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法鉴赏”的教学设计

教学内容名称 书法鉴赏

课程名称 艺术品鉴 教学对象 文秘专业大三学生

课时数 8学时 授课教师 黄馨慧

一、教学前期分析

（一）教学内容分析

通过对各种书法形式的讲授与多媒体教学实践结合，使学生能够理解书法鉴赏的

含义和基础知识，了解书法鉴赏的基本方法，达到提升鉴赏书法作品的能力和提升书

法素养的教学目。

（二）学习者认知分析

 文秘专业大三学生，前期有人文修养概论和文学鉴赏等先修课程的知识铺

垫，有一定的人文艺术鉴赏能力和基础知识，且经过大学两年的学习， 具有一定的

自主、合作、探究学习的能力。但鉴赏知识和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特别是书法艺

术鉴赏知识相对匮乏，部分学生可能兴趣不大。

二、教学目标（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 知识与技能

了解书法家的风格特点及书法评价标准，能够结合书家的人格、精神等对书画作

品进行简单的评述，并能作简单的书法练习。通过书法鉴赏，使学生较为全面地了解

书法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了解古今优秀的书法艺术作品，提高学生的

综合文化素养

2.过程与方法

通过观察、分析、讨论、认知、体验、练习、展示、评述等完成学习。培养学生

的书法审美情趣，提高审美能力，提高大学生艺术鉴赏的感受力、鉴赏力、创造力。

3. 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 

感受中国书法的艺术美，体验学习过程的乐趣，培养学生对传统艺术和传统文化

的热爱，增强民族自豪感。

三、教学重、难点及解决措施

教学重点：以王羲之、颜真卿的书法为例讲述书法的特点及如何评价书法作品。

教学难点：如何去欣赏古代名作名帖 ，应该注意哪些；如何理解书法的字如其

人以乃精神风貌           

解决措施：

建议多出示不同类型作品进行比照分析，使学生在实际观察比照中，认识书法的



不同形式特征和笔墨技法的差异。 

四、教学方式选择与设计

根据学生对书法艺术了解的实际情况，我在本专题课的安排中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进行内容的分析，哪些需要详讲，哪些带过，不刻意追求学生有多高的欣赏水准，主

要是让学生通过图片和理论的结合来学习来对书法艺术有一定的了解，以培养其学习

兴趣，并从书法艺术中去体会中国传统的艺术魅力根据学生对书法艺术了解的实际情

况，在本节课的安排中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内容的分析，哪些需要详讲哪些带过，

不刻意追求学生有多高的欣赏水准，主要是让学生通过图片和理论的结合来学习来对

书法艺术有一定的了解，以培养其学习兴趣和提高欣赏书法的眼界，并从书法艺术中

去体会中国传统的艺术魅力。

教学思路： 通过中国书法艺术欣赏-→探讨中国书法的审美特征-→讲解其主要

形式要素的特点→激发思考和自主学习-→小组分工-→收集资料-→选择、分析-→编

撰报告-→口头汇报专题-→评鉴。

五、教学内容

1．书法的定义 。

2．书法的历史 。

3．书法的特征和性质

4、书法家的风格特点及书法评价标准。

5、书法鉴赏的含义和基础知识。

6、书法鉴赏的基本方法。

五、教学环境及资源准备

1、以多媒体教学形式为主，理论讲授与观摩教学光盘，图片相结合，边看边分析，

并提问，启发，开拓学生思维，以此为辅助教育方法，使学生从思想认识上真正掌握

最实际的内容。另外，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建立学生可以通过百度、雅虎等搜索工具

寻找与课程内容相关联的知识信息，扩充知识面，增强对该课程的兴趣。因此，需要

多媒体设备，大量展示大师经典作品和优秀作业，并要求投影仪应达到一定的精度，

以保证所播放图像的最佳效果。

2、按照教学设计，带领学生和我校书法协会社团合作，进行书法实训，提升学生审

美能力和艺术鉴赏力

六、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所用时间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媒体应用

温故知新

实验研究

体验学习
中国绘画艺

术作品欣赏
30分钟

教师播放视

频和图文介

绍引导学生

欣赏

学生观看作

品
多媒体

理论讲解

中国古代绘

画的审美特

征；绘画作

品的鉴赏方

面及程序。

65分钟
讲授+作品

剖析 
学生听课 多媒体

联系实际

学生分组自

选作品鉴

赏，从品鉴

的流程拆分

小任务，协

作完成鉴赏

汇报演示文

稿并在全班

分析汇报

45分钟

教师引导学

生，把实际

鉴赏流程串

联起来

学生为主

体，教中

学，学中做

多媒体

拓展学习

我校书法协

会现在展示

书法习作，

学生实训书

法

90分钟 教师组织 学生参与

归纳总结
小结本专题

的学习要点
30分钟

通过教学、

参观心得、

作品展示巩

固本专题的

学习要点

学生反馈教

学效果
多媒体

七、教学流程（以下是举例）

布置主题

1确立教学

主题 2细化

教学项目

自主学习

1、收集优秀

作品 2、自主

评价作品 3、

小组讨论作品

经典引导

1、理论讲解介

绍 2、经典作

品评析 3、同

类作品比较

2、

校内实

训，形成

汇报心得

知识总结

1、学生案例类

比 2、小组讨

论总结 3、课

堂作品总结



八、教学评价设计

本课程分为两个学习项目部分，采取教师评分、学生互评和学生自评三个层次进

行共同综合评价的方式。评价采取形成性考核和过程性考核相结合的原则，拓展

考核空间。

具体如下：

课程评价所占权重分配表

学习项目评价表

考勤 项目完成情况 综合素质 学生自评 学生互评 合计

20% 40% 20% 10% 10% 100%

过程评价内容：

（1） 出勤：以学校相关制度为准

（2）课堂参与，主动提问，并积极回答问题和参与讨论；

（3）口头表述：对老师提出问题的解答；

（4）搜集资料的能力；

（5）作业完成质量及数量。

形成性评价内容：

（1）作业创意过程记录本

（2）作品展示效果；

（3）作品汇报会效果。

形成性评价（60%） 终结性评价（40%）

学习项目 1 学习项目 2 作业

汇报

过程

报告

作业

展示

30% 30% 10% 20% 10%

九、教学反思

在教学过程中，应立足于加强学生实际接受能力的培养，采用项目教学，以工作任务引

领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成就动机。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主导和学生分组展示、讨

论互动，学生提问与教师解答、指导有机结合，让学生在“教”与“学”过程中，提高审美

能力、沟通能力、责任心、团队精神。同时，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积极引导学生提升职业素

养，提高职业道德。

我们老师首先要从教学目标的制定上下功夫，教学目标是预期的学生学习结果，老师要

利用目标指导教学过程中各种技术的选择与应用，指导教学结果的测量与评价，指引学生学

习。分类分层次教学应结合艺术品鉴的课标和教学设计的要求与学生差异，不同的地区设定



不同的目标。老师是课堂教学的主导，分类教学能否使因材施教成为可能，能否切实提高课

堂教学质量，虽然教师面对同一班级教学对象的压力大大缓解了，但不同区域层次、不同班

级的学生出现也要求老师改变过去那种同教学目的、同一重点难点、同一评判标准的教学模

式，教师应在因材施教上狠下功夫，导学要做到精讲、对路、有启发、尽量把“教”的活动

变为学生“学”的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