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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梳理了近年来国内研究者对“国际中文教育+书法教学”的相关研究成果,认为这些研究

涵盖的内容较全面,但存在着研究角度雷同、缺乏创新性、缺失对学生主体的调查访问、少有对当下新

科技辅助书法教学的研究等不足。国际书法教育研究有许多可以突破创新的方向,教材开发团队有待壮

大,教学工作者与程序开发团队的合作也有待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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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强,

在国际中文教育中融入中华文化教学是

极其必要的。本文回顾并整理了近年来

国内研究者对国际中文教育背景下书法

文化教学的研究现状,分析书法对汉字

教学的文化辅助作用,希望能够为书法

文化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内的发展提供

参考。 

1 国际中文教育中的书法文化

教学研究热点话题 

1.1教学方法 

有关国际中文教育中的书法教学方

法大多来自一线国际汉语教师的经验总

结,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时间的发展,研究

者们还在不断提出具有创新性的教学手

段,笔者现将相关研究总结如下： 

薛晨(2012)提出应注重教学对象的

汉语水平差异,区分教学对象是否为汉

字文化圈学生——对来自汉字文化圈的

学生可侧重书写；对非汉字文化圈的学

生,则侧重书法欣赏。薛晨还提出教师应

当筛除字帖中的生僻汉字、繁体字和因

书写需要而变形的错字,避免学生产生

厌烦情绪、改变学习策略、产生汉字学

习的负迁移。[1] 

林珍华(2015)强调在教学中应当立

足字本位,紧扣汉字的表意特点；教学顺

序先笔画后整字,先独体字后合体字；重

视对现代科技的使用,开发和推广学生

专用的汉字书写APP。[2] 

鲁馨遥(2015)提出了两个特殊的教

学方法：(1)运用分数教学法,将汉字有

效分割、细化到四分之一米字格分配中,

使学生可以借助交叉点、画线段写分数

的方式认识汉字书写方法；(2)运用故事

教育教学法,抓住外国学生喜欢中国文

化、向往中国文化的整体学习特点。[3] 

史鹏飞(2018)认为对外汉语教学中

的书法教学应当善于利用网络设备资源,

采取灵活多变的教育教学方式,例如展

示汉字书写规范时将板书与多媒体动画

结合。[4] 

1.2书法文化教学的意义 

对一线教学工作者而言,明确书法

文化教学与传播的意义是十分必要的：

我们是为了呈现一个扁平而模式化的古

典文人形象,还是为了让外国学习看到

书法背后的当代中国人或含蓄内敛、或

奔放洒脱、或温和典雅的“字如其人”

的精神品质？通过梳理书法文化教学对

国际中文教育的意义,我们可以整理思

路,找准方向,看清价值。 

任晓明(2012)认为汉字书法在对外

汉语教学中具有艺术审美角质、语言文

字教学价值、文化信息传播价值。借助

汉字书法教学,加强文化信息量的注入,

可以激发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求知欲,

使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种类、内涵有不同

程度的新认识。[5] 

左晖(2014)认为书法教学对汉字教

学的意义有两点：(1)极大地加强学生对

学习汉字的兴趣与乐趣；(2)学习简体字

的同时可以欣赏繁体字,提高学生学习

汉字的能力。[6] 

张丽敏(2019)认为中国书法的艺术

特点和其文化魅力对汉字教学大有裨益,

可以加强学生对汉字特殊结构及笔画特

点的认知,提升学生书写汉字的兴趣,激

发学生主动书写汉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同时也能在书法教学中传播中国文化,

让学生对中国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7] 

1.3教学中存在的不足与相关建议 

近年来,有不少教学工作者研究了

国际中文教育中的书法教学的不足之处,

其中有的问题已得到解决,有的仍处亟

需解决的阶段,也有研究者对这些问题

提出了建议。 

朱华(2009)通过数据分析指出：书

法课堂能吸引到大量留学生,但教师往

往仅向留学生展示书法,或将书法课堂

变为中国语言文化兴趣会,并不是真正

意义上的教留学生书法。[8] 

田佳(2009)提出建议：(1)注重推广

渠道的多样化,开设课程、编写配套书法

教材、设立相关网站；(2)定期开展书法

交流活动,组织学生参观博物馆、碑林

等；(3)充分运用计算机多媒体技术。[9] 

陈慧(2013)提出包括书法在内的中

华才艺课程设置中大多存在以下问题：

(1)课程目标不明确；(2)课程性质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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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际需求不符合；(3)课程内容不确

定；(4)课程考核方式不科学。[10] 

杨文宾(2019)认为教师极少有专业

书法科班出身人才,难以做出标准的课

堂示范；被选调外派的教师的书法速成

班时间极其有限,师资力量培养情况并

不乐观；教材则专业性、权威性不够,

技法训练的临摹教材往往为古代碑帖,

留学生难以领悟其中笔法,若能结合不

同国家的地域特色对当地的书法教材进

行调整,则可以弥补一些需求。[11] 

张楷泓(2020)指出现今书法课教材

在文化课教材里是数量 多、总体质量

高的。孔子学院出版了5本书法教材,

本教材配有 DVD,但在汉字选择上没有

贴合 HSK等级,与考试用词脱离,这使得

书法课对语言课的助益减弱。且在现有

的书法课教材中,没有针对不同国别的

或不同母语的教材。[12] 

2 对国际中文教育中的书法文

化教学的总结与展望 

结合上述归纳整理,可以看出从早

期研究者提出“对外汉语”和“书法”

相关联的命题开始,后继的许多研究者

都只是沿着前人的的研究角度研究相似

的问题,研究成果往往大量重复,缺乏创

新。例如：十几年前就已经有人提出了

教材缺乏的观点,其后的许多文章都在

重复论证“教材缺乏”的状况,却鲜有人

试图在此基础上提出具有创新意义的教

材设计思路或尝试开发教材。此外,许多

研究者的调查对象都是教师本身,极少

谈到学生的课堂反馈,或专门针对学生

采访、调查,笔者认为这是一项较严重的

缺失,如果能够有研究者从这一角度出

发,或许对国际书法教学的课程设计会

有创新性的指导意义。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现代化教学

手段也在不断更新,从早期的幻灯片展

示、多媒体影音播放,到如今的移动端教

学APP,学习的方式变得越来越快捷便

利。市面上的汉语教学类APP层出不穷,

更新换代极快,却少有发展壮大的本土

APP,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是汉语教师队

伍、科研与市场团队与学生群体三方结

合不够紧密的缘故。教师有本体知识、

教学经验、创新想法,但难以实现；科研

与市场团队有技术、有平台、有市场能

力,但做出的产品时常脱离教学实际、不

得要领；学生作为这一产品的 终使用

者,能够给出 直接的反馈。因此笔者认

为,汉语教师的研究队伍中或许可以积

极招徕程序设计与市场分析方向的人才,

接受他们从专业角度给出的建议和支持,

多方合力做出好的产品。目前鲜少看见

有关这类产品研发的文章。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前人的研究成

果在教学设计和发现问题方面具有很好

的参考价值,尤其是近三年,相关研究发

展十分迅速。科技的发展促进了动画技

术成熟,这也让汉语教师自身学练、展示

书法的压力得到一定的缓解。从学科的

整体发展来看,相关研究仍然有着缺乏

创新性、研究成果雷同、对学生反馈调

查不足、现代科技应用缺席的问题。笔

者认为,研究者们也应该大胆创新,勇于

与不同专业的研究者合作,对国际中文

教育背景下书法文化的教学进行创新性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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