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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书法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一，它不光是对笔画、结构的书写，更散发着独特的文化魅

力。校园文化物型步道的构建，对学生文化审美素养的培养以及师生文化认知的生长有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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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启蒙：书法阁里的物型文化
徐 姣

书法是一门充满美的张力、文化的魅力、综

合的素养的课程，学习书法不光是对笔画、结构

的书写练习，还要尽可能挖掘在书法教学中的

潜在作用，为了让学生在这种情况下愉快地学

习，在学习书法的同时，他们可以学到更多的知

识，提高审美欣赏能力，加强道德修养，让每位

学生真正爱上中国的传统文化——书法。常州

市武进区星河实验小学从书法的物型课程出

发，师生沐浴着“创想教育”的芬芳，在书法教育

的创构中，整合着“课程学习者与设计者”的双

重身份，在书法教育之路上不断前行。

一、塑书法文化之型，契合儿童书法审美思

维发展规律

尽管在多元的文化之境中，中国的书法依然

汲取了传统文化的力量，有着丰富广阔的视野和

学习空间。在现代文化语境中，需要更多的儿童

去提升对书法教育的认知，确立正确的书法观

念。加强书法教育中的文化传承与品格涵育，强化

书法教育中文化育德育人的元素，推进书法教育

工作，促进多元化环境中书法教育的传承与发展。

1.设计思维，整体构建书法的物型空间。

任何没有接受专门书法训练的人总是倾向

于好看的、漂亮的字。儿童早期主要以具体形象

思维为主，慢慢由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过渡，这

是儿童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书法是墨的艺术、

线的艺术、抽象的艺术，也是意象的艺术。书法

审美思想是对书法主体的直觉书写与情感表

达。学校全面开发教育资源，构建以书法文化为

魂的物型环境。校园内建立古今著名书法家画

像廊，古今著名书法家名品欣赏墙，学校师生优

秀书法作品展厅等，让学校的走廊、墙面、书法教

室、展览室等充分展示书法传统艺术的魅力，在

场景中学习书法的历史渊源、书法的文化艺术。

小学生不易理解一些碑文作品中所蕴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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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之美，这与小学生对书法所理解的整齐、美

观、规范形成强烈的反差。一些名作的物型布

置让儿童认识书法作品的秀美多姿的气象。同

时，学校利用各个班级教室，建设书法文化角，

介绍书法名人故事、文房四宝史和书法习字技

能等，展示班级学生习作和学生书法心得，这也

是符合少儿书法启蒙审美思维发展的。

2.整合思维，立体构建书法的物型步道。

与信息技术的整合。书法是一种视觉和造

型艺术，在书法的物型环境构造中，我们将信息

技术融入了书法教育的声音、图片、图像、动画、

视频等多种媒体，书法知识内容的丰富与传递

形式的多样化，让书法教学产生了质的变化。

书法学习应作为一种乐趣，一种享受，一种书法

奇境的探索，让学生在奇妙的书法情境中成为

具有“创新意识与实践能力”的探索者、体验者，

体验书法的神奇与价值。信息技术提供了学生

更多的互动机会与实践操作的机会，给了学生

对于书法大胆探索的空间。

与生活常态整合。好苗必须要有好的环境

才能茁壮成长。学校的书法专用教室被命名为

“书法阁”，这间教室被布置成了一间有温度的

展览室，挂轴的错落间看到的是一幅幅学生的

优秀作品。它亦成了学生丰富课余生活的场

地，书法的历史讲述，书家的故事比赛，书法古

诗词朗诵，一个个活动丰富多彩。展览室中充

满生机的绿植，古色古香的桌椅……它成了一

个播种的地方，将热爱书法的种子在学生的心

田轻轻埋下，生根发芽。

书法作品具有传递“真、善、美”的社会功

能，儿童在欣赏书法艺术作品中得到美的享受，

潜移默化地受到熏陶和教育，不断淬炼品格、涵

养心灵，积极投入“人书合一”“人墨互磨”的艺

术实践中，重塑精神力量。

二、品书法文化之趣，融合儿童书法审美意

象场景

康德曾经说过：“有一种美的东西，当人们

接触到它的时候，往往感到一种惆怅。意境就

是如此。”意境的美感，实际上包含了人生感、历

史感。何为意境呢？意境，是指抒情性作品中

呈现的那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活跃着生命律

动的韵味无穷的诗意空间。

学生应当从对书法的热爱，到对书法的书

写，进而感知书法的意境之美。然初学书法者

会因种种情绪或各种原因对其产生厌倦，不愿

学习，这时教师就要发挥自己的学识与智慧，把

学生的兴趣激发出来，培养学生对书法艺术的

喜爱，端正他们对书法的认识态度。学生在练

习书法的同时，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爱好加入

各种不同的主题创作方式，以此来激发学生练

习书法的热情。比如：团扇的创作，根据四季

的变化在扇子上进行书法创作，还和国画相结

合，进行扇面创意；圆木书写，在圆形的小木头

上用篆书尝试书写，在书写的同时不光了解了

篆书到楷书的演变，还可以用趣味十足的篆书

作品布置教室环境；对联书写，每逢元旦时节，

进行对联书写创作，教师再带领学生到小区进

行春联义卖活动；年历创作，新的一年学生有很

多憧憬，会在年历书法纸上写下自己的愿望和

祝福，每次要书写很多作品，作为送给亲朋好友

的最佳礼品……一次次有趣的主题书写，让学

生沉浸在书法的世界里不可自拔。

书法的美有“神”，有“形”，有“韵”。此阶段

的儿童充满想象力与创造力，审美意识还没完

全觉醒，但对生活中的美却是能够感知的。在

课程中，把美术中丰富多元的艺术表现方式融

入书法中，既是对造型艺术的最好融合，同时又

弥补了书法艺术中色彩单调、创新性不足等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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憾。这是一种诗意和美感，带给人们精神的愉

悦和满足。在这种美感中，包含了对于整个人

生的某种体验和感受，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一

种最高的美感。谈意境的审美生成，必先落实

到“象”上来，必先审视审美意象的生成。

三、悟书法文化之意，吻合儿童书法审美素

养阶梯

由于意象是人脑通过想象创造出来的新形

象，这个新形象在心理学中就叫“想象表象”，在

美学和艺术学中就叫意象。如果说把审美分为

具象、抽象、意象三个层次，那么意象则处于审

美的高级层次，而星河实小物型课程之道的延

展正吻合于儿童书法审美素养的递次提升。

1.一生二，发展师生的书法认知。

一个人的成长需要三条途径，自我学习，同

伴合作，专家引领。学生练习书法亦是如此。

这里的“专家”在一定程度指的是书法教师。为

此，学校定期邀请武进书法家创作基地的老师

来给学生进行书法培训，提升学生的书法水

平。“胸中无斗墨，何以运管城”，书法艺术极为

讲究墨法，但对于此阶段的儿童而言，墨，只是

多元色彩中的一个，书写时对墨的使用，往往随

心所欲，很难体悟墨法的精妙所在。所以本校

的书法教师除了每天坚持练习书法以外，每周

还出去拜师学艺，找机会听讲座，学理论，熟悉

各种书体特点，不断提升自我修养，这样才能更

好地为学生服务。教师定期将自己的作品分享

给学生，来影响激励他们，和他们共同成长。

2.二生三，培植儿童的书法情趣。

每一个儿童的内心都是无限广阔的，每个孩

子都有其独特的个性，在进行书法教学时要充分

认识到这一点，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性。针对书

法基础较薄弱的同学，首先要做的便是鼓励教

学，从基本笔画的横撇竖捺中感受运笔的提按逆

转，再到结构的循序渐进，帮助学生克服畏难情

绪，体验成功，增强自信心。对于有一定书写基

础的学生，教师要善于帮助他们解决具体的问

题，难度较大的任务便分成若干个小任务，化难

为易。如在书写内容的选择上，可以先从简单的

两个字的词语到四个字的成语，到五言七言对

联，再到复杂的一整首诗的练习。让学生们在一

次次的练习中突破自己，慢慢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3.三生万物，释放儿童书法美感。

都说生活需要有仪式感，这是对生活的热

爱。对于学生书法作品的成果展示亦需要有正

式的仪式，让学生真正的因为学习书法而感到幸

福。举行开班仪式——名师进课堂，邀请常州刘

海粟美术馆的馆长给学生上第一课。对于每学

期创作的作品我们会办一个小小的校园展览，把

作品正式的装裱好，依次挂在走廊，让校园里每位

学生和教师走过走廊时一眼就能看到这些优秀作

品。学校还会邀请学生的家长一起来欣赏作品并

留影，见证学生的成长。每学年，学校和中国书法

家武进创作培训基地合作，将学生书写的优秀作

品在春秋淹城博物馆进行展览，一张张诗意的作

品展览在博物馆的大厅中，极大地提升了学生的

成就感，更激发了学生对书法持之以恒的决心。

徐浩的《论书》中说：“‘书无百日工’，益悠

悠之谈也。宜白首攻之，岂可百日乎！”书法实

践必须强调足够的量。也就是要下足够的功

夫，学习书法是件苦差事，没有吃苦精神，没有

耐久的恒心，学不好书法。于是在这间“书法

阁”里，每天放学后，教师和一群热爱书法的学

生相聚于此，用实际行动来阐释坚持的毅力。

作为教师，要把握书法学与教的特点，突出欣

赏、品味、感悟、熏陶的教学方式或方法，提高学

生的文化艺术修养，提高“审美情趣”，催化“人

格人品”，实现“教人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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