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为了能让学校的墨韵文化陶冶情操，涵养生命，弘扬汉字精神和中华传统文化，传承民族记

忆，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与品格提升,实现从书法特色打造到书法文化育人的嬗变，江苏省丹阳市荆林学校

以“尚真养正”为价值引领，以“笔正”“心正”“行正”为探索路径，以“规、正、雅”为育人目标，通过“墨色明品”

“墨痕润品”“墨韵铸品”“墨瀚敦品”“墨香养品”五大举措促进学生的品格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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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 润 童 心
——九年一贯制学校书法特色文化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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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书法，是中华文明灿烂的艺术瑰宝，是优秀文化重要的传播载体。江苏省丹阳市荆林学

校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以书法教育为办学特色，以“笔正”“心正”“行正”为探索路径，以

“规、正、雅”为育人目标，通过“墨色明品”“墨痕润品”“墨韵铸品”“墨瀚敦品”“墨香养品”五大

举措，努力打造出了具有中国精神的文化场域和润品正心的课程体系，实现学校“尚真养正”

的价值追求。丹阳市荆林学校已然在书法教育的大道上，熠熠生辉。

书法,中华传统文化之根,书法不仅有着丰

富的审美内涵,而且蕴涵着广泛深刻的育人因

素。“尚真养正,九年一贯制学校书法教育校本

化研究”是江苏省丹阳市荆林学校承担的省级

规划研究课题。在这一课题研究中,荆林学校

始终坚持以“尚真养正”为校训，以“培养具有传

统文化底蕴的现代公民”为办学目标，致力于培

育“墨韵文化”，构建“墨香课程”,书写“墨润童

心”,以书法文化的魅力熏陶学生的品格修养、

审美取向、学习态度，提升学生的品格。

一、“墨色明品”——凝练育人目标

1.承接校训。

校训“尚真养正”有两层含义，其一（侧重学

校育人目标）:“真”即真实，真诚，真理；“正”源

于《易经》“蒙以养正，圣功也”，引申为正直，正

气、正义。其二（侧重书法本义）：“真”乃“真卿”

之“真”。颜真卿笃实纯厚刚正不阿，追求真理，

人格高尚，以义烈名于时，为世人所推崇。我们

“尚真”,就是“字”尚颜体,“人”做颜真卿样的人；

“正”乃“平正”,书法最重要的结构法则就是“平

名
校
课
改

二

二

年
第
七
十
七
期

70



正”。我们“养正”,就是希望学生平时能静心凝

气写好每个笔画，规规矩矩讲究间架结构,认认

真真做好每次作业。

2.探索路径。

为找到课题研究的突破口，将书法与育人

有机融合，学校充分挖掘书法之道与做人之道

的共通之处:“书法重法度，做人讲规矩；书法讲

究横平竖直，做人则要刚正不阿；书法讲究端雅

飘逸，做人讲品位高雅。”正如唐代书法家柳公

权在交流书法心得的时候说过“用笔在心，心正

则笔正”，我们将此引申为“笔正、心正、行

正”，即由书法入手促进品格内化再外显为行为

表现，形成一个螺旋上升的发展态势，并将此作

为课题研究的实施路径。

3.提炼目标。

紧扣“笔正、心正、行正”提练出“规、正、

雅”的育人目标，对每一个层面也制定了具体的

目标。“笔正”就是让学生能够通过九年的书法

练习写好规范字、方正字、端雅字；“心正”则是

让学生在练习书法的过程中锤炼遵规守格、为

人正直、志趣高雅的品格；“行正”则是指向学生

的行为方式，要行事规矩、作风正派、举止文雅。

二、“墨痕润品”——打造文化场域

文化是一种环境，一种气氛。学校本着“春

风化雨、润物无声”的原则,积极打造墨香校园。

学校从细微处着手,力图让校园的每一个角落、每

一处景观都能够陶冶学生的情操，规范他们的行

为，在潜移默化中成就富有墨香气息的校园。

1.打造物化平台。

一是学校以“墨韵文化”为主题，建设“尚真

大道”“书法广场”“楹联长廊”“洗砚池”“文化

墙”“名人堂”等校园六景。寓意“真乃至上，崇

尚真理”的尚真大道贯通校园南北。小学部四

合院天井的颜真卿广场，让漫步其中的莘莘学

子观摩名作、揣摩真谛、仰慕风采，感受书法艺

术魅力的同时修炼品行、提升人生境界。中学

部四合院天井，以“兰亭”“墨池”为主体，意在将

园中景观与书圣王羲之相联系。书法文化墙、

各楼道系统展示书法家的介绍，让学生每学期

深入了解一位书法家，对其生平事迹、书法特

点、典型故事能够熟稔于心，并从中得到启示；

展示书法家的作品，让学生在追寻历代书法家

的珍迹中，感受着颜体的方正刚劲、欧体的险劲

秀拔、行书的清秀超逸和草书的雄浑博大；同时

开辟展示栏张贴学生的书法作品……让校园处

处流露出沁人心脾的翰墨馨香和人文古韵。

二是设计文化标识——立笔荆林。学校

以中国汉字作为校徽主题图案，在造型方面，

用小篆“荆林”两个字作为标志图案，在此基础

上进行变形，变成一个挂满毛笔的中国风的笔

挂，校徽取名“立笔荆林”。汉字的造型运用、

小篆的字体运用、笔挂的图案运用，体现了学

校书法教学的积淀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决心。新的校徽出现在学校校服上，出现在

各种场所、各种资料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书

法教育氛围。

2.打造共建平台。

一是依托“丁国云书法工作室”开展以“翰墨

文化”为核心的校本培训，定期开设文化讲座，组

织参观、欣赏传统艺术等活动，在提高书法技能

的同时注重提升教师的文化底蕴，让教师不仅成

为学生书法学习的领路人，也成为学生品格提升

的引路人；二是聘请有一定知名度的本土书法

家、家长志愿者作为学校项目研究导师；三是与

南京南化三小、镇江桃花坞小学等学校成立研究

共同体，分享资源、共同研究。

3.打造校外平台。

学校将丹阳的天地石刻园和镇江的米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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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公园作为校外研学基地，定期开展书法研赏

活动；学校扩大书法研究朋友圈，与省书法协

会、南大中北学院开展定期交流；学校继续加强

与日本柴田町的书法交流，确保每年都进行作

品交流。

4.打造宣传平台。

学校将建立校园景点同步语音、文字介绍

网络系统，力求在校园的任何景点都可以通过

扫描二维码了解具体介绍。同时，通过制作专

题美篇，撰写相关报道在校园网、微信公众号、

报刊杂志等平台，向学生家长和社会交流成果、

分享资源。

三、“墨韵铸品”——建构课程体系

1.国家课程校本化。

充分挖掘语文、美术、道德与法治等课程中

的书法元素，形成校本化的课程资源。如语文

五下《遨游汉字王国》、六上《聊聊书法》以及道

德与法治五上《美丽汉字 民族瑰宝》,将这些

内容与学校的资源深度整合，通过开展项目研

究的方式让学生能够真正有收获。

2.校本课程特色化。

学校进一步规范、完善《学诗词练好字》《中

国古代书法家故事》《写字教育综合实践活动案

例集》《书法童话》等校本教材。学校还在课程

结构上以学生成长为圆心，着力建构“同心圆”

课程：第一个同心圆为基础学科课程。充分利

用书法课和午间习字加强书法教育，并在各科

教学中渗透书法教育；第二个同心圆为墨韵特

色课程，包括书法童话课程,书法名家课程、书

法赏析课程、书法研学课程；第三个同心圆为文

化拓展课程。将书法这一传统文化与其他传统

艺术相结合组建“金石风骨”篆刻社团、“水墨丹

青”国画社团、“黑白经纬”围棋社团、“余音绕

梁”丹剧社团。让学生在社团学习中体味中华

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3.特色课程个性化。

一是充分利用本校的特色资源来建设课

程。如借鉴丁国云老师编写的《书法童话》编写

校本课程。二是注重学生的参与体验。让学生

在优美的书法中探索国学文化的足迹；在一笔

一画中品味做人的道理，让爱国之心、儒雅之

性、文明之风在学生幼小的心田里生根发芽。

三是积极拓展学生学习的外延空间，实现课内

到课外的有效迁移，让学生在自然、社会、生活

中去观察，去体验，去成长。

四、“墨瀚敦品”——深化主题活动

学校通过开展四大活动让学生在丰富多彩

的书法实践中提高审美情趣、历练生活态度、参

悟做人道理。让他们感受到书法中不仅有气韵、

有风骨、有神采，更有专注、有坚持、有执着……

1.“同写中国字，共言中国志”竞赛活动。

学校每学期举行不同主题的书法竞赛活

动，既是展示书法技能，更是在书写的过程中感

受内容的特殊意蕴，激发爱校、爱家、爱国之情。

如各年级以“向善”“筑梦”“明志”等为主题展示

学生书法作品。

2.“读名家故事，悟书法精神”主题活动。

通过主题班会、故事演讲、诗词朗诵、情境

表演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感受书法家们勤苦练

字的精神和刚正不阿的品格。

3.“寻名家古迹，赏书法气韵”研学活动。

走进天地石刻园、米芾书法公园探寻名人

书迹,研赏碑刻遗迹，通过赏、研、临感受书法的

风骨气韵,提高审美情趣。

4.“以书法会友，以书法传情”交流活动。

每年开展一次与中北学院的书法交流，长

期与日本柴田町保持书法合作交流，传播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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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许多书法家的故事，在书法家们的趣闻轶

事中学习他们的智慧和品质，欣赏他们的经典

作品，在不同的艺术风格中欣赏平正险绝之美；

喜欢书法的，或者写得一手好字的学生，可以在

书法文化栏里展示自己的作品，一些上佳的学

生作业也会在这里得到及时的展示。

2.开展写字教育，促进班级文化。

根据学校的写字特色，联系学生实际，挖掘

教育资源，把握班级舆论导向，教师会有针对性

地开展主题班会。如“寻找身边的书法家”“勤

学苦练结硕果”等主题班会，促进班级写字文化

的形成，进而锻造班级精神。学校紧抓晨会课，

围绕“作业到底要不要注重写字姿势”“写字到

底是讲究写得美还是写得快”等话题开展辩论

赛，学生正方反方你来我往，饶有兴趣。这样的

自主题活动让学生明辨了是非，提高了口头表

达能力，更增强了班级的凝聚力。

3.延伸校外活动，锻造班级精神。

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参加各级各类书法比

赛，笔者班级的张婧怡同学的毛笔字作品就曾

在日本展览。学校还多次组织学生参加书法公

园的游览，让学生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书法家

的文化、背景，欣赏大师的作品，以此进一步激

发他们学书法的热情和动力。2017年11月初，

学校组织学生去了镇江市丹徒区的米芾书法公

园，学生在长山浓密葱郁的林间花丛、碑廊馆舍

之中盘桓近4个多小时，欣赏了米芾的“笼烟”

等书迹，参观了乾隆的“御笔亭”；进入“瑞墨

轩”，学生看到了米芾像；在米芾书法石碑长廊，

学生欣赏到了米芾的真迹；在“巨笔堂”内，学生

看到了堂内的巨笔；在“池畔墨亭”，几个学生围

在一起聚精会神地欣赏大师的作品。

书法里有从容，书法里有智慧，书法里有

坚强。书法，是一种个性的张扬。张扬的个

性，需要书法去表达；张扬的思想，也需要书法

去承载。书法文化建设，承载了班级的管理理

念，也承载了学校的建设目标，更承载了师生

的梦想。

文明，增强文化自信。每年举办一次大型书法

展示活动，并积极争取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如

“写春联 送祝福”“书法作品义卖”“小手拉大

手共写中国梦”等，形成学校、家庭、社会的教育

合力，让学生在活动中成长自己

五、“墨香养品”——探索评价机制

1.“精品作业”普及化。让书法练习的成果

看得见，学生各科作业本达到“精品”。学生做

到“作业即练字”,教师做到“批语即范字”,实现

教师批改示范美、学生作业字体美、款式美、簿

本文面美“四美”要求。

2.“墨香系列”常态化。每学年开展“墨香

班级”“墨香家庭”“墨香少年”的评比，从“笔正、

心正、行正”三个层面制定评比标准。

3.“成长手册”过程化。印制“翰墨飘香”学

生成长手册，收录学生的作法作品，记录参与活

动的成长历程，记载每学年的活动评价。

风从江中来，韵自墨中生。经过多年的探

索，学校的书法特色已提笔露锋，满纸云烟，在

今后的发展之路上，我们将继续顺锋走笔，万毫

齐力，让翰墨芬芳浸润荆林学子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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