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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结合“校本课程书法艺术

研究与开发”课题研究，从小学书法校本

课程课内外结合、拓宽训练渠道，改进教

学方式、引导学生个性化学习及开展教学

评价、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等方面进行有

益探索与实践，以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

高和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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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和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国书法是中华

民族的文化瑰宝，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

书法教育对培养学生的书写能力、审美能力

和文化品质具有重要作用。《教育部关于中

小学开展书法教育的意见》中明确提出：

“⋯⋯为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提高国

民素质，有必要在中小学加强书法教育。”

目前，中小学写字及书法教学的现状

不容乐观。教师常常报怨学生作业字迹潦

草，写字姿势不当，执笔方法错误，书写

习惯不好⋯⋯有资料显示，我国中小学生

近视眼发病率高居世界前列：小学生近视

率达到40%，初中生达到60%，高中生达到

70%，且有不断攀升趋势。这与写字的姿

势和习惯有着很大的关系，其危害程度轻

者影响写字质量，重者会影响学生生长发

育和身心健康。因此，作为教育工作者，

我们必须使学生树立正确的写字观念，重

视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书写姿势和良好的写

字习惯。我们不可能把每位学生都培养成

书法家，但我们必须对每一位学生的身心

健康发展负责。要想让学生写好字，我们

必须从小学生抓起。

我县是文化教育名县，历来崇尚文

化，重视教育，文化积淀深厚，书法名家

众多，具有优良的书画创作传统。我校具

有二百余年的办学历史，积淀了深厚的文

化底蕴。依托这一优势，学校根据学生实

际和需要，深入挖掘地域文化潜力，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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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实施以书法教学为载体、打造墨香校

园的策略。书法校本课程以语文课程中识

字和写字教学为基本内容，以临摹训练为

方法，以实践活动为手段，以提高汉字书

写能力及书法水平为基本目标，进而培养

学生的审美情趣、创新精神和人文素养，

促进学生多方面的发展。实验研究中，我

们着重采取了以下策略。

一、课内外有机结合，拓宽训练渠道

在实施书法课程时，我们采用校内

与校外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在不增加学生

负担的基础上，努力拓宽习字渠道，不

断丰富训练内涵，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一是上好“必修课”。即开设每周一节的

书法必修课，基本内容为讲解书法艺术教

程，进行软硬笔书法临帖训练。教学中，

积极采用自主、合作、探究教学模式，合

理利用书法教材，坚持做到培养良好书写

习惯与提高书写水平并重，以书法育人，

陶冶学生的情操，促进其人格逐步完善。

二是开展“午间练字”活动。每天设时十

分钟，让学生临写由书法教师范写的语文

课本中的生字，并做好午间练字检查记录

及制定评比标准。活动中，书法教师巡

视、检查、记录，并及时反馈。三是培养

书法兴趣小组。参加对象为全校书法特长

生，每周坚持开展两课时的书法特长兴趣

活动，如参观书画展览，组织参加书法竞

赛等，对其进行提高和强化训练。四是开

展书法课外活动。通过形式多样的书法课

外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丰富学生

的学习生活，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如开

展“我的书法作品”展示活动、“书法家

故事会” “春联进万家”等综合实践活

动。

二、改进教学方式，引导学生个性化

学习

在书法艺术课程实施中，我们深入贯

彻《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精神，提倡

自主、探究与合作的学习方式，使学生在

教师的指导下，主动、富有个性地学习，

真正实现学生学习方式的根本转变。实验

研究中，我们探索出了形式多样的课堂教

学方式。

一是“讲——听——演示”式。教师

边讲边演示，学生边看边听边练习。教师

讲明、演示清楚即可，重在指导学生去理

解、练习，最后达到掌握的目的。

二是“自写——自讲——评论”式。

根据学生已有的基本技能，教师提出合适

的要求，指导他们自己创作，而后上台自

己讲解，教师给予讲评。   

三是“提问——阅读——讨论”式，

即针对教学中的疑点、难点或是需要重点

实践的内容而采取的方式。教师引导学生

讨论，要能引发学生争论，将问题引向深

入，使课堂气氛活跃。

四是“讲解要领——自行创作——分

析习作”式。“讲解要领”即针对命题，

教师扼要讲解创作中应注意的问题。“自

行创作”即要求学生根据教师所提出的要

点和讲解的内容，去认真思索、分析，力

求找出创作灵感，最后创作出较为满意的

作品。“分析习作”即师生共同讨论、分

析习作的优缺点，以达到扬长避短、不断

进步的目的。

以上几种课堂教学方式各有所长，教

师可针对不同教学内容与课型合理选择。

三、开展教学评价，促进学生个性化

发展

科学有效地评价学生的写字状况，

可培养学生的写字兴趣和自信心，使学生

养成良好的写字习惯。书法教学评价中，

我们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变整体性

评价为局部性评价。学生写的一个字中，

只要有几个笔画写得好，教师都要注意表

扬。学生创作的作品中，如果有一两个字

写得好，教师也要把它圈出来。此方法是

针对初学者或后进生的，目的是不放过学

生的每一个闪光点，对学生的每一个成功

之处都予以充分肯定。二是变即时性评价

为延迟性评价。在学生练习书写过程中，

教师一开始就严格要求，其结果只能是挫

伤学生的积极性。所以，教师要待学生兴

趣稳定后，再逐步提高要求。三是变盲目

的评价为有效性评价。评价一个字写得好

与差，除笔画外，结构的处理是否恰当也

很重要。教学时，教师应从笔法、结构两

方面入手，每讲完一个知识点，就安排自

我评价训练，让学生得到及时巩固。四是

变教师为中心的评价为主体多元化评价。

教师恰当准确点拨的同时，还应让评价的

主体多元化。如可增加师生互评、自我评

价、互相评价，也可让家长参与评价。五

是变单一的评价方式为多样化评价。可采

用激励性评价语、展示型评价、星级打分

等不同评价方式。

我校校本课程书法艺术课程的实施，

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养，促进了教师的专

业成长，强化了学科特色建设。今后，我

们将进一步创新工作方法，深化研究层

次，以书法打造特色，用墨香浸润童心，

让书法艺术教育之种在我校的特色教育中

不断生根、发芽、开花，收获更为丰硕的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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