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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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草书临摹》 课程代码 110621024

课程类型
公共通识课（ ） 公共选修课（ ）

专业基础课（ ） 专业核心课（ √ ） 专业选修课（ ）

总学时 64 总学分 4

学时分配 理论讲授学时： 32 实践学时：32

授课学院 专业 班级 人数

美术学院 书法 19级6组 30

考核方式 考查（ ） 考试（ √ ）

课程

简介

该课程是书法学本科专业的技法类核心课程，必修课程。是继篆书临摹创

作课程、隶书临摹创作课程、楷书临摹创作课程、行书临摹创作课程等的重要

后续课程，是草书创作课程的基础。草书是书法作为一门艺术的最佳代表形式，

其艺术性与抒情性尤为突出，本门兼具艺术性与实用性。

案例

简介

孙过庭《书谱》是《草书临摹》课程中今草一节中的教学内容，开设在草

书临摹概述、章草概述与技法章节学习之后。《书谱》三千七百余字，内容广

博宏富，涉及中国书学各个重要方面，且见解精辟独到，揭示出了书法艺术的

本质及许多规律。因此，无论是技法还是理论，都是书法专业学生所要学习与

掌握的。

使用

教材
《书谱》字帖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1年5月第1版

学情

分析

草书课程是建立在楷书、行书技法之上，是继对楷书、行书笔法的理解与

掌握后的又一门重要课程。此门课程在我校书法学专业大三年级第一学期开设，

学生先前已系统学习过篆书临摹与创作、隶书临摹创作、楷书临摹创作以及行

书临摹创作课程，他们对笔画、线条、章法、墨色等基础要素已经有了一定的

把握，并能在创作中融入自己的理解，因此在技法的教学上遵循循序渐进、由

浅及深的原则。

参考

资料

《中国书法史》[M]王镛编著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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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主题 《草书临摹》之今草篇（《书谱》）

所属章节 《草书临摹》——今草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了解书家孙过庭生平及其作品《书谱》，了解《书谱》一文在古

代书法理论史上的重要地位；

2、能对《书谱》进行基本的临摹，把握点画特征。

能力目标：

1、深入理解《书谱》的理论价值与书作价值；

2、掌握《书谱》中的技法特征，能从笔法、章法上能对《书谱》进

行准确的临摹，理解今草的线条、笔画特征。

素质目标：

1、通过对书家的了解与学习，引导学生树立“坚持不懈”“脚踏实

地，潜心筑梦”的求学信念；

2、通过对书家及书作的学习，要求书法专业学生在继续传承优秀传

统文化上，树立文化自信，将爱国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教学重点 对书家及《书谱》有基本了解，把握《书谱》临摹要点。

教学难点 理解《书谱》的理论价值与书作价值；能对《书谱》进行准确的临摹。

课程思政融

入点及实现

方式

草书是书法作为一门艺术的最佳代表形式，其艺术性与抒情性尤为

突出。而作为大三的学生，思想认识、思维成熟度等也逐步成熟，作为

教师，更容易引导他们对草书线条、墨色变化、书家情怀的理解与把握。

挖掘思政元素的特点：文化素养、健全人格、优秀传统文化、知行统一

等。具体融合实现途径：

1.从了解书家入手：

让学生了解孙过庭出身寒微，但在“志学之年”，一直留心翰墨，

学习书法，专精极虑达二十年，终于自学成才，培养学生要坚持不懈；

书家四十岁，孙过庭才做了小官，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等；

2.从书法理论、技法入手渗入：

针对孙过庭的“古质而今妍”“点画形质”“触类旁通”“人书俱

老”等具体观点具体分析，渗入“传承与创新”、书体间、学科间的“融

会贯通”等思政教育点。

教学策略

本单元是继章草临摹后的又一章节内容，通过书家生平了解，以故

事分享、小组交流、视频辅助等方式让学生了解书家专精极虑二十年的

历程，树立学生“坚持不懈”“脚踏实地，潜心筑梦”的求学信念；理

论方面，通过对书家的书学观点的讲解，渗入“传承与创新”、书体间、

学科间的“融会贯通”的教学目标，与思政育人同向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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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旁 批

《草书临摹》之《书谱》案例设计

1.导入 （10分钟）

1.1回顾

同学们，我们上几节课学习了章草以及部分今草代表作品，大家

回忆一下这类代表作品有哪些？

1.2讨论

大家小组讨论回忆它们分别具有什么特点？

通过同学们的总结可以看出大家课堂学习效率还是很高！希望大

家继续保持！同学们，书法艺术发展有两个鼎盛时期，分别是魏晋与

唐代。那今天我们就来学习唐代另一篇颇具代表性的今草作品《书谱》。

【设计意图】

通过对以往旧有知识的回顾，能为后面的新知打好基础、做好铺

垫。为后面新授内容中的重点和难点的解决做好台阶的搭建，这对学

习程度较慢的学生来说尤为重要。

2.书论讲解（30分钟）

2.1书家了解

孙过庭（646～691），名虔礼，以字行。唐代书法家、书法理论

家。孙过庭出身寒微，在“志学之年”，就留心翰墨，专精极虑达二

十年，终于自学成才。到了四十岁，才做了小官，但因操守高洁，遭

人谗议丢了官。

【设计意图】：通过对书家生平的了解与学习，引导学生要树立

远大志向，要有“坚持不懈”“脚踏实地，潜心筑梦”的求学信念；

要树立正确价值观，沿着求真理、悟道理、明事理的方向做人做事。

2.2讲解并学习《书谱》中的著名书论

（1）.一画之间，变起伏于峰杪，一点之内，殊衄挫于毫芒。

（2）.故亦傍通二篆，俯贯八分，包括篇章，涵泳飞白。

（3）.篆尚婉而通，隶欲精而密，草贵流而畅，章务检而便。

（4）.察之者尚精，拟之者贵似。

（5）.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

……

【设计意图】：

艺术理论教育是高校本科艺术教育的主要内容、也是大学生艺术

素后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既是对艺术创作探索和技法实践的总结

和概括，也是对艺术发展规律和本质的思考与探索，需要细致讲解。

图片辅助，并对回

答做补充与完善

思政点：

健全人格，树立正

确价值观

课程难点亦是重

点，对书论的理

解。

思政点：

学科间融合

传承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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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技法讲解（30分钟）

结合原帖，仔细分析笔法、线条特征。

（1）.干净利落，用笔精熟；

（2）.主次分明，对比强烈；

（3）.中侧锋并用；

（4）.方圆笔并用；

（5）.偶有章草笔意。

【设计意图】：

进行对《书谱》的精确临摹是本课的教学重点，在此需要提醒学

生注意观察、笔记与感受，从临摹中感受书法笔墨的特有魅力，传承

优秀民族文化，树立文化自信。

4.示范与练习（25分钟）

【设计意图】： 通过示范，学生更易于理解笔画起收，化抽象理

论为具象；通过字、篇的练习，达到精准临摹标准。

5.课堂小结（3分钟）

这节课我们了解了书家孙过庭以及代表作品《书谱》，并详细讲

解了《书谱》中的技法特征，接下来我们要细致临摹。

【设计意图】： 课堂小结是课堂教学结束前的又一个高潮，其目

的是让学生把所学知识、能力、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最终化为自己的学

习品质。

6.作业（2分钟）

四尺整张以内临摹《书谱》

多媒体辅助教学

教学重点

从笔画到结构，细

致讲解。

思政点：

感受书法笔墨的

特有魅力，传承优

秀民族文化，树立

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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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书设计

今草临摹之《书谱》

《书谱》 1、孙过庭个人简介

2、《书谱》简介

3、《书谱》中的书论名句

4、《书谱》技法（笔画——结构）

教学成效

1.价值塑造成效

本案例是通过对书家的了解与学习，从专业书家入手经历入手，培养学生“坚持不

懈”“脚踏实地，潜心筑梦”的求学信念与优秀品质；并要在学有余力的基础上，博览

群书，形成学科间的融合。

2.知识传授成效

本课是是书法学本科专业的技法类核心课程，必修课程，通过讲解与学习，学生能

够了解书家及其作品《书谱》，并能进行基本的临摹，把握点画特征。

3.能力培养成效

通过示范与行进间指导，学生能够深入理解《书谱》的理论价值与书作价值；并能

从笔法、章法上能对《书谱》进行准确的临摹，理解今草的线条、笔画特征。

教学反思

1. 价值塑造反思

本案例是通过对书家的了解与学习，引导学生树立“坚持不懈”“脚踏实地，潜心

筑梦”的求学信念并树立文化自信；还有在学科融合层面引导力度不够，后期针对艺术

类学生文化基础知识实际情况，要及时调整。

2. 知识传授反思

本课是是今草临摹中的重要部分，但草书自身的墨色、用笔与线条变化相对于楷书、

隶书技法来说较难掌握，在讲解过程还需细致；其次，草书线条的情感性也需要多次强

调与引导。

3. 能力培养反思

就这节课而言，要做到理论与实践（技法）并重。艺术理论教育是高校本科艺术教

育的主要内容、也是大学生艺术素质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在讲授理论过程中，要

结合艺术类学生文化素养，注意课堂气氛，注意深入浅出与循序渐进，示范与指导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