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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书法教育思政场域的缺失及对策研究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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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教育学科设置的精细化导致书法教学中思政场域的缺失严重。而“课程思政”新理念为高校书法教育
发挥思政功能提出了新的要求。书法教育应结合时代精神，续承其传统思想教育的优势，在美育之外，突出其传统文化

的核心、隐学科的属性与自律兼自省的修为方式等内容，发挥其在时代精神与价值的构建、完善人格的塑造与人的全面

发展等方面的独特思政功能，建立起汉字的慧与美、共性与个性的人格追求、生命与自然美的思考等内涵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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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书法教育在学科分化的推进中逐渐弱化
了渗透人格思想与价值观的传统教育优势，“课

程思政”新理念的提出为高校书法教育发挥思政

功能提出了新的要求，书法教育理应结合时代精

神，续承这一传统教育优势。

１　“课程思政”的提出及其方法论意义
思政课程的改革约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为

相关课程内容的选择与自身完善阶段，主要关注

的是如何更好地完善和体现思政类课程的主体育

人功能。第二为思政类辅助课程的探索阶段，主

要任务是开发思政课外的相关课程的育人辅助功

能，弥补思政课程的不足。２１世纪初，“大思政”
理念的提出，预示着第三阶段的到来，即“大思

政”理念指导下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的反

转新阶段，以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３０日《文汇报》刊发
《上海高校：“思政课程”转身“课程思政”》［１］为

题的调研文章为信号，继之，《中国教育报》《光明

日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等主

流媒体相继刊发相关文章。２０１７年７月，教育部

召开了“２０１７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年
上海调研片会暨高校‘课程思政’现场推进会”。

至此，“课程思政”正式取代“大思政”的笼统说法

而成了新的思政教育理念。其最大贡献在于把思

政教育从单纯的课程框架中解放出来，触及教育

的核心问题。

“课程思政”是相对于“思政课程”的育人模

式提出来的，以“课程”为主的思政教育是“显性”

的，而“课程思政”则侧重于“隐性”教育，思想教

育的特殊性决定了“隐性”教育模式效果更好。

从这一角度讲，实现从“思政课程”向“课程思政”

是一种创造性的理念转化。“推进‘课程思政’改

革，不是简单增开几门课程，也不是增设几项活

动，而是把价值观培育和塑造，通过‘基因式’融

入所有课程，将思政教育贯穿于学校教育教学全

过程，将教书育人的内涵落实在课堂教学主渠道，

让所有课程都上出‘思政味道’、都突出育人价

值，让立德树人‘润物无声’”［２］，从而构建起学

校、课堂、课程三位一体的思政格局。在教育教学

中，“既要注重在价值传播中凝聚知识底蕴，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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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在知识传播中强调价值引领”［３］，突出知识

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结合，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

融通的课程目标。

２　学科分化与书法教育中的思政场域
缺失

从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大学设立书法学科起至
今，随着学科分化的推进（２０１１年前艺术学门类
隶属于人文社会科学，而目前书法学为艺术学门

类一级学科美术学下的二级学科），书法的思政

功能及其文化附加值一直在弱化，表现在：首先，

教学目标中对于书法思政功能的轻视。目前，书

法课在高校主要以艺术专业的专业课和教育类专

业的公共课为主要存在形式，前者侧重艺术能力

的培养，兼顾美育。后者则大多以训练“三笔字”

的书写技能为主，均不凸显课程的思政功能。其

次，教学内容淡化书法的人文情怀与价值。作为

培养书法教师的主要院校，目前艺术院校培养体

系中过于突出书法作为艺术的学科和课程的特

征，改变了书法的文化土壤，导致培养的师资国学

素养与人文情怀严重缺失，书法审美观过于关注

形式与艺术表现力，目前颇受争议的书法创作方

向的博士研究生正是这一理念的产物。倪文东教

授所言“书法教育不能把文化的根拔掉，只讲技

法，不讲内涵”［４］，可谓触及了书法教育的痛点。

其三，受社会书法展赛活动影响，高校书法教学变

得急切而功利，入书协、进市场甚至成为一些高校

教学成果的评价指标，这种导向严重偏离了书法

传统中精神信仰与价值追求，导致书法学习的生

态恶化。

３　“书法思政”的质素与作用方式
“书法思政”作为“课程思政”理念的延伸，在

目前的大学文化与学科分化的背景下应发掘合于

时代精神与审美的思政内核，并构建起课程思政

功能的内涵架构。

３．１　坚守“隐学科”属性，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由于国务院规定的学位名录中没有“书法

学”或“书法艺术学”相关的学位名称，故造成的

现实是高校书法人才的培养没有一致认同的学科

归属。就博士招生而言，据统计，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在
美术学之下有９所高校招收书法研究方向的博士

生，其中艺术学理论学１所，文艺学２所，哲学、美
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

献学、中国史、考古学、设计学各１所。这种情况
真实地反映了书法专业属性的模糊性。实际上，

无论书法分属于上述任何一门学科，只能是一个

权宜的“寄居”，都会导致培养目标的片面化。因

为书法除了需要研究诸如技法、风格、创作、审美、

文献等书法本体问题，还要关注书法与哲学、历史

学、美学及文学等复杂关系。显然，书法学科的这

一属性与学科和专业划分精细化的现代教育是不

一致的；然而，却有效地避免了现代教育专业精细

分化造成的“教育体制性和价值性的疏离，教育

目标异化和场域的缺失”［５］等问题。所以，某种

程度上，书法类课程是现存大学课程资源中最具

包容与综合性的课程之一，其跨文学、文字学、美

学、艺术学、教育学等于一体的“隐学科”属性决

定了其对人的影响是全面而隐性的。所以高等书

法教育应坚守“隐学科”的学科特征，使其在培植

人的精神信仰、塑造完善人格、陶冶高雅情操等思

政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

３．２　由技入道，自律自省的体验式学习模式
书法课堂的延展性表现在日常技法训练外，

更重要、更漫长的是文化素养的渐修过程，最终由

技入道。技法训练如碑帖临摹是自律的，而读万

卷书，在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涵养自己、不断提

升审美素养与道德情操又是自省的过程，技法理

论并不深奥，但要真正体悟并化入笔下需长时间

的技法锤炼，故书法学习更重“悟”。这一作用过

程类似于思政教育且相融通，传统的思政教育遵

循２０世纪初列宁提出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
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６］３１７的教育方法。而在受

教育对象独立性与自主性高度发展的今天，这种

主客体不平等的片面教育模式在实践中的弊端日

益突出。相应的，“凸显受教育者主体性的自主

学习模式、渗透教育、感触教育或者体验式教育的

模式”［７］成为大势所趋。客观地讲，灌输教育并

非完全不能要，它是在大脑中形成印象的有效方

式，但此后受教育者的体悟和感触更为重要。

“通过对理论知识的感性化处理，能够有效地使

受教育者与教育者之间达到对知识‘灌输’的一

种客观性评价认知。在达到对受教育者主体地位

重视、尊重的同时，达到对大学思想课知识与价值

导向的双重效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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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根植传统文化，弘扬时代精神与审美价值
就中华民族而言，几千年来所凝结成的民族

传统文化是影响其思想行为模式的最强大力量，

这种力量是根深蒂固且处于绝对支配地位的。相

对于“舶来品”，民族精神与道德力量更具亲和力

和感召力，所以“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知识分

子的精神家园，千百年来一直以其强大的精神塑

造力规范着中国的人文理念和道德指归，对知识

分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起着积极的作用。”［９］十

九大报告指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

值、中国力量”，明确了优秀传统文化在时代精神

与价值建构中的重要作用，当代大学应积极担当

这一职责。然而，一段时间传统文化在大学中的

有意疏离和西方价值观的乘势而入，导致我国大

学人的精神困境和危机凸显，未能肩负起在时代

精神构建的重任，所谓“钱学森之问”值得反思。

就大学教育而言，尽管“我国大学的发展必须借

鉴西方大学发展模式、道路，但是更要将大学这一

‘文化机构’建立在本国文化传统中，并将我国数

千年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其中，惟有如此才能让我

们大学的发展具有深厚的根基”［９］。“课程思政”

理念的提出，为传统文化通过课程参与到大学文

化与时代精神的构建提供了新的思路，作为“中

国文化核心的核心”（熊秉明语）的书法，应根植

于传统文化，课程设置可从汉字的慧与美、共性与

个性的人格追求、生命与自然美的思考等几个层

面拓展其思政教育内涵。

３．３．１　了解汉字的源流演变，重续与汉字的情感
纽带

文字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根基，是记录该

民族历史的基因密码。汉字是表意文字，每一个

汉字都是祖先智慧和情感的创造。而简化字系统

从实用出发，对其识写并不从汉字源流演变的角

度出发，美的表现也是单调的。这既造成了使用

者与文字之间的情感隔阂，也形成了阅读与品位

传统经典的障碍。而书法是在遵循汉字源流演变

基础上对其慧与美再诠释。汉字在每一个时期的

形体变化和书体美感特征都刻下了时代烙印。无

论古朴神秘的甲骨文、典雅厚重的金文，还是秩序

井然秦小篆等字体，或者此后所谓晋尚韵、唐尚

法、宋尚意的审美取向，无不为时代思想文化思潮

所影响。临摹学习就是感知历史文化的过程，也

是与汉字的情感交流过程，整个过程是情感而理

性的。就字体演化而言，毛笔的特性决定了笔法

对文字演变的影响是除了简易流便之外的另一决

定性因素，而这一因素则保证了汉字每一次的形

体演变是表现书写美的。书法学习中认识文字的

源流与美学品格，可有效增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

感，在书法作为构建“课程思政”架构的体系中当

凸显这一点。

３．３．２　弘扬书学人格理想，塑造共性个性统一的
完善人格

书法对人格美的贡献有两个方面：其一为共

性的。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十分重视人

格修养与价值追求，提出了以“修身为本”的人格

追求，而把“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１０］６０７作为修

身之正途。同样，中国书法传统中也有分明的价

值判断。自杨雄“书，心画也”［１１］１０之论始，继之

有柳公权“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１２］３１；刘熙载

“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

人而已”［１３］７３的表述等等。这一书学传统为书法

人所推崇，与敬畏经典成为源远流长的价值取向。

其二为个性的。书法作为艺术是展示个性美的，

是充分尊重个性的。一部书法史在某种意义上是

书法风格的历史，尽管风格受时代、思潮、地域等

诸多因素影响，但最主要的是书家个性气质、审美

追求与价值取向。所以“任何创作者应在阐述书

法文化的共性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尊重书法文化的

个性规律和个人风貌”［１４］。同样，个性发展是马

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中的本质内容，从德

育教育的角度讲，“大学生个性发展是我国高校

教育的内在要求，高等教育要以教师的主导作用

促进大学生的个性发展，以良好的校园环境完善

大学生个性发展”［１５］。可见，“书法思政”可以与

完善大学生的人格追求有效对接。

３．３．３　进入哲学思考，感知生命与自然律动之美
自然之美是最高级的美，而尊重自然与生命

是人类最宝贵的品质。《易》言“天地之大德曰

生”。只有深刻地理解了生命与孕育了生命的天

地之间的关系，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地善待万物、善

待自然。汉字起源于人们对自然和自我生命的体

认。同样，人类对于宇宙、自然万物和人本身的观

念、精神本质体认而赋予了书法美学与人格精神。

宗白华说：“中国的书法，是节奏化了的自然，表

达着深一层的对生命形态的构思，成为反映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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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艺术。因此，中国的书法，不像其他民族的文

字，停留在作为符号的阶段，而是走上艺术美的方

向，而成为表达民族美感的工具。”［１６］４３９－４４０所以，

一件书法作品，会“被视为一个有机的生命整体，

与主体书家、自然造化三位一体，同体生命之道。

通过对生命精神的张扬，达到以人为本、天人合

一、情景合一、知行合一，抒写性灵，展现天地生生

之道。”［１７］这是书法对人类的卓越贡献，高校的书

法教育理应上升到哲学、美学的高度。以此管领

设置相应的课程教学目标、方法及其内容。这样

才能真正体现书法独特的育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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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马秋凤，张文文．浅议思政教育方法创新：以灌输教

育与渗透教育相结合为视角［Ｊ］．品牌，２０１４（１２）：
２７２－２７３．

［８］任学鹏，高齐天．感触教育方法对高校思政教学实效
性的作用［Ｊ］．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１６（３）：
７２－７５．

［９］迟海波，刘文健．大学精神走出困境的传统文化影响
［Ｊ］．科学社会主义，２０１２（４）：１０８－１１０．

［１０］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资料简编（先
秦部分）［Ｇ］．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

［１１］杨雄．法言·问神［Ｃ］／／诸子集成（册９）．长沙：岳
麓书社，１９９６．

［１２］乔志强．中国古代书法理论解读［Ｍ］．上海：上海人
民美术出版社，２０１６．

［１３］刘熙载．艺概［Ｃ］／／历代书法文论选．上海：上海书
画出版社，１９７９．

［１４］朱建华．书法文化中的共性与个性问题辨析［Ｊ］．时
代文学，２０１４（４）：１９２－１９３．

［１５］朱敏．论个性培养与大学生的全面发展［Ｊ］．理论月
刊，２０１０（５）：１８６－１８８．

［１６］宗白华．艺境［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
［１７］晃岱双．中国书法的文化精神与人格魅力解读［Ｊ］．

理论学刊，２００７（１１）：１０９－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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