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书法进校园的宣传语(精选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
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
起来看看吧

书法进校园的宣传语篇一

书法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
化底蕴。为了让更多的青少年了解和学习书法，近期在我校
举办了一次书法走进校园的研讨讲座。通过这次研讨，我深
刻体会到了书法的独特魅力，同时也了解到了书法对学生的
积极影响。

首先，书法研讨课程架构合理，特色鲜明。研讨课程包括了
书法基本功训练、楷书和行书的区别以及书法与生活的结合
等。在基本功训练中，老师详细地讲解了用笔与用墨的技巧，
以及如何使笔画有力度和神韵。而在楷书和行书的区别讲解
中，老师通过对楷书和行书的字形结构和书写规范进行对比
分析，使我们对书法字体之间的区别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此外，老师还通过一些书法作品的欣赏，引导我们思考书法
艺术与生活的联系，使书法不再局限于简单的笔画训练，而
是能更好地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其次，书法训练的过程让我感受到了字体的塑造力。在训练
时，我亲身体验到了书法中的细腻之处。由于书法对笔触与
墨迹的要求较高，每一次的练习都需要我投入大量的时间和
精力。通过与老师的互动，我逐渐掌握了书法的基本技巧，
使得我的字体愈发工整和有力。我发现，当我用心书写时，
笔画之间的紧凑度更高，字体也更加美观。这让我深刻地体
会到了字迹对整体印象的重要作用，也让我更加理解了书法
作为一门艺术，其细节之处的重要性。



再次，书法的学习对我的思维和性格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书
法强调的是致良知的心境，每一次在书写时，我都需要集中
注意力，将自己的思绪与情感融入其中。这使得我能够在书
法的过程中打破琐碎的思维，感受到自我专注和内心的宁静。
同时，书法的学习也让我更加注重细节和耐心。在书写过程
中，我不断纠正自己的错误，修正自己的不足，这要求我在
学习中更加细致认真，提高自己的耐心和坚持能力。

最后，书法走进校园研讨让我感受到了书法艺术的无边魅力。
通过参与研讨，我见到了许多优秀的书法家，他们的作品不
仅令我钦佩，更激发了我对书法的热爱和追求。我深刻体会
到了书法艺术的博大精深，它不仅可以表达情感，还能够传
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决心将书法作为一门长远的
学习项目，不断提升自己的书法水平，将书法这门传统艺术
引以为豪。

综上所述，书法走进校园研讨让我深刻感受到了书法的独特
魅力和积极影响。通过书法的学习和实践，我不仅提高了自
己的书法水平，还收获了许多宝贵的思想和品质。我将继续
投入到书法的学习中，感受书法艺术给予我的智慧和力量，
让书法成为我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书法进校园的宣传语篇二

1、参赛对象：全体教师，一至四年级全体学生。

2、参赛字体：

(二)软笔：楷书、行书、草书、隶书、篆书等书体自选一种，
并用毛笔书写。参赛作品规格不小于四尺三开。作品一律用
宣纸书写，且请勿装裱。

3、要求使用规范汉字，不得有错字、别字。



4、学生作品注明作者的班级和姓名。参赛作品的纸面须整洁，
无折皱、不卷曲。

大赛活动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1月11日)

1.硬笔书法比赛，时间为：下午1:30—2:00各班语文教师指
导学生完成。(请教师提前将书写内容出示于屏幕或写到黑板
上)

2.书写内容：

学生：

四年级《题西林壁》

第二阶段(11月12日—15日)

1.软笔书法比赛(三、四年级)

学生比赛时间：11月11日至11月15日

利用书法课时间，学生完成毛笔作品。

2.书写内容：

学生：(苏轼祠楹联)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八大家

1.参赛书法作品设一、二、三等奖。

2.学生：硬笔作品各班在本班内按(30%40%30%)评选出一二三
等奖，(11月12日)早10:00前上交一等奖作品参加学校评选。

3.获奖学生按一等奖2分、二等奖1分、三等奖0.5分为班级加



分。

4.优秀作品张贴出来供全校师生欣赏学习。

书法进校园的宣传语篇三

为进一步贯彻《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20xx—20xx年)》(以下简称《语言文字规划纲要》)和教
育部《中小学开展书法教育的意见》，落实河北省语言文字
工作委员会、河北省书法家协会，在全省中小学开展“书法
名家进校园”活动要求，石家庄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石
家庄市书法家协会、河北省硬笔书法协会，经研究决定，在
全市开展“书法名家进校园”活动。

当前，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电脑、手机的普及，中
小学生的汉字书写能力有所削弱。近年的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也纷纷提出提案(建议案)，希望能够重视加强中小学生书
写能力的培养。

本活动旨在搭建一个由中小学生、教师、书法教育工作者、
书法家等共同参与的活动平台，以提高汉字书写能力为目标，
以书写实践为抓手，引导广大师生感受汉字和书法的魅力，
激发热爱汉字、学习书写的热情，全面提升汉字书写水平。
活动邀请书法家走进学校、走进基层、走进一线，直接为教
育服务、为师生服务、为培养人才服务，在服务中增强创作
能力，增添创作灵感，增加创作激情，提高创作水平。

(一)书法名家遴选

1.由市语委、市书协、省硬笔书协联合遴选“书法名家进校
园”的师资。师资要求：从事过书法教育教学的石家庄市书
法家协会会员或河北省硬笔书法协会会员，且热爱公益事业。
“石家庄市书法名家”向市语委办统一提交“石家庄市书法
名家申请表”(见附件)和佐证材料，佐证材料包括：个人简介



(300-500字之间)、小二寸照片2张、市书法家协会会员证或
省硬笔书协会员证复印件、进行书法教学的情况说明、创作
作品6件。被推荐人统一填写“石家庄市书法名家申请表”，
附佐证材料，于4月20前提交市语委办。

2.建立“石家庄市书法名家”数据库。市语委、市书协每年
定期组织专家评审，对通过评审的书法家颁发“书法名家”
证书，作为“书法名家进校园”师资的资格。

3.积极推荐省级师资。市语委、市书协、省硬笔书协根据省
书法名家师资要求，从“石家庄市书法名家”数据库中，联
合遴选优秀名家，推荐河北省“书法名家进校园”的师资。

(二)学校遴选

各县(市)区分别遴选1所中小学校，市直属各院校也可报名，
市语委办统筹安排学校名单，优先选择“规范汉字书写教育
特色学校”，定期开展“书法名家进校园”活动。并在全市
遴选3所推荐为省开展“书法名家进校园”活动的学校。

(三)活动时间安排

市级活动，教学期间的每个月，由市语委、市书协、省硬笔
书协组织书法名家到各县(市)、区进校园，相邻学校的'师生
共同参加，提升活动效益。原则上，市安排每个县(市)区每
年进校园活动1次。省统一安排每个市每年进校园活动1次，
由各市语委协调安排。

(四)具体活动内容

每次活动选派2名以上书法名家。

主要内容：理论讲座、技法示范、临帖指导、习作点评、作
品展示等，活动包括软笔书法教育和硬笔书法教育。



每学期要开展若干次活动，力争将此项活动制度化、常态化。
市语委、市书协、省硬笔书协将适时开展“书法名家进校
园”活动启动仪式。并承办河北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河
北省书法家协会“书法名家进校园”活动启动仪式。

(一)各单位要根据市通知要求，成立以主管领导为组长的工
作小组，制定“书法名家进校园”活动方案，遴选本地参加
活动的学校以及牵头组织相关工作。

(二)市书协、省硬笔书协要根据本通知要求成立以书协主席
或秘书长为组长的工作小组，负责遴选本地知名书法家参与
此项活动。

(一)各单位要高度重视“书法名家进校园”活动，作为贯彻
落实《语言文字规划纲要》，提高师生语言文字应用水平的
具体举措，要作出“书法名家进校园”工作安排，积极协商
有关单位和学校，形成工作合力，推进这项活动健康有序发
展。

(二)对参与活动的书法家，市语委、市书法家协会、省硬笔
书协颁发荣誉证书，以鼓励书法家积极参与学校书法教育活
动。

(三)市书协、省硬笔书协和参加“书法名家进校园”活动的
书法家，要根据学校特点和师生实际水平，认真做好书法讲
解、展示、指导和师资培训等工作，积极参与学校的书法教
育教学活动。

(四)“书法名家进校园”活动要坚持公益性原则，活动严禁
向学校、学生收取任何费用，严禁推销相关资料。

(五)各单位活动领导小组要积极联系有关媒体，做好当地开展
“书法名家进校园”的宣传报道，此外，要认真总结经验，
收集相关活动文字、图片等资料，并及时报送市语委办公室。



书法艺术是我国的国粹，是人类艺术殿堂中的一朵奇葩，蕴
含着丰厚的民族文化和深刻的民族精神。下面是小编为大家
整理的，快一起来看看吧!【1】一......

书法进校园的宣传语篇四

书法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一直以来备受人们的推
崇与喜爱。为了让更多的学生接触和了解书法艺术，近日我
们学校举办了一次“书法走进校园”研讨活动。在这次活动
中，我不仅有幸近距离接触到了优秀的书法家，还从他们的
讲座和现场实践中获得了许多宝贵的心得体会。

首先，书法是审美的一种体现。我的启蒙老师曾经说
过：“书法要有美感，才能引人入胜。”这次研讨中，苏教
授给我们带来了一堂生动的讲座，阐述了书法与审美的紧密
联系。苏教授以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书法的审美
不仅仅来源于字形的秀美，还包括了结构的平衡、线条的流
畅以及墨色的浓淡变化等。只有将这些因素有机地结合在一
起，才能引起读者的美感，使人们在欣赏书法作品时沉醉其
中。通过听课和亲自实践，我深深地体会到了书法与审美的
紧密关系，这也增加了我对书法艺术的热爱。

其次，书法是一门修身养性的艺术。在活动现场，我们有幸
观摩到了著名书法家张教授的精妙作品，也有机会亲自向他
请教一些问题。张教授告诉我们，“书法是修身养性的艺术，
通过书写每一个字，都是对自己心灵的净化。”在日常生活
中，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的精神世界逐渐变得空虚，而书
法即是填补这一空洞的艺术。通过反复操练和专注的态度，
不仅可以提高自身的认真细致、耐心和恒心品质，还可以达
到心灵的平和与舒畅。从张教授的言谈举止中，我深深感受
到他对书法的真挚热爱以及他执着的追求精神，这让我更加
认识到书法艺术的独特魅力。

再次，书法是一门经典的传统文化。在本次研讨中，我们不



仅有机会了解到了书法的美学和修身意义，还学习到了中国
书法的历史渊源。书法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西周时期的金文，而汉字的发展更是与书法发展密不可分。
通过参观书法馆和听老师的讲解，我对中国书法的源流和各
个历史时期的书法风格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这让我明白了
书法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和传承，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
式，更是一种思想与观念的传递。通过学习书法，我们可以
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增强对传统文化的自豪感
和自信心。

最后，书法是一门需要坚持与耐心的技艺。学习书法不能急
于求成，更需要的是坚持与耐心。在现场实践环节，我们跟
随老师的指导，用毛笔和墨汁作为工具，反复练习规则字体。
一开始，我们因手法不熟练往往会出现字形不工整和意境不
统一的问题，但是老师耐心地纠正我们的错误，并给予我们
很多的鼓励。通过不断的练习和反复的推敲，我慢慢地找到
了书法的感觉，字形也变得规范而漂亮。这个过程不仅给我
带来了欢愉，更提醒我在学习书法的道路上需要坚持下去，
用耐心的心态去学习，相信只要持之以恒，一定会有所收获。

通过这次“书法走进校园”研讨活动，我对书法艺术有了更
加深刻的认识。书法不仅是审美的一种体现，也是一门修身
养性的艺术，并且还是中华文化重要的传统之一。学习书法
不仅需要坚持与耐心，更需要我们对书法充满热情和敬畏。
我相信，只要我们持之以恒，相信自己，书法的艺术之门定
会为我们敞开。

书法进校园的宣传语篇五

书法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底
蕴。为了让更多的学生接触、了解和喜爱书法艺术，近日，
我们学校组织了一场关于“书法走进校园”的研讨会。在这
次研讨中，我受益匪浅，不仅深入了解了书法的魅力，还进
一步认识到书法对学生的培养作用。



首先，书法研讨会使我对书法艺术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研
讨会上，我们不仅了解了书法的起源和发展，还学习了书法
的基本功法和技巧。特别是通过书法大师的讲解和现场示范，
我们深入了解了书法的艺术魅力和独特之处。书法的美不仅
仅在于形式的美，更重要的是蕴含的哲学思想和艺术魅力。
通过研讨会，我们不仅可以欣赏到优秀的书法作品，还能更
好地了解书法的内涵和精髓。

其次，书法走进校园的研讨会给我带来了学习书法的机会。
书法作为一门艺术，需要长期的练习和磨砺才能达到高超的
水平。通过这次研讨会，我学到了书法的基本笔画和构图方
法，并有机会亲自动手练习。书法的练习需要耐心和坚持，
每一笔每一画都需要用心描绘。通过不断的练习，我深刻体
会到了练习的重要性，也更加珍惜书法这门艺术。书法走进
校园的研讨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接触、学习和练习书法的
平台，让我们有机会在书法的世界里感受学习的乐趣。

同时，书法走进校园的研讨会激发了我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
自豪感。作为一名中国学生，我应该有责任和义务传承和弘
扬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不仅是我们民族的瑰宝，也是我
们独特的精神财富。而书法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是代表了精神追求和审美意识。通过书法走进校园的研讨
会，我愈发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也愈发意识到我们应
该主动学习、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和进
步做出贡献。

最后，书法走进校园的研讨会还让我认识到书法对学生的培
养作用。书法不仅仅是一门艺术，更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和工具。书法可以培养学生的耐心、细心和专注力，提高学
生的审美意识和创造力。通过练习书法，学生可以学到如何
在有限的空间内做到自由自在的发挥；通过欣赏书法作品，
学生可以学到如何从中获取灵感和启示。因此，书法走进校
园的研讨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锻炼、培养和提高的平台，让
我们在书法艺术中获得更多的乐趣和成长。



综上所述，书法走进校园的研讨会让我深入了解了书法艺术，
给我提供了学习书法的机会，激发了我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
自豪感，同时还让我认识到了书法对学生的培养作用。我相
信，通过这次研讨会，我们会有更多的学生爱上书法、热爱
传统文化，并在书法艺术中不断成长和进步。让书法真正走
进校园，让学生在书法的世界中收获更多的欢乐和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