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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现场

3月11日，首届广东省中小学教师书法作品双年
展暨大湾区书法教育研讨会，在东莞市文联文艺空间
举行。这次活动由广东省书法评论家协会、东莞市书
法家协会、湾区（广东）教育研究院联合主办，广东教
育学会、东莞市文联为指导单位，广东省书法评论家
协会青少年书法教育专业委员会、湾区（广东）教育研
究院书法教育研究所也同时宣告成立。

大湾区书法教育论坛由深圳市文交所文化金融
城市学院副院长陈德起主持，邀请省内外著名专家、
学者、教育工作者参与研讨，建言献策，引起广泛社会
反响。这里摘其大要，以飨读者。

书法教育纵横谈
——大湾区书法教育研讨会记实

主持人：
作为一个成

立十年、在全

国都有影响

的书法专业

学术团体的

主席，首先请

您解读一下教育部《2023 年关于书

法教育总体目标及内容方案》（以下

简称《方案》），对当下书法教育的时

代价值和意义。

王世国（广东省书法评论家协

会主席）：汉字和以汉字为载体的

书法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集历史、文学、哲学、绘画等多种

文化形态于一身，博大精深。书法

教育对培养学生的书写能力、审美

能 力 和 文 化 品 质 都 具 有 重 要 作

用。《方案》已经明确中小学书法教

育的主要任务，一是以语文课程

中识字和写字教学为基本内容；

二 是 以 提 高 汉 字 书 写 能 力 为 基

本目标；三是以书写实践为基本

途径，适度融入书法审美和书法

文化教育。根据《方案》的要求，

在 中 小 学 书 法 教 育 中 完 成 上 述

三大任务，我想它的价值和意义

就在这四个方面：一是学生们可

充分认识中国书法具有悠久的历

史、广泛的群众基础，有利于文化

自信；二是“心正才能笔正”“书如

其人”“书品即人品”，书法特有这

些审美要求，有利于立德树人；三

是书法经典作品常常又书写的是

文学经典，有利于提升学生的文学

修养；四是欣赏和学习书法，可以

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所以，当下

中小学书法教育首先要把《方案》

贯彻落实好。

主持人：
您 认 为 中 小

学 书 法 教 育

应 该 教 什

么 ？ 是 规 范

汉 字 还 是 书

法艺术？

周 汉 标
（广东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汉字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汉字书法已经成为技法完备、风格

多样、内涵丰富、深受大众喜爱的

书法艺术。书法基础教育是要种下

一颗艺术的种子，但不要急功近

利；既要有乐趣，也要有正气，培养

学生用慧眼看字帖，悟神采。所以，

要从写好规范字入手，再到书法艺

术的传承。

主持人：
肇 庆 凤 凰 三

立 学 校 是 一

个 以 传 统 文

化 教 育 人 的

特色学校，崔

校长，我想请

您谈谈学校的办学经验。

崔海龙（肇庆市凤凰三立学校

副校长）：多年来，我校将优秀传统

文化教育“破圈”创新，消除学习的

思想负担，渗透到各个年级和师生

的日常生活中，在交互融合中获得

新的生命力，让传统文化变得可亲

可近，可学可得。在开足国家课程

前提下，我校适量增加国学经典课、

书法课、武术课、礼仪课、茶艺课、农

艺课、家政课、旅行研学课等数十门

传统文化育人特色课程和升学特需

课程，这为打造学校传统文化育人

特色和成就多元升学梦想奠定了基

础。学校贯彻“立德成人、立身成

材、立志成功”的办学理念，以素质

教育为核心，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为灵魂，兼容国际现代先进教育方

式，打造优质民族品牌学校。

主持人：
目前在高科

技时代，书法

教学手段和

方式呈现多

元 化 趋 势 。

您进行过许

多实践和探索，请您谈谈您的意见。

连銮权（佛山市禅城区硬笔书

法协会会长）：师资匮乏是目前普

及中小学生书法教育道路上的一

座大山。与此同时，社会上充斥着

各种各样的兴趣班，特别是新鲜

的、科技感十足的新兴项目成了“新

宠”。不少家长和孩子倾向于追随

潮流与新鲜，冷落了以书法、绘画研

习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课外兴趣班。

此外，手机、平板电脑等高科技电子

产品的普及，更是捕获了绝大多数

孩子的“芳心”。如此背景下，我们

自主研发了人工智能书法教育产品

软件，利用人工智能的优势，独辟蹊

径。它针对中小学书法教与学推出

的系统化互动课程，与语文课紧紧

融合，推出软笔解决方案、硬笔解

决方案、书法教室整体解决方案等

应用与服务。具体来讲，它是利用

手机、平板电脑以及 PC 电脑等孩

子们感兴趣的科技介质进行书法

教学，为中小学书法教育开拓新的

教学模式，让“教”更生动，让“学”

更有趣、有效。

陈 德 起
（深圳市文交

所文化金融城

市 学 院 副 院

长）：今天的研

讨 会 很 有 收

获，感谢各位

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就书法的地位而

言 ，“礼 、乐 、射 、御、书、数”的“六

艺”教育是古代正统教育 ，“书”就是

识字和书写的能力，是受教育者最基

本的素养要求 ，由此可看出中小学

书法教育的地位是基础性、不可替代

的。就书法教育机构设置而言，汉灵

帝时设置鸿都门学，进行书法教育和

交流 ；魏晋南北朝时设置的秘书机

构注重对书手的书法培训；隋朝在官

学中设置书学，使书法成为五大官学

之一。这种官方化和正规性对书法

教育的实施起到了保护作用。我们

认为，书法教育的重点应该适应时代

发展的多元化，接纳书法艺术多样

性，应将书法教育作为加强人文艺术

修养的方式，而不只是传播技能和传

授知识的灌输教育。“结言端直，则文

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让

我们不忘初心，踔厉奋发，弘扬书法

优秀传统文化，书写时代正大气象。

（本文根据论坛现场录音整理，

执笔者广东省书法评论家协会主席

团成员、湾区（广东）教育研究院院

长陈二泉）

主持人：今
年教育部下发

了《中小学书法

教育指导纲要》

(以下简称《纲

要》)，请您谈谈如

何从汉字、书法、

语文的有机结合上，理解这个《纲要》？

钟东（广东省书法评论家协会副主

席、中山大学教授）：《纲要》明确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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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

学每周必须开设不少于 1 课时的书法

课，书法课程必须“面向全体，让每一个

学生写好汉字”。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

深入，中小学书法教育在城市地区得到

广泛关注和认可。通过书法教育，让青

少年放下手机，拿起毛笔，在一笔一画

的书写中去品味生活，在一次次与经典

作品的对话中去感悟生命，认识世界，

这是文化自信的根本表现。我期待今

后书法教育遍及中国的每一寸土地，激

励青少年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

和文化自信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主持人：您

长期从事高等教

育，您认为中小

学书法教育如何

与高等教育有机

衔接？

金士焯（文

化部青联委书法篆刻委员会副秘书

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导师）：

书法基础教育对于高等教育来说，要

能够有序地衔接过渡，就要通过科学

的课程结构设置，引导学生由美育的

写字技巧训练转向美的书法艺术的学

习，引导学生欣赏美、创造美，进而提

高文化修养，促进全面发展。书法是

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如果书法教育

在衔接过渡、课程结构设置、完整的学

科体建设方面做好了，势必对高等教

育的发展起到关键性基础性的作用，

所以中小学书法老师责任重大。

主持人：
您是著名书

法家，请您分

享一下学生

如何选定入

门的书体？

童志雄（广东省书法评论家协会

副主席、深圳市书法家协会顾问、湖南

省褚遂良书法院院长）：清代刘熙载

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人，如其

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古人常说的

“字如其人”就是说书法是书者性情与

格调的体现 。张旭看到公孙大娘舞

剑，融其态于笔端，铸成冠绝天下的

草书，与张旭性情旷达，放荡不羁的

性格分不开。颜鲁公铮铮铁骨，忠勇

仁义，其书风雄浑大度的特质与其性

格是分不开的。晋时文人生性萧散，

不拘一格，放荡不羁，故晋人书风多

天趣。如书写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

序》的王羲之，其字天人合一，妙趣横

生。所以，尊重天性。因而，选择字帖

应当以学习者个人性情爱好为出发

点，入门之后则要广泛临帖，继而又以

一家或几家为重点学习，取其精华。

主持人：请

您讲讲如何进一

步发挥中小学书

法教育的示范效

应和辐射作用。

王志敏（佛山

市书法家协会主席）：新时代赋予书法

教育以新的使命，也为中小学书法教育

创造了新机遇。我相信，只要把教育部

的《方案》认真落实到中小学校教学中

去，就一定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中小

学书法教育的示范和辐射作用。

总结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