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戏曲读后感(通用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那么你
会写读后感吗？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接下来我就
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戏曲读后感篇一

今天，在我校开展了第一届“戏曲进校园”活动，我们怀着
兴奋的心情去观看了戏曲表演。

小时候，看见自己的爷爷和奶奶看戏曲时，我总认为他们实
在很老土，赶不上潮流，可今天我欣赏了戏曲后，我才被戏
曲震撼了。我现在才感受到什么是“不看戏曲的人，枉做中
国人”。不是吗?这些戏曲，就像我国的一部部历史，只有懂
得欣赏它的人，只有懂得关注它的人，只有懂得挖掘它的人，
才称得上是真正的中国人。因为他们深深地明白一个道理，
戏曲是我们的国宝，戏曲是我们的国粹，戏曲是我们的国剧
呀!我们怎能忘记它们?如今的社会，我们这些青少年们的视
野，已经转移到流行音乐、影视和网络，我们似乎已经忘记
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其实，当我们细心的欣赏我们
的戏曲时，我们就会发现它们犹如一个个精彩的历史故事，
将历史的画卷一一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将我们带入了历史的
隧道，让我们身临其境，让我们感慨不已。

戏剧进校园有感

在那天我们观赏了众多戏剧，还有戏剧大师亲自给我们讲解
戏剧的知识，是同学们更深刻的了解到中华传统艺术的魅力，
那天的天气晴朗，蓝天白云，映衬这戏剧的舞台，更显得自
然和谐，赏心悦目，我也深深感受到了戏剧的魅力，我相信



大家也一定有跟我相同的感受，至此，有感而发。

戏曲读后感篇二

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积淀着中华民
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
这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底气。戏曲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
体，与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

青少年是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
来，树立他们的文化自信心和自信感，是树立民族文化自信
的基础，“戏曲进校园”也是对文化传承的担当。中国的传
统戏曲在表演形式上是一种程式化与虚拟化相结合的表演形
式，“我手里的马鞭，大家看着就是一根棍，但是在舞台上
它就可以代表马，几个龙套走几圈圆场便是千军万马行过了
万里疆场。”戏曲大概有360多个剧种，评剧起源于河北，有
着独特的表演特点：吐字清楚，语言通俗易懂，表演朴实生
活气息浓厚，所以深受广大观众喜爱。针对评剧舞台上流传
较广的唱腔流派，青年评剧团的老师们也为同学们一一进行
了演示，带来了评剧的经典桥段，让孩子们零距离感受戏曲
魅力，一招一式令孩子们频频叫好。老师们还用生动的语言、
惟妙惟肖的肢体动作，释了生、旦、净、丑等戏剧角色的特
征，介绍了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等四功五
法基本功的要求。随后老师们还邀请了台下的学生上基本功
的要求。随后老师们还邀请了台下的学生上来一起进行学习
和表演，台上的同学们学得认真，台下的同学们看得也认真。

戏曲进校园活动不仅丰富了学生们的学校生活，而且让学生
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传统文化的熏陶，培养了学生热爱传统
文化，推动传统戏曲传承发展。同时也让广大学生充分了解
戏曲文化、感受地方戏曲魅力，认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髓，
激发学生热爱祖国文化、热爱家乡的美好情感，进一步加强
戏曲文化的保护、传承、创新和发展。



戏曲读后感篇三

昨天上午，我们学校开展了一年一度的戏曲进校园活动，主
要请来了外面专门演戏曲的人到我们学校去表演。

我们都搬着我们的凳子到操场上坐上去观看戏曲，这表演可
谓是生龙活虎，我们观看的人可谓是人山人海，场面热闹极
了。首先是那些人给我们表演了花木兰的戏曲，边唱边描述
了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我们都看得津津有味、全神贯注、
饶有兴趣……接下来又表演了刘大哥讲话这个故事，如果我
们听不懂的话，舞台的旁边还显示着字幕，这可真是太周到
了呀！接下来又继续表演了一个紧张而又激烈的现代抗日剧，
讲的是女儿和奶奶誓死捍卫传家宝，不交给日本人，我当时
看得热血沸腾，这一部戏曲又许多的同学的看过，所以台下
全都是讨论的声音。

我觉得戏曲进校园这个活动可不只是单单让我们来快乐的，
更多的是让我们懂得戏曲，了解戏曲，热爱戏曲，关爱戏曲，
表演戏曲。戏曲会让我们懂得许多的知识，许多的欢乐。

戏曲读后感篇四

戏曲是中国传统的戏剧形式。是包含文学、音乐、舞蹈、戏
曲是中国传统的戏剧形式。是包含文学、音乐、舞蹈、。今
天上午，我们学校进行了戏曲进校园的活动，河南不光有食
物的特色：烩面。我们河南也有很有象征的豫剧。

以前我认为戏曲都是一些老掉牙的东西，动作很慢，说话很
慢，没有一点节奏感，跟不上现在的潮流，但是，你认真看
一看，认真听一听你就会发现，戏曲其实挺有趣的。

首先是花木兰征途，同学们很激动，人山人海，整个校园都
洋溢着戏曲的气息，花木兰后面插着一把剑，手里拿着马鞭，
并说着：“谁说女子不如男？”从头到脚五颜六色，好看极



了……花木兰唱完之后，还叫了几个同学来学习唱戏，同学
们都唱的津津有味，下面的观众也不由自主的唱起来。

戏曲的艺术魅力，我们怎可忘记？我们要多去欣赏我们中华
民族的传统艺术，让它永远永远放光芒，让它世世代代流传
下去！

戏曲读后感篇五

今天我们上了一节很有意思的课――戏曲进京剧。通过这节
课，我了解了许多跟京剧有关的知识。

京剧，源于1790年，距今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是世界古
老的戏剧艺术之中的一个。京剧有行当:生旦净丑。也不通门
功课:唱念做打。了解了这些知识并且掌握的是每一位京剧演
员必须会的一门功课。京剧不仅只在中国流行，也深受外国
使者的喜爱，有一些外国友人因为热爱中国的京剧,不远千里
而来，学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足球比赛中，许多观众都运
用京剧脸谱的形式,把自己的脸涂成喜爱的是队颜色。

俗话说:“要知道梨子的味道，最好亲尝一尝;因为不尝不知
道一尝下一跳呢？”今天的语文课，当我仔细欣赏了中国友
人别具格的戏曲时，我真为之震撼。

京剧是中国古老的文化，我为中国有这样的文代而骄傲和自
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