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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教育时代逐渐占据教育的大半壁江山,尤其此次我国令人痛心的疫情发生后,急速促使全民进入网课时代,这对尚未步入成熟期的

线上教学起到了倒逼的作用。网络的应用让世界得到了更多的联系与沟通,也为线上授课带来了巨大便利。网络如同连接世界的管道,O2O便

是这管道中应运而生的一种运作模式。O2O连接了线上与线下,连接了虚拟与现实,为人们的沟通产生了更多的可能性。“O2O教学模式”便是

顺应时代语境产生的利用互联网技术将线上线下教学现场相结合一种教学模式。O2O虽然是商业模式,但借助其线上线下互相转化的概念,将

书法教育与互联网相结合,将书法教学由传统的师徒相授的固定模式转变为灵活的适应时代的授课模式。 

[关键词] 书法；教学；O2O 

 

1 对“书法教学的 O2O 模式”的理论界说 

殷商时期的文字为刀刻的甲骨文,文字表现形式尚未脱离象形,文字

内容多是记载当时统治者所需的时事记载以及占卜内容,书写教学主要以

实用为主,较少注重观赏性。至汉代,书体演变趋于成熟固定,书写形式的

多样也致使教学内容相对多样,并设立了含有教习书法的鸿都门学。魏晋

南北朝时期,书学便已出现。到了唐代,书学课程时长达六年,需修多种文

学课程并要求每天写一幅字。至宋代书法教育不仅是书写技能的传授,更

涵盖艺术审美教育,《宋史》记载：“书学生,习篆、隶、草三体,明《说文》、

《字说》、《尔雅》、《博雅》、《方言》,兼通《论语》、《孟子》”。书法教育

可以按照教学方式、教学内容等区分：古代书法教育主要是传统师生相授

的形式,教授内容在早期及书法教育史上相当大的一部分都是以实用性为

主的知识、技法传递,到后期才逐渐有了对书法观赏性传授的追求。书法

教育的发展是随着历史的发展、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殷商时期受工具的

限制所以会产生刀刻的甲骨文,唐以后高桌高椅的出现也间接对大字文人

书法产生影响,到了当今科技时代,科技的发展必然会对书法及书法教育

产生影响。 

林语堂在《中国人》一文中把中国书法看作是中国艺术的源泉和基础：

“书法提供给中国人民以基础的美学,中国人民就是通过书法才学会线条

的形态的基本概念的。”书法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也在近一百年

的巨变中快速适应着,如书法教育与西方教学体制的适应过程,从过去的

传统师徒相授制到现在的学院授课制的转变,这是书法教学体制上的一种

转变。在互联网技术与传统的书法形成了鲜明的新老对比,这是一对看似

有矛盾的存在,构成了融合与剥离的探讨关系,两者之间是否南辕北辙不

相容,还是说有积极的合作关系。书法是一门以实用性为前提进行传播与

发展的艺术,而在现代科技营造的语境下,书法的实用性被削弱,存在的意

义被大众模糊,这样的环境下,当代书法教育如何适应当下环境,如何更好

地生存与发展都显得更加重要。但矛盾往往是对立统一的存在,随着科技

的发展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及生活内容都产生了影响及融合。胡天正在《“互

联网+”视域下的书法教育探析》中分析：“在具体的书法教育中,认知心

理学将人脑作为一个信息加工的完整体系,这就与互联网思维形成了密不

可分的相关性。主要体现在两点：形式的同构；内涵的共同。所谓形式的

同构主要是至书法教育中,认知过程和互联网的处理流程都是首先把物理

世界进行模型化……”书法的教学过程中的自组结构与自我追求其内涵与

互联网思维是相似的,并非完全相斥的,所以当书法作为符码具有元语言

性时,互联网是可以作为中介与接受者产生接触性的。并且目前互联网与

书法方面的融合也有很多,如利用现代技术对书法作品的店子传播、利用

互联网的网上书法展览、利用大数据等手段的书法检索等功能,科技为书

法的传播朝向有利方向进展。 

2 书法 O2O 教学模式的探索 

伴随着无线网络的覆盖、互联网的普及,网络也成为了教学过程中的一

个手段。教育者利用更便捷、广阔的渠道将教学模式不断革新。线上教学

便也逐渐被看做是常规教学的一种铺垫或延展,互联网信息的集成、输出与

教学中的认知、传递具有同构性,所以这种教学模式也逐渐被认可、被推广。

这种将线上与线下交互的教学模式被套用上一种“商业”模式的名称——

“O2O教学模式”。O2O的概念是应运互联网而生的模式,它最早是2010年8月

ALexRampell提出的“Online To Outline”即线上线下的一种模式。它

又被人们扩展为更丰富的模式：线上到线下,线上到线下再到线上,线下到

线上等等。起初,这是一种线上到线下相互流通互动的一种商业模式,我国

国内很多学者如苏涛、梁景等人给“020模式”的概念定义为“线上推送,

线下享受”的一种模式,这是“O2O”最初的定义也是较为狭义的电商定义,

随着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除了商业的领域与互联网”相结合,形成了更广

义的“O2O”模式。2013年的《在线教育前景与热点分析报告》中曾指出：

“在关于对教育模式的热点分析报告中显示：新兴的020教育模式最被人看

好。”在我国O2O被应用在教育上最先进的是高等教育的响应,高等教育的载

体是高校,具有相应的技术支持、能力支持与平台支持。 

“O2O教学模式”是线上教育与线下教育的结合,是对所授内容的模式

革新也是对学习者的接受方式的革新。尤其对书法教学,这不仅是教学格

式上的发展也是教学策略上的磨合。书法教学按照教学内容区分大致可分

为技法教学与理论教学,还可综合延伸出书法审美教学、批判教学等次级

延伸内容。书法的技法教学可以说是互联网教学难以深入触及的板块,因

为技法教学需要授课者与学习者的能动参与,在教学过程中包含直觉教学

的部分,需要口传身授,而020教学中的online部分主要是以数字模块体现

的扁平化教学,这便说明书法教学不能简单粗暴的与互联网技术强行嫁接,

而是要两者都最佳的状态下再相结合。书法教学是一个由技法与理论相结

合的组合文本,两部分缺一不可,所以在教学意图明确的情况下,书法的

“O2O模式”需要从线上线下相互协作的角度来提出解决策略。所以笔者

认为书法教学的“O2O模式”应当把online与outline各自的特点与书法两

大教学模块各自的特点相结合,提取最为合适的教学模式。目前,线上教学

大的平台为MOOC,MOOC从2008年开始被学者研究,所以书法线上教学模式

可用理论可由MOOC相关理论借鉴而来。国外学者曾就MOOC的关联主义学习

理论和行为主义学习理论进行探讨,两者对比发现,线上教学理念中关联

主义学习理论更有开放教育理念,更适用于处于流变状态或者人文社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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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内容的教学(如图1)。 

 

图  1 

 

 

图  2 

这种模式便可稍作理论借鉴于书法线上教学模式中(图2)。即教学内

容更适合自组织便可学习的内容更为合适,而书法教学中的理论教学部分

则相对来说更适合学生自主学习部分,并且能够给予学生灵活的时间与空

间去完成线上学习内容,学习动机上也以学生的主动性为主。线上教学内

容上不仅可以包含书法常识性理论知识,还可包括视觉化的欣赏训练、知

识拓展、信息交换、线上自主交流与线上知识检索等丰富内容,既可为线

下课堂做导学,也可为线下书法课堂做课后辅助,结合翻转课堂的教学模

式与理念,增大学生的自主性学习与个性化学习。在教学过程中,师生交流

和生生互动都可以发生,教学流程透明化、教学评价更透彻。线下书法教

学模式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留原有教学方法与模式,在教学过程中可侧

重与技法交流与常识性知识的拓展,线上线下相互巩固,打破书法传统教

学的时间与空间限制,将大数据优势下的信息畅通性与爆炸性在书法教学

中发挥到最大。 

3 结语 

在互联网大数据的境况下,中国传统文化仍坚守着阵地,在时代的变

迁中不断革新传承模式,不断更新自我符号,不断适应政治文化语境。书法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核心”在当代也面临着不同的挑战与转化,书

法的教学更是要在适应当今时代以及现代教学模式下生存。书法作为学科

本身便具有着多元性与复杂性,加上其自身的传统特性与当今的西方式教

学体制的冲突,使得书法教育在当下需要被更多的关注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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