写习惯，真正提高日常书写能

力。很多学校都会采取学生各科优秀作业展

览的形式来推动学生对作业书写的重视，不

失为一个好的举措。

三、与校园文化培育的融合

良好的校园文化有着春风化雨、润物无

声的教育作用。硬笔书法教育的校园文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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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从环境布置、活动开展、舆论宣传三个途径

去营造和培育。

很多学校对于墨香校园的环境布置都很

重视，书法碑廊、书法刻石、室场牌匾、作品展

览和陈列、书法教室的装修与设备购置、书法

审美与文化的知识介绍等等，但仔细观察可以

发现，这些基本都与软笔书法相关。客观上，

硬笔书法的文化内涵确实不如软笔书法深厚，

表现形式也不如软笔书法丰富，但用心布置，

硬笔书法环境创设还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如

很多学校都会在教室内外设置一个“优秀书法

作品展示栏”，展示学生的优秀硬笔书法作品

或各科优秀作业，由于其展示方便，所以能惠

及更多的学生，利于硬笔书法的普及。

另外，也可以在长廊、楼梯、会议室、陈列

厅、宣传栏等处将师生硬笔书法作品予以精

心装裱后布置。还可以结合学校的安全教

育、廉洁文化教育、环保教育及其他节庆教

育，将特定的教育内容作为硬笔书法书写内

容，以书信、寄语、爱心卡、温馨提醒卡、书签

等形式予以展示，既营造了校园书法氛围，又

激发了学生学书兴趣。

学校的教育活动作为一种目的明确、形

式活泼的实践行为具有多种功能，如达成教

育目的的教育功能，丰富校园生活的娱乐功

能，促进成员交往合作的交流功能，传递学校

知名度、美誉度的宣传功能，引领学校文化风

尚的导引功能等等。硬笔书法教育的发展需

要所有师生的认同、参与，需要所有师生心灵

的共鸣、行动的呼应，因此，我们要重视发掘

硬笔书法教育活动引领学校文化风尚的导引

功能。

很多学校都开展丰富多彩的硬笔书法特

色活动，如书法讲座、展览、竞赛、考级，“书艺

之星”评选，“优秀书法作品母校永久收藏证

书”颁发盛典，书法艺术班队会，书法家进校

园，甚至大型书法艺术节等等。每一次活动，

不但使参与的师生受益良多，更在校园内引

领了文化传承、习字育人的良好风尚。

校园文化的形成离不开学校的知名度、

美誉度，而知名度、美誉度的达成离不开舆论

的宣传。一方面，我们可以主动联系媒体，进

行适当的宣传，另一方面，学校要重视提供各

种渠道，使教育行政部门、社会、家长、学生了

解学校开展硬笔书法教育所取得的成效，比

如校园网、微信公众号、书法作品展（作品

集）、家长开放日等等，以良好的教育舆论反

推工作的开展。

四、与师生日常生活的融合

硬笔书法的生存基础主要就是它的便

捷和实用。如果我们能够使每一个教师和

每一个学生都真切感受到它的价值，那么，

喜爱它、重视它的人就会越来越多，硬笔书

法的发展空间就会更加广阔。庞中华说：

“从硬笔书法的实用性来看，不论时代发展

到什么阶段，日常生活中的许多场合都离不

开它，这是电脑无法替代的。”的确如此，但

关键是学校的倡导和家长的支持（家长的支

持很多来自于学校的积极倡导）。重要的节

日，给重要的人手绘一张贺卡、手书一封感

谢信，给远方的亲戚朋友写一封信或寄一张

手书的明信片，微信朋友圈里晒一晒自己手

书的感悟、祝福语，为过生日的朋友送上一

张手书的生日贺卡，请客时手书一份菜单，

通知时手书一张留言条，表扬时的手书名单

……见字如面，和铅字比起来，手写的汉字

是温暖的，亲切的，富有个性的，长于表达

的，你的情感和形象融于一笔一画中，这就

是手写汉字的魅力所在。

如果全体师生能在学校的倡导下更多用

手写汉字来交流，将汉字更多与日常生活来

融合，将汉字的实用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那

么就能有效激发师生的积极性，硬笔书法之

魅力就会永驻我们的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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