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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书法促进海外中文教育 
 

Huiwen Li 

Bard College 
 

摘要 
书法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之一，在国际中文教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探

讨了书法课对国际中文教育的重要性。首先，分析了书法课对学生语言能力、文化

认知和审美素养的影响。其次，对当前国际中文教育缺少书法课的问题进行了分

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措施，包括加强师资培养、改革教学方法、开发书法教

材和资源、取得系统性支持等。 

 关键词：书法课；海外中文教育；汉字学习；挑战与应对 

 

 

 

 

书法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自古以来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国书法承载

汉字历史的承载者，且具有深度文化意义和美学表现；书法是中国国学内容的承载

者；书法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在海外传播具有重大及深远意义（王岳川，

2019）。当前，美国大学中文项目中开出的书法课受欢迎程度很高，开设一个班的

报名学生人数一般远远超过班级限额，少数学校开设 2-3 个书法班，班级仍爆满。

但书法课总体开出量并不高，绝大多数中小学没有专门的书法课，高校的开课量大

约只占学校总数的四分之一。 

近些年来，受中美政治、经济、文化冲突、双方关系影响，美国中文教育正受

到不小的冲击，政府资金支持减少，总体学生数量下滑，有些学校的中文项目甚至

被取消。如何从内部机制中找到突破成了最近美国中文教育届探讨的热点话题。本

文结合当前为数不多的文献和研究者的国际中文、书法教学实践，列举开设书法课

对于国际中文教育的重要意义，激发海外中文教师充分认识书法课、积极考虑开设

书法课的动机，并呼吁海外中文项目（尤其是高校）将书法课纳入中文课程系统并

作为其有机组成部分，以吸引更多学生了解、接触、喜欢书法，进而选择学习中

文，最终减少中文教育受到的重大冲击。 

 

一、书法学习对于学生成长的积极作用 
 

（一）学习书法对学生中文学习的影响 
 

书法对中文学习的作用显而易见，突出表现在汉字、文化等多个方面（吴琼，

2016；董芳芳，2015；李璟, 熊一蓉, & 许慕竹，2018；蒋文华, & 刘昭敏，2022；

盛怡君，2023）。书法教学能为语言教学提供人文性、艺术性和工具性的辅助（汪

健，2017；盛怡君，2023）。尹思纯（2023）的研究发现，学习书法增强了中文学

习者的信心，大大降低他们的畏难情绪。因此，书法学习的作用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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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字是书法之本体。从汉字之形与书法之形是一个连贯的发展过程，书法是由汉

字图象到汉字艺术呈现的过程（骆冬青，2023）。“若是没有汉字的诞生，就不可

能出现像中国书法这样一种纯粹的高级艺术”（方建勋, & 杨谔，2017）。但是，汉

字与字母文字的差别这些学生汉字认知和学习的特点，汉字识读、书写一直是汉语

（外语、二语）教学中的难点，必然导致非母语学生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存在种种

困难，使得对外汉字教学成为对外汉语教学系统中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李超然，

2019；张丽敏，2019）。 

        汪健（2017）、李超然（2019）的研究表明，书法教学有助于激发非母语学生

学习汉语的热情和兴趣，有助于推广和传播中国文化，有助于提高非母语学生的汉

字书写能力。其他学者（如董芳芳，2015；李璟, 熊一蓉, & 许慕竹，2018）的研

究也显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嵌入的书法教学，可以激发学生了解中国文化的动

机，同时提升对汉字本身的兴趣，并对解决汉字教学中的困境有一定的作用。 

        沈金龙、许云（2019）认为，书法是对汉字进行艺术加工后的呈现，是汉字字

形的美感表达，但是，书法的表现是以汉字为根基的，因此，对汉字的认知是书写

的基础，进而从字形的变化体会汉字所要表达的含义与精神；书法的加工则是升

华，赋予汉字更多的内涵，使之体现出艺术之美感。在认知汉字的基础上，进行书

写方式的探寻，事半功倍；在对书法的欣赏中认识汉字的字形与内涵，透彻深入。 

        学习和练习书法对学习汉字有很大的促进作用。黄俭（2018）认为，尽管书法

届对书法笔顺与汉字笔顺的关联不同看法，但是正确美观书写汉字过程中应贯彻

“汉字书写定序”原则，传统书法理论对汉字书写笔顺在宏观具有指导作用。 

        除去上述作用之外，书法学习对于中文课的汉字学习促进还表现在许多其它方

面。其一，书法训练可以帮助学习者更好地掌握汉字的结构和笔画顺序，从而提高

字形的学习效果。而且，书法的规范性要求使学习者更加注重字形的细节，进一步

加深了对汉字字形的学习。其二，书法的学习过程中，除了注重字形的书写，还注

重字义的理解。通过学习书法，学习者需要更加深入地了解汉字的构造和演变规

律，进而提高对中文语言的理解和应用能力，在此基础上，学习者要将其转化为书

写的表达。这种过程不仅仅培养了学习者对字义的理解能力，还提升了对字义的学

习效果。其三，书法的学习过程中，学习者需要通过朗读、吟诵等方式将汉字的音

韵特点与书写形式相结合。这种练习不仅提高了学习者对汉字音韵的敏感度，还加

深了对字音的学习效果。通过书法的学习，学习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汉字的发

音规律。其四，学习者在书法课上通过反复练习和模仿名家的作品，可以提高他们

对汉字的记忆和理解能力。此外，学习者在书写汉字的过程中，需要注重笔画的连

贯和整体的美感，这可以促进他们对语言形式和结构的把握，从而加强对汉字的识

记。其五，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强调形与神的统一。在书写过程中，学习者需

要将汉字与相关的意象、文化内涵联系起来，从而形成字词联想。这种联想能力不

仅提升了学习者对汉字的学习效果，还提高了字词联想水平、丰富了对汉字文化的

理解。 

        另外，书法学习还能帮助学习者了解汉字发展历史。李超然（2019）实证研究

的方法论证了书法教学有助于提升学习者学习汉字的兴趣，甚至激发学习中文语言

及其历史文化的欲望。总之，书法对于学习者的汉字学习效果有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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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书法可以提高学生的中华文化认知和跨文化能力 
 

书法学习是了解中华文化的主要窗口之一。书法属于我国传统文化中能够体现文化

积淀的载体，书法教育蕴含着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也承载着中华民族认同和文

化精神的有效传承（刘育华，2022）。窦世强, 李明, & 马松翠（2013）认为，汉

字书写是中国人对汉民族传统文化的特有表述，也是汉民族的独特文化符号，是中

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书法作为一种文化载体，能够帮助学习者感知和理解中华文化中的价值观念、

审美观和人生哲学等方面。书法学习者通常通过欣赏和模仿名家的作品，感受到中

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增强对文化兴趣和认同。通过书法的学习和实践，学习者

可以更好地体验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增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通过学习书

法，学习者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的内涵和特点，从而培养跨文化交流的意识和

敏感性。 

通过书法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是一个必然的共识（郑博仁，2012），但是书法

传播不是单向输出，而是将中外文化之中某些相同或相近的价值观念，以中国特有

的方式表达并介绍给国外受众（赵明，2021）。通过教师搭建的文化脚手架（李同

路，2021），书法课可以帮助学生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共通之处。在书法学

习过程中，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欣赏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艺术表达方式，促进跨文

化交流和理解。学习者通过书法课可以了解到不同文化中的书法艺术和审美观念，

从而增强对其他文化的尊重和理解。此外，学习者在书法课上还可以与来自不同国

家和地区的学习者进行交流和合作，促进彼此之间的跨文化交流和合作能力的提

高。 

 

（三）书法帮助培养认知能力 
 

书法的学习可以提高学习者的观察力、注意力、思维能力、审美力和创造力，促进

他们在中文和其它学科学习中的认知发展。学习书法需要学习者对笔画的形状、顺

序和力度进行精确的掌握，这对于培养学习者的专注力和细致观察力非常有益。同

时，学习者在练习书法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地进行创作和变通，这可以促进他们的

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发展。 

 

（四）书法帮助培养审美情趣和艺术鉴赏力 
 

书法包括笔法、字法、章法、甚至墨法，书法具有线条美、墨色美、形体美、意境

美。通过书法课的学习，可以培养学生的对于书法艺术形式的审美意识，从而培养

他们的审美情趣；书法教学还可以帮助学生培养对艺术作品的敏感性和欣赏能力，

提高他们的艺术鉴赏水平；书法的学习可以培养他们对美的独特见解和表达能力，

从而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整体审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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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书法课面临的问题、挑战与对策 
 

显而易见，书法课对于国际中文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学习书法，学习者可以

更好地理解和体验中文语言和文化，培养审美能力、专注力和创造力，提高学习效

果，促进跨文化交流和理解。令人高兴的是，根据目前已经开课的情况来看，书法

课的生源非常充足，这为书法课数量的增加提供了可能性。但是，目前对于书法课

在国际中文教育中的应用还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主要表现在师资力量、教学材料

及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 

 

（一）师资力量不足 
 

国际中文教育中缺乏专业的书法教师，导致书法课的开展受到限制。目前，大部分

中文教师并没有接受过专业的书法培训，有些甚至从来没有写过书法，当然对于书

法的教学方法和技巧也就了解有限。教师缺乏知识储备，教学意愿不足成为第一个

挑战，这一现状是与尹思纯（2023）的研究一致的。 

 

（二）教学材料和资源缺乏 
 

目前，好的中国书法的教材在海外还比较缺乏，其它辅助资源也不充足, 这一问题

同样得到了尹思纯（2023）研究证实。原因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既懂书

法，又懂外语，有喜欢编书的教育工作者少之又少。其二，海外缺乏相对统一的教

学内容、教学时长、教学进度，不容易编写出一套广泛适用的教材。其三，中国书

法博大精深、包罗万象，很难用一套教材整合汉字、书体、历史、文化、欣赏、碑

帖、创作等内容。其四，书法课程在海外规模尚小，考虑到销售量和收益等因素，

出版商对于书法教学材料的出版缺乏积极性。 

 

（三）教学内容单一、教学方法单调 
 

目前，国际中文教育中的教学内容主要集中在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的培养上，缺少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介绍和深入学习（尹思纯，2023）。因此，学生对于中国传

统文化的了解和认知相对较少。同时，书法方法主要以传统的课堂教学为主，缺乏

创新和多样化的教学手段。这种教学方法不能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限制了书法课的教学效果。 

 

（四）书法课程受重视程度不够 
 

原因之一是前述的教师自觉的知识储备和能力不够，原因之二是相关院系对书法课

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认为书法课是可有可无的课程，组织几次活动或搞个俱乐部足

矣。因此，即便是教师有上课的愿望、提出增设书法课的建议，也往往不能获批。 

另外，于晗 & 周晶晶（2022）也看到书法传播遇到的其它问题，如高语境文

化向低语境文化输入的逆向困难、中外文化传播的分渠而流、“汉字文化圈”外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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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盲视；刘志超（2019）看到的挑战是中国书法经典和书论在海外的译介与接

受问题。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以

推动书法课在国际中文教育中的发展和应用。解决以上问题，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

方面入手。 

 

（一）加强师资培养 
 

针对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应加强对中文教师的书法培训和专业知识的传授。可以

通过开展专业的培训课程和研讨会，提高中文教师的书法教学能力和水平。美国书

法教育学会开展了网上教师书法学习活动，受到了广泛的认可。当然，如果未来海

内外专业院校能更灵活地为海外教师提供学位、学历教育，必然会大大提高海外教

师的书法水平。 

 

（二）建立书法教材体系 
 

针对教学内容单一的问题，可以建立完善的书法教材体系，包括教材、教辅材料和

参考书籍等。这些教材应覆盖书法的基本知识和技巧，同时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和艺

术欣赏，提供全面的学习资源。随着书法课的普及，可以考虑业界进行共同交流探

讨，形成内容、进度、标准、层级的共识，以推动教材的广泛适用性和体系化。另

外，教师和部门应充分沟通，取得充足的资金支持和资源配备。 

 

（三）改革教学方法 
 

针对教学方法单一的问题，可以尝试引入多样化的教学手段。改变仅教师一人授课

为加入同行专家作专题报告，改变满堂灌式教学为学生作兴趣课题报告，改变全部

线下授课为线上线下搭配，改变仅使用文字资料为视频搭配，改变学生被动临帖为

学生可自选内容和书体，改变仅书法内容作业为包含书法相关相近内容，改变单一

书体为古今书体同时涉猎，改变单一课堂为课堂加展览馆，改变一个班活动为与外

校交流合作，也有教师（阮蓓，2013）将书法教学内容分成若干元素，将这些元素

渗透在中文教学中，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些丰富多彩的新颖的授课方式往往能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同时，可以组织书法比赛和展览等活动，提供学生

展示自己书法成果的机会。 

 

（四）做好书法重要意义的宣传 
 

中文教师、书法教师应充分合作，商讨书法课程的宣传推广。一是通过举办讲座、

展览、体验，向学生介绍中国书法及文化；二是要做好需求分析，适时向院系、学

校课程部门提出建议，恰到好处地将书法课引荐到大课程系统的适当位置，并尝试

性地对课程进行调整，取得其它相关专业教师的信任和课程系统的完全接纳（Li & 

Yu，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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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 
 

本文论述了书法课对国际中文教育的重要性。借助文献，对学生语言能力、文化认

知和审美素养的影响进行分析，说明了书法课在国际中文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同

时，通过对当前国际中文教育中书法课尚不理想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相应的对

策和措施，包括加强师资培养、改革教学方法和建立书法教材体系等。 

        书法在中文学习和课程体系中应该占有重要地位，它既能帮助学习者理解中文

语言的结构和演变，又能够使他们深入体验中华文化的内涵。此外，书法还能够促

进学习者的认知能力和创造力的发展。因此，在中文教育中，应充分利用书法资

源，将其应用于教学实践中，以提高学习者的学习效果和兴趣。但是，数字化时代

对书法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索。未来的研究应关注如何更好

地整合书法教育和数字技术，以及如何创新书法教学方法，提升中文学习者的综合

素养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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