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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上教学思路

（一）以钉钉直播、连线为主的开放课

综合考虑学生学习条件、教师教学便利（考勤、作业布置及批改、提问、教

师示范书写等环境）、教学质量保障（随时随机提问、在线没在学、作业点评、

教务处及二级学院督导检查等）等因素最终确定了钉钉在线教学模式，可以有效

实现学生学习过程监控和痕迹管理。

（二）教学思路

本课程是书法学的专业课程，根据线上授课条件，我们将理论知识的梳理和

讲授与线下学生自我书写训练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教学，是通过了解晋唐时期小草

代表作十七帖、孝经、书谱的书写风格，并掌握三帖的笔法章法结字原理，选其

中一种为主要学习对象，达到一定能程度的创作水平。以教学大纲课程基本理念

为指导，按照专业教学规律，描述基础理论在课程教学中的总体结构，以及完成

教学采取的教学方法手段并完成相应教学过程计划等。

网络教育学习不受时间、空间限制，学生随时随地都可以学习，网络教育一

般以在线辅导和直播面授相结合，在线辅导，通过学生与老师在线授课与学习，

同时可以通过平台进行交流、解答疑问、完成作业、考试等，同传统的教学模式

相比，更注重了学生的主动性以及教育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性，拉紧

了教师与学生的心理距离，增加了师生的交流机会和范围。

二、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按照教学大纲要求，以十七帖、孝经、书谱三帖的用笔特点为线索，

进而对三帖进行针对性学习，具体授课内容如下：



三、教学实施过程

（一）教学手段选用

钉钉直播理论讲授、在线答疑、语音、在线课堂、作业师生互评、作业上传

打卡检查、线上互动提问、直播连麦提问并与老师互动、课堂直播示范、学生整

理笔记重点

（二）教学过程

课程中理论部分以直播（可回放）、语音连线、在线课堂的形式进行讲授，

技法训练部分以直播、录制小视屏、图片分析、当代作品品鉴、连线等方式让学

生对十七帖、孝经、书谱三帖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并运用提问和课后作业的手段

使学生加深记忆。依据学生居家学习特点，适当调整教学内容与训练安排。根据

学生居家学习的特殊情况，在教学大纲的基础上对课程的教学内容作了调整，学

生书写工具短缺和书写环境（桌案）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取消了大字训练部分



内容，改为小字的训练。

（2）授课过程中运用在线课堂功能对重要知识点进行详细讲解，并对学生

出现的问题及时纠正。

（3）采用钉钉直播的形式进行理论讲授与示范，在直播间随机连线学生，

提问，并随时关注直播间人数，保证每位同学心在课堂。

（4）教学时要博古观今，既要仰观古人之能事，也要俯察当今之名家。以

当代名家的优秀作品来打开学生的视野。



（5）课堂随时签到、提问，课后打卡。要求学生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签到，

避免学生“掉线”，脱离正常教学。

（三）课程作业

按照课程要求对学生作业提出如下要求：

对临：点画精准，结构准确，整体和谐，准确把握原贴艺术特点与精神面貌。

创作式临摹：六尺条竖式；整体和谐，用笔大胆，节奏自然，点画有表现力，

结体生动。

创作：风格明确统一，草法无误，用笔自然，章法和谐。

在教师讲解示范后，围绕本次课程的训练主题布置相关作业，并规定完成时

间，一课一练，使学生能时时刻刻围绕课堂主题展开训练，不盲从、不盲目。

优秀作业：



（四）课程成绩设置

课程成绩满分 100 分，其中过程性考核分值为 30 分，结课创作考试 70 分。

过程性考核分值包括平时出勤 10 分，课堂表现 10 分，平时作业 10 分。依据钉

钉后台数据和对学生的实际表现，应重视过程性的考核。学生课程成绩由授课教

师本人独立阅卷，并完成成绩的分析和课程的总结工作。

四、教学效果反馈

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了十七帖、孝经、书谱基本笔法、章法、墨法的技能，

学会综合全面的分析方法。对晋唐小草笔法能够熟练运用，并能自由创作。

通过线上教学也发现了线上教学与实际教学存在差异，比如，不能及时掌握

学生学习动态等，不能像平时线下一样做出及时调整。下周课前要及时询问学生

学习进度，及时调整，以做出最适合大二年级的教学计划。同时网上教学也更需

要老师主动与学生加强沟通，从而提高教学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