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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书法教育情况调研报告
浙江省书法家协会教育委员会

　　为切实贯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和教育部关于加强学

校艺术教育的文件精神，努力改进和推动我省书法教育事业的进一步深入开展，为培养高素

质人才作出积极的努力，浙江省书法家协会教育委员会于２０１１年启动了全省书法教育调研

和报告撰写工作。

一、调查过程和方法

在省书协主席鲍贤伦、副主席赵雁君和主席团的关心支持下，浙江省书法家协会教育委

员会把书法教育调研列为２０１２年的一项工作大事，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８日，教育委员会发出《关

于开展浙江省书法教育情况调研工作的通知》并在２０１２年的年会上进行了工作布置，要求

各地区由市地书协教育委员会主任牵头，教育委员会各地区联系人配合开展书法教育调研

工作。各地委员接到通知后积极联系市地书协和书协教育委员会，进行走访和抽样调查，获

取了各地书法教育的不完全抽样数据。绍兴地区因各种原因未上报数据材料。在高校确定

一个观测点，选取点上９３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取得了详细的调查数据。浙江省书法家

协会教育委员会多次开会研究讨论各地区的抽样数据和分析情况，撰写了本调研报告。

二、各地市书法教育状况

到２０１１年底，全省共有小学３８１８所，在校生３４４．０６万人，专任教师１７．４４万人；初中

１７４５所，在校生１５４．６万人，初中专任教师１１．９３万人。全省高中段教育（包括普通高中、职

业高中、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成人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共有学校１０１９所，在校生

１６６．４１万人。调查显示，通过教育行政部门或民政部门正式注册成立的社会力量书法教育

机构平均每地区不到２０所，大量的民间书法教育形式是以各级书协会员和青年书协会员为

主的学生人数在二三十人以下的私塾式课堂，这些课堂不注册、不登记，在书法教师的工作

室或家里完成书法教学过程。调查显示，我省基础书法教学学生数量巨大，书法教育开展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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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地区大部分的中小学在校生接受过不同程度的书法教育，但只有较少的学校将书法课

作为一门课程列入教学计划，部分学校只进行特长生训练，更多的学校将书法训练放在中午

或课间时段进行。社会培训机构活力很强，培训师资专业程度远远高于中小学校，年培训学

生能力强，其中杭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年培训学生就达到２００００人，温州瑞安市（县级市）社

会培训机构年培训学生达到８０００人，金华义乌市社会办学形成一定规模的有１０多家，年培

训人数在５０００人以上。

（一）杭州市

杭州市在基础教育领域对余杭区３４所小学、１１所初中作了不完全调查。在被调查的

４５所学校中，有３０所小学、５所初中将写字（书法）排入课表，占调查学校的７８％，其中小学

一、二年级每周１至２节铅笔楷书课，三至六年级每周１至２节毛笔楷书课，初中一、二年级

每周１节或２个午自习钢笔行书练习。１２所小学、３所初中有专职书法教师，占所调查学校

的３３％。专职书法教师中，有４位教师为美术类艺术专业毕业，其中只有一位为中国美院成

教书法系专科毕业。没有专职书法教师的学校，写字（书法）课绝大多数为语文教师兼课。

在所调查的４５所学校中，有２９所学校成立了书法兴趣小组，每周１至２个下午的１节课时

间。相对而言，杭州市余杭区的基础教育阶段书法教育情况是比较乐观的。同时调查了杭

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杭州西湖区青少年宫、杭州拱墅区青少年宫、杭州江干区青少年宫、杭

州上城区青少年宫、杭州下城区青少年宫、杭州余杭区青少年宫、杭州萧山区青少年宫、杭州

富阳青少年宫、杭州临安青少年宫、杭州桐庐青少年宫、杭州淳安青少年宫、怀德教育、今大

忠教育、国声私塾、杭州兰亭书法培训班、萧山新星艺校、萧山汤力艺校、杭州大真艺术创新

教育中心、萧山彩虹艺术学校等２１所书法教育机构，在这些书法教育机构中，少年宫系统是

书法培训的主力，其中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一年培训量就有两万人次，其他少年宫一年培训

量从一两千到五六千人次不等，共有近３００名书法教师，教师省级书协会员不到４０％，教师

毕业学校有中国美术学院等专业院校，也有来自一般本科院校书法专业和其他学校其他专

业。教师水平良莠不齐，许多教师在水平上还只能算是书法爱好者。

（二）温州市

温州全市现有大学３所，中小学校１６６１所，在校生１３０．７万人。中小学校正式设立书

法课并正常开展书法教学的大约有小学４３所、中学１１所。每周授课１节，以硬笔为主，并

开设毛笔兴趣课。鹿城区许多小学有由家长组织的午餐后书法课，每周１节。教育局每年

组织举办中小学生艺术节，Ａ、Ｂ级书法特长测试，兰亭奖等，把温州书法教育推向高潮。但

要培养书法尖子，仅仅靠学校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社会的办学力量。温州的青少年宫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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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办学力量比较发达，书法培训点有２００多家，共有三四万名中小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学习书

法。温州市青少年宫、温州市瓯海区弘文艺术培训中心和乐清市新苑书法培训中心通过了

２０１２年省书协书法培训基地评审。社会办学力量和大中小学基本上师资互通，全市书法师

资的数量约２５０人，年龄大多在３０—４５岁之间，７８％以上为大专学历。其中中国书协会员

４３人，省书协会员１２０多人，市书协会员３８人。近年许多学生参加了全国、省、市各类比赛，

成绩斐然。特别是在浙江省第一、二届兰亭奖中小学生书法大赛中，温州取得了优异成绩。

温州书法历来有老中青传帮带的优良传统，教者诲人不倦，学者学而不厌。近１０年在

书法教育领域，学校式教育与私塾式师承教育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无论是培养书家的精英

教育还是书法启蒙的基础教育，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温州学子纷纷负笈各大学院如中国

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等院校深造，据不完全统计有８０多人。其中获硕

士、博士学位（含在读）的达３０人。他们学成归来，从事创作或教育。从学生到教师，从教师

到学生，教者、学者角色不断转换，形成良性循环，带动了地区书法教育的发展。

（三）宁波市

宁波市有余姚中学、慈溪市职业高级中学、宁波市李惠利中学、奉化市职教中心、宁波效

实中学、象山县职业高级中学、江北实验中学、奉化市实验小学、奉化市锦屏中心小学、慈溪

市贤江小学、慈溪市逍林镇中心小学、宁波市新城第一实验学校、宁海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实验校区、奉化市岳林中心小学等２００来所学校开展了较好的书法教育，书法教师２００多

人，全面开设书法课的学校是镇海区骆驼中心学校、蛟川中心学校、镇海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奉化市有全国级书法实验学校３所（岳林小学、实验小学、锦屏小学），浙江省级书法实验学

校６所（岳林小学、实验小学、锦屏小学、职教中心、居敬小学、西坞小学），宁波市级书法实验

学校７所（溪口小学、锦溪小学、尔仪小学、武岭小学、莼湖小学、尚田小学、江口小学）。各校

开设了每班每周１节写字课、每星期１个下午的写字兴趣小组和书法特长班，保证每天中午

１５分钟的练字时间。各校配备１—２名专职书法教师，其中城区学校都配备２名书法专职教

师，有全国书协会员１名，省级书协会员５名，小学中学高级教师２名，奉化市书法名师２

名，奉化市学科骨干教师２名，奉化市书法教坛新秀５名。全市的书法教育论文已有１００多

篇在市级以上发表或获奖。镇海区目前有全国书法实验学校１所（镇海区骆驼中心学校），

市级书法实验学校２所（蛟川中心学校、镇海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全区有书法专职教师４

名，兼职教师２０余名。其中全国书协会员１名，省级书协会员２名，市级书协会员１名，区

级书协会员５名，区骨干老师１名，两位老师获全国写字教学优质课评比一等奖。其中两所

小学一至二年级段开设硬笔书法课，受教学生近１０００人，三至五年级段开设每周１节的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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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书法课，受教学生近２０００人，镇海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开设了每周１节的硬笔书法媒体讲

座课，受教学生３４个班级１６００余人；毛笔书法选修课一个班。其他没有条件全面开设书法

课的学校，成立了书法兴趣小组，全区参加书法兴趣小组学习的学生中有小学生近３００名，

初高中生近１００名。

社会办学力量比较优秀的慈溪市大慈书法艺术学校、宁波市祯雅堂书画工作室通过

２０１２年省书协教育基地考察，成为挂牌单位。还有镇海区青少年宫、奉化市青少年宫、慈溪

市青少年宫等培训机构２０余所，从事书法教育的老师２００余人，受教学生６０００余人，其中

毛笔书法占１／３。镇海区校外培训机构的师资构成中有全国书协会员３人、省级书协会员５

人、市级书协会员６人。

（四）台州市

据不完全统计，台州地区近３００所各类学校开设书法教育课，有书法教师３００多名，有

十几万学生接受书法教育。临海市大洋小学、台州市黄岩区滨江小学、仙居县城峰中学、台

州市椒江区第二实验小学是浙江省教育厅评审的浙江省艺术教育特色学校。

全地区社会力量办书法班近２００所，书法教师２００多名，学生２万多人。台州市开展书

法教育比较领先的是黄岩书法教育中心，拥有两个教学点，教学场地２０００平方米，有在职教

师１５名、所有老师均为书法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或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有常年在学学生

１０００多名。黄岩青云间书法教育中心占地８００平方米，拥有两个教学点，现有教职工８名

（其中中国书协会员２名），学员５００多名。台州书法教育现有较好局面的形成，有教育系统

领导重视素质教育、学生书法考试优秀则升学可以加分的因素，也有学生家长比较重视孩子

的素质教育的因素，同时也和地区经济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学生家长愿意在下一代身上

进行文化投资的因素。

（五）衢州市

衢州市拥有书法老师的学校很少，目前衢江区专职的书法老师最多，也仅有４位。有的

农村连体育、音乐、美术课的专业教师都没有，小学的写字课基本上由语文老师兼任，难以胜

任书法课教学，许多学校语文课占用了书法课时，书法课形同虚设。书法教学开展得较好的

学校有衢州三中、衢州市科技中专、衢江区第一小学、江山实验小学、龙游县实验小学、衢州

市衢江区大洲镇中心小学等学校。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０日，省书法教育培训基地在衢州三中举行

揭牌仪式，是省书法教育培训基地在浙西地区的第一家。２０１１年，衢州市科技中专获“硬笔

书法示范基地”称号。龙游县桥下小学、江山实验小学、龙游县实验小学、衢州市衢江区大洲

镇中心小学是浙江省艺术教育特色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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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市青少年宫一年培训学生１２００人次，是最大的非全日制书法教育培训机构。衢州

市启典文化培训学校是衢州地区书法培训规模最大和设施最完善的社会力量办学学校，有

在校学生６００多人。衢州市中小学书法教育相对落后，主要表现在：第一，对书法教育认识

不足。书法教育在学校、家长、学生还认识不到其重要性和现实意义，学校在某种程度上只

注重文化课的成绩，注重学校的升学率，学校很少设置书法课，评价的标准还依旧放在文化

课上。第二，监管不力，目标难以达到。在中小学的课程设置中没有硬性规定书法课为必修

科目，使学校的课程设置及评价缺乏参照。第三，缺少一支训练有素的书法教育师资队伍。

第四，衢州市校外书法培训教学模式僵化。尤其是教学实践过程中，带有浓重的私塾式的结

构散漫、师徒相授的经验教育色彩。

（六）丽水市

丽水书法教育起步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主要得益于浙江松阳师范、浙江少数民族师

范和龙泉师范的书法教育和师资培养。先后有２０余所学校成为浙江省书法教育实验基地，

莲都区囿山小学、中山小学被命名为“全国书法教育实验基地”。丽水中等艺术学校（原松阳

师范学校）荣获“全国师范院校书法教育教学示范学校”称号，丽水学院多人次在首届、第二

届全国高校艺术节中获金奖，该校被国家教育部授予“全国优秀组织奖”。教师被国家教育

部授予“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工作先进个人”。少儿书法作品重大获奖有：在中国书协主办的

“全国第一届正书展”中１人获优秀奖；在文化部全国第一届“蒲公英奖”中获得３金１银；中

国书协主办的“全国第一届少儿书法作品展”中９人入展；在文化部第十四届“群星奖”浙江

省推选展中，获５金５银３铜；在浙江省书协教育委员会主办的“浙江省书法教育成果展”中

１３人获奖，１４人入选；在第一届“兰亭奖”浙江省中小学书法比赛中２人获金奖。

（七）嘉兴市

嘉兴市书法教育开展得比较好的主要是书画院和学校，比较突出的有平湖市书画院、嘉

兴市辅成教育集团、嘉兴市实验小学、嘉善县实验小学等单位。桐乡市金凤凰艺术培训学校

办学有特色，２０１２年通过了省书协书法教育基地评审。２００９年，平湖市荣获“中国书法之

乡”称号，平湖市书画院成立了“华艺书法训练营”，人数由几人逐步增加到３０多人，使青年

书法爱好者的书法欣赏和创作能力得到提高，一些青年书法家的作品能在省市比赛、展览中

获奖、入展。这些青年书法家也成了书法基础教育的主干书法教师。嘉兴市辅成教育集团

共有书法老师９名，其中硬笔书法教师６名、毛笔书法教师３名，含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１

人、省书协会员１人、市书协会员１人。２０１１年底申报为浙江省书法特色学校。秀洲区油车

港镇中心小学自１９９９年起开展硬笔书法教学，学校每周安排１节书法课（有专职书法教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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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每天中午安排２０分钟练书法。学校连续８年获得“浙江省书法教育先进集体”荣誉称

号（２００４—２０１１年）。学生至今已有３００多人次在全国各级各类书法大赛中获奖。嘉兴市实

验小学有市名师２位，市学科带头人１位，区学科带头人２位，市、区书协会员３名，具有中、

高级职称者２位。嘉善县实验小学成立了玉兰书画社，每年开展书画现场竞赛。与韩国釜

山大川里初等学校、日本枥木青年国际交流机构等进行书画交流，为学校书画交流拓展了国

际视野。

（八）湖州市

近年湖州市振兴湖笔产业领导小组和湖州市教育局联合发文做好湖州市湖笔书法特色

学校的评审，目前共有２０所。湖州新世纪外国语学校书法教师有５人，书法教学开展普遍，

被评为省书协书法教育基地。中小学校开设书法兴趣班的约有５０所，学生每周１次书法

课，学校的书法教师多为美术老师兼任，部分学校配有专职的书法教师。其中，安吉县教育

局特别重视书法教学，２０１１年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小学生写字教学意见的通知，目前全县

各小学都开有书法教学课，学生在校期间，每天上午大课间都有１５分钟“笔墨飘香”写字练

习课。据不完全统计，安吉县现有安吉县实验小学、递铺小学等１０所学校，全部开设毛笔书

法课。现有王敦宏、孙传江、陈志贤等２０位专职书法教师任教，有安吉县实验小学等浙江省

书法教学实验基地学校５所。安吉县递铺第三小学在２００９年第一届、２０１１年第二届浙江省

“兰亭奖”中小学生书法选拔赛现场比赛活动中，全国省市赛区中获得一等奖１５人、二等奖

１３人、三等奖１２人。德清县书法教师中省级以上（含省女书协）会员的约有７人，县级书协

或县老年书画协会的有五六人。吴兴区部分学校积极组织参与第十七届全国中小学生绘画

书法作品比赛，爱山、龙泉、附小、新风等学校学生在比赛中获得一、二、三等奖；长兴县积极

组织参与第十七届全国中小学生绘画书法作品比赛，学生分别获得一、二、三等奖。

湖州全市约有１２０家的书法培训机构，分别在双休及平时的晚上进行培训，师资均为当

地省市书协书法家。由于学校书法教学师资欠缺，湖州市书协和女书协积极与学校联合开

展教学活动，及时弥补了书法师资的不足。

（九）金华市

金华地区包括义乌市、永康市、东阳市、兰溪市、浦江县、武义县、磐安县、金东区、婺城

区。义乌市小学低段每周开设１节书法课，浦江的浦江职业技校、浦江县中山中学开办有书

法专业课程，小学基本上都设有书法课，其中浦江县实验小学（浦江书画小学）为省级书画示

范学校。永康城区学校开设书法课，每校配备１至２名书法教师。东阳市有５所学校开设

了书法课。大面积实施书法课堂的学校主要以硬笔教学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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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有书法培训机构１４６家，经政府批准的占１／３左右。接受书法培训的人数为２４０００

多人。小学生占大多数，其次是中学生、老年人、在职人员、大学生。师资有１００多人，多数

为省市级书协会员。义乌市八方草堂书画培训中心、东阳市兰亭书画艺术培训学校规模大、

师资优，有书法教师３０多人、年培训学生２０００多人次，被评为省书协书法教育基地。从各

区县市来看，市本级婺城区青少年宫的规模最大，每年培训人数在１８００人以上，其次是老年

大学，其他培训机构近３０家，教师中４人为全国书协会员，１２人为省书协会员，其余大部分

为市会员。金东区拥有培训机构５家，其中４家在农村，师资较为薄弱。义乌市社会办学形

成一定规模的有１０多家，年培训人数在５０００人以上。浦江老年大学书法教学成绩斐然，所

培训的学员有的加入中国书协和省书协。兰溪有书法培训班２１家，教师中中国书协会员４

人，省书协会员５人，８所学校开设书法课。永康有民办培训机构１５家，年培训人次４０００多

人，上规模的有学员５００多人。老师中有中国书协４人，省书协６人。磐安有社会办学６个

点，学员除个别初中生外，都是小学生。青少年宫有学员９５人，全年培训人数为２７６人。武

义有培训机构近２０家，参加培训人数１０００多人。东阳市经政府部门批准的校外书法培训

学校有２所，在校学生１０００余人，主要聘请中国美术学院毕业生或在校生任教；书法培训机

构有５家，分别为兰亭书画艺术培训学校、大家书法培训、黉庐美术馆、聚贤堂、东星书法俱

乐部。

（十）舟山市

舟山因为地方小、人口少（还不如宁波一个县的人口多），加上地处海岛交通不便，所以

在书法和书法教育方面底子薄、基础差，几乎所有的学校连每周１节的写字课（硬笔）都没有

保证，毛笔课的教学更是无法实行。书法师资有３０来人，省级会员较少。市书协尚未成立

教育委员会，分工不明确，２０１２年，在市教育局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成立了舟山市中小学

书法教育研究会。社会书法教育方面，４个县区中两极分化比较严重，定海最好，普陀差一

点，岱山再差些，嵊泗最差。年培训学生约５００人。

三、基础书法教育的成绩和问题分析

（一）基础书法教育的成绩

综上所述，全省书法教育在省委省政府建设文化大省和经济发展大潮的推动下，在中国

美术学院这个书法教育大本营的带动下，已经形成了宏大的发展气势。８０所中小学建设成

为浙江省艺术教育特色学校，１３所学校或社会培训机构建设成为省书协书法教育基地，包

括省书协和省青年书协及其他书法艺术团体历年建设的书法特色教育基地，全省有两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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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学校及社会培训机构成为当地书法教育的排头兵。高校观测点上的数据表明，学生对开

展书法教育充满信心，普遍认可目前开展的书法教学方法和教师教学水平，同时对书法教学

的未来发展寄予希望。全省书法教育事业在各级部门的重视下，取得显著的进步，各地区、

各县市区以先进单位为龙头，向全地区辐射，经过几十年的基础书法教育实践，积累了不少

经验，取得了不少成绩，许多学校获得全国、省、市级各类奖项，数以万计的学生获得了各级

各类书法专业荣誉。书法教育从注重特长生的培养逐步过渡到面向全体学生开设书法课程

的教学局面，各校不同程度地开发了有学校特色的书法教材和书法课堂教学模式。

（二）基础书法教育的问题分析

中小学书法教育虽然在我省取得一定的成绩，但在各地区各校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从学

校书法教育开展得比较好的杭州市余杭区及相邻城乡３个县（市、区）来看，被调查的３１所

小学、１１所初中中，仅有５６％的小学和１６．７％的初中开设了书法课，三年级以上开设毛笔书

法课的只有２６．３％，一些学校虽然课表排有书法课，但由于种种原因名存实亡。全校各班都

开设毛笔书法课的学校只有２所。诸如舟山等开展得差的地区，很少有学校开设书法课。

究其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应试教育下的学习评价机制，给学校、学生以及家长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对于中小

学校来讲，升学率的指标始终左右着学校的办学水平和办学效益问题；而对学生和家长而

言，文化课成绩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学生个人前途。

二是合格师资力量的不足，导致书法教育不尽如人意。课程改革、课程标准及课程计划

最终的实施者在于教师。因此，教师的素质、教师的认知将直接影响着教育质量。从调查的

结果来看，中小学书法合格师资严重欠缺，往往１所学校只有１名美术教师，要完成国画、西

画、书法等全部美术类课程。经济发达地区温州瑞安市全日制中小学书法专职教师严重缺

失，５０多所中小学中具备书法教学资质的教师不到１０位。我省中小学师资主要来源于师范

院校的美术专业或其他专业的毕业生，书写水平较低，极少数的书法师资，不是书写能力不

足就是书法教学方法欠缺，难以胜任书法教学。各地书协和书法培训机构拥有一定数量的

各级书协会员，但基本上没有经过书法教学技能的培训，对如何科学有效地培养学生存在很

大的教学方法上的困惑。省教育行政部门近年推出书法教师培训，极大地推动了全省基础

书法教育，但是对全省庞大的书法教师培训需求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

三是尚未构建完整的书法教育体系。截至目前，除了开设书法专业的学校专业建设比

较深入外，中小学和社会培训没有确立书法课程的科学教学体系。尽管社会呼声很高，教育

部也已发了相关的通知，但由于缺乏一个科学的教学体系，还是无法把书法研究和书法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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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同问题变成研究和教学的对象，教学的系统性与严密性不足。因此，应构建起一整套严

格的教学体系，研究和解决与书法相关的理论和技法问题，学校、家庭、社会以及教育科研、

教育行政各部门的职能等一系列的问题。

四、高校的书法教育情况

（一）我省高校书法教育现状

截至２０１１年底，全省已建有普通高等学校１０４所（含独立学院及筹建高职院校），其中

大学１２所、学院２１所、独立学院２２所、高等专科学校３所、高等职业学校４６所，全省普通

高校在校生９５．９３万人。

我省的高等书法教育始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１９６３年中国美术学院（原浙江美术学院）最

早创立了书法教育本科专业，书法艺术正式步入大学校园。几十年来，高等书法教育取得了

长足的进步与发展。如今，我省以中国美术学院为代表的书法专业教育从专科到本科，从硕

士研究生到博士研究生，规模上已比较完备。同时，我们对２９所省内不开展专业书法教育

的普通高校作了不完全调查，在被调查的所有高校中，２４所学校设置了书法课程，配备了专

兼职书法教师，专职教师平均每校１．３名，兼职教师则相对多一些，每校年书法教学人数从

２００到８０００名不等，平均每校６６０名。各校普遍在学生中间组织了书法协会，开展了书法比

赛等活动，书法教育开展较为普遍，书法教育影响面较为广泛。

目前，我省书法教育培养模式主要有三种，分别是艺术类和综合型院校培养模式、师范

类院校培养模式和普通高校开展的书法选修课教学模式。艺术类和综合型院校有中国美术

学院、浙江大学和绍兴文理学院，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系以培养具有较高书法篆刻创作实践与

学术研究能力的专门人才为目标。２０１１年２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通过了新的议案，将艺术

学从文学中划分出来，作为高等教育的第１３个学科门类，美术学也因此上升至一级学科，中

国画与书法并列，成为美术学下的二级学科。中国美术学院设有书法篆刻创作、书法理论研

究、书法教育３个专业方向和本科、硕士、博士３个教学层次。书法教育体系层次最完整，师

资力量最强大，培养了一大批高端书法人才，成为备受海内外关注的、具有标志性的书法教

育、学术研究与创作实践基地，是浙江文化的重要品牌。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现有书法专业本

科、硕士、博士３个教学层次，陈振濂教授招收的中国书画篆刻史学研究博士属于中国古典

文献学领域。绍兴文理学院则争取了书法学的学科名称。

师范类院校主要是浙江师范大学和杭州师范大学，在美术类专业里开设了书法课程。

普通高校开展的书法选修课教学和书法研究在本科院校里以浙江工商大学、浙江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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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比较典型，在高职院校里以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台州职业

技术学院等学校比较典型。浙江工商大学在“以书法为特色的学生素质教育拓展计划”中，

不断渗透“以生为本，素质育人”理念，努力提升学生书写能力、审美观念与综合素质。该校

利用书法社团的有利载体，指导学生开展一系列成长活动，形成了１课、１讲、１班、１展、１赛

的“５个１”体系，几年来授课学生总数超过４２００人次。浙江财经学院在国内高校率先成立

了“中国书法产业研究所”，探索、形成了“五位一体”的书法教育模式，酝酿归属于文化产业

管理学科的书法产业学专业建设，将填补国内高校专业空白。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在高

职院校中公共课书法教育开展得比较深入。书法授课教师教授２名、副教授２名、讲师２名

及书法专业毕业生２名。面向全体学生，开设书法课程“书法欣赏”必修课，艺术学院开设

“书法”专业选修课，全年修习书法课程学生数达到１５００多人。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编写

了《中国书法》《篆刻技法》《硬笔书法》等教材，专业教师３人；其中副高职称以上２人，校内

外兼职教师９人，年选修学生１０００多人，艺术教育课程涉及书法模块的年选修学生８０００

人。台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硬笔书法”“书法”等艺术选修课程，年选修学生１０００人。

（二）我省高校书法教育的特色和不足

我省高校书法教育存在一头强一头弱的状况，一方面，中国美术学院以全国高校最强大

的师资阵容，培养出了全国高校创作实力最高的书法专业学生群体；另一方面，开展书法选

修课教学的普通高校师资力量严重不足。由于中国美术学院和浙江大学培养的硕博士数量

太少，无法满足高校书法教学的需要，而本科生因学历的限制无法进入高校担任书法教师。

同时，高校在专业教育理念的指导下严重忽视基础艺术教学，使得书法教学的开展困难

重重。

五、解决问题的措施和方法

中国美术学院书法专业５０年的发展中集中了潘天寿、陆维钊、沙孟海、刘江、章祖安及

现今诸教授等几代人的集体智慧，在理论上传授国学素养和书法相关的理论知识，在实践中

强调“穷源竟委”，坚持专精和综合相结合，基础和个性相结合，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教

学模式的完美发展。诸多学者对此也多有论著，本文主要立足全省书法调查现状，针对普通

高校的公共书法课和中小学及社会培训机构的书法教育，提出初步解决问题的措施和方法。

（一）建设科学合理的书法课程标准

对大中小学和各类社会培训机构而言，不存在书法教学体系的问题，书法主要作为一门

课程存在着。在大中小学，语文、数学及各种专业课程都有发展成熟的课程标准，但书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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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标准建设是个新生儿，大中小学既没有完整的建设和研究，社会培训机构更是五花八

门。书法课程标准是书法教学总的指导思想，学校培养什么样的学生，为什么开设书法课，

课程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该如何配备教师，等等，都是课程标准应该明确规定的内容。有了

标准之后，书法教学是否严格按照书法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进行教学，课程设置是否严密，

教学时间、教学内容和教学质量能否得到保证，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大问题。书法教育是一

门操作性很强的学科，启动书法课程标准建设可以有效地促进书法教学的有序发展。因此，

省教育行政部门、书协教育委员会要在社会调研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行政和学术的领导协调

作用，组织人力进行分类研究和探讨，分期分批推出大中小学和各类社会培训机构的书法课

程标准，作为全省各类书法教育的教学准则进行全面推广，将对全省书法教育的进一步健康

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建设切合实际、行之有效的书法教材

我省高校的书法教材在以中国美术学院为主体的书法教育工作者的努力下，在取法高

古、碑帖结合的教学思想指导下，作出了极富开创意义的贡献。然而，目前大中小学和各类

社会培训机构的书法教材建设则迟了一步。黄建新教授很早就对高校公共书法课教材进行

了研究，并在一系列教学成果的基础上获得了中国兰亭教育奖提名奖。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硬笔书法训练方案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就作为全校培训教材普遍应用，浙江商业职业技术

学院、台州职业技术学院开发的书法教材也在实际教学中不断修改。各社会培训机构基本

上都有了自己开发的教材，但除了个别学校以外，成系统的、研究了教学对象特殊需求的、有

个性的书法教材并不多。因此，我们要在本次调研的基础上，进一步鼓励各办学单位对自身

不同的教学对象进行科学的问卷调查，取得更精确的调查数据，在可能的情况下组织分组研

究讨论，鼓励各办学单位使用改进得更合理的书法教材，利用省书协的书法教师教学成果展

这个平台，开展研讨评比，总结成功经验，推广优秀教材，形成各类书法教材的各项指标

标准。

（三）培养一支优秀的专、兼职书法师资队伍

课程标准的制定、教材的建设、教学的组织和教学氛围的形成都离不开优秀的师资，全

省书法师资建设是开展书法教育研究和教学实践取得成效的关键因素。确保师资队伍的数

量和质量，积极拓展师资来源渠道，尽量避免学术和书写技能上的近亲繁殖，优化书法教师

的学缘结构。建立相关学科的学术交流平台、开展校际教师间的合作与交流、建立全省各类

办学单位间联合性的教学研究机构，已成为当务之急。专业院校的书法专业和师范院校要

加强和社会各类书法培训机构的联系，进一步了解社会需求，输送更符合社会要求的书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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