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听古筝心得体会 观古筝心得体
会(实用6篇)

心得体会是指一种读书、实践后所写的感受性文字。那么心
得体会该怎么写？想必这让大家都很苦恼吧。接下来我就给
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心得体会吧，我们一起来看
一看吧。

听古筝心得体会篇一

古筝，作为中国传统音乐中的重要乐器之一，在千百年来一
直以其独特的音色和表现力深受人们的喜爱。作为一位对古
筝产生浓厚兴趣的人，我近期有幸参观了一场古筝演奏会，
从中获得了许多观后感和体会。以下是我对古筝的观察和感
悟，希望与大家分享。

首先，古筝的音色令人陶醉。当演奏家在舞台上优雅地抚弄
古筝的琴弦时，那平和而饱满的音色充满了戏剧性和魔力。
古筝的音色细腻，能够很好地传达演奏者的情感。在演奏家
的指尖下，琴弦的高低变化，音阶的起伏婉转，仿佛打开了
一个个音乐的盒子。进而，音色的不同和变化也给人们带来
一种视听盛宴。

其次，古筝的演奏技巧令人叹为观止。古筝曾经被称为“弹
指间的龙凤”，这句话给了我极大的启发。古筝演奏家的指
法犹如龙凤盘膝，虽然只有十指，却能在纤细的琴弦间穿梭
自如，产生出千姿百态的音乐。演奏家手指的飞速舞动，紧
紧地跟随着音符的转变，将古筝演奏达到了极致。这样的技
巧和精妙的配合是通过长年的练习和对音乐的深入理解得以
实现的。

再者，古筝的演奏会带来一种神圣的感觉。观看古筝演奏会，
仿佛进入了一种纯净的音乐空间。那些久违的音符，在古筝



的表演下重新焕发生机，发出了相互呼应的歌声。古筝独有
的音色特点和演奏技巧，让人们陶醉其中，忘记了现实生活
的喧嚣。在融入音乐的过程中，人们能够感受到内心的宁静
和平和，这种感觉真真切切地触动了我的心灵。

古筝演奏会也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古筝作为中国传
统音乐的代表之一，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观看古筝演奏
会，不仅能从音乐的层面感受到中国古代的文化底蕴，还能
通过演奏家的台风和演奏技巧领略到中国音乐的魅力与独特
之处。古筝音乐不仅具有独特的民族特色，还能在一定程度
上传递着人们对生活、对自然、对情感的热爱与表达。

最后，古筝演奏会也引发了我对音乐的思考。音乐这种艺术
形式并不仅仅是娱乐，它更是一种完整的文化和情感表达方
式。通过古筝音乐的观赏，我开始思考音乐在人类生活中的
地位和作用。音乐能够唤起人们的情感，让人们忘记一切烦
恼，同时也能够传递着一种思想和价值观。音乐是一面镜子，
通过音乐，我们能够更好地认识自己和这个世界。

总之，观古筝心得体会使我更加深入地了解到古筝的独特魅
力和艺术价值。古筝音乐给予了我无穷的触动和启示，引导
我深入思考音乐艺术的意义。我相信，在古筝这个独特的乐
器和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古筝音乐将继续吸引人们的关注和
喜爱。

听古筝心得体会篇二

很多人开始学古筝的时候都会有很多顾虑和疑问还有担心，
对于初学者来说也是无可厚非的。

万事开头难，理解和解决了这些问题，那么对初学古筝的你
们来说，学古筝就不是很难得事情了。



下面是和古筝老师多年对初学者的教学经验总结，希望可以
帮到你们!

一：力求基本功的扎实。

基本功就像盖楼，地基一定要打扎实。

否则学到高级别之后，技法的增多无法负荷还是要在另花时
间训练基本功。

费时间不说，学生多年养成的习惯不好改，老师也为多年错
误学习痛心，家长之前的陪伴与付出也付诸东流。

二：不要小看任何一个技法。

古筝由十大技法组成，一至十级的曲子都是十大技法完美融
合后的杰作，缺一不可。

初期只是简单的勾抹托，后期加入摇指和一些高难度的组合
指法，但都无法脱离最基础的十大技法，只有将十大技法每
一个都达标，才有可能优秀演奏高级别的曲子。

六：几年能学完?

有的家长一上来就问这个问题，我真的很作难。

学古筝是个慢工细活，一味的赶进度孩子根本体会不到乐趣，
学习一门乐器早已超越了学一个特长的范畴，希望她享受这
个过程，理解为一种精神陪伴，一种生活品味、从中学会成
长，学会克服困难、学会勤奋、学会沉下心来、学会坚持。

我们不指望他成为演奏家，但是音乐带给孩子的不仅仅是美
妙的声音，更多的是在接受音乐的这个过程中对生活的感悟。

有的孩子进度快，有的孩子进度慢，都是要结合自身进度来



讲的。

 

本学期我有幸被安排为古筝兴趣班的老师，我以《幼儿园教
育指导纲要》为指导思想，明确幼儿古筝教育发展的目标，
全面贯彻新的教育观念，主动适应时期的幼儿古筝教学发展
的新纲要。

平时也进行古筝的进修课程，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继续探
讨适应幼儿学习古筝的教学方法，提高幼儿学习古筝的兴趣。

今在此，我总结以下这个学期我兴趣小组的工作情况。

开学初，对幼儿进行了摸查，根据幼儿的接受能力的不同，
分为高中低水平，按实际水平定下每个水平掌握的知识内容。

根据不同的水平，进行不同的教学方法。

对高水平的幼儿进行集体教学，底水平的幼儿进行个别教学。

并在过程中不断观察幼儿的学习情况灵活调组。

考虑到幼儿在这个学期才刚刚接触古筝，为了让幼儿对古筝
产生兴趣，让幼儿常欣赏一些古筝的名曲，如《渔舟唱晚》、
《高山流水》等来激发他们对古筝的兴趣，有时我还亲自演
奏给他们听，让幼儿更直观的.了解古筝艺术。

在教学活动中，我主要以知识技能和乐理两个方面为突破点。

1、在知识技能方面：

幼儿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幼儿对小提琴有了了解，幼儿的
弹琴姿势比以前有很大的进步。



开学初，重点培养幼儿的节奏感，幼儿对乐曲的节奏掌握的
不够准确，弹乐曲时，常常出现节奏不稳定，进步不够明显，
为了增强幼儿的节奏感，学习一首乐曲前，用多种形式让幼
儿感受乐曲的节奏，如：跟着老师读的儿歌或音乐打拍子，
让幼儿接触一些敲击乐器，边听老师的节奏，边用自己手上
的乐器拍打节奏。

在一些简单的乐曲中，编写一些有趣的儿歌，让幼儿通过朗
诵儿歌来掌握乐曲的节奏，提高幼儿对学习的信心和兴趣。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幼儿的节奏感增强了，根据他们一阶
段的学习情况，把幼儿重新分高中低三组，根据幼儿的学习
情况设定学习内容。

这个学期我着重选择了一些简单的节奏曲和指法练习曲，如：
《买报歌》、《勾托抹练习》、《世上只有妈妈好》等，让
幼儿边朗诵边弹曲子，提高幼儿的兴趣。

在幼儿掌握节奏的基础上，重点指导幼儿弹乐曲时注意乐曲
的流畅性，和乐曲中要停顿和音符的节奏时值。

在幼儿的学习过程中，我们不断地观察，发现幼儿学习中存
在的问题，并及时想办法帮助幼儿解决。

如：发现幼儿的右手腕不够放松、灵活时，我让幼儿看我演
奏时手腕的动作，并让他们摸摸感受一下。

又如;幼儿在表现乐曲时，一些地方总是学不好我们就采用分
段练习，让幼儿多练习不够好的地方。

多让幼儿在集体表演，提高幼儿的自信心。

2、在乐理方面：



在幼儿学习的基础上，我们还让幼儿继续学一些简单的乐理
知识。

让幼儿学习一些简单的简谱以及它的写法和唱法。

在本学期，重点让幼儿学会自己看谱，并能唱出谱中的旋律
节奏以及找到琴弦，而且能用各种身体语言来感受节奏。

我还通过选择幼儿熟悉的乐曲，让幼儿看图谱来敲打乐曲，
让幼儿对敲击乐很感兴趣，幼儿还能自己看着图谱选择图谱
中的乐器来进行敲击。

通过学习敲击乐，幼儿接触了很多不同的节奏组和，对学习
古筝带来了很多方便，在一个学期的学习中，幼儿还建立了
整理乐器的良好常规。

我规定每个幼儿在练完琴后，要把筝盖盖好，然后用琴包把
古筝包上，自己指甲上用剩下的橡皮胶不随手扔在地上，这
样一来，让孩子养成了练琴的好习惯。

在学期末，在兴趣班的汇演中，家长也来参观了小朋友的表
演，孩子都表演了自己擅长的曲子，有些胆小的孩子我也鼓
励他们勇于在大家面前表演，来提高他们的自信心。

在汇报活动中，也得到了家长的一致好评。

这个学期，我获得了很多古筝的教学经验，也找到自己做得
不够好的地方，在下个学期，不会不断的更新自己的教学方
法，努力提高自己的自身水平，多向其他有经验的老师请教，
搞好古筝的谱及班和提高班的工作，真正发挥古筝老师的作
用。



听古筝心得体会篇三

古筝是中国传统的乐器之一，曾经是上层社会文化生活的重
要组成部分。如今，古筝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更多的是以表
演形式出现在大众面前。近期我参观了一场古筝表演，深受
触动。以下是我的表演心得体会。

第一段：筝中有味情难表

在古筝的表演中，艺术家们通过演奏，向观众传递出一种深
沉的情感。在场的每个人都被深深感染着，仿佛与琴弦上的
音符共鸣。正如表演者所言：“筝中有味情难表。”不同的
曲目，不同的节奏和音符，都能诉说出表演者的内心感受，
令观众们感同身受。那种深情，那种凄美，让人心生敬畏。

第二段：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尽管古筝是一个传统的乐器，但是在表演中，艺术家们将传
统与现代相融合。他们不仅能够演奏传统曲目，传承着古筝
千年的魅力，同时还能创新出新的曲目，将现代的元素融入
其中。这种融合给古筝的表演增添了新的鲜活感，也能使更
多的年轻人产生兴趣。融合传统与现代，让古筝焕发出耀眼
的光彩。

第三段：气质与技巧的并重

古筝的表演不仅仅需要艺术家们具备非凡的技巧，更需要他
们具备与古筝相匹配的气质。在表演过程中，艺术家们的仪
态优雅，表情丰富。在演奏过程中，他们抚摸筝弦，如诉衷
肠；他们指尖轻触琴弦，如云水般悦耳动人。观众们不仅仅
能够听到美妙的音乐，更能够看到艺术家在演奏中流露出的
情感，感受到他们对音乐的热爱。

第四段：音乐的治愈力量



音乐无国界，古筝的音乐更是能够打破时空的界限，抚慰人
们的心灵。古筝表演带给观众的不仅仅是听觉上的享受，更
是一种精神上的寄托。当艺术家们弹奏着旋律时，观众们仿
佛置身于一幅美丽的画卷中，心中的烦忧瞬间消散。古筝音
乐的舒缓与优美，可以抚平人们内心的伤痛，为他们带来一
份平静和宁静。

第五段：音乐的传承与发展

古筝作为一种传统的乐器，正在经历着传承与发展的重要时
期。如今，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加入到古筝表演的队伍，致力
于古筝的推广与发展。当代的艺术家们通过创新与实践，将
古筝的表演推向了新的高度。他们将古筝的音乐与其他乐器
结合，开拓出新的音乐领域，让古筝焕发出新的活力。这种
传承与发展的努力，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总结：通过参观古筝表演，我深刻体会到了古筝音乐的独特
魅力。古筝表演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一种情感的表
达和沟通。在古筝的音乐中，我看到了传统与现代的交融，
看到了气质与技巧的并存，看到了音乐的治愈力量。古筝表
演者们用自己的音乐将观众们带入了一个美妙的世界。我相
信，古筝的表演将会在未来继续传承与发展，为人们带来更
多的音乐魅力。

听古筝心得体会篇四

小燕子是“high e王子”周程成改编的一首新歌。以下是“古
筝小燕子简谱”希望能够帮助的到您！

作词：王路 王云阶 作曲：王云阶

演唱：小蓓蕾组合



小燕子穿花衣

年年春天到这里

我问燕子你为啥来

燕子说 这里的春天最美丽

小燕子告诉你

今年这里更美丽

我们盖起了大工厂

装上了新机器

欢迎你长期住在这里

小燕子穿花衣

年年春天到这里

我问燕子你为啥来

燕子说 这里的春天最美丽

小燕子告诉你

今年这里更美丽

我们盖起了大工厂

装上了新机器

欢迎你长期住在这里



听古筝心得体会篇五

古筝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底蕴的乐器，近年来在国内
外的音乐市场上越来越受到欢迎。我是一名古筝爱好者，也
是一名古筝创业者。在创业的过程中，我积累了一些心得体
会，今天想与大家分享一下。

第二段：理解市场需求

在创业之前，我了解市场需求非常重要。古筝作为一种传统
乐器，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可能已经过时了。然而，古筝的
音色和美感却是无法被其他乐器取代的。因此，我认为市场
需求并不存在于是否传统或现代，而在于人们对音乐美的追
求。在古筝这个领域，我做出了一些市场调研，了解了古筝
爱好者的需求和消费心理，为我的创业之路提供了重要的指
引。

第三段：打造品牌知名度

创业之初，品牌的建立非常重要。对于一个古筝品牌来说，
要想在竞争激烈的音乐市场中立足，知名度必须得到保证。
通过规范的生产和品质保障，我的品牌逐渐赢得了消费者的
认可和信任。同时，通过多渠道的广告和宣传，我的品牌的
知名度也在不断提升。忠实的客户对我的品牌进行口碑传播，
也帮助我的品牌不断扩大影响力。

第四段：不断创新和发展

在市场需求和品牌建立的基础上，创新和发展便是关键。我
认为只有不断创新和提升，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
出。在古筝产业中，我不断跟进新的技术和音乐形式，不断
推陈出新，提供更多更好的乐器和表演服务，让消费者体验
到更加美妙的音乐之旅。同时，我也在推广古筝的文化和知
识，让更多人了解这件美妙的乐器。



第五段：总结

创业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需要经过时间和投资的积累，
同时还需要创新和发展。在古筝创业的过程中，我积累了很
多的经验和教训，从理解市场需求到打造品牌，再到不断创
新和发展，每一步都不可或缺。在未来的发展中，我将继续
秉持这些初心与理念，为推动古筝产业的发展和宣传，做出
更多更好的贡献。

听古筝心得体会篇六

自从第一次和爸爸走进琴行看到古筝，我就被古筝那独特而
古朴的造型所吸引。

老爸多次问我是否喜欢古筝。

我说

“喜欢”

上周老爸就托人从扬州厂里面寄来了古筝。

那天他让我在阿姨家吃饭了，免得我影响他调琴。

等我回家他已把琴架了起来还在调音。

我顺手弹拨了一下琴弦，顿时淳厚优美、轻柔、典雅、华丽
而委婉的筝声回荡在整个房间。

我知道我已经开始努力一步步地靠近这迷人的古筝，虽然是
老爸为我画好的学琴路线，并且沿途必定有的树、也有花朵
和荆棘，我是不会退却。

这个周日，一个阴冷的日子，整个江南忽然的降温。



我早早就起床和老爸去琴行上第一堂古筝课。

琴行其实就在身旁，平时我却一直没有好好转头观望过，琴
行对我来说又属于远方——一个陌生的、美丽的地方，在我
的理解里更是一个美丽的远方，带我走入艺术殿堂的神秘地
方。

教我古筝的是年轻漂亮的吴老师，她给我讲述了古筝的结构
和基本音阶。第一堂课还教了我们“托”和“抹”的两种指
法。

老师弹琴的动作好优雅。将来我也会那样的我相信。

从此这个江南的城市会因我的筝声而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