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戏曲演员心得体会(实用5篇)
体会是指将学习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反思学习
内容并记录下来的文字，近似于经验总结。通过记录心得体
会，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借鉴他人的经验，规划自己
的未来，为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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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曲演员心得体会篇一

《全家福》不是一部普通的反腐倡廉戏剧，其在故事安排及
主题表达上都有别于此前的同类戏剧，过去的反腐倡廉戏剧
往往都是以塑造英雄人物为主线来进行表演的，而《全家福》
则是另辟蹊径。下面是本站带来的戏曲全家福心得体会，希
望可以帮到大家。

12月11日，全省优秀廉政戏剧巡演濮阳演出活动启动仪式在
市警示教育基地举行，濮阳市公路局组织干部职工观看了廉
政豫剧《全家福》，接受了一场生动而又深刻的廉政教育。

该剧讲述了海外留学的韩琳琳回国结婚，却恰逢担任常务副
市长的父亲韩英杰因经济问题被“双规”。一张30年前
的“全家福”照片，引出了一个农民家庭两代人令人感叹唏
嘘的奋斗史。一个曾经让家庭和亲人引为骄傲的“励志明
星”、“成功典范”，却在金钱、女人的诱惑下跌入了贪腐
的深渊。巨大的震动和落差，引起了韩琳琳痛苦的反思和追
寻。

时，热烈的掌声将现场音乐都淹没了。

《全家福》的故事和人物形象在反腐题材戏剧中具有一定的
独特性和突破性，全剧以一个家庭两代人的艰辛奋斗为背景，
展示了腐败罪行对当事者个人命运和家庭亲人的毁灭性代价。



濮阳市公路局职工雷学民观后说。

最近我花了十几天的时间，在网上观看了30集电视剧《全家
福》，感受了人间的悲欢离合，剧中的两个家庭组合成了一个
“小分队”，七口人六个姓，从此开始共同走上了一段既充
满温馨、又饱尝艰辛的人生路。

30年前，某小城的纺织女工张红秀与退伍军人周天平在患难
中结为夫妇，在这个大家庭中，随着年代的更替，围绕着衣
食住行、生老病死这些生活中的繁琐之事，每个成员的不同
个性在相互冲撞着，由此繁衍出一个又一个冲突，其过程和
结果有时候令人啼笑皆非;而正是由于每个人心底深处的善良，
使得这一家人在磕磕碰碰中一步步走得更近，他们相互温暖
着、搀扶着、鼓励着，步履艰难走到了今天。

这部电视剧的结尾也很完美，80岁的老奶奶也有了新的工作，
当上了红秀养老院的院长，那个开心的镜头让人回味。这个
来自五湖四海的大家庭的每一位成员从生活中悟出了一个朴
素的道理：艰难困苦并不可怕，善良、宽容、健康和爱才是
最为宝贵并值得永远坚守的财富，才是真正意义的“全家
福”。

我是一个喜欢怀念的人，总是纠缠在回忆里，无法将心挪移。
在每一次提笔想要写下感触的时候，总喜欢为自己沏一杯清
茶，淡淡的茶香，绕在我的身旁，让我的思绪随着这清新的
香气，萦绕出属于那份心灵悠然的静谧。

我总在回味着曾经的美好，总是在过去的时光里走不出来，
因为我可以在夜阑人静的时候，静静地想念。当一个人拥有
了一份思念和幻想，也不失为一种愉悦和欣慰，如果没有牵
挂，那么，生存也就变成了机械。

打开尘封已久的回忆，你可以试着一点一滴去记起，不必逃
离，更不必刻意删除一些记忆，我们都是活在明天的曾经里，



哪一天没有快乐?哪一天没有辛酸和不羁?曾经的美，像筛子
一样，筛选着我们的过往，是幸福?还是失望?都是那最美的
曾经，那曾拥有过、品尝过、回味过的痕迹，正由于你、我、
他的那些曼妙而精彩的曾经，才涂抹出今天的灿烂。纵使忧
伤，也是一种精彩!

根据叶广岑小说改编、任鸣导演、冯远征梁丹妮主演的话剧
《全家福》是一部很“人艺”的剧，我对人艺其实了解不多，
但还是能感受到所谓的人艺风格，我自己把它定义为：“荡
气回肠”，人艺的经典剧应该都具有这样的特征(我自己总结
的而已)。首先它们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主旋律的特征，《全
家福》就是这样。

《全家福》讲述的是一代古建人代表王满堂在时代变迁中(从
解放前夕到二十一世纪初)发生的家庭故事，同样是借人物故
事奏时代交响。我首先感觉到的是，这部戏只有在当今的社
会环境中才可能产生。作为古建筑这一话题很长时间是被人
忽视的，就像其它的中华传统文化受到时代的忽视冷落一样，
但自从本世纪初，很多文化人不断奔走呼吁，终于，现在国
家越来越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的挖掘整理和保护，这些我们从
电视上和身边都能感受到，这一点很让人欣慰，但这远远不
够，仍然有许多人还是不能理解保护这些传统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重要性，在新城市的建设进行曲中仍然能听到蕴含宝贵
传统文化精髓的古老建筑令人唏嘘的低沉悲歌。

戏曲演员心得体会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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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演员心得体会篇三

今天天气阴沉沉的，但是我们的心情却是愉悦的，因为来自
石井菊江布袋戏团的艺术家们将为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绝伦传
统文化盛宴——闽南“布袋戏”。

布袋戏，又称木偶戏、掌中戏，是一种起源于17世纪福建泉
州的戏曲表演形式。

林老师带着大家到学校多媒体教室，只见教室正中间搭着个
一人多高的红布围着的小舞台。伴随着“咚咚哐哐”的敲鼓
声，精彩的演出开始了。首先上演的是“武松打虎”，只见
一只老虎摇头晃脑地向武松扑去，另一边武松拿着哨棒敏捷
地窜上了老虎的背。老虎疼得嗷嗷大叫，一直上窜下跳想把
武松甩下来，武松徒手捉住了老虎的的耳朵，奋力搏斗。凶
猛的老虎最终还是斗不过威武的武松。

紧接着是更加精彩绝伦“争盘子”：只见两个木偶为了一个



碗你争我夺，碗是个一根木棍顶着，台下的同学都屏住呼吸，
生怕碗会掉地板上，不仅碗没掉下去，还能在木棍上绕圈。
同学们都为这精彩的表演鼓掌，真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
年功”啊！

“铃铃……”下课铃响了，一节有趣的课堂也划上圆满的句
号。这节课让我们走近了闽南的传统戏曲，了解了布袋戏的
表演形式和表演风格，真是受益匪浅！

掌中备百兽之乐，宛转屈曲于指尖。这就是我们家乡的戏曲
文化瑰宝——布袋戏！

戏曲演员心得体会篇四

一旦失去文化记忆，我们便难以找到回家的路。

由于学戏苦收入又少，想从事戏曲行业的新人也越来越少。xx
的大锣戏也同样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大锣戏是x市的汉族戏曲剧种之一。其起源的准确年代暂无文
字可考。据老艺人代代传说，始于唐朝，在宫中演唱。一开
始称眷戏，随着戏曲发展，由丝竹伴奏又增加了锣鼓打击乐
器，又叫眷锣戏，以后逐渐推向民间。因为该剧种稀少，有
的山锣戏、眷锣戏先后都被当地剧种同化了。

大锣戏因为源自宫廷，又流传到汉族民间，可以说它综合
了“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各方面的特色。

在全国、在x诸多剧种中，在冀鲁豫边区这一带戏曲密集之乡
的环境下，大锣戏能长期保留下来，并代代传承几百年，没
有独特的戏曲特长，是很难遗存的。

来自文化部门的权威数据显示，1959年我国尚有368个剧种，
目前只剩下286个，相当于平均每两年就有3个剧种消失；全



国有74个剧种只剩一个职业剧团或戏班，处于几近消失的边
缘。

在民间艺术一点点消亡的今天，厚重的戏曲文化也逐渐淡出
视野。在x成立的首家戏曲声音博物馆，馆内不仅收藏了一些
与戏曲相关的老物件，还收录了300多位民间老艺人的8000余
段原声唱腔，通过声相、影音等方式呈现于世，将广博的戏
曲资源留存下来。

1948年，打从x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大众广播室成立之时，
他们就为这些声音建构了艺术宝库，保存了这些艺术家们在
各个时期的美妙声音，其中包括上个时期三四十年代，x百代、
胜利唱片公司为陈素真、赵义庭、常香玉、刘朝福等灌制的
豫剧第一批唱片。

近几年，x人民广播电台的文娱广播的同志们，利用业余时间，
历时5年，驱车遍及豫、鲁、苏、皖、鄂、冀、陕、甘等省份，
跨市串县，甚至深入到乡镇，走访了百余位分散在各地的豫
籍名老艺人，录制下他们的声音资料。有些老艺人，在刚刚
留下音响资料后不久，便溘然仙逝，这些资料的珍贵性由此
可见一斑。

当我们走进这座宝库，聆听到他们的演唱时，一股鲜活、清
新的感觉扑面而至，那是一种天籁般的听觉享受，我们能从
中寻窥到生衍在黄河两岸边的那个族群的种种人文信息，以
及一种历史感、沧桑感、厚重感，收获一种超越时空的审美
愉悦与惊喜，并能隐约触摸到我们整个x地方戏演化进程的脉
动。

戏曲演员心得体会篇五

过了很多年，听了很多关于她的绝美传说，有人说《梅兰芳》
拍的不错，无数声音说跟她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片儿。



——这就是初识的《霸王别姬》。

多年后，带着平和、缅怀的心，夜深人静，一个人默默的流
眼泪，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工作，忘记了日子还要过。独自
沉浸在这段纠纠缠缠的感情里、那个轰轰烈烈的年代里、各
个鲜活执着的生命里。

没有谁夺了谁的主，每个人都那么鲜明，让人过目不忘。

每一次眼神的交汇都拿捏的如此到位，叫人忍不住掉下眼泪
来。儿时的倔强和胆气，就注定了她不凡的一生。人断是该
有一些执着的，所以一步步都是自个儿走出来的，是要有报
应的。

人之于社会变迁，是如此脆弱，和微不足道，社会给予人的
是舞台，人能做的是适应或反抗。在时势里，适应不一定是
对的，执着也不一定会换来所谓的成功，人生苦短，问心无
愧，怎样的路是自己选的。也许我们要为在乎的人低头屈服，
也许我们想活出自己的滋味儿，没有谁是错的，上帝也不能
指一条无悔的明路，但凡做了自己想做的选择，但凡放弃了
自己放弃的东西，就该平和的继续走下去，不惊慌、不觊觎、
不焦躁、不迷失。

在成长的路上，我们多了一些对拥有的希冀，多了一些对拥
有的急躁，所以烦恼、所以恐惧、所以迷失。当失去了追寻
已久的东西，当失去了认为最美的东西，当一个人独坐窗前，
看着外面纷扰却于己无关的形形色色，一点点失落、一点点
自嘲，至少有时间做一个深呼吸，才感觉到自己与生命的息
息相关、形影不离。那个不离不弃的原来是自己的生命。

然而有一天，它也将离我们而去，我们又将与谁相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