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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书法学习兴趣的提升途径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伦教羊额何显朝纪念小学    杨威 

 

摘要：对小学生实施书法教育是我国传统文化沉淀的一种有效方式，能够很好地培养小

学生热爱我国传统文化的意识。但是对于小学生而言，因为其身心发育尚不成熟，对很多事

物的理解不是非常深入，其兴趣和注意力也难以长时间保持，这对于书法教学而言带来了一

定的难度，因此如何有效提升小学生的书法学习兴趣是我们必须重点思考的问题。本文结合

笔者实际教学研究，对此问题展开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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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属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瑰宝，具有千年的悠久历史，也可以说是我国文明的重要

体现之一。借助于小学生书法教学，让他们具备基本的书法书写能力，培养和提高小学生的

书法欣赏能力，有助于我国传统民族文化的弘扬与发展。在小学书法教学过程中，有效调动

学生的学习兴趣，是促进书法教学效率提升的前提条件。 

一、培养小学生书法学习兴趣的重要性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推进实施，小学校本课程得以更加充分和深入的开发利用，书法课程

属于校本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与重视。但小学生常常不理解书法

学习的重要意义，在学习过程中很容易因为反复练习而失去新鲜感和积极性，所以要提升书

法教学效率必须要从培养学生兴趣的角度出发
[1]
。 

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提出：所有智力方面的工作都必须依靠于兴趣。小学阶段的孩

子与其他年龄层次的学生比起来，其参与学习活动的目的性不强，对外界事物的认识与学习，

最开始也主要是因为对事物本身形成了一定的兴趣，兴趣对于他们的学习发挥着非常大的促

进作用。换句话说，兴趣是促进小学生学习的一个最原始、最活跃以及最突出的因素。只有

当小学生对书法学习形成了较为浓厚的兴趣，其在学习过程中才能够更加认真和专注，也能

够以一种更加积极的态度去探索；当小学生对书法学习形成兴趣后，练字对他们而言就不会

再成为一种负担，而变为了一种享受与乐趣。书法学习对小学生而言应当是一件充满趣味的

事，但由于现阶段部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依旧采用传统陈旧的教学方法，整个课堂十分单调

乏味，难以调动学生的书写积极性，学生对于书法练习也逐渐产生了厌倦感，而相对来说他

们对美术、音乐等课程的学习却具有浓厚的趣味。因此教师应当尽快转变教学观念，从小学

生的学习规律和身心发展特点出发，通过有针对性的教学策略来激发他们对书法学习的兴趣，

这是确保教学效率提升的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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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学生书法学习兴趣的提升途径 

（一）向学生展示我国书法的魅力 

其一是通过介绍充满趣味性的书法故事来吸引学生。对小学生而言，讲故事这一教学策

略符合他们的学习需求，因此在实际教学时我们应用这一方式，给学生娓娓道来，把他们带

入到具有吸引力的故事情境中来。我国书法传承与发展历史长达千年，各种有意思的书法故

事数不胜数，只要我们可以合理的进行利用，这些书法故事不但可以变为我们的教学资源，

同时也能够成为我们与学生沟通交流的桥梁。如在教学规范的书写姿势时，可以给学生讲述

著名书法家柳公权“心正则笔正”的故事；当学生觉得练字辛苦想要放弃，我们可以讲述王

羲之苦练书法写完 18 口大缸的水，最后成为书法名家的故事。通过这些故事不但可以引起学

生的兴趣，同时也能够让他们更多的了解古代的书法文化，增长其见闻
[2]
。 

其二是向学生展示名家作品。历代书法名家的作品都充满着艺术的美感，自身就具有极

强的吸引力。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其字飘若浮云、矫若惊龙；颜真卿的楷书被后世历代

文人赞为“端庄雄伟”，行书“神采飞动”；柳公权的作品神气清健，如天人之作；赵孟頫的

作品更是被称为书法精绝，集诸家之所成。在教学过程中利用多媒体给学生呈现出这些名家

作品，激发他们对书法的热爱与憧憬之情，让学生对名家的崇拜转化为自身学习的动力，鼓

励自己学好书法、写好书法。 

（二）书法学习过程中融入音乐元素 

书法中融入音乐元素，乍一看，好像书法和音乐之间并无明显的联系，但从本质上来说，

两者具有很多共通性。音乐中最基础的元素是音符，音符根据某种规律进行联系组合便成为

了一首首美妙的乐曲；而书法中最基本的元素是点和线，点和线根据规律进行组合便形成了

一个个生动传神的字。换句话说，书法是无声的音乐，音乐中所蕴含的情感与内涵和书法中

的情感韵味可以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书法学习过程中融入音乐元素，能够为学生创设出

一种更加优雅、愉悦的环境，能够为学生提供精神上的享受，这样的创新教学方式也起到了

很好的效果，学生们非常欢迎。但在具体实施时应当注意一些问题，如乐曲的选择需要充分

契合书法作品的主题，比如说在要求学生欣赏王羲之的《兰亭序》时，音乐的选择就应当满

足“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主题，所以我们搭配《高山流水》这一古筝曲，进而创设出了

一种很好的艺术氛围，让学生能够更快的体会到王羲之当时那种悠闲、潇洒、飘逸的感觉；

而在要求学生欣赏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时，选择的音乐需要配合作品悲愤哀怨的主题，因

此可搭配笛子演奏的《寒江残雪》，有助于让学生和书法家形成心灵上的共鸣。而在学生临摹

练字时播放音乐，他们在优美的音乐旋律中能够更好的把握书法写作的节奏感，同时也能够

更好的理解与感受书法家在运笔时的内心情感波动，进而可以更准确的再现所临摹范本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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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与神采。 

（三）探索不同形式的书法教学模式 

小学阶段的学生往往对书本之外的丰富世界充满着好奇，其探索欲望也非常强烈，我们

应当努力给学生提供欣赏更多书法作品的机会，这样可以帮助他们拓宽视野，增长见闻。比

如说可定期组织开展书法讲座活动，争取当地的书法家来给学生讲解相关的书法理论与创作

知识，介绍我国古代或现代书法家的故事。书法讲座活动的内容应当集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

体，这样小学生就更容易接受。我们还可以向学校申请组织一些书法个人作品展，或者在教

师中展示学生或教师自己的作品，让学生可以直接欣赏到他人的作品，感受书法的魅力。如

果条件允许，还能够每学期组织学生到当地的名胜古迹进行游览，考察碑刻实物，通过这样

的方式来调动学生对学法的兴趣。此外，我们需要给学生创造更多和外界接触的机会，给学

生创造一个能够充分展示自己能力的平台，让学生的书法水平不断得以提升，只有当学生获

得肯定后他们才能够增强书法学习的信心。因此无论是课堂内外，我们都应当抓住书法学习

与锻炼的机会，如在学校中我们组织成立以班级或者年级为单位的书法兴趣活动小组，将爱

好书法的学生组织起来，不定期开展书法作品展览和书法交流活动，活动内容尽可能不和课

堂教学内容重复，让学生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获取到更多更新的知识，还可以组织手抄报等

活动，给学生营造一个施展自身才艺的舞台，培养学生的书写兴趣
[3]
。 

（四）应坚持书法学习方法的多样化 

首先，小学书法教学需要重视动手实践，书法属于一门艺术性较强的课程，更是一门需

要学生动手书法的课程，教学过程中应当让学生能够积极主动的参与到书写练习中来。我们

应当以实际生活与社会实践为基础，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各种书法活动，让他们从笔画开始慢

慢练习，利用各种游戏活动来保持学生对书写的积极性，不断提升他们的写作水平。其次，

小学书法教学需要强调学生学习方法的多样性，对于小学阶段的教育活动来说，我们不能够

单纯的停留于课堂之内，而是需要通过各种有效的策略来引导学生，让学生不但课堂中能写，

在课后也可以主动练习。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和学习需求，关注他们在书法学习过程中

的实际体验与创造性表现，为学生设置有针对性的训练目标。最后，小学书法教学的课时相

对于其他课程来说较少，因此我们在课余时间要对学生进行有效的引导，让他们保持学习积

极性，教会他们自主学习。过去的教学活动更加强调教师的教，学生处于较为被动的状态，

因此需要尽快转变这一现象，书法教学中以小学生的兴趣爱好为基点，为他们自主学生能力

的发挥创造更大的空间，鼓励学生走出课堂、走进生活，结合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在教师的

指导下实践，将生活资源转变为学习资源。 

（五）教学中让学生体验成功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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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大部分家长都热衷于在孩子学习之余培养其某方面的特长，也常常给孩子报了

一些美术、乐器、舞蹈之类的培训班，也有部分家长为孩子报名书法班，但单纯凭借书法班

对孩子汉字书写的培养还是远远不够的，书法学习并非短时间能够见效的，只有真正激发孩

子对书法的兴趣，才能够让他们更加专注、持续的学习，才能够最终收到好的效果。对我国

的小学生来说，汉字属于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书法学习能够让孩子写一手好字，对传统文

化有更加深入全面的了解。所以，书法教学必须要坚持从小做起，我们应当积极与学生家长

沟通，让他们认识到书法学习的重要性，通过系统化的书法练习来改变孩子的写字习惯。在

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应当强调对孩子给予更多的鼓励和赞扬，当学生完成了我们所设置

的书法写作目标后应当第一时间予以鼓励，同时将一些学生写得好的优秀书法作品在班级中

展示，借助于这样的方式来增强学生的书法学习信心，让他们体会到成功的喜悦，其书法学

习兴趣自然能够得以提升。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定期组织开展班级书法竞赛活动的方式来激

励孩子们学习书法，在进行书法比赛之前公布奖品并给学生充分的准备时间，让他们提前做

好准备，这样学生就有了学习的动力，都希望能够在比赛中拿到奖品，可以让他们更加专注

主动的去练习书法
[4]
。 

三、结语 

综上所述，小学书法教学并非是一朝一夕能够成功的，培养小学生的书法学习兴趣也是

一项长期性的工作。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我们必须要强调对学生兴趣点的把控，真正让兴

趣成为他们学习书法的动力。对于书法教师而言，需要尽可能探索更加丰富多元的教学策略，

让学生真正参与到课堂中来，为他们营造一个充满趣味性的学习环境，让学生体会到学习书

法是一种快乐而非负担，如此才能够真正保证书法教学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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