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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数字技术快速发展与教育信息化不断推进的当下，中小学教育正朝着智能化、融合化方向变革 [1]。书法作为中华传

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其教学模式的创新对传承文化基因、提升美育质量意义重大 [2]。本文以 OMO（Online-Merge-

Offline）模式为核心，融合智能美育理念，构建“技术赋能—场景融合—文化浸润”三位一体的书法教学模式。通过

理论剖析与实践验证，提出可推广的实施路径，该模式能显著提升学生学习效率与文化认同感，为中小学美育改革提

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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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is undergoing a transformation towards intelligence 

and integration [1].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innovation of the 

calligraphy teaching mod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inheriting cultural genes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aesthetic education [2]. This paper takes the OMO (Online-Merge-Offline) model as the core, 

integrates the concept of intelligent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constructs a trinity calligraphy teaching 

model of "technology empowerment-scene integration-cultural infiltration". Through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practical verification, it proposes an implementable path that can be promoted. This model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students' learning efficiency and cultural identity, providing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reform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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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全球范围内，数字化转型深刻重塑教育生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30年教育行动框架》强调数字技术应服务于包容性与高质量教

育；我国《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也明确提出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 [3]。然而，书法教育作为传统文化传承的关键环节，长期

面临教学手段单一、师资短缺、评价主观性强等难题。在城乡教育资源不均衡的背景下，传统书法教学已难以满足新时代美育需求 [4][5]。

一、中小学书法教学的现状与多维挑战

（一）现状分析：城乡差异显著

城市学校在书法教学硬件设施上具有一定优势，多配备多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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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教室、电子白板，部分学校还设有专业书法教室，提供笔墨纸

砚等工具。但教学内容存在局限，过度依赖临摹，忽视书法文化

背景的融入，学生对书法的历史文化、艺术审美价值了解不足。

在技术应用方面，教师仅将电子白板等设备用于展示作品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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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未充分挖掘其互动教学、个性化指导功能。

农村学校的书法教学困境更为突出。据教育部2022年统计，

农村中小学专职书法教师配备率不足30%，超半数学校依靠语文

教师兼职授课，教学效果参差不齐。[6]由于缺乏专业教师指导，农

村学生难以掌握正确书写姿势和笔法技巧，书法水平提升缓慢。

此外，农村学校教学资源匮乏，教材更新不及时，难以获取优质

数字资源，限制了教学质量 [7][8]。

从学生行为特征来看，在信息爆炸时代，青少年注意力碎片

化，传统“教师示范—学生临摹”的教学模式难以激发其学习兴

趣。且课后练习缺乏监督机制，学生自律性不足，练习效果不佳 [9]。

（二）核心挑战的层次化解析

1.资源层：师资与优质数字资源匮乏

专业师资是书法教学质量的关键，但目前中小学书法教育面

临严重师资短缺问题。城市专业书法教师数量无法满足教学需

求，部分学校书法课程隔周开设，难以形成系统教学体系。农村

地区师资短缺更突出，兼职教师缺乏专业训练，无法为学生提供

精准指导。同时，优质数字资源匮乏制约着书法教学发展，难以

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

2.技术层：教师数字化素养低，智能设备使用率不高

随着信息技术发展，智能设备和数字化教学工具在教育领域

广泛应用，但中小学书法教师数字化素养滞后 [10]。部分教师操作

数字化教学工具不熟练，无法利用智能设备开展互动教学和个性

化辅导。例如，智能书法笔可记录学生书写数据，辅助教师分析

问题，但因教师技术知识欠缺，其功能未得到有效利用。

3.评价层：传统评价方式存在缺陷

在书法教学评价方面，传统方式主要依赖教师主观经验，评

价标准不够明确客观，易受教师个人审美偏好影响。这种单一评

价方式无法全面准确反映学生学习过程和效果，忽视学生学习努

力程度、进步情况及对书法文化的理解感悟。

4.文化层：书法教学与文化联系薄弱

书法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和民族精神，但在当前中小

学书法教学中，很多教师仅将其作为书写技能传授，忽视了与传

统文化、地域非遗的联系 [11]。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只专注于笔画

和字体结构练习，对书法文化价值、艺术魅力及历史故事了解甚

少。这导致学生难以理解书法精髓，无法形成对书法艺术的热爱

和对传统文化的高度认同。

二、智能美育与 OMO模式的理论建构

（一）智能美育：概念、特征及其在书法教学中的应用价值

智能美育是数字技术发展背景下的教育理念与实践，它将人

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技术融入美育教学。其核心是借

助技术力量，为美育教学提供丰富资源、个性化学习体验和精准

教学评价 [12][13]。智能美育具有智能化、个性化、交互性等特征。

智能化体现在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对学生学习行为、艺术创作过

程和成果进行智能分析，提供针对性反馈与指导。

（二） OMO模式：内涵、架构及其对书法教学的影响

OMO模式即线上线下融合模式，强调整合线上教学的灵活

性、资源丰富性与线下教学的互动性、体验性，构建无缝衔接的

学习生态系统 [14]。它并非简单相加，而是通过整合资源、优化流

程，实现优势互补。

在教学资源整合上，线上平台汇聚丰富数字资源，如教学视

频、电子教材等。线下拥有实体教室、教学设备和实践场地。学

生可根据自身需求选择线上或线下资源学习。在教学流程设计

上，线上可完成知识预习、复习，线下则侧重于知识深入讲解、

实践操作和互动交流。   

这种模式对中小学书法教学影响深远。教学灵活性方面，学

生学习不受时间地点限制，错过线下课程可通过线上回放学习。

教学效果提升上，线下课堂的面对面指导可弥补线上实践指导的

不足，教师能及时纠正学生书写问题，学生间互动交流还能激发

创作灵感。

（三）智能美育与 OMO模式融合的理论基础及协同机制

智能美育与 OMO模式融合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该理论强

调学习者在一定情境下，通过与他人互动协作主动建构知识。在

融合的书法教学中，线上丰富资源提供多样化学习情境，线下师

生、生生互动促进知识建构。例如，学生线上学习书法理论后，

线下通过讨论和实践将理论转化为技能。

两者的协同机制体现在多方面。教学资源共享上，智能美育

的数字化书法资源（如智能字帖、创作软件）可通过 OMO模式

线上平台传播，供学生线下实践练习。教学评价上，智能美育的

数据分析能力与 OMO模式的线上线下综合评价相结合，更全面评

估学生学习过程和成果。线上记录学习进度、练习次数等数据，

线下通过教师观察和作品评价，整合数据为学生提供精准学习

建议。

在教学活动设计上，智能美育的互动性与 OMO模式的灵活性

融合，打造多样化教学活动。如利用 VR技术开展线上虚拟书法展

览，学生线上参观交流；线下组织书法创作比赛，将线上灵感和

知识用于实际创作。这种融合模式充分发挥两者优势，为中小学

书法教学带来创新活力，提升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体验，促进学

生知识、技能和文化素养的全面发展。

三、智能美育 OMO书法教学模式的设计与实施路径

（一）OMO书法教学模式的系统设计

1.目标体系构建

智能美育 OMO书法教学模式旨在培养具备扎实书法技能、深

厚审美素养和强烈文化传承意识的学生。在知识与技能维度，期

望学生熟练掌握各类书法字体的基本笔画、结构和章法，能准确

临摹经典作品，并具备一定创作能力。例如，一学期学习后，学

生应能临摹颜真卿楷书单字50个以上，且笔画规范、结构合理。

同时，学生要学会运用智能工具辅助学习，如熟练操作书法教学

软件分析书写轨迹和力度。

审美素养提升也是重要目标。通过欣赏不同风格、时代的书法

作品，引导学生从线条、结构、墨色等美学元素感受书法魅力，培

养审美感知和鉴赏能力。借助线上高清作品资源和智能语音讲解，

让学生深入理解作品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提升审美境界。

文化传承与创新目标要求学生了解书法历史渊源、发展脉络

及不同时期的文化意义。鼓励学生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结

合现代审美和生活元素创新，激发对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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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流程规划

教学流程分为课前、课中、课后三个阶段，实现线上线下有

机融合。

课前，教师通过智能教学平台发布预习任务，推送书法基础

知识讲解视频、趣味动画、电子字帖预习练习等内容。学生自主

安排时间学习，平台实时记录预习数据，如视频观看时长、练习

次数、答题准确率等。教师依据这些数据明确课堂教学重点和难

点，为线下教学做准备。

课中，线下课堂注重实践操作和互动交流。教师针对学生预

习问题进行重点讲解和示范，通过实物展示、现场书写让学生直

观感受书法技巧。组织小组合作学习，分析书法作品，讨论技巧

运用和问题解决方法，培养交流和团队协作能力。并且利用智能

书法设备采集学生书写数据，给予个性化指导。线上教学则通

过直播、在线讨论补充拓展知识，解答疑问，强化重难点知识

理解。

课后，学生利用线上平台完成作业并提交，作业形式包括临

摹、创作练习等。教师在线批改评价，采用教师评价、学生自评

和互评相结合的方式。线上平台还根据学生学习情况推送个性化

拓展学习资源。线下学生可参与书法社团活动、展览等实践，提

升综合能力。

3.教学资源整合

智能美育 OMO书法教学模式依赖丰富且个性化的教学资源。

线上建立庞大书法资源库，涵盖海量作品图片、高清教学视频、

电子字帖等，并按字体、朝代、风格分类，方便学生检索。引入

智能书法教学软件，利用人工智能实现智能批改作业、错误提

示、个性化学习建议等功能。

（二）教学实施的关键路径与策略

1.教师能力提升策略

教师是该教学模式实施的关键，提升教师数字素养和教学能

力至关重要。学校和教育部门应定期组织教师参加数字技术培

训，内容包括智能教学工具使用、教学资源整合开发、线上教学

平台操作等。

2.多元评价体系构建策略

构建多元互动的教学评价体系，全面客观评价学生学习效

果 [15]。评价主体多元化，包括教师、学生自评和互评。教师评价

注重专业判断，同时关注学生学习态度和进步幅度。学生自评有

助于培养自我反思能力，学生可对照标准分析自身优缺点，制定

改进计划。学生互评促进学习交流，学生在评价他人作品时学习

优点，发现自身问题。

评价方式多样化，结合线上线下评价。线上通过学习平台记

录学生学习行为数据，评价学习过程；线下通过课堂表现、书写

练习、作品创作等进行评价。评价内容不仅涵盖作品质量，还包

括学生对书法文化的理解、审美素养提升和创新能力发展。

3.家校社协同推进策略

强化家校协同与社区联动，形成教育合力。学校通过线上家

长会、微信群等向家长宣传书法教育重要性，介绍教学模式特点

和优势，提高家长重视程度。定期反馈学生学习进展和成果，让

家长了解学生学习情况。

鼓励家长在家为学生创造良好学习条件，如提供安静空间、

购买学习用具。家长可参与学生学习过程，与学生一起欣赏作

品、讨论技巧，增进亲子关系。

四、结语

本研究围绕数字化浪潮下中小学智能美育 OMO书法教学模式

展开，从现状剖析、理论建构到实践探究，展现了这一模式的价

值。智能美育与 OMO模式的结合，为解决传统书法教学困境提

供了新途径。实践证明，该模式有效激发了学生书法学习兴趣，

提升了学生书法技能、审美素养，增强了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

同感。

然而，推广该模式仍面临技术应用不均、过度依赖技术等问

题。未来，应注重平衡城乡书法教育资源，提升教师数字化教学

能力，合理运用技术，避免技术带来的负面影响。随着技术进

步，智能美育 OMO书法教学模式有望持续优化创新，在传承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推进中小学美育改革中发挥更大作用，助力学生

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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