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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读经典，暮习书法

——安徽商贸文化育人的探索与实践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王锦坤 等

一、成果背景与问题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中办发〔2017〕5号）成为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根本遵循。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提出：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传承是高校的重要职能之一，

如何结合高等教育的实际，做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教育工

作者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成果背景

1.成果基础

自2016年人文外语系开展晨读经典试点，到2018年全校推广晨

读经典，并加入七年的探索与实践，逐渐形成了安徽商贸“晨读经典，

暮习书法”这一文化育人的品牌。学生社团谦心国学社、石如书法学

社全面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留学生教育与国际交流方面，传播

中华文化，推广徽文化，在国际上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2.探索和实践过程

（1）2010年开设公共选修课“国学经典导读”。

（2）2012年成立谦心国学社，上课期间每天早晨晨读，至今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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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了11年，共计 1700次；2013年成立石如书法学社，定期组织公益

书法讲座、书法学习会、校际书法展。

（3）2016年 9月，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外语系在大一新

生中开始晨读经典，每天早晨全体大一新生晨读；

（4）2018年 9月，晨读经典在全校推广，并加入了暮习书法，

每天晚上晚自习前每位大一新生完成一张纸的钢笔字练习，学校将“晨

读经典 暮习书法”正式列入人才培养方案的课程体系。

（二）问题

1.职业院校文化传承难以落地。文化传承与创新是高校的五大职

能之一，如何具体落实，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2.人文素养教学实践活动的不足。人文素养是人的基本素养之一，

往往通过知识传授来提升，但实践性不足。

3.学生第一节课迟到等散漫的问题。职业教育招生的多元化，学

生个人习惯千差万别，部分学生存在迟到、学习习惯不好等问题。

4.学生对晨读经典、书法学习的误解。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对分

数的重视，升学的压力大，学生对读书和书法学习存在一定的误解。

二、主要做法与经验成果

1. 将“晨读经典 书法学习”列入公共选修课，纳入人才培养

课程体系，安排指导老师到班级指导。在大一的每个班安排晨读指导

教师和书法指导教师各1名，选学生任领读员、书法课代表各 2名，

各班辅导员参与指导。由指导教师团队培训领读员和课代表。晨读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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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落实指导教师“一周一指导”，要求指导教师每周至少一次进班级

领读。书法项目采用“少而精”的原则，实施“教师一周一指导，一

次示范一个字”，学生每天练一个字，交一张“钢笔字练习纸”；利

用“互联网＋教学”模式，在省级线下精品课程钢笔字练习的基础上，

发展出每周两次向学生发布教学视频，基本满足学生在信息化时代学

习书法的需要。以赛促学，举办、组织参加校内外学生书法比赛、诗

文朗诵比赛，学生在各类比赛中斩获大奖。学校邀请安徽省高校知名

教师书法家到校开讲座，指导比赛、点评作品。

图 1 “晨读经典、暮习书法”工作动员会

2.通过晨读经典、暮习书法的实践，增进学生身心健康，尤其是

在学生心理健康方面有显著作用。通过晨读经典，与古圣先贤对话，

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得以传承。练习书法能让人静下来，持之

以恒，在遭受挫折时，能冷静看清自己的不足，经过练习有所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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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对未来充满希望。在练习中所获得的学习体验、乐趣，能帮助学

生走出心理上的困境。

3.晨读、书法练习有着严格的考勤制度，指导老师到班指导，大

一学生从军训开始有了强烈的纪律意识，但军训之后如何巩固成果，

成为一大难题。晨读、书法练习的考勤，让散漫的惰性不再继续，早

上第一节课没有迟到现象，晚自习没有无故缺勤问题。

4.指导老师到班指导晨读和练字。传统观点认为，晨读经典、学

习书法是中小学生的事，上大学了不用读书背书和练字。学习书法就

是学习笔画和结构，枯燥地练习，而且很难练好。暮习书法的指导老

师能用浅显的语言，表述深刻的书写哲理，引导学生真正爱上钻研知

识，体验边做边学、边学边做的乐趣。

5.人才培养取得诸多成果。经过7年的积累，不断优化方案，调

整安排，精耕细作，在学生中反映良好，形成了良好的育人模式。近

年来，获得省级以上奖项51项，市级奖项6项。

三、创新与特点

1.创新了每天晨读经典。

（1）丰富活动形式。每天上午课前晨读10分钟。作为“晨读经

典”活动的成果展示，每年至少举办一次经典诗文朗诵会或比赛；结

合传统节日、重大节庆等开展特色晨读活动，如在12月 4日“国家宪

法日”当天联合校宣传统战部、校团学部门开展晨读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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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谦心国学社晨读场景

图3 国家宪法日晨读宪法活动现场

（2）拓展活动外延。由“晨读经典”衍生周边特色活动，如校团

委组织的一年一届的影视配音大赛，每年结合不同主题开展外延教育

教学活动，如“五四运动”10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等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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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下的影视配音相关活动。

（3）创新活动载体。开通学校师生用于推广普通话、传统文化的

网络诵读账号（喜马拉雅、微信公众号等），将活动载体延伸至线上。

开拓网络推广新渠道，利用当下流行的短视频形式，结合传统节日、

重大节庆等，创新情景剧、知识点趣讲、影视配音等丰富的表现形式，

开展语言文字的普及、传统文化的推广等活动。

2.创新了每天暮习书法。

（1）自编讲义、自编字帖。我们采用了自编晨读经典读本，选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典文本，经过认真校对、注释，扫清朗读上

的障碍；编写书法教材，大胆采用了书法老师的字体，继承和发扬传

统，也进行了大胆尝试和创新。根据常年学习书法的经验，开发自己

的字帖，写自己的字体，为的是学生能够写出自己的字体。

（2）由浅入深，由易到难。老师一周一指导，一次示范一个字，

逐渐让学生掌握如何认识书法，如何去练习书法。

3.大面积参与赛事活动。

经典读得怎么样，书法练得怎么样，是需要得到检验的。积极参

加全省大学生诗文朗诵大赛、安徽省第六届校园读书创作活动“笔墨

书初心、奋发向未来”书法比赛、中华“诵写讲”大赛诵读中国项目、

安徽省朗诵艺术学会会员朗诵大赛、第四届笔墨中国汉字书写大赛安

徽省赛、第五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笔墨中国汉字书写大赛安徽省赛、

第三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安徽省赛、中华“诵写讲”大赛诵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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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等比赛；学校组织了经典诗文朗诵、书法比赛等活动，让更多的

学生能参与其中，覆盖面达到100%。

四、应用推广效果

1.经典晨读影响大。

经典晨读活动开展以来，学校参加多项语言类赛事，均能取得优

异的的成绩，其中晨读师生获得省级以上奖项9项，市局级奖项6项。

由于成绩突出，芜湖市演讲朗诵学会授权在学校成立芜湖市首家“大

学生演讲口才培训中心”。在校学生普通话二甲及以上通过率提升至

60%，二乙及以上通过率提升至98%。晨读教师公开出版国学经典导读

教材。积极开展社会服务，结合芜湖市朗诵社的指导，开展朗诵、传

统文化等相关义务讲座；建立师生用于推广普通话、进行社会服务的

线上诵读账号。

2.暮习书法评价高。

2023年5月安徽省高等学校书法家协会换届大会选在安徽商贸召

开，来自全省各高校的 60多位书法家莅临指导。与会专家高度评价了

学校“晨读经典，暮习书法”的做法。学校人文与法律学院教授朱吉

玉同志当选常务理事。安徽省高校书法家协会主席、安徽师范大学庄

华峰教授说：“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职业技术学院的晨读经典暮习

书法活动，是对新时代高校美育教育的生动实践。”安徽师范大学教

授、安徽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凌善金教授说：“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的做法是正确的，能有效弘扬传统。”淮北师范大学书法系高玥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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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专业书法教学固然重要，普及也不可少。你们的普及工作做得

好。”学校副校长郑承志教授经常说：“晨读经典，暮习书法，功在

当代，德育长远，是积德的事。”

3.各项比赛获奖多。

近年来，师生参加校外的各项与书法、朗诵、演讲等方面的比赛，

获得市级以上的比赛奖项50余项，学生参加全国职业技能大赛获奖数

稳居安徽省第一方阵，与人文素养方面的教育有着密切关系。

图4 “晨读经典 暮习书法”学生钢笔字比赛师生合影

4.课程建设效果好。

书法课、国学经典导读课，相继出版的教材。2019年 11 月，中

国文化概论课程成为文秘专业国家教学资源库的资源建设子项目，并

于2022年通过了教育部的验收，成功实现结项。2021年 5月，“中国

文化概论”入选教育部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授课教师入选课程思政教

学名师和教学团队。《内含筋骨 外展芳华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

院举办学生钢笔书法大赛侧记》发表于《高校书法报》；《职业教育

与书法教育的融合创新问题探讨》发表于《现代职业教育》。以安徽

商贸职业技术学院为例国学、中国文化、书法等课程，在学校招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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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中广泛开展，对传播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起到了一定的积

极作用。

图5 学校获得优秀组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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