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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刻字 课程代码 11062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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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学时分配 理论讲授学时： 48 实践学时：16

授课学院 专业 班级 人数

美术学院 书法学
19 书法（本）

2001、2002、2003
96

考核方式 考查（ ） 考试（ √ ）

课程

简介

《刻字》课程为我校书法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是书法系一流课程，授课

对象为大学二年级学生，开设时间为一学期，共 64 课时，实训课 48 课时，理

论课 16 课时。《刻字》课程融合思政元素，使学生了解立体造型特点，掌握三

维的立体观察方法和表现方法，了解材料性能，掌握雕刻的制作程序和方法，

培养学生的综合性创作能力。本课程旨在让学生了解刻字的特殊性，取材的严

肃性，以及木雕的必备工具，操作要领，制作方法和制作过程，发扬应用型本

科课程特点，为区域经济发展做贡献。

案例

简介

本案例以传统刻字为例，探讨《刻字》课程思政教育与课程设计，通过挖

掘思政元素，建立本单元学习与立德树人的关联，引导学生真正明白传统的含

义，拒绝盲目崇拜，要真正具有家国情怀、社会责任、科学精神等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从而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传统文化。

使用

教材
无

学情

分析

本项目是针对山西应用科技学院书法系学生，学生已有一定书法功底，可

完成独立作品打稿，本课程在为书法专业的学生就业渠道多元化作尝试，书写

不仅仅是在宣纸上，还可以刻字艺术当中，为书法生的发展方向提供了新的思

路。其次，该课程成果在本校取得成效之后，刻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为其他应

用型本科院校书法专业提供可借鉴的成功经验。

参考

资料

[1] 中国大学 MOOC https://www.icourse163.org/

[2] 中国知网 www.cnki.net

http://www.cnk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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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主题 刻字过程概述

所属章节 第三章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学生能够掌握传统刻字风格；

2.能够掌握刻字方法。

能力目标：

1.培养学生刻字大的锲刻能力；

2.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能力。

素质目标：

1.通过对刻字的学习，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了解，提高学生对祖国传统

文化兴趣，提高学生民族自豪感。

2.提升学生的爱国情怀与民族自信，实现学科育人。

教学重点
学生能够掌握刻字方法以及不同刀法所呈现出的不同形式

教学难点
熟练掌握传统刻字的阴刻阳刻

课程思政

融入点及

实现方式

本案例选取 传统刻字进行教学。在确定本教学目标的基础上，进行有

效思政元素的挖掘和融入。

1. 通过主题确立，融入思政元素：

主题的确立对刻字作品至关重要，积极向上的主题内容可以影响学生

正确价值观的树立，比如：建党 100 周年、抗疫众志成城等，于无形处渗

透思政元素，对学生进行价值塑造；

2. 传统文化的学习渗入：

科技化时代，机器代替手工业，市场上被工业科技类产品充斥，手工

业收到严重威胁，学习传统，弘扬不怕苦不怕累的匠人精神，是现当代大

学生继承与发展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教学策略

本单元在教授过程中，通过问题导入、产出导向、合作式学习等多元

教学方式，使学生掌握本节课重难点同时，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精神；

通过实际技法训练，使学生能够将所学运用到作品创作，并对民族传统进

行深入思考，培养思辨能力；以实现知识传授、能力提升和价值塑造同向

同行的课程思政教学目标，形成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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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旁 批

教学设计样例说明

——以《弦歌三晋》作品为例

1.导入

展示刻字作品，区分传统刻字与现代刻字，通过作品展示引出上

课主题。刻字艺术是一门古老而新兴的艺术门类，它最早可上溯至殷

商时期的甲骨文。可以说刻字是伴随着文字的产生而诞生的

2.课程讲授

2.1 刻字所需工具

刻字所需要的工具和书法工具有很大区别，需要让学生看到触摸

到刻字工具，产生情感联系才能创造出好的刻字作品。

2.1.1 材料

现代刻字发展之初，材料多种多样，甚至铜、铁、泡沫板等，为

了展览收藏、悬挂，特别是表现手法多样性的需要，现在以竹、木为

主，材料北方以椴木、松木、梨木为主，南方以红木、樟木、竹为主。

→→（学生用木为松木，价格划算，刀痕效果好，性价比高，适合学

生

学

习

初

期

练

习，

为

教

学

需

要

思政点：

弘扬传统文化，树

立民族自豪感。

教学重点：

刻字的步骤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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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定制）

2.1.2 刻刀

主要日本产、中国产、台湾产。→→（学生所用为第三种中国木

刻刀，一套刀子大小齐全，性价比高，满足学生创作所需）

2.2 现代刻字创作流程

2.2.1 书稿

写稿子是刻字的第一步，也是及其重要的一步，只有好的稿子后

期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写稿过程复杂漫长，需要引导学生正确的书

写态度，不能浮躁，需要多次书写调整，不可将就应付。

刻字之前要思考好主题，之后的刀痕、层次、颜色都要符合主题

创作。

2.2.2 渡稿

所谓渡稿是用复写纸将墨稿渡到木板上的过程，看似不难，但需

要画出层次，只有清晰的层次才能在后期创作中明确分层关系，层次

需要注意不可“麻花状”叠加，会物极必反。其次要注意描摹出线条

的力量感，不可像画素描一般来回用笔，线要果断，后期额锲刻线条

才会硬朗。

思政点：

民族特色的传统

手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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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挖底

进入了主题部分，板子的厚度大部分是四公分及以上，挖底子要

从中间到两边，深度不可小于三分之二，只有深度足够，后期层次才

有发挥余地。以组为单位分批辅导学生，务必强调安全性，刻刀锋利

要注意。

2.2.4 层次

层次是刻字最难步骤之一，立体和纵深感靠层次体现，注意刀痕

要完整，以大刀为主，避免小而碎的刀痕，思路要清晰，在渡稿时出

现的不合适要在做层次时及时调整，不可麻花状叠加，不然会乱。在

上课过程中，需要及时调整学生不合适的

层次刀 痕。

思政点：

吃苦耐了，精益求

精的匠人精神。

思政点：

善于思考，不但对

待专业，对待任何

事情要有钻研精

神。

思政点：

中国传统文化博

大精深，科技发达

时代，激发现当代

大学生对传统文

化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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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印章

印章是一副作品的落款，至关重要，印章面积小，刻的时候不宜

用木刻刀，可用美工刀，刻之前要先打好印章的稿子，因为材质原因，

越小的笔画越难处理，需要同学们务必细致锲刻，注意笔画刻断，影

响作品效果。同时要安排好印章的位置和大小，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2.2.6 墨底

此步骤不难，需要督促同学们在上墨之前做好卫生保护工作，同

时墨汁浓度要合适，浓则亮，稀则淡。除了板材背面，其余部分均需

要上墨，尤其注意底子深处。晾干一晚后，上颜色。

2.2.7 着色

刻字最主要也是最难的部分，好的颜色最直观影响作品好坏，颜

色需要一层一层上，不可急，以轻薄干净古朴为主。不同的主题要搭

配符合主题的色彩，不能牛头不对马嘴，提亮处要和谐。好的颜色对

作品的层次有辅助作用。上课过程中需要给学生讲述不同的色彩搭配

与配色，以及上色步骤。

教学难点：

刻字的立体体现

思政点：

与书法结合，多次

强调民族文化，树

立民族自豪感。

教训难点：

色彩审美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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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结

现代刻字艺术是以书法为主体，将篆刻、绘画、版刻等相近艺术

门类有机结合起来的新型艺术门类，它最早可上溯至殷商时期的甲骨

文。可以说刻字是伴随着文字的产生而诞生的，《刻字》课程的开设

需要在根本上改变学生对于刻字的认知，如何将中国的现代刻字艺术

真正提升到国际化的艺术语言行列中，真正继承和发扬中国古老的刻

字艺术传统精髓，并加以应用发展，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4.作业布置

4.1 思考题

颜色与主题的关系。

4.2 作业

手稿书写，尺寸要求：30CM*30CM*4CM。

思政点：

引导学生主题积

极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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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书设计

刻字过程概述

1. 写稿

2. 渡稿

3. 挖底

4. 层次

5. 细刻小字

6. 墨底、着色

教学成效

1. 价值塑造成效

本案例在主题的选择上强调内容的积极向上，在无形中渗透思政元素，要选择

具有家国情怀、科学精神、社会责任等精神特点主题作为创作内容，拒绝消极主题；

2. 知识传授成效

本案例着重培养学生对刻字步骤的掌握。重点通过作品案例讲解，使得目标知识有

效落实。从教学环节来看，本案例设计包括课堂导入到作业布置五大环节，形成了一个

完整的教学体系，从课上到课下全程育人。从教学形式来看，本案例使用的教学手段多

样：小组讨论、使用信息化教学手段、集体分享、小报制作，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以学生为中心，把学生从枯燥无味的课堂中解放出来。

3. 能力培养成效

教师基于案例举例分析，先后引导学生进行创作，并对主题进行多次思考，在此过

程中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树立民族自豪感，在此过程中培养学生思维能力。

教学反思

1. 价值塑造反思

本案例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形成思政教育的传授，鼓励学生提高民族自豪

感。不足之处就是隐性元素挖掘欠充分；同时，现有理论研究未形成体系，停留在实践

层面居多，今后需在思想的认识上和知识的全面系统上进一步提高。

2. 知识传授反思

本案例运用多样化教学方式，配合现代信息化教学技术，呈现出活泼、轻松的课堂

气氛。不足之处在于未充分利用线上资源，今后需在原有基础上，教师提前在“学习通”

布置课前预习任务，使用混合式线上线下相结合模式，提高学生学习效率。

3. 能力培养反思

本节课主要提升了学生技法创作的能力。不足之处在于评价体系较为单一，主要为

师生评价，今后可在此基础上加入生生互评，营造课堂环境，激发学生的评价兴趣，使

学生感受到来自同学的认同感，并以此建立多元化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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