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兰亭书法节开幕 兰亭集序书法教案
(实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帮大
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兰亭书法节开幕篇一

学习《兰亭集序》，品赏作者笔下景物的清雅朴素之美，并
进而了解作者对山水钟情的性灵。

教材分析

王羲之的书法艺术成就很高，不仅全面精通古代各种书体，
而且创造出一种适应时代需要的新体，并构建了一个完整的
风格体系，对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传世墨迹有《兰亭序》，
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

学情分析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学生初步了解王羲之的书法艺术成就，体会《兰亭序》第一
行书的艺术韵味

过程与方法

学生通过艺术实践，以唐代冯承素摹本为临摹范本，进行摹
写，体验行书基本笔画的书写方法。



情感态度价值观

感悟行书之美，了解中国书法艺术的风貌，提高鉴赏能力，
培养内心的艺术情操。

教学重点

初步探究王羲之，了解兰亭序的重要性

教学难点

以唐代冯承素摹本为临摹范本，进行摹写，体验行书基本笔
画的书写方法。

教具

课件、书法工具

学具

探究性资料，书法工具

一、导入

故事导入：你们听说过“东床快婿”吗?它讲的是有一个年轻
人的故事。在他二十岁时，太尉郗鉴派人到他的叔父家选女
婿。王导的儿子和侄儿们听到这个消息，纷纷打扮起来，只
有这个人好像没听到这件事一样，坐在东边的床上敞开衣襟
吃饭。郗鉴听说这件事，高兴地说：“这正是我要的女婿
啊!”于是便把女儿郗浚嫁给了他。

这个人你能猜猜是谁吗?

二、新授



1、简介王羲之，

学生将课前收集的王羲之的资料进行小组交流。

3、欣赏王羲之书法作品，介绍王羲之代表作。《十七帖》

4、重点认识《兰亭序》。《兰亭序》的创作背景：东晋永和
九年，公元353年，三月初三这一天，在浙江一个叫作兰亭的
地方，王羲之与当时的四十多位文人名家展开了一场文化聚
会。在雅集之际，文人们各自赋诗，诗成之后请王羲之作序。
王羲之初悟山水之美，在物我两忘的境界中，挥就了被称为
天下第一行书的千古书法名篇《兰亭序》。

5、欣赏书中的文徵明的《兰亭修禊图》，

请学生观察并思考?画中人在做什么?周围的环境如何?

总结：画面上绿竹丛生，山峦起伏，将兰亭环抱其中，潺潺
的溪水边，有人独坐沉思，有人对坐笑谈，人人各尽其态，
特别是画中醉意正浓的王羲之挥毫泼墨、评点诗文的情景，
更是形象生动、栩栩如生。

6、欣赏《兰亭序》摹本，这是大书法家王羲之在他著名的书
法作品《兰亭序》中所写的一些“之”字。不过他可不是刻
意写出来的，为什么呢?(需要学生了解创作的背景)

7、兰亭序里共28行，324字，字字“天马行空，游行自在”，
凡重复的字写法各不相同，其中，“之”字多达二十字。有
的如楷书公整，有的似草书流转，但都大小参差，千姿百态。

出示图片，小组合作，找到每个“之”字的原始位置。

如果把这些字在作品中的位置交换一下，会不会影响全篇的
效果?



三、探究

是“双钩法”，双钩法摹写的摹本，形神兼备，就连原版中
的错字修改部分都一一临摹下来，如同看到原本一样，王羲
之在书写兰亭序时把规范的楷书书写进一步随意地发挥，创
造了中国书法史上的新的书写形式和字体——行书，所以被
称为“第一行书”。

四、艺术实践：

尝试用“双钩法”在兰亭序中挑选几个词句摹写，体验行书
基本笔画的书写方法。

兰亭书法节开幕篇二

《兰亭集序》是王羲之为诗集《兰亭集》所写的一篇序文，
但就其内容和形式而言，它又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书序，而
且是我国文学史上一篇立意深远、文笔清新自然的优美散文。

文章从兰亭集会落笔，首先用简洁的文字点明集会的时间、
地点、缘由和与会人物，接着用抒情的笔调，描绘了清雅优
美的山、水、林、竹等自然景物，而正是这些自然风光引起
与会者饮酒取乐、临流赋诗的雅兴，下文就自然转入叙写雅
事，叙写与会者“一觞一咏”、“游目骋怀”的种种欢乐情
景。段末以“乐”字作结，揭示了与会者沉浸在美好的自然
和人文环境中得到审美愉悦而暂时忘却烦恼的情趣。

第二段作者紧承上文“俯”“仰”二字和“信可乐也”一语，
转写人世变幻、情随事迁的情况。不管是“晤言一室之内”
的静者，还是“放浪形骸之外”的躁者，他们虽都在一时一
事上“快然自足”，但是这些眼前的美景和人世的欢
乐，“俯仰之间，已为陈迹”，乐极而悲生，他们不得不面
对严酷的现实：“老之将至”、“终期于尽”，人生苦短。
至此，作者自然提出“死生亦大矣”这一主旨。本段末



以“痛”字反诘作结，不仅为呼应上段的“乐”，更为引起
读者深思“死生”这一人生最重大问题。

第三段作者抓住死生问题，进一层表明自己的生死观。作者
首先借古立论，说明从古至今，人们一直重视死生问题，自
己也不能例外。接着作者针对当时士大夫务清谈、鲜实效、
无经济大略的社会风气，痛斥“一死生”、“齐彭殇”的老
庄学说为“虚诞”、“妄作”，从而表明了作者积极进取的
生死观，而这正是作者编辑《兰亭集》并为之作序的目的。
文章前面两段分别以“乐”、“痛”作结，最后一段
以“感”字作结，表明作者坚信后世读者会从斯文(这篇序
文)中产生同感：认识死生问题的重要，树立正确的生死观。

纵观全文，作者着眼死生二字，借一次集会宴游阐明人生哲
理，表明了作者深远立意。同样是写了宴游情景，但石崇的
《金谷诗序》、李白的《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等文章，抒
发的却是人生短暂，需及时行乐的情怀，立意显然不及作者的
《兰亭集序》深远。作者生活在东晋时代，当时统治集团偏
安江东，不思进取。士大夫崇尚玄学，清谈之风很盛，而作
者却公开批评“虚谈废务、浮文妨要”，颇想有所作为。从
作者给中军将军殷浩、会稽王司马昱、太傅谢安等人的信中，
可以看出作者忧国忧民，渴望救国家“倒悬之急”的大志和
旷达进取的人生态度。

当然，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作者不可能始终坚持这一
正确的`人生态度，永和十一年(公元355年)春，即作者写完
《兰亭集序》后两年，作者因深感空怀壮志，报国无门，又
因与扬州刺史王述的矛盾恩怨，愤而称病去官，且到父母墓
前立誓永不再仕。此后便“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去寻求
“当以乐死”的境界，反映了作者晚年思想渐趋消极虚无。
这是我们在全面评价作者一生思想时应该注意的。

《兰亭集序》之所以流传千古，不仅因为其立意深远，而且
因为其文笔清新流畅，朴素自然。魏晋时期出现了骈文的高



潮，骈文几乎占有了一切文字领域，这种文体讲究对偶、辞
藻、音律、典故，极不利表情达意。在这种骈文风行的时代，
作者能不拘成格，用洒脱流畅、朴素简洁、极富表现力的语
言写景，叙事，抒情，议论，充分体现了作者散文的个人风
格。特别是文中用了“群贤毕至”、“崇山峻岭”、“茂林
修林”、“天朗气清”、“游目骋怀”、“情随事
迁”、“感慨系之”、“若合一契”等词语写兰亭山水之优
美，叙时人宴游之雅致，抒盛事不常之感慨，议死生意义之
重大，而这些词语从此便被后人当作成语使用，极大丰富了
祖国的语言宝库，从而也奠定了《兰亭集序》在中国文学上
的地位。

兰亭集序作者介绍

王羲之(公元321～379，一说303～361)，字逸少，东晋琅邪
临沂人，世居会稽山阴。是东晋也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书法
家。出身于士族名门，是东晋政治家王导的从子。青年时期
有美誉，朝廷召他为侍中、吏部尚书，都辞谢不就。后任右
军将军，会稽内史，世称“王右军”。

早年从卫夫人学习书法，后多鉴前代名家书法，博采众长，
备精诸体，“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
其书法艺术影响之大，在书家之中，罕能与之相比者，故
有“书圣”之称。书法刻本以《乐毅论》《兰亭序》《十七
帖》为著。其子王献之也是书法名家。父子齐名，世称“二
王”“二圣”。

王羲之爱好自然山水，喜爱服食养性，因会稽山水秀丽，便
和一些名士筑室住在那里，他关心政事和民生疾苦，当
时“东土饥荒，羲之开仓赈贷。然朝廷赋役繁重，吴会尤甚，
羲之每上书争之，事多见从”。

王羲之在诗文写作上也是高手。东晋文坛盛行骈文，王羲之
是少数仍沿用散文写作，或以散驭骈的作家之一。其文风清



洗，不尚辞藻而多情致。

字词语言

1、通假字

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趣通取

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由通犹

2、古今异义

茂林修竹古：长今;常用义为“修理”、“修饰”

列坐其次古：旁边、水边今：常用义为质量差

或取诸怀抱古：兼词，“之于”合音今：常用义为众

曾不知老之将至古：读zeng，竟今：读zeng多作姓

向之所欣古：过去、原来今：常用义为方向

终期于尽古：至、及今：无此义

亦将有感于斯文古：这些文章今：常用义为文雅，又指文化
或文人

3、词类活用

a、形容词作名词

群贤毕至贤士

少长咸集年轻人，年长的人



b、形容词作动词

齐彭殇为妄作看作相等

c、名词作动词

映带左右环绕

一觞一咏喝酒

d、数词作动词

固知一死生为虚诞看作一样

4、一词多义

列坐其次旁边水边

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驻扎

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次一等

余船以次俱进次序

所以兴怀，其致一也情致

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达到

家贫，无从致书以观得到

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招致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高

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长



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学习进步

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办好

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至、及

不期修古，不法常可期望、要求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时间期限

5、虚词运用

所以所以兴怀，其致一也表原因

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以此用来

吾知所以距子者，吾不言表方法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助词表定语后置

之曾不知老之将至用在主谓间，取消句子独立性

及其所之既倦动词往达到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助词的

兰亭书法节开幕篇三

兰亭序是中国书法史上著名的篇章，被誉为千古第一帖。为
了更好地了解这篇杰作，本人在书法爱好者的引荐下学习了
兰亭序的书法，以下是我的学习心得体会。

第二段：兰亭序的背景与艺术价值

兰亭序是东晋书法家王羲之所写，是王氏家族传承的家谱，



记录了家族成员的历史与家族祭祀仪式。王羲之以其精湛的
书法技艺和出色的艺术创造力，将这份家谱写成了具有超凡
艺术价值的篇章。

兰亭序的书法特点是解放笔锋，在光影对比中显现出灵动自
然的韵味，使得每个字都具有独特的气质和内涵。如“腾蛟
起凤”这个词的“腾”字笔画如跳跃的蛟龙，显露出一种恢
弘壮阔的气象。

第三段：我的兰亭序学习心得

我在学习兰亭序这篇书法作品中，深受其书法艺术的深厚底
蕴所感染。我发现此篇文章的每个字都蕴含着深厚的意义，
每个笔画都掌握着脉动的韵味。

在书写兰亭序时，我反复模仿王羲之所创造的笔画线条，不
断纠正自己的不足，每一笔每一画都磨练着我的视觉。通过
长时间的学习，我对书法的理解更加深入，我明白了写书法
必须要有心灵和气韵的契合，才能真正达到书法的境界。

第四段：兰亭序对书法创作的启示

兰亭序的书法对我有着极大的启示，我从中领悟到了书法艺
术需要具备的三个方面：一是笔墨韵味的描摹，二是情感的
丰富传达，三是自我的情感与内心之间的互动。

通过学习兰亭序，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书法的魅力，书法不
简单地只是一种技巧，也不仅是一种艺术，它蕴含着丰富的
文化和情感内涵。学习书法除了要磨练笔墨技巧，更需要时
刻提醒自己要加强内心的修养，提高心灵的境界。

第五段：结语

通过学习兰亭序的书法，我深刻感受到了书法的艺术魅力和



内在精神。真正的书法不仅要求技巧的精湛，而且还要有文
化的基础和情感的积淀。学习书法不仅仅是掌握一门技能，
更是对自己人生境界的修养。

兰亭序开创了中国书法艺术历史的新篇章，其书法风格至今
仍影响着后人，成为书法领域中的经典之作。敬佩这篇杰作
的同时，我们也要不断努力，学习这份文化艺术遗产中真正
的内涵和精髓，将其传承和发扬下去。

兰亭书法节开幕篇四

3.兰亭集序选自

4.死生亦大矣——《兰亭集序》的思想

5.《兰亭集序》真迹到底藏在哪里

6.《兰亭集序》古今异义

7.《兰亭集序》整体分析及赏析

8.《兰亭集序》主题思想

9.《兰亭集序》浅析

10.兰亭集序原文注音

兰亭书法节开幕篇五

为历代书法家所敬仰，被誉作“天下第一行书”。王兼善隶、
草、楷、行各体，精研体势，心摹手追，广采众长，备精诸
体，冶于一炉，摆脱了汉魏笔风，自成一家，影响深远。其
书法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遒美健秀，世人常用曹植的'
《洛神赋》中：“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



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一句来
赞美王羲之的书法之美。传说王羲之小的时候苦练书法，日
久，用于清洗毛笔的池塘水都变成墨色。后人评曰：“飘若
游云，矫若惊龙”、“龙跳天门，虎卧凰阁”、“天质自然，
丰神盖代”。有关于他的成语有：入木三分、东床快婿……
王羲之书风最明显特征是用笔细腻，结构多变。王羲之书法
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书苑。唐代的欧阳询、虞世南、诸遂良、
薛稷、和颜真卿、柳公权，五代的杨凝式，宋代苏轼、黄庭
坚、米芾、蔡襄，元代赵孟頫，明代董其昌，这些历代书法
名家对王羲之心悦诚服，推崇备至，因而他享有“书圣”的
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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