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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学科拟升级，“大家”有话说

近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颁发

的新版《博士、硕士学位授予与人才培养学

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的调整与变化，

一时间引发学界的广泛关注与热烈讨论，

行业之外可能对此并不了解与关注，但这

个调整对于书法专业的未来发展和学科整

体规划可谓意义非凡。此番书法学升级

后，其专业化发展将更具备体系，学科分类

也将更加细化，同时高等教育在书法学科

的建设上也愈加完备，一级学科的话语权

也有望逐渐彰显。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关注的是与高

等书法教育息息相关的另一项重大改

革。2017 年下半年教育部印发《普通高

等 学 校 师 范 类 专 业 认 证 实 施 办 法（暂

行）》的通知，文件要求“按照国家教育事

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工作安排，推进教

师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提高师范类

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决定开展普通高等

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2021 年底，

教 育 部 办 公 厅 继 续 发 布 了《关 于 编 制

2021—2025 年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

认证工作的通知》，“各省级教育行政部

门要统筹规划本区域学前教育、小学教

育、中学教育、职业技术师范教育、特殊

教育等 5 类专业，以及本、专科不同层

次，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开展认证工

作。”而这一师范认证工作的陆续开展也

正与书法学科的发展密切相关。

众所周知，书法学近年在高校中开设

逐渐增多，多所院校获批开设书法专业，

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已有 140 余所院

校开设了书法本科教学。随着院校数量

的增加，全国每年的书法毕业生数量也在

不断扩增，与此同时带来了书法就业严峻

的产出对接问题。就目前来看，书法专业

就业的主要方向集中在教育行业，如在中

小学校及社会培训机构做书法教师，其他

行业对该专业的需求量相对较少。教育

部从 2011 年起也陆续颁发了《关于中小

学开展书法教育的意见》《中小学教学指

导纲要》等政策性文件，并对全国中小学

书法教材进行审定，大力倡导“书法进课

堂”，2021 年年中更是提出“双减”政策，

明确要求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

担和校外学科类培训负担，充分用好课后

服务时间，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普、文体、艺

术、劳动、阅读、兴趣小组及社团活动。这

些利好的优势毋庸置疑是书法专业毕业

生的福音，理应是书法毕业生就业的最佳

机遇，然而在实际落地的情况中，目前书

法专业学生就面临了第一道就业屏障，即

“教师资格证”中学科认证的两难。

“教师资格证”是从事教育行业的基

本许可。高等院校师范认证通过后即可

为学生提供的认证保障，经过一定程序，

颁发教师资格证。此外非师范院校或非

师范专业的书法学生也可通过参加中小

学教师资格考试，通过对教师职业道德、

基本素养、教育教学能力和教师专业发展

潜质的测试取得相应教师资格。而目前

中小学教师资格证学科科目中高中段、初

中段、小学段中却未有书法学科对应的教

师资格科目，大量的学生在报考选择时只

能退而求其次选择相近学科“美术”或跨

学科选择“语文”。而“美术”学科笔试科

目中“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测试与面试

科目中“教育教学实践能力”考察也绝大

部分为美术专业内容，书法专业知识涉猎

极少；“语文”学科的知识尽管在各个高校

书法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都涉及中文类

相关课程，但毕竟系统性和深度有待提

升，与同类汉语言文学专业同学仍有很大

差距，这些无疑为书法专业学生带来了教

师资格认定的壁垒，让很多学生在考试中

感觉“文不对题，学无致用”，成为了书法

学生教资考试的“切肤之痛”。

今次的学科调整，正如李一先生所言

“中国当代的学科建设，是动态发展的，是

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和各门类学科的实际发

展情况不断调整以求完善的。”同时也是自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美术学院（原浙江美

术学院）书法专业的创建为先河，近六十年

来书法前辈和学者及各个高校不断推动和

完善得以实现的夙愿。希望藉本次书法学

科升级的契机，加之师范类专业认证中“学

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理念，真正

实现书法专业社会需要与学生的全面发展

相协调，摆脱现在学科设置分类与社会实

际需求不平衡，不相适应的尴尬局面。以

学生发展成效为导向，聚焦学生“学会了什

么”和“能做到什么”的命题，并通过对人才

培养的全方位、全过程的跟踪、评价和反

馈，持续改进人才培养方案和机制，形成

“评价—反馈—改进”良性循环，扎实推进

书法学科升级后的人才培养质量，同时增

设“书法”学科各级教师资格认证，切实符

合当前时代之需。

师范认证背景下，书法学科升级的时代之需
■王鑫（太原师范学院书法系讲师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学在读博士）

拟将书法学升级成为一级学科“美术

与书法”，艺术界对此调整有诸多不同声

音，或赞同或觉不够合理，且都有各自充分

的理由，但无论如何争论，有一点是毋庸置

疑的，即该举措对书法学的学科建设将起

到极大的推进作用。有了学科升级的“加

持”，接下来如何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使其

合理存在，才是讨论的重中之重。

其实，书法也并没有被单独列为一级

学科，仍是和美术捆绑在一起，称之为“美

术与书法”，究其原因，无非是二者既有联

系又有区别。在大美术范畴下，书法尤其

是当代书法一定是一种视觉艺术的表现。

书法学作为二级学科一直寄篱于美术学之

下，书法专业也都开设在各大美术学院之

中，由此看来也有其合理性。但美术与书

法的这种层级之分，只是缘于二者某一特

征间的从属关系，并不能代表其全部，因此

这次调整也许是更多地考虑到二者之间的

区别。书法可以说是最为纯粹的传统文化

艺术，受外来文化影响最小，这一点是其它

任何艺术形式都不能比拟的。美术学下的

绘画、雕塑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影响，

更何况本来就源自西方的油画、版画等。

为了彰显文化自信和传统文化的独特性，

将书法学升级自然也是合理的。

但学科的设立，不只是有自信就可以，

更要复合现代学科体系建设的基本规律。

或许正是基于这一点考虑，书法学才没有

被独立设置为一级学科，因为其下尚未有

合理、健全的二级学科作有力支撑。有观

点认为可以在书法学下设立书法、篆刻、理

论等二级学科，这种思路作为专业分类倒

是可以，就好比将中国画分为人物、山水、

花鸟三个专业，但作为二级学科分类似乎

太过刻意、牵强。纵观美术学下的绘画、雕

塑、摄影等二级学科，各自有较为完备的创

作和理论体系，各学科之间几乎没有关联，

而书法、篆刻、理论三者关联极为密切，都

不可能单独列为二级学科。另有学者提议

按书体或者书写工具（软笔、硬笔）来设立

书法学下的二级学科，此种观点未免将书

法理解得过于简单和狭隘了。

因此，此次书法学的升级，实际是先抬

高其地位，理论先行，然后再去进行合理建

设，使之成立。相较于升级，更为重要的是

建设，否则书法学的高地位只是空中楼阁，

完全经不起推敲和历史的检验。

相较于升级，更为重要的是建设
■丁万里（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书法教研室主任）

华蓥市一名书法老师，在向青少年儿童讲解毛笔的正确执笔姿势。游伍琼/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