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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撰写心得体会时，个人需要真实客观地反映自己的思考和
感受，具体详细地描述所经历的事物，结合自身的经验和知
识进行分析和评价，注意语言的准确性和流畅性。心得体会
对于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可是应该怎么写心得体会呢？下
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心得体会范文，我们一
起来了解一下吧。

学戏曲的心得体会篇一

戏曲作为中华民族传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表
演技巧和深刻的文化内涵。深入学习和研究戏曲，我体会到
了它独特的魅力和与众不同的艺术魄力。在这篇文章中，我
将分享我对戏曲的心得体会，从戏曲的历史渊源、表演形式、
角色扮演、音乐编排和继承保护几个方面展开。

首先，了解戏曲的历史渊源对于深入理解其文化内涵至关重
要。戏曲起源于古代宗教仪式，演变为后来的杂剧、弋阳腔
等地方剧种，最终形成了京剧、豫剧、评剧等多样化的戏曲
艺术形式。历经几千年的发展，戏曲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和民族精
神内涵。只有深入了解戏曲的历史渊源，我们才能真正认识
和欣赏它带给我们的艺术享受。

其次，戏曲的表演形式独树一帜，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戏
曲通过舞台表演、唱腔和打击乐器的演奏等方式，将故事情
节以及人物形象生动地展现出来。从精妙的唱腔到精彩的表
演动作，戏曲表演需要演员具备扎实的基本功和独特的艺术
修养。同时，舞台布景和服装道具也是戏曲表演的重要组成
部分，它们能够通过视觉效果增强戏曲的艺术感染力。每一
次观看戏曲表演都能让我陶醉其中，不时为演员们的精湛表



演而赞叹不已。

戏曲中的角色扮演是戏曲艺术的核心。演员们通过形态变化、
脸谱等技巧将不同性格和角色特点鲜明地展现出来。精湛的
表演和恰到好处的造型能够使观众更好地理解和感受戏曲中
的人物情感和命运。在观看《红楼梦》中的演出时，我被演
员们将贾宝玉、林黛玉等复杂多维的角色完美诠释的表演所
打动，仿佛亲眼目睹这些经典人物的生动形象。

戏曲音乐编排和演唱也是我在学习戏曲过程中深受启发的一
点。戏曲音乐以它独特的音调和旋律融合了中国的传统音乐
元素。演唱时，演员们必须准确把握每个角色的声音特点和
节奏感，用声音去诠释角色的性格和情感。在戏曲音乐和演
唱中，我感受到了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戏曲艺术
的独特魅力。

最后，我认为保护和传承戏曲文化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戏
曲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正面临着丧失传承和发展的困
境。我们应该积极参与到戏曲的传承和保护中，通过学习和
欣赏戏曲，向更多的人传递戏曲的美，使更多年轻人关注和
喜爱戏曲艺术。同时，政府相关部门也应该加大对戏曲文化
的保护和扶持力度，通过组织演出、开展教育培训等形式，
促进戏曲艺术的传承和发展。

总结起来，戏曲艺术作为中华民族传统艺术的瑰宝，具有丰
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艺术魅力。通过学习戏曲的历史渊源、
深入理解戏曲的表演形式和角色扮演、欣赏戏曲音乐编排和
演唱，我们不仅能够领略到戏曲的魅力，更能够体会到它传
承的文化智慧和民族精神。在保护和传承戏曲文化的道路上，
每个人都应该尽自己的努力，为戏曲的繁荣与发展做出贡献。

学戏曲的心得体会篇二

戏剧是通过演员表演故事来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综合艺术。



它是以演员艺术为中心同时又融合了文学、音乐、舞蹈等艺
术的.综合体。我国的戏剧经历了漫长的发展．从先秦以前的
巫舞，到汉代的角抵戏、晋时的参军戏、北齐的踏摇娘、唐
朝的滑稽戏。一直到宋元杂剧，戏剧这种艺术形式才基本成
熟。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戏剧博采众家之长，从各种艺术中
汲取了丰富的文化养料。经过长期的酝酿．我国的戏剧最终
形成并逐步走向成熟，倍受民众青睐，甚至不胫而走，享誉
海外．可谓成绩斐然。其中不乏有社会历史的偶然因素推波
助澜，但主要还是因为戏剧自身独特的艺术魅力，具体表现
在其丰富多彩、广泛深刻的功能方面。戏剧的功能不仅体现
在它形象生动、避实就虚的艺术形式．而且体现在它社会关
照、理性思考的具体内容。

戏剧的艺术魅力首先在于它形象生动、雅俗共赏；其次在于
它对真、善、美的永恒追求；更在于它张扬社会理性．成为
播撒于民众心底的及时雨。戏剧的主要功能表现在三个方面：
娱乐功能、教化功能、传承功能。

戏剧的娱乐功能是显而易见的，是促使广大观众走进剧场或
戏院的根本动因。因为戏剧是一种最终以舞台呈现的形式与
观众见面的艺术。它的直观性极强，接受者的层次又极为复
杂。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文化素养、艺术修养并不高，因此．
我们戏剧的娱乐大门要比其它艺术门类敞开得更大一些。这
是从外部因素，也就是观众对戏剧的接受方面来考虑戏剧的
娱乐功能。进一步从内部因素，也就是戏剧自身来说，戏剧
的娱乐功能是与生俱来的，从最初的傩舞娱神，到之后的角
抵戏、参军戏、滑稽戏等，逐渐地由娱神为主转变为以娱人
为主，在此过程中，戏剧的娱乐功能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变，
只是娱乐的对象由神变为人。人逐渐成为戏剧艺术的欣赏主
体和接受主体。因此，戏剧就更多地考虑人们的娱乐因素，
满足人们的娱乐需求，使人们得到充分的享受和欢娱。

戏剧的娱乐功能是不容忽视的，但决不能认为它是戏剧最重
要的，或者是唯一的功能。戏剧的娱乐功能只是把观众引入



更高接受层面的必要途径，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优秀的戏剧，内容往往以情至圣，以真至诚，从而得到广大
民众的认同。孟子云：“仁言不如仁声人人深也”。用我们
今天的话来说，那就是看一台思想性、艺术性都很高的戏，
比听一场报告受的教育还要大。戏剧的教化功能，就内容而
言，体现在其张扬社会理性，描写人间至情，追求真、善、
美的永恒主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道德伦理剧

这类戏剧多取材于古人古事，戏剧艺术家运用移花接木、旧
瓶新酒、引申推理等手法进行再创作，把它用于道德伦理的
说教之中。“借虚事指点实事，托古人提醒今人”。如《赵
贞女蔡二郎》、《王魁负桂英》、《张协状元》、《秦香莲》
等。这一类故事都是写发迹变心的男子负心的故事。“贫贱
之交不相忘，糟糠之妻不下堂”这是传统文化深深植根于民
众心中的一种理想的道德观。但在现实社会中，贫寒之士，
一朝中榜，入阁拜相，飞黄腾达，便立即翻脸不认人，否认
贫贱之交，甚至忘恩负义，杀妻灭子。于是理想的伦理道德
被颠覆，民众的心理严重失衡．因此在戏剧中所表现的内容
就反映了这种现实。而在结局安排上让这些负心汉都没有好
下场，或者受到上天报应、惩罚；或者受到人间审判、行刑。
唯有以此方式才能大快人心，使观众重新找回失去的心理平
衡，得到心理补偿，同时也起到了警示世人的作用。

2、爱情婚姻剧

追求美好的爱情和自由的婚姻是文学艺术的永恒主题，戏剧
艺术也不例外。关于这类题材的戏剧也是不胜枚举，比如
《西厢记》、《拜月亭》、《墙头马上》、《倩女离魂》、
《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等。这一幕幕爱情戏多表现婉转缠绵
的男女恋情，包括相思、调弄、热恋、离别、失恋、怨恨等
情感。而且这类爱情戏也更容易打动观众．为观众接受，成



为戏剧名作。爱情戏备受关注，除了人自身作为感情动物的
因素外，更多地是因为这类题材强烈地暴露出一般的人性和
人们普遍地、长期地被压抑的自由欲望。在传统的“父母之
命。媒妁之言”和“门当户对”的桎梏下，年轻男女的婚恋
多成为政治、金钱、权力的牺牲品，而禁锢中的人一旦觉醒，
就要冲出樊篱，寻求自身的幸福生活体现出青春和新鲜的人
的要求。但在当时的封建高压下，这种思想是离经叛道，为
社会的既定习惯势力所摒弃，并受到残酷压制。因而剧作家
也只好把人们的这种美好愿望搬上舞台。通过演员之口讲出
民众的肺腑之言。一吐为快，酣畅淋漓而且这类爱情戏也都以
“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作为结局．体现了人们对爱情的
热烈追求。

学戏曲的心得体会篇三

戏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它经历了千百年的传承演变，
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深远的情感价值。作为一名热爱中
国传统文化的年轻人，我近年来亲身接触和学习了戏曲，并
从中领悟到了许多宝贵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培养情感和意志的独特功效

戏曲表演不仅仅是艺术形式的展现，更是一种情感的细微传
达和意志的磨砺。演员们需要把握每一个细节，准确表达角
色的情感，通过音律的抒发，在观众中唤起共鸣。在学习戏
曲的过程中，我深切感受到了戏曲对情感和意志的培养功效。
演绎戏曲需要付出巨大的心思和努力，这样的付出能够让我
们坚韧不拔的品质得到锻炼，并在生活中得到体现。

第三段：传承与创新的结合

戏曲的传承发展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需要同时注重传
统的保护与现代的创新。在学习戏曲的过程中，我认识到了
戏曲传承与创新的相辅相成。传统的剧本和角色形象是传承



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通过舞台布景、服装和化妆
等方面进行创新，更好地适应现代观众的审美需求。通过将
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戏曲得以跳出“陈旧”、“过时”的框
框，绽放出新的光彩。

第四段：表演艺术的修养和审美情趣

戏曲是一门高度综合的艺术，演员需具备至高的艺术修养和
审美情趣。在学习戏曲的过程中，我逐渐了解到演员需要通
过大量阅读、了解历史和培养文化素养等方式来充实自己，
提升自己的表演修养。同时，戏曲表演中的音乐、舞蹈、说
唱等元素的综合运用也能培养观众的审美情趣，使其在欣赏
戏曲时能够亲身感受到这门艺术的独特魅力。

第五段：挖掘自身潜力和个性的重要途径

戏曲表演要求演员在角色扮演中具备独特的个性和魅力。在
学习戏曲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戏曲是挖掘自身潜力和个
性的重要途径。通过在角色塑造中发掘自己的特长和潜能，
我不仅提升了自我认知的能力，也对自己的潜力有了更深的
认识。戏曲表演让我更加坚定了要不断挑战和超越自己的信
念，敢于尝试新的艺术形式，发掘出新的表演技巧。

总结：

学习戏曲不仅能够使我们了解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更能够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和艺术素养。戏曲表演不仅仅是
一种艺术的表达形式，更是一种对情感和意志的培养。通过
学习戏曲，我们能够感受到古人智慧的结晶，体会到传统与
现代的结合之美。同时，戏曲也是挖掘个人潜力和个性的重
要途径，让我们不断学习、进步和超越自己。在今后的学习
和生活中，我将坚持通过学习戏曲来提升自身修养，并将这
份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心情传递给更多的人。



学戏曲的心得体会篇四

儿童戏曲是我生活中的一大乐趣，因为它给了我快乐和成长
的机会。每次演出或排练，我都能感受到观众的掌声和感受
到舞台上的热情氛围。在戏曲中，我不仅学到了演艺技巧，
还锻炼了自己的团队合作能力和表演自信心。这些经历让我
成长为一个更加自信和有责任感的孩子。

第二段：在戏曲中找到自己的才艺

我在儿童戏曲中找到了自己的才艺。作为一个孩子，我很开
心发现我对戏曲有一种特殊的兴趣和天赋。在舞台上跳跃、
唱歌和表演给我带来了极大的乐趣。我喜欢在舞台上展示自
己的才能，并与同伴一起创造精彩的演出。通过戏曲，我认
识到自己的优点并努力发掘更多的潜力。

第三段：戏曲培养了我的团队合作能力

在儿童戏曲中，团队合作是非常重要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角色和任务，而我们必须合作以确保整个演出顺利进行。在
队友的帮助下，我学会了倾听和理解他人的想法，同时也学
会了如何为团队做出贡献。通过共同努力，我们能够创造出
精彩的演出，并在演出中展现戏曲的精髓。团队合作的经验
不仅帮助我在戏曲中取得成功，也对我的日常生活有了积极
的影响。

第四段：戏曲让我更加自信

戏曲鼓励我变得更加自信。上台表演需要很大的勇气和自信
心，而戏曲给了我这个机会。在排练和演出中，我学会了如
何展示自己，如何克服紧张和害怕。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
现自己在舞台上变得越来越自信。戏曲的经历让我明白，只
要有足够的努力和信心，我可以做到任何事情。



第五段：戏曲让我懂得付出和坚持

儿童戏曲是一个需要付出和坚持的艺术形式。学习戏曲需要
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一个出色的演员需要经过长时间的训
练和练习。在戏曲中，我学会了付出努力，并且坚持不懈地
追求自己的目标。无论是在学习新的技能还是面对挑战，我
都明白只有通过不断地努力才能取得进步。戏曲给了我一个
机会去探索自己的潜力，并向自己的目标努力。

总结：儿童戏曲给予了我快乐、成长和自信。通过戏曲，我
发现了自己的才艺，并学会了团队合作和坚持不懈的重要性。
从戏曲中，我学到了很多，这些经历将继续影响着我未来的
成长和发展。我非常感激儿童戏曲带给我这些宝贵的体验，
希望我可以继续通过戏曲创造更加精彩的人生。

学戏曲的心得体会篇五

20xx年5月17日，作为“聂慧娟名师工作室”优秀骨干教师培
育对象的我，有幸参加了新华区“戏曲进校园观摩课活动”。
此次的活动使我受益匪浅，也让我感受到了原来戏曲的教学
并不是枯燥无味的，也可以让学生在轻松快乐的氛围当中进
行戏曲知识的学习。

上午的第一节课由新华区建设街小学的朱倩倩老师为我们带
来的《我们的国粹——京剧》这一课。朱老师声音甜美，思
路清晰，本节课环环相扣，过渡非常自然，朱老师采用小
猫“喵喵”的叫声让学生体会京剧的唱腔韵味,非常的新颖特
别，也很适合二年级学生的特点。在教学中运用了大量的图
片和视频，一下子就让学生融入本课之中。朱老师又引入了
肢体动作，让孩子学习“兰花指”、“兰花掌”，重点让孩
子感受体会，对一些表现好的孩子及时的发现和引导，并挑
出来带领全班学生进行表演，这要比老师说教更加的生动亲
切！课程的最后，是一段京剧大师的感悟视频。这种新颖的
课堂小结方式的效果竟好过于教师用语言进行的总结，孩子



们听得都非常认真。听完朱倩倩老师的这堂课，让我对戏曲
课程的教学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戏曲课程的教学不仅仅局
限于老师滔滔不绝的枯燥讲解，也可以通过欣赏来激发学生
的兴趣，让学生能够主动的想要学习戏曲知识。

第二节课是由新华区团结路小学的赵阳老师针对五年级的孩
子上的一堂《四千岁你莫要羞愧难当》。本堂课程让我感受
到了作为一名音乐教师，不光要会弹唱，还要有一定的文学
底蕴和综合性的知识。赵老师在课程的开始运用了说书的方
法进行导入，一下就吸引了学生的兴趣，特别是用我们的河
南话进行说书，使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接着，赵老师亲自
进行对《四千岁你莫要羞愧难当》这出戏的演唱，并对河南
戏曲中的越调、越调大师申凤梅进行了知识讲解及欣赏了越
调大师申凤梅演唱的《四千岁你莫要羞愧难当》，让学生对
本部戏曲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当学生们了解后，赵老师采用
“口传心授”的方法对四句歌词逐句进行教唱，并着重强调
了戏曲中的装饰音部分反复练习。课程的最后，赵老师对戏
曲知识进行了拓展。艺术是需要传承的，而作为一名老师，
我们有责任去传承我国的艺术，这就更加需要我们不断地学
习。

上午的两节课程结束后，由韩群老师为我们进行了评课，并
给我们讲了《中小学戏曲教学有效性》。韩群老师针对朱倩
倩老师和赵阳老师的两节课一一进行了点评，韩老师的点评
让我们更加清晰的了解了两位老师所讲的课程，特别是将两
位老师的优点及缺点逐个进行了分析，让我们更好地去查漏
补缺。然后韩老师对我们现阶段戏曲教学的目标作出了更深
一步的讲解，分别从：是什么？教什么？怎样做？三个方面
进行了阐述。在我们的教学中，要站在孩子们的角度上去备
这节课，要遵循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让学生参与到课堂
中来。要围绕使学生体验、感知、表现这三个方面进行教学。
并对我们今后的教学目标作出指导，既音乐的核心素养：（1）
感受体验——体验音乐元素；（2）艺术表现——运用音乐技
能；（3）文化理解——音乐与文化的交融。因此，作为一名



音乐教师，不仅要拥有过硬的学科专业知识，同时也要拥有
一定的综合性知识，要涉及多学科知识来进行有针对性的教
学。

下午的观摩课是由新华区教研员、省级名师韩群老师为我们
带来河南坠子《小猫钓鱼》的戏曲观摩课，会场上座无虚席，
韩老师的精彩讲解更是赢得了在场师生的阵阵掌声，有许多
县区的老师也是慕名而来。课堂上，韩老师以她那亲切风趣
的语言开始本节课的教学，教书思路清晰，课堂气氛活跃，
尤其是在教授本节课教学难点时，结合简板的演奏，很轻松
的就解决了问题。到歌曲的结束句“甩腔”的教学时，结合
歌词，幽默风趣的比喻更是让学生很快就明白了该怎么演
唱“鱼”字，韩老师的语言魅力和教学能力无不彰显出中原
名师的名师风范。她井然有序的课堂组织，精心巧妙的课堂
构思让在座的每一位老师都受益匪浅。

下午的第二堂课是由文化艺术中心主任崔凯老师教授的《中
国古典诗词与当代流行歌曲之美丽邂逅》的专题讲座。崔老
师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对音乐知识清晰的解读深深的折服了我
们，在座的每位听课老师都对崔老师报以崇拜的目光。通过
崔老师的讲解，我们对古代诗词的韵律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
也对我们以后进行新学堂歌的教学起到了很大的帮助。在课
程的最后，崔老师也为我们带来了许多好听的带有经典诗词
的歌曲，如：邓丽君的《明月几时有》、黄绮珊的《定风波》
等。让我们在轻松的氛围下结束了一天的学习。

在今后的教学中，我要汲取他们的先进教育理念，教学方法，
不断摸索前行，不断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

参加“聂慧娟名师工作室举行‘河南坠子专题活动’”有感

六月十五日，小学音乐聂慧娟名师工作室举行了“河南坠子
专题活动”，来自叶县龙泉实验学校的张艳老师参加了本次
活动。张老师一早就来到活动现场，她不仅积极参与，还写



下了自己最真实的感想，下面就是张艳老师的感言。

六月十五日下午，很幸运我能参加这次专题活动，听完郭淑
菊老师的课，感触很深很深。很感谢魏老师能给我推荐这次
学习机会，使我能走进中心路小学，近距离接触省级优质课
教师，一睹郭老师风采！

中心路小学校园环境很美好，我是第一个到达的，我渴望学
习，渴望成长，遇此良机，我怎肯错过半分半秒！

我感触最深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课件制作精美。

第二：地方特色浓郁。一开始郭老师用河南地方口音去讲述
故事，我感觉真的很好。我也整天说地方戏曲，地方戏曲，
可是我讲课的时候也没注意这一点，我真的需要去学习。

第三：结构合理，层次清晰。郭老师讲一段故事，一个简短
的片段，一遍一遍的读词，很细心，然后用地方口音教学，
这也是魏老师给我提的建议，感觉很受益。

第四：基本功扎实。郭老师不但河南坠子说得好，钢琴弹得
也是真好，郭老师用钢琴去弹奏河南坠子的旋律，顿觉自己
很渺小，真的应该好好的练习练习自己的基本功了。

自己需要努力的地方太多太多，加油！努力成就明天的自己！

感动于张艳老师的学习精神，同时，也再次感谢郭淑菊老师！
如果工作室的活动能为老师们带来收获，那就是对我们工作
的最大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