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创意绘画心得体会 灯笼创作心得体会
(通用5篇)

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受到启发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
心得体会，这样我们可以养成良好的总结方法。那么我们写
心得体会要注意的内容有什么呢？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最
新心得体会范文大全，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
一看吧。

创意绘画心得体会篇一

第一段：“创作灯笼的初衷”

从前，灯笼是人们在传统节日中必备的装饰品。它不仅仅是
一种物品，更承载着人们的文化传承和习俗，成为了一种文
化符号。我一直对灯笼情有独钟，一直梦想着亲手创作一盏
独一无二的灯笼，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于是，最近一次文艺
活动中，我选择了创作灯笼。

第二段：“设计创作的过程”

在创作灯笼的过程中，我深深感受到设计的重要性。在确定
主题后，我必须先进行草图的勾画，然后逐步加强细节、选
择材料和工具，一步步将灯笼完善。经过反复推敲、打磨、
修改，最终完成了自己满意的作品。设计创作的过程，让我
明白了一个真理：艺术是需要通过大量的实践和磨练，才能
达到完美。

第三段：“创作灯笼所带来的意义”

在创作灯笼的过程中，我意外地发现了它所带来的意义远远
不止于此。灯笼不仅是一种文化符号，更表达了人们的情感
和情怀。在灯笼的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传递着深



刻的人生哲理。在这个过程中，我收获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精
神寄托，也更加深刻理解了传统文化的魅力和深刻性。

第四段：“创作过程中的收获”

在创作灯笼的过程中，我不仅从中汲取到了文化知识，更在
实践中掌握了许多实用技能和方法。比如，我了解到了各种
灯笼材料的特点和用途，学会了使用不同工具和材料的技巧，
还磨练了自己的耐心和细致，提高了自己的动手能力。在创
作过程中，我从师兄师姐们得到了许多指导和帮助，结交了
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开阔了自己的眼界，拓展了自己的视
野。

第五段：“灯笼创作引领我们传承中华优秀文化”

灯笼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仅是一种
装饰品，更是一种文化符号，代表着我们的文化底蕴和灵魂。
作为从事创作的文艺爱好者，我们应该怀着传承文化的热情
和责任感，发现传统文化的意义和价值，通过创新的方式，
让更多的人了解和爱上传统文化，让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不
断得到传承和发展。

总之，创作灯笼是一次极具意义的体验，让我更好地理解和
感受文化内涵和价值。通过创作，我得到了知识的积累和技
能的提升，更深刻地理解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和灵
性。“灯笼创作”既是一项独特的文化艺术，也是一种生活
态度和情感表达方式，为我们踏上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道路，
激发了无限的激情和创造力。

创意绘画心得体会篇二

照片是一种可以停留时间的艺术形式，通过镜头的捕捉，我
们可以将美好的瞬间定格下来，留作永久纪念。作为一名摄
影爱好者，多年来我积累了一些关于照片创作的心得体会。



下面，我将在这篇文章中分享给大家。

首先，照片创作要有独特的视角。在拍摄照片时，要善于换
位思考，站在不同的角度观察事物。寻找照片的独特视角，
可以使作品与众不同，给人以新鲜感和冲击力。对于风景照
片而言，可以选择一个较高的拍摄点或者低下身体进行拍摄，
以突出某一细节或者创造一种特殊的透视效果。对于人物照
片而言，可以利用环境布置和不同的角度来突显人物的特点
和个性。不拘泥于传统的拍摄角度，能够使照片更富有艺术
感和观赏性。

其次，照片创作要有鲜明的主题。在进行照片创作时，明确
一个鲜明的主题是非常重要的。主题能够使照片有中心和焦
点，让观者一眼就能够明确照片的意图。通过主题，可以在
照片中传达出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例如，通过选择一片悠闲
的河边作为主题，可以表达对自然和宁静生活的向往；通过
选择一位悲伤的老人作为主题，可以让观者感受到老人的孤
独和哀伤。主题不仅能够给照片赋予更多的意义，更能够使
照片更具有感染力。

第三，照片创作要注重构图和色彩。构图是指在照片中安排
各种元素的位置和比例关系。良好的构图能够使照片更具有
层次感和美感。在构图时，可以运用对称、平衡、规律等构
图原则，使画面更加稳定和有序。另外，色彩也是构成照片
的重要元素。颜色的选择和运用可以对照片的氛围和情感产
生巨大的影响。对于大自然的风景照片，可以选择明亮的色
彩来表达活力和欢乐；对于人物照片，可以选择柔和的色彩
来展现温馨或者忧伤。通过巧妙地运用构图和色彩，可以使
照片更加引人注目，同时也更加符合自己的创作意图。

第四，照片创作需要有耐心和毅力。创作一张满意的照片往
往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为了抓住最佳的光线和构图，
我们可能需要在同一地点等待很长时间甚至多次前往；为了
捕捉到那一刹那的瞬间，我们可能需要忍受寒冷或者等待很



久。有时候，经过漫长的等待，我们拍摄到的照片可能并不
如我们预期的那样满意。然而，不要轻易放弃，相信自己的
努力和坚持，照片创作的结果会给予你想不到的惊喜。

最后，照片创作需要不断的学习和探索。摄影是一个不断发
展和演变的艺术形式，我们永远无法学到所有的知识和技巧。
因此，当我们拍摄一张满意的照片时，不要停下来沾沾自喜，
而是应该持续学习和不断尝试新的拍摄方式和技术。与其他
摄影爱好者交流，参加摄影展览和培训班，看书和网上资源，
都是不错的学习途径。只有不断地学习和探索，我们才能在
照片创作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并且不断创造出更好的作品。

照片创作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和反思的过程。通过独特的视
角，鲜明的主题，良好的构图和色彩运用，加上耐心和毅力，
以及持续的学习和探索，我们可以创作出更好的照片。希望
我的心得体会能够给予正在照片创作中的人一些启发和帮助。

创意绘画心得体会篇三

我此次参加湖南省小学书法骨干教师培训，自始自终严格遵
守培训纪律和规章，认真听了每位专家学者的讲课，做了大
量的学习笔记，同时也认真仔细地观摩了金海实验小学教师
的书法课，我收获很丰富，不虚此行，达到了我的预期目的。
我深感收获的是：

首先，对书法课堂有了新的认识。我的工作地怀化溆浦，离
省文化中远，原来表现对文化认识也离得远，认为进不进课
堂无所谓。培训后，认识上有改变，认为很有必要，书法学
习是在拯救我们的民族文化，应该从小孩子抓起，直至中学
大学。

其次，丰富了书法理论知识。我虽然懂点书法，但长期忙生
计和工作，对理论上的东西只知道点皮毛。通过培训，豁然
开朗，书法理论多了。并知道何满宗、李再湘、夏时、熊瑛、



谢建明这些专家学者和老师们是怎样刻苦学理论的，怎样理
论联系实际践行书法艺术活动的。自己将来也要在一边实践
书法，一边下苦功夫学习书法，做到理论引路，不迷失方向，
做一个合格的书法爱好者和地方小书家。

再者，此次培训让我更加学会了施教的方法。原想自己学书
觉得枯燥，还去教小孩子学枯燥，岂不枉哉？由于思想认识
的错误，导致教法陈旧过时还不当成一回事。以致教学质量
没有大幅度的提高。其实现在看来，我教书法是可以的，但
在调动学生积极性，激发学生学习书法兴趣方面还需下功夫。
回去后，我将重新调整状态，改良教法，让孩子们的学习书
法不觉得枯燥，更加轻松愉快。

另外，通过培训让我解放了思想，我觉得有必要把自己教学
方面总结的'教法经验贡献出来，供大家讨论，让大家在教学
中少走弯路。首先是教学理念上，我认为刚读一、二、三年
级的学生认知能力低，不必教名家的教材，只要用1—3年级
语文课本便可。让学生取得成就感有了自信心，认知能力提
高后再学习名家法帖，效果会更好，否则，我们学生的写作
业的能力、水平得不到很快提高。培养写字能手是必然的，
培养书法家是偶然的。

再就是怎样用最简方法，最容易让学生接受的方法教学生？
我认为应多用朗朗上口的口诀。我编了些供大家参考指正，
互相提高。

丹桂飘香宁乡逢，师训班里把学同。

十日情怀百般爱，百年修来万年红。

此次培训做得太好了，真的让我不虚此行，下次培训我们愉
快再会！

衷心感谢李再湘教授和其他几位专家学者，衷心感谢郑主任，



衷心感谢班主任陈娅女士和熊周蓉女士。

创意绘画心得体会篇四

中国书法源远流长，它以方正端庄的结构、线条优美的造型、
风格各异的体势、内涵深邃的意境，显示出中华文化的博大
精深。它虽历经上下五千年、绵绵日月而不衰，具有亘古不
灭的生命力。不仅是华夏文明的国粹，更代表中国的文化精
神。

要学好书法，首先要临帖。中国的书法艺术源远流长，累积
有五千多年的优秀遗产，任何书家，都只能在学习和继承先
人的前提下创新自立。学书法，就得临帖。入门需临，变体
也需临。

读帖则是一种心功，这种功夫看似轻巧，实际比手的训练更
难。它是一种默临、默记，是一种揣摩，是实现从钩、摹、
临的“入帖”到得其字帖的神韵、势度、用笔、行气或结构
布局技巧的“出帖”之道。

鉴于本次开课《泰山刻石研究》，谈一下这四周的书法临帖、
读贴及创作的心得体会。

一、临帖

中国书法强调内外功结合，内功是基础，贵在一个“功”字，
而外功则是修养。临帖练字是书法的字内功夫，所谓“笔突
万支”“笔冢成山”，讲的就是字内功夫的修炼。在这个阶
段，学书者通过毛笔这种特殊的书法工具，从文字的点画俯
仰之中，从线条的抑扬顿挫之间，去感受笔情墨趣。这个阶
段需要较长时间的临帖习字，反复揣摩其字形结构方能奏效。
经过长时期的练习，从泼墨染翰之中去采撷天地正气，就会
感到一种禅意的祥光在心中漫射开来，从而获得胸怀的舒展
和放达。



四周临帖的体会：

1、运笔(中锋、侧锋，露锋、藏锋，方笔、圆笔，按笔、提
笔)

成熟的艺术往往具有比较严苛的规范和普遍适用的方法、技
巧。运笔的技术，根据不同的时期、不同流派、书法家的书
写习惯等不同，形成了所谓不同的笔法，“中锋”与“使其
中锋”本身就是传统论述中关于笔法的重要核心部分。

2、笔顺

谈线条、谈构型、谈布白，同时还要关注笔顺。所有的线条
不是同时呈现在纸上的，是有先后的呈现，并且这种先后次
序不是无关紧要的，不是拆破打散随便安排都可以的。

3、速度

初临帖宜缓宜逼真，这是毋庸置疑的道理。书写的`速度，缓
慢不羁仅仅在笔画运行时，更多的时间应该花在下笔和下笔
前的准备。古人说凝神敛气，不是夸张。当你握笔紧张，手
都在颤抖，呼吸急促，肺部收缩，如何能写得好呢?必然不能
着急下笔，需要调整好呼吸后，以最放松的姿态，自然舒适
的写出这一笔，完结之后，再准备下一笔。久而久之，加上
读书的功夫，最终需要养成的是一种静气，自信而淡定。

4、姿态

人可贫，而行为不可猥琐，书不佳，唯姿态不肯让人。字已
不佳，更无赴急草率的资笨，更要讲求书写时的姿势，头正
身直、臀平足安。

二、读贴



读帖，可使自己更多地了解各家各派书风，从而融会贯通选
择，创立自己的风格。实际上，读比临、比写都要多得多。
读可以“破万卷”而临摹再多，于几千年累积的优秀碑帖，
也不过凤毛麟角，书道中的“厚积”，非同小可。

这段时间从图书馆借阅了大量的书法临帖，从书写毛笔字的
三要素中体味每一笔在这个字中的行气、势度。老师还亲自
带我们去岱庙、经石峪考察，观看历代书法大家的石刻作品，
风格各具特色，独树一帜。虽然他们的风格各异，却是同样
的拥有一种气势，磅礴有度，能感觉到是用心写出来的字。
身临其境，方能感受其神韵。

三、创作

在临帖与读贴的基础上，选择适合的字体创作具有自己风格
书法作品，通过书法表达一种心声。

书法是一种高度抽象的笔墨线条造型艺术。我在每次书法创
作前，首先选择适合自己的书写内容，然后设计章法，把每
个字的写法、每行字的大小布白都考虑好以后，再进行对帖
临习，以唤起自己的创作灵感，进入角色，然后把事先选择
好的书写内容进行作品创作。

创意绘画心得体会篇五

我校为了进一步提高教师们的书法技能，更好地完成教书育
人的职责，邀请了书法技能高超的老师为我们培训，为教师
们创造了学习硬笔书法的`机会。此次培训对于我们来说是一
次很好的学习机会。作为一名英语老师，我从未想过还有机
会去接触硬笔书法。

以前的我都不知道写字还有那么多讲究，还要讲究平衡以及
笔法。通过培训，我渐渐发现了，自己的字体存在不少问题。
以前我总认为，写字要写方方正正、写工整，现在才发现写



字还有很多讲究，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

我们的书法老师从基本笔画入手，为我们讲述了硬笔书法的
基础知识并演示了书法的起笔、行笔和收笔。同时教给了我
们正确的习字姿势，包括坐姿和执笔姿势。老师为我们讲解
了横、竖的写法。每一个笔划都需要有起笔、行笔和收笔三
个过程。写竖画有垂露和悬针。看似简单的笔划，写起来并
不是那么容易，需要加以更多的练习。我们边听边加以模仿
练习，老师为我们的字给出指导，帮助我们很好地明白应该
如何标准地写字。

此次培训对于我的影响很深。书法作为一门艺术，不是一朝
一夕就能练成的，需要长期坚持不懈地练习。由于自己长久
以来形成的个人书写习惯，我感觉学习过程中会遇到不少困
难。但是我会多加练习，我要学着去体会练字的技巧，扎实
地练习。我相信有志者事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