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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谈

■冯海宁

让更多孩子都能写一笔好字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
建设教育强国，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
度，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近日，教育部
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规范汉字书写教
育的通知》（下称《通知》），提出八个方面任务
措施，要求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在政策、经费、
项目等方面给予支持。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是中华
文明的重要标志和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
体。一横一竖、一撇一捺、一点一钩等，皆有丰
富内涵和美学价值。然而受手机、电脑“敲字”
等因素影响，不少学生和成人不仅手写的汉字
很不规范甚至很潦草，而且“提笔忘字”几乎成

为普遍现象，令人深为担忧。
去年，湖北武汉一名大一新生参加学校组

织的汉字听写大赛预选赛，满分 100 分仅得 2
分。2020 年，浙江奉化某学校学生因为字太
丑，被严格的老师扣全10分而引发争议。这些
案例都反映出一部分学生汉字书写极不规范，
没有养成良好的汉字规范书写习惯，直接影响
做作业、参赛、考试的结果。所以，加强中小学
规范汉字书写教育显然很有必要。

教育部、国家语委连续多年向社会发布年
度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反复提到“学生的汉语
能力、汉字书写能力在退化，需要引起注意”。
为此，2017年2月，教育部、国家语委就出台意

见，推进学校语言文字工作达标建设，提出“语
言文字应用能力的培养要从小抓起”。

此前，一些学校布置的作业中包括汉字临
摹，以及一些学校开设的硬笔书法课、毛笔书
法课，都对规范学生汉字书写起到积极作用。
但要充分做好“青少年写好汉字促进活动”，显
然还需要国家层面的“组合拳”。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负责人就《通
知》在答记者问时指出，从书写与规范的角度
来看，部分中小学校对学生汉字书写笔顺规
则、间架结构等方面的教育指导不够。另外，
还从书写与文化传承、书写与健康、书写与美
育等角度，指出了不少问题。此次印发《通知》

就以问题为导向，旨在解决汉字书写中的一系
列问题，效果可期。

《通知》从培养良好书写习惯、提高规范
书写水平、传承优秀汉字文化、规范校园用
字、发挥教师表率作用、增强数字赋能、建
立科学评价机制等方面明确了任务措施，具
有全面性、系统性、可行性等特点。这既有
利于传承弘扬汉字文化，也有利于学生健康
成长，同样是对各地政府和各学校提出的工
作指向。

一个人能否写一笔好字并终身受益，关键
在中小学阶段。中小学是规范汉字书写教育
的基础，这需要各级政府为此提供必要的政

策、经费、项目等支持，也需要各学校落实规范
汉字书写教育的主体责任，还需要家庭、社会
从各自角度出发，共同配合中小学规范汉字书
写教育，争取使大多数中小学生、大学生，都能
写出一笔好字。

可见，规范汉字书写就该“从娃娃抓起”。
社会越发展，世界越进步，传统的民族文化越
发显得弥足珍贵。语言文字，不仅仅是一种文
字形式，更是一种优秀的传统文化。汉字书
写，可以拓展一个人的综合素质，更能弘扬一
个民族的文化底蕴。所以，从孩子开始，提倡
书写汉字，不仅是当代人的责任，更是世世代
代中国人的责任。

致力于打造一份亲民、爱民、为民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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