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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教育学会书法教育研究会成立至今已8年了，在这8年中，我们围绕着中小学写字教材的编写
、出版与实验，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
1994年，写字教材正式由国家教委基础教育课程教材研究中心组织专家学者进行审查，1995年国家教
委基础教育司教材处批准进行实验，了却了我们的一桩心愿。
　　1995年初，我们又开始着手编写中等师范书法教育的教材，经过一年的努力，中师书法教材编完
了。
1996年4月，国家教委师范司组织专家对中师书法教材《书写训练》进行了审定，并决定1996年暑假后
全国中等师范学校都要使用这套教材。
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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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套草创的教材也许会为当代高等书法教育提供一些参照的便利，特别应提及的是它受到了全国书法
教育界专家学者和近年崭露头角的中青年书法家、理论家、教育家齐心协力的支持，在当代的书坛具
备了相当的代表性。
因此，它是当代书坛集体合作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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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振濂 号颐斋。
原籍浙江鄞县，1956年生于上海。
1981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获书法学硕士学位。

  　自幼学书，临池不辍，擅行草，书风清健潇洒，出自己意。
亦擅国画、篆刻。
作品多次入选国内外大型书法篆刻展览并被收入多种作品专集，曾先后在日本以及台湾举办个人书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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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进入魏晋时代，一切就不同了。
　　首先，书学论著数量的丰厚这一事实本身表明了魏晋人士对于书法理论的重视，而对于理论的重
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这一时代人们审美意识的勃兴。
不能想象，在一个仅将写字作为实用活动的社会里，会出现如此众多的书学著作、论文。
因为实用的目的大致相同：易写、易识、易学、易掌握，至于美观则是一种额外的补充，因此人们大
可不必在此花费许多的精力与时间连篇累牍地论这论那。
　　其次，从内容看，魏晋时代诸多的书学论著，尽管仍有相当的篇幅侧重于技法探讨，但大部分篇
章已完全是对书法诸美学特征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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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教育学会书法教育研究会成立至今已8年了，在这8年中，我们围绕着中小学写字教材的编写
、出版与实验，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
1994年，写字教材正式由国家教委基础教育课程教材研究中心组织专家学者进行审查，1995年国家教
委基础教育司教材处批准进行实验，了却了我们的一桩心愿。
　　1995年初，我们又开始着手编写中等师范书法教育的教材，经过一年的努力，中师书法教材编完
了。
1996年4月，国家教委师范司组织专家对中师书法教材《书写训练》进行了审定，并决定1996年暑假后
全国中等师范学校都要使用这套教材。
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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