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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硬
”

共举 墨香润心
江苏 省苏州 市 山塘 中 心小 学 书 法校本课程的建构 与 实施

余贽翌

【摘 要
】
学 生 继 承 汉 字 文 化和 汉 字 书 写 文 化 是 学校的基本任 务之

一

。 苏 州 市 山塘 中 心 小 学结 合特 殊

的地 理优 势 ， 充分 挖掘 、运用 关 注 母校发 展 的 热心 校友
——

著 名 书 法 家李 少 鹏老师 这
一

独 特资源 ， 积极 开发

书 法校 本课程 ，
以 点 带 面展 开辐 射 ，

精心打造校 园 文 化 （书 法 ）特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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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苏 省 苏 州 市 山 塘 中 心 小 学 （ 江 苏 苏 州 ，
２ １５００８ ） 教导处 副 主任 ， 苏州 市 姑 苏 区优

秀 教育 工作 者 ， 苏 州 市 书 法教 育 先进工作 者 。

江苏 省苏 州 市 山 塘 中 心小学是
一

所百年老求学 生
“
一

笔
一 画写好字 ，

一生一世做真人
”

。

校 。 学校 尊 重 并珍惜百 年 办学历史 ， 结合特殊具体来说培养 目 标有 以 下几点 ：

的地理优势 ， 同 时 充分挖掘 、 利 用关注母 校发１ ？进行 中华 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 和悠久历史

展 的热心校 友
——著 名 书 法家李少鹏 老师这

一

的 教育 。 通 过学 习 书法 ， 认识 中 华文化的 丰 厚

独特 的 资 源 ， 积极 开 发 书 法校本课程 ， 确 定 了博大 ，
了 解书 法不仅是我 国 民族 文化遗产 中一

学校 特 色发 展 的主 要方 向
——

依 托翰 墨工程 ， 颗璀璨 的 明珠 ，
而 且还 是

“

世界公认 的最高 艺

提升师生内 涵 ，
打 造 书香校 园 。术

”

（沈尹默语 ） ， 充分认识书法 的艺 术价值和实

． 、 。 ａ
＿用价值 ，学 习 和 继承书法艺 术的重要意 义 ， 培养

－

、书法校本课程的 ±＠ 目 ＃学生热 爱祖国 语言 文字 的情感 ， 增 强 民族 自 尊

通过书 法教育对 中 小学生进行书写基本技心和 自 信心 。

能 的培养 和书 法艺 术欣赏 ， 是传承中 华 民族优２． 掌握书写 的基本方法 ， 达到 硬笔书写
“

规

秀文 化 ，
培 养爱 国情怀的重要途径 ； 是提高 学生范 、 端 正 、 清楚

”

的 要求 ， 在此 基础 上学 会
“

生

汉字 书写 能力 ，
培养审美情趣 ，

陶 冶情操 ， 提高动
”

； 学写毛 笔字 ，
培养学生软笔书写 的能力 。

文 化修养 ， 促进全面发展 的重要举措 。 书 法教３
． 通过 书 法教学 ， 培养学生 良好 的道德情

育 校本课程是 以 开发 、普及 、提高书 法技艺和鉴操 ， 培养 审 美能力 ；
养 成认真细 心 的学 习 态度

赏 力 为主题 ，
以 培养 学生综合能力 为重点 ，

以全和 良 好 的意志 品质 ；
开发 学生 的智 力 ， 培养学

面提升学 生人文 素养 为核心 的学校课程 。 我 们生 的 注 意 力 ， 提高 学 生 的观 察力 、 分析力 、 语

提 出
“

端端正正写字 ， 认认真真做人
”

的 口 号 ， 要言表达 能力 等 ；
通 过正确 的 书法练 习 姿势 ，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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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各种 器官 得 到 相应 的锻 炼 ， 促使 学生 身ｓＡ 容



心健康 。Ｉ
书 法知识与技巧书法 艺术赏析

Ｉ

书 法 实践

二 、 书法校本课程 的设计和实施

课程 以 自 主开发 的硬笔和 软笔书 法教学为

主
，
以 全校师生为 主要实施对象 ， 做到 了

“

软硬
”

②掌握 字 的 间 架

。

结
发 学 习 书 法 的 兴

ｔ
：

收 集 书
￥

共举 ， 师生共研
，
全员 习 字 ， 共 同提高 。 教 学 内 硬笔 ＾

笔 画 间 的 街接
ｓ 结 合 语 文 综合 ｊｍ ｉ

容 主要分为 书 法知识 与技巧 、 书法 艺 术 赏析和
书 法

士临
°

、摹 、 写 结 合 ， 支
践 了 解 书 写 的 品

＇ 同 学 作 业

＿

ｒ

＾＾ ＾ ｖｊ

－

１
一Ｉ ｉ

ｊ

－

 ｉ

．傲到
“

挪 甘 战 ，下
丰 识

，
了 解硬笔 书 相 互 评 判 、

制
书法头践活动二大板块 。

清』々ｍ‘
法 的 艺 术 价 值 和 作 手 抄报 、

开

１
．为 了 抓好写字教学 ， 学校建立 了专 、兼职生提 高到

“

生动
”

。

Ｈ士

‘

：气
与 书 法

’

相结合 的书 法课任课制 度 。

一

到 四 年级每班每作

讲ｆ

周一节 书法课 ， 由 专职书法教师执教 ， 对学生进＾


行系统的硬笔软笔书法教学 。 三 到 六年级学生①进行 书体演 变 历

每两周 至少
一

节课进书法专用教室进行软笔书Ａ

法练 习 。 每周 一 、
三

、
五 中 午 １ ２

：
００

－

１ ２
： ３ ０ 电视行 书 、 草 书 丨 ， 了 鈴￡ ？

＂

乂
优

ＵＪ

台播放 书法教育专题节 目 《顾老 师教书法 》
，

－。＿ 提 出 活 动 建议

到 六年级 １ ２ ：３ 〇
－

１ ２
：
５０ 由班 主任组织学生结合仿 影 ，

初 步 指 导 学
言

、

；ｆ并 积 极参与 活

学校书 法校本教材 《硬 笔 书法系列教材 》进行练软笔 論ｆ Ｓ

帖

纸＾
学 习

／
们 高 尚

｜ 法￥列
习

； 同 时要求各 科教师在学科 中 加强书 法教育书 法 面 干净 ， 掌 握 正 确 写 、
赠送春联 ，

渗透 ， 督 促学生养 成
“

提笔 即是练 字 时
”

的 良好Ｓ￡ｌ^
书写 习惯 。

？

（

拿

等

２ ．

—

、
二年级 ， 重点在硬 笔书法 ， 学校免费提美 、 创 造 美 的 能

供校本教材 《硬笔 书法 ： 揩书 篇 》 ， 人手一份 。 另章 ）

：

能备 自 己 ＾ 意
力 。

夕卜 ， 尝试用 毛笔临摹名 家名 帖 书法 ， 主要练 习 简
品

’ 提 高

单 的笔 画 和 书写 简单的汉字
，
加 强 正确 写字姿

—

—

势的指导 ， 注重 良好写字习 惯的培养 。４ ．保证周 三 、周 五开展校 级书法兴趣小组活
３ ？ 三 到六年级学生 的硬笔 书法教材 也是学动 ，

组织学生进行深层次 书法学习 ， 确 保每 年有

校免费提供 的 《硬笔书法 ：揩书篇 》 ， 高 年级学生 一定 比例学生通 过 书 法考级 。 组织学生 逢年过
另 发放 《硬 笔 书法

」

行书篇 》 ， 结合 自 身 实 际
， 由节给 街坊邻居 书 写 春联

， 参加 各级各类 书 法 比

语文教师 指 导进行硬 笔行书 练 习 。 软笔 方面 ， 赛和 展览 ， 保持在 区 内 书法教 学上 的领先优势 。

中 高 年级学 生用毛 笔临摹 名 家 名 帖书 法 ， 进行＝
、

、
、 Ｑ

初 步 的 毛笔 书 法创作 ， 体会 书 法 的 审 美 价值 。
二＇ 书法校本课程的保 障措施

主要选择揩 书进行 练 习
，
部分基础较好 的学生为 了 使我 校 书 法教学能 高 效运 行 ， 取得实

则 可 以进行隶 书 、篆书
、行书等字体的 临摹和创效 ， 我们努力 完善 书法教学 常规 制 度 ， 加 强教科

作 。 学校免 费提供学生所需 的各类字帖及笔 、 研指 导 ， 全方位保障 书法校本课程 的实施 。

墨
、纸 、砚和毛毡 。１ ．加 大 书 法教学 经 费投入 力 度 、

书法课程不 同 于一般的 学科课程 ， 它更注（ １ ）营造学校 书法氛围 ， 张贴名 人书法作 品 ，

重学生的兴趣
、认知水平 ，

因 而在设置上更应有打造名 家书法碑刻长廊 ，
展示师生优秀作品 。

一定 的针对性与 实践性 。 我 们遵循 由 浅人深 、（ ２ ）设置专用书 法教 室 ， 配备专用几案 ， 购

循序渐进 的原则 ， 做到 每个 阶段形 式上 有变化
，

买金 砖 和其他各类 书 写工具 ，
印 制 书法硬笔 和

避免千篇一律的程式化 模式 ， 大致框架如下 ：软笔校 本教材 ， 免费提供师生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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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加大对外交流学习经费投入 ，

为 师生提师为 主导 ， 学生为主体 ， 练 写为 主线
”

的 写字课

供各类书法学习交流的机会 。教学模式 ， 坚持知识技 能 、情感等全 面 、 和谐发

２． 建立书 法教学考核评价制度 。展 。 积极组织 书法 教科研 活 动
， 进
一步探 索书

（
１

）抓 课 程落实 ，
上足 上 好每 周

一节 写字法教学 的规律 ， 提高 书法教学 目 标层 次 ， 推进书

课 。法教学走向 规范化 、 科学化 。

（ ２ ） 抓课 堂教学 。 坚持 因材 施教 ， 精讲 多ｍ＋

练
，
狠抓常抓料

“

雜
”

，
醜监测 、＃导 ， 持之

以 恒 ，
巩固

“

双姿
”

达 标率 。 开展写 字优质课评１ ．积极构建
“

三位一体
”

管理体系 ， 保障书法

比活 动 ，优化写字课堂教学 。教育各项工作顺利实施 。

“

三 位
一

体
”

的 管理 网

（
３ ）严格执行师生练字制度 ， 并与 考核评优络包括 ： 校级管理 （ 教导处和 书法 中 心—书 法教

相结合 。研组 ）

—班级管理 ， 确保书 法校本课程在学校中

（ ４ ）作业评改实行
“

双分制
”

， 即教师在评作的 主 体地 位 。 由 教 导处 书 法 中 心统一 安排课

业的 同时 ，
也要对作业书写作客 观评定 ， 打 出 学程 ， 定练 习 时 间 、 内 容 ， 统

一

进度 、用本 ； 教研组

生 的写字分数 。 教导处进行检查 。负 责教学 辅助 资 源 的 开发 ； 班级鼓 励学 生
“

人

（
５

） 实行写字段位考核制 。 以语 文新 课标人学书法
”

，
开 展活动 ， 做到 班班有 特色

、
项项

中 各年级写字教学的 内 容及 要求为基础 ， 顺应有成果 。

学生写字能力 发展的 需求 ， 结合学 校 书 法特色２ ． 联合 社会力量 ， 共 同 营造 书 法育 人 的氛

教学 ， 把硬笔 和软笔 书写标准各分 为 七段 。 每围 。 积极 开展 书 法交流活动 ， 以 书 法 为载体促

学期 组织
一

次评段 活动 ， 先 由班级初评 ，再 由 学进学校 与 社会各 界的 沟通 ， 共 同 打造 良好 的书

校终评 。 向 已 获五段 以上段位的学生颁发校级法育人环境 。

“

书法能手
”

荣誉证书 。 评段活 动结 束后 ， 由 校书 法教育任重而道远 ，
以 校友资源 为抓手 ，

长在校会上颁奖 。校外专家助 推书法特色 ，

“

软笔 硬笔
”

齐抓共举 ，

（ ６ ）积极组织学 生参加 各 种 书 法考级活 动全体师 生临 池共研 ， 让 书香 墨香飘满 校 园是我

和 书法 比赛 ， 并对表现突 出 的学生及指导教师校在 教育发 展新 形势下 进 行的 一 次 有益 的 尝

进行表彰 。试 。 学 校将坚 持 不懈 地走 特色发 展 的 办学 之

３ ．加强 教育科研 ，
提 高 书 法教学 的 科学性 。路 ，

开展更为扎实有效 的书法教学活 动 ， 让 中华

加强书法课堂教学研究 ， 探索和 构建
“

以教民族的传统文化在山 塘校园 大放异彩 ！ 圔

（
上接第 ２ １ 页 ）

等 。 书法作为传统文化的
一

种承载 ， 在书法艺术的教育 。

中都能找到 这些优秀思想观念 的具体指 向 。 广在 中 小学书法教材的使用 中 ， 如 果能做 到在

大中小学生通过书法的欣赏和练 习 ， 必然会对这技法 、 审美 、 创新 、 文化四 个方面没有缺失 ， 必将

些优秀思想观念有真切 的体验 ， 进而这些优秀的更好地显现书法作为现代学科的 内 涵 ， 从而能给

思想会进人他们的人生观与价值观里 ，使他们形书法教学带来 良好的效应 。 國

成积极健康的思维模式和生活态度 。

《纲要 》指 出 ：

“

在教学活动 中适 当进行书法【参考 文献 】

文化教育 ，
使学生对汉字和书法的丰 富内 涵及文［ １ ］ 华 东 师 范 大学 古 籍 整 理研 究 室 ．历 代 书 法

化价值有所 了 解 ， 提高 自 身 的文化素养 。

”

所以 ， 论文选 ［ Ｃ ］ ．上 海 ： 上海 书 画 出 版社 ，

１ ９７９ ．

在对书 法教材的使用 中 ， 除了要关注书法作为一［
２

］ 中 华人 民 共和 国 教 育 部 ． 中 小 学 书 法 教育

种技能外 ， 更应该在教学中 渗透书法文化与思想指 导 纲 要 ［ Ｓ ］ ．北京 ： 北京 师 范 大 学 出 版社 ，

２０ １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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