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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教育进课堂任重道远
本报记者 杨元崇

本报记者 喻伟铖

在长沙做生意近 10 年的河南人陈先生早定居长沙，今
年过年因为宗亲大会，带着读初一的儿子回老家过年。 陈先
生说老家过年很重传统， 礼节繁缛，“平常在长沙过年就很
少讲究，基本上百无禁忌”，没想到旧传统跟新过法亲密接
触这么几天， 儿子竟然跟爷爷频频擦出火花，“火药味”十
足。

冲突从春节的第一顿饭———吃饺子开始。 陈先生家乡
饺子要煮得多，每人一碗外，还要多盛一到两碗，意在希望
人丁兴旺。 一看到这个架势， 陈先生儿子小陈赶紧礼貌地
说：“谢谢，太多了，吃不完。 ”

陈先生说当时老人家的脸色就不太好看， 吃不完就是
要剩，哪有退出来的道理。 饺子里多包有钱、枣、栗子等，各
有寓意。 小陈吃到一个包了硬币的饺子，脸都绿了，赶紧吐
出了，“这太脏了吧。 ”这下一屋子人面面相觑。 陈先生连忙
批评起小陈来，可是小陈委屈了，他哪里错了？ 吃完饭小辈们开始自己的活动，小
陈拿着手机开始 K 歌，“死了都要爱，不淋漓尽致不痛快……”还没唱完，脑袋上
就被爷爷狠狠地打了一“丁弓”，原来按习俗，初一绝对不能说“死”、“不”等不吉
利的字，小陈同学又犯了忌讳。

在长沙刘娭毑看来，00 后小陈这样的错误实在难免，因为就像她这种 50 后都
把老传统丢得差不多了。“我们小时候屋里好多规矩，年夜饭早上 6 点吃，先放鞭
炮拜祖宗；初一晚上上坟送亮，要烧纸、鸣炮、叩头；年夜饭要做得有余有剩，剩菜
吃到初三四；初一不倒垃圾不向外泼水……”刘娭毑今年的年夜饭应儿女的要求，

吃的健康菜，主菜就是鸡汤下青菜，菜量以吃光为止，号称
“光盘行动”。 那些带着年味的饮食文化悄然被健康时尚的
饮食观念替代。 刘娭毑说她从父母那里继承的过年传统至
少打了六折， 她的儿女从她这里继承的又要打个狠折，“到
我孙子这代，就更谈不上了解子丑寅卯了。 ”

“如今不少人都感叹年味淡了，其实是因为很多过年的
习俗都已经被我们遗忘了。 ”家住长沙市四方小区的童女士
说：“过年不吃个团年饭、汤圆，总感觉不对，但我们又没时
间自己包汤圆、做团年饭，所以只好去超市买了。 ”

除此之外，记者还发现，春节期间，春联十分好卖，但大
多摊位上的对联都是机械印刷的，询问一路过的陈姓市民，
也不知哪里有手写式的对联卖。“以前家里过年都要贴对
联，是那种用毛笔手写的，而如今很多家庭都选择贴那种印
刷的对联了。 ”

在长沙已经生活了 40 年的退休教师郭志军对老习俗老传统的丧失颇感忧
虑，“年俗大多都有特殊的含义，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体现，代表了对未来美好生活
的祝福和期盼。 没有父母身体力行的践行影响，以后孩子都要从课本里了解怎么
过年了。 ”

湖南商学院文学院编辑出版专业教研室副教授李芊则认为老习俗少了，年味
淡了，是因为选择更多了，每个人都有能力选择过年的方式，不再是统一的围炉向
火把酒夜话，“中国节渐渐脱离了以吃为中心，成了休闲聚会的假期，相互祝福追
求幸福的本质并未变。 ”

冲突的年味：00后不谙习俗犯忌讳

2 月 7 日，教育部发布《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
要求，从今年春季开学开始，书法教育将纳入中小学教
学体系，学生将分年龄、分阶段修习硬笔和毛笔书法。这
一纲要的出台立即引来家长和老师们的广泛关注。 如今
我省的书法教学现状如何？ 对这一新纲要的出台，老师
家长们有何看法，学校又将有哪些应对政策？ 就这些问
题记者进行了采访。

调查：书法教育处于尴尬境地
书法教育在我省许多学校几乎是空白。 2008 年，湖

南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指导中心副主任李再湘申报
的课题《书法课程对中小学生教育功能的挖掘与研究》
获得立项。直至去年底，课题组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工作，
参与课题的 45 所学校约有学生 10 万，相比全省中小学
800 万学生还不到总数的 1%。

事实上，2011 年，教育部曾颁布《关于中小学开展书
法教育的意见》，省教育厅也出台了《湖南省义务教育写
字教学指导纲要（试行稿）》，要求加强学生的书写练习。
但全省书法教育仍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近些年来学生热衷学习舞蹈、绘画，一些不擅长文
化课学习的学生，通过声乐、舞蹈、绘画等特长考试升入
小学、中学或高校，而书法在这个方面没有这些优惠政
策，因此，不少中小学基本没有书法课，只有少数学校有
书法兴趣班，语文老师只是在语文教学中附带写字作业
要求。

调查期间，记者翻阅了许多学生的寒假日记，他们
的书写或歪歪斜斜，或潦潦草草，或错别字连篇。 长沙某
省示范性高级中学的陈老师曾做过一个测试，限时让该
校初二一个班的学生们写一篇四百字左右的小短文，62
人中书写整洁顺眼，且没错别字的竟只寥寥九人！ 他曾
听一位语文名师的公开课，十分精彩，可惜一笔板书，失
色不少。

声音：书法教学进课堂，你怎么看
“今年春季开学开始，书法教育将纳入中小学教学

体系，你怎么看？ ”在记者设计的问卷中，参与调查的
300 多名家长，80%的表示支持， 认为早就应该这么做
了。 他们认为，练习书法是让孩子构建一种审美能力，
但有 20%家长认为不太现实， 有些学校连音乐、 体育、
美术、舞蹈课都不能保证，更何况书法课？ 即使要求开

设，估计多数时间也会被其他科目“偷梁换柱和强行挤
占”。

现在信息传递工具多种多样且日益简单、 快捷，但
掌握书法、写一手好字仍然重要。李再湘分析，就实用价
值而言，手写文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将被广泛应
用，尤其在合同、协约、文件等的签署中还会长期发挥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他看来，书法教育不仅在于实用，还
可以提升学生人文素养。

长沙市明德中学是较早开设书法课的学校之一，该
校把晚自习前 15 分钟作为学生练字的时间， 高一书法
是必修课，高二、高三则为选修课。 该校学生表示，晚自
习前练书法可以平心静气。

练习书法可以静心的例子还有很多。 长沙市金海中
学初三学生王润田，从前是个让老师头疼的孩子。 不讲
卫生，不做作业，喜欢惹是生非。 校长齐四维知道后，把
他带到书法兴趣小组，在老师表扬鼓励下，他慢慢地变
乖了。 后来，王润田加入到机器人兴趣小组，获得了“全
国智慧达人机器人年度总决赛”一等奖等多项大奖。 长
沙市多所示范性高中都向他伸出了“橄榄枝”。

浏阳市杨花学校教师周芳元指出，把书法教育纳入
中小学教学体系， 体现了教育主管部门的良苦用心，但
是要真正实施起来，有三难：一难是在师资；二难是如何
激发学生对书法的兴趣；三难是学校能否坚持，如何出
台评价机制。

解决师资匮乏问题是关键
李再湘告诉记者，目前全国各地严重缺乏专业书法课

教师，诸多地方书法课由语文老师任教，但现实是很多语
文老师本身书写能力很差，根本无法指导学生。 如何培养
一批专业书法老师来担任书法课教学任务，成了迫在眉睫
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针对师资力量不足和书法教材缺乏问题，省内知名书
法家许魁第建议，邀请国家、省、市书法协会会员开展送书
法进校园活动，或担任兼职教师；师范类高等院校要承担
起培养德才兼备的师范生的崇高使命， 加大对师范生的
“三笔一话”的培训力度，为基础教育阶段输送更多的优秀
书法教师。

中小学校如何将书法教育延续开展起来？ 省内知名青
年书法家王涣林认为，关键在于培养学生的兴趣和营造良
好的学校书法氛围。 老师在教学中要给学生讲透每一个笔
划每一个动作，如何停顿，用力如何变化，注意快慢，笔锋
如何使转。 只有这样，学生才有信心来学习书法。

教师周芳元认为，书法教育要真正落到实处，需要“五
要”。开课设节要真实，杜绝挤占书法课；备课要科学；作业要
实效；家长要重视；课外书法实践要丰富。鼓励学生加入当地
的书法艺术学会，多组织学生参观书法名家的艺术展览。

要真正促进学生书法水平的提高和进步，更需要打组
合拳。 王涣林建议，把书法教育摆在必修课位置，并将学生
的书写能力作为学生升学的一项考核指标。 制定一个可操
作性的评价标准，不拘泥于语文考试中，还应该普及到各
门学科。 应该把教师的书写能力考察和普通话考察一样严
格要求，并纳入考核标准，不合格的老师不颁发教师资格
证书，以此提高教师的书写能力。

同时，各地教育部门要出台更具操作性的文件，构建
书法教育的推动机制。 如江苏常州市把书法教育列入“百
千万工程”，实践 8 年来，已命名 64 所书法特色学校，专业
培训 500 多位教师，发展近 6000 名小小书法家，并建立了
完善的书法教育网络。

2012年 9月，湖南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指导中心组
织了一次中小学书法教师培训班，仅有 60名教师参加。 李
再湘说，按照这种模式弄下去效果甚微，于此他们拟成立
湖南省中小学教师书法协会，让更多地的教师来关注学生
的书法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