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作品的心得体会(精选5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在成长和进步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宝贵财富。
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心得体会，可是却无从下手吗？下面是
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体会范文大全，供大家参考借鉴，希
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作品的心得体会篇一

李白李白(701—762年)，汉族，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代
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其诗风雄奇豪放，想象丰富，语言流
转自然，音律和谐多变。他善于从民歌、神话中汲取营养素
材，构成其特有的瑰丽绚烂的色彩，是屈原以来积极浪漫主
义诗歌的新高峰。与杜甫并称“李杜”。唐代还有一位诗人
叫李贺，号“诗鬼”，和李白有得一比。两人统属浪漫主义
风格，想象奇伟，用词夸张。但相比而言，李白诗多信笔挥
撒，自然天成。李贺则多引用典章故事，刻意雕琢，用尽心
机，可谓“呕心沥血”。从成就来看，二人不可相提并论。

李白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省秦安县)，隋朝末年，迁徙到中
亚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北部托克马克附近.)，李白即诞生
于此(另说见后)。五岁时，其家迁入绵州彰明县(今四川江油
县)。二十岁时只身出川，开始了广泛漫游，南到洞庭湘江，
东至吴、越，寓居在安陆(今湖北省安陆县)。

他到处游历，希望结交朋友，干谒社会名流，从而得到引荐，
一举登上高位，去实现政治理想和抱负。可是，十年漫游，
却一事无成。他又继续北上太原、长安，东到齐、鲁各地，
并寓居山东任城(今山东济宁)。这时他已结交了不少名流，
创作了大量优秀诗篇，诗名满天下。

天宝初年，由道士吴人筠推荐，唐玄宗召他进京，命他供奉
翰林。不久，因权贵的谗悔，于天宝三、四年间(公元744



或745年)，被排挤出京。此后，他在江、淮一带盘桓，思想
极度烦闷。

李白唯一存世的真迹《上阳台帖》，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李白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作品，流传至今的'有九百多首，
主要有《蜀道难》、《行路难》、《将进酒》、《静夜思》
等，有《李太白集》。他的诗歌创作涉及的中国古典诗歌的
题材非常广泛，而且在不少题材上都有名作出现。他所钟好
的体裁主要是古体诗，包括古风和乐府诗，但他在近体诗体
裁如律诗、绝句中往往也有绝唱留存。在唐代尚未普及的词，
有两首被认为是李白的作品，即被南宋人黄升称为“百代词
曲之祖”的《菩萨蛮》与《忆秦娥》。也有少数人怀疑它们
不是李白所作。

作品的心得体会篇二

根据新课程标准，本单元属于综合.探索领域，以校园生活为
题材，安排多种活动，碎布拼贴校服是活动一，通过对自己
穿着的校服进行设计，调动学生内心积极的生活体验。第二
单元学过人物速写，对服装效果图的设计起着基础作用，在
这个基础上，进一步让学生尝试利用废弃的碎布条来拼贴服
装，使碎布条变废为宝，建立环保意识。初中一年级学生，
正处于少年期，已具备一定的审美观，有着丰富的想象力，
思维由童话似的幻想转向理性、科学的幻想和想象，应进一
步培养学生鉴赏能力、想象力和绘画创作的表现力。

根据以上分析，我确定本课的教学目标为：

通过学生装的设计与制作练习,了解服装设计的基本知识,提
高学生对着装美的鉴赏能力和审美情趣。

根据教学目标，再确定本课教学重难点为：恰当地运用所学
的服装设计知识进行设计练习，并尝试用特殊材料碎布条来
表现服装。



二、教法学法

学生喜欢学、愿意学，教师的教才能发挥更大作用，因此我
注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主要采用“多媒体直观教学法”、
“示范演示法”、“谈话法”、“练习法”等来调动学生积
极参与教学，启发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合作探究”这样既
能培养学生独立解决问题能力，又能培养学生团队协作的精
神！

三、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用时5分钟）

引导“我们想不想设计比他们的更漂亮的校服？”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这样很快就把他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今天的主题
上了！

这样很快就把他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今天的主题上了

（二）因势利导，讲授新课（用时15分钟）

首先，出示教师自己设计的以碎布拼贴为主的校服设计图，
学生欣赏的同时引导，

“我用了那些颜色来表现这套校服呢？”启发学生，明确校
服的颜色，一般选用比较有朝气的，体现我们青少年的朝气
蓬勃、生动活泼，符合我们的青少年的年龄特点！这样，学
生明确了服装设计的颜色要考虑人的`年龄特征。

紧接着，再出示一些职业装或者时装的图片，让学生思
考“校服的款式，跟这些服装有什么区别？校服注重美观的
同时，还要注重什么呢？”引导学生思考校服的特点和学生
着装应该体现什么特色，并积极讨论，交流自己的想法。这
样，学生明确了服装设计得款式应该与人的职业和身份相符！



最后，让学生仔细观察我用的面料，“我用了什么面料呢？
为什么”引导学生区分各种面料制作的衣服，能带来什么样
什么不同效果和不同的舒适度。让学生学会选择合适的面料
来表现校服。

（三）布置作业，大胆创作

出示作业：画一幅校服设计图，写出设计思路，并用碎布条
拼贴模拟校服。觉得人物绘画困难的话，可以选择直接的人
物背景，往上粘贴面料就可以了！

通过以上环节的启发引导，既明确了服装设计的基本知识，
通过以上环节的启发引导学生既明确了服装设计的基本知识，
又明确了基本步骤，接下来就进入创作和自由发挥空间。

学生创作过程中，可播放bandary的大自然之声《春野》让学
生在活泼、轻松地旋律中，展开思路、大胆创作；创作过程
中，教师有针对性的给予指导---关于比例关系，关于服装款
式，色彩搭配，并给作画有困难的学生予更多启发和帮助。

（四）展示评价，课堂小结

学生创作基本完成，先让学生自评、互评，大胆上台展示自
己的作品，表达自己的想法；然后教师简评，让学生感觉到，
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自己的作品是成功的！因为成功教育，
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能够激发起学生进一步学习的愿望！

最后总结：同学们的创作非常生动、活泼，想法也非常有创
意，希望同学们用这种智慧，让我们的生活更富于热情和激
情！

四、板书设计

总之，只要教师肯用心、肯转变观念，让学生敢想、敢说、



敢做，教师给予正确适当指导，一定会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作品的心得体会篇三

战疫作品，是在疫情期间创作的一系列文艺作品，以记录和
纪念人们在抗击疫情中的努力和奉献。这些作品通过不同的
形式和媒介传达出的信息，让人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疫情带
给我们的冲击和挑战。在接下来的文字中，我将围绕战疫作
品这一主题，分享我个人的心得体会。

第一段：战疫作品的鼓舞力量

战疫作品作为艺术表达的集合，给人们带来了无穷的鼓舞和
力量。特别是在最艰难的时刻，那些感人至深的诗词、歌曲、
电影和纪录片成为了人们的精神支柱。在这些作品中，我们
看到了歌颂抗疫英雄、捧起白衣天使的作品；我们听到了激
励人心的情歌、抒发对生命坚守的音乐；我们观看了那些记
录真实场景、令人动容的纪录片。这些作品给我们带来了信
心和力量，让我们更加坚定地抗击疫情。

第二段：战疫作品的思考启示

战疫作品不仅仅是在唤起人们的情感，也给了我们许多思考
的启示。在一篇篇文字和一幅幅画作中，我们看到了疫情对
人类社会的冲击，也反思了人类社会的问题和不足。这些作
品引发了对社会公共卫生制度、医疗体系、国家安全和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的思考。正是通过这些战疫作品，我们
深刻认识到了危机时刻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以及需要团
结合作的紧迫性。

第三段：战疫作品的宣传意义

战疫作品不仅是一种艺术创作，更是一种宣传手段。通过各
种形式的作品，我们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疫情的形势、防控



的措施和百姓的抗疫行动。这些作品靠着生动的形象和感人
的情节，将疫情信息传递给广大民众，增强了公众的防疫意
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在这个方面，战疫作品在信息传达和社
会动员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第四段：战疫作品的文化记忆

战疫作品记录了这个历史时期的血泪与汗水，成为了我们文
化记忆的一部分。这些作品承载了人们的情感和故事，记录
了每一个为抗击疫情付出的人的英勇和奉献。在以后的年月
里，人们通过这些作品，可以回顾这段历史的艰难与光辉，
更好地传承和发扬这种团结拼搏、敢于奉献的精神。战疫作
品因此成为了文化生活中的一座宝藏，不仅让我们铭记了这
段特殊时期，也让我们更加珍惜生活与健康。

第五段：战疫作品的未来影响

战疫作品不仅对现在的人们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将对未来产
生深远影响。这些作品和它们背后的故事将永远成为历史中
璀璨的一页，在未来的创作中发挥着引领和影响的作用。未
来的作品可能会继续探讨疫情给人类带来的深层次思考，也
将推动对重大社会事件的创作和记录。战疫作品的影响力将
给后人带来启示和启发，激励他们对困境的勇敢面对和追求
更美好的未来。

在短短几个月内，我们创造了大量的战疫作品，通过这些作
品，我们一起见证了时代的变迁和人类的伟大。从鼓舞和启
发力量到思考和传承，这些作品将跨越时间和空间，成为时
代和人民的精神财富。让我们一起感念这些作品背后的付出
和辛苦，更要发扬这种勇敢创作的精神，为人类的幸福和社
会的繁荣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品的心得体会篇四

岑参的诗歌

1、《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北风卷地白草拆，胡天八月即飞雪。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

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犹着。

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

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

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

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

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2、《逢入京使》

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

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3、《碛中作》

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

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



4、《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

平沙莽莽黄入天。

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

随风满地石乱走。匈奴草黄马正肥，

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

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

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雪汗气蒸，

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

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

车师西门伫献捷。

5、《山房春事》

梁园日暮乱飞鸦，极目萧条三两家。

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

6、《秋思》

那知芳岁晚，坐见寒叶堕。

吾不如腐草，翻飞作萤火。

7、《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轮台城头夜吹角，轮台城北旄头落。

羽书昨夜过渠黎，单于已在金山西。

戍楼西望烟尘黑，汉兵屯在轮台北。

上将拥旄西出征，平明吹笛大军行。

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

虏塞兵气连云屯，战场白骨缠草根。

剑河风急雪片阔，沙口石冻马蹄脱。

亚相勤王甘苦辛，誓将报主静边尘。

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

8、《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

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梁州。

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

琵琶一曲肠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

河西幕中多故人，故人别来三五春。

花门楼前见秋草，岂能贫贱相看老。

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

9、《戏问花门酒家翁》

老人七十仍沽酒，千壶百瓮花门口。



道傍榆荚仍似钱，摘来沽酒君肯否。

10、《感遇》

五花骢马七香车，云是平阳帝子家。

凤凰城头日欲斜，门前高树鸣春鸦。

汉家鲁元君不闻，今作城西一古坟。

昔来唯有秦王女，独自吹箫乘白云。

11、《送崔子还京》

匹马西从天外归，扬鞭只共鸟争飞。

送君九月交河北，雪里题诗泪满衣。

12、《火山云歌送别》

火山突兀赤亭口，火山五月火云厚。

火云满山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

平明乍逐胡风断，薄暮浑随塞雨回。

缭绕斜吞铁关树，氛氲半掩交河戍。

迢迢征路火山东，山上孤云随马去。

13、《暮秋山行》

疲马卧长坡，夕阳下通津。

山风吹空林，飒飒如有人。



苍旻霁凉雨，石路无飞尘。

千念集暮节，万籁悲萧晨。

鶗鴂昨夜鸣，蕙草色已陈。

况在远行客，自然多苦辛。

14、《登古邺城》

下马登邺城，城空复何见。

东风吹野火，暮入飞云殿。

城隅南对望陵台，漳水东流不复回。

武帝宫中人去尽，年年春色为谁来。

15、《邯郸客舍歌》

客从长安来，驱马邯郸道。

伤心丛台下，一带生蔓草。

客舍门临漳水边，垂杨下系钓鱼船。

邯郸女儿夜沽酒，对客挑灯夸数钱。

酩酊醉时日正午，一曲狂歌垆上眠。

诗歌特色：

岑参诗歌的题材涉及到述志、赠答、山水、行旅各方面，而
以边塞诗写得最出色，“雄奇瑰丽”是其突出特点。岑参两
度出塞，写了七十多首边塞诗，在盛唐时代，他写的边塞诗



数量最多，成就最突出。

在他笔下，在大唐帝国的伟大力量面前任何敌人都不能成为
真正的对手，所以他并不需要写士兵们的出色奋斗和艰苦牺
牲，他要写的是横在战士们面前的另一种伟大的力量，那就
是严酷的自然。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中，雪夜风吼、
飞沙走石，这些边疆大漠中令人望而生畏的恶劣气候环境，
在诗人印象中却成了衬托英雄气概的壮观景色，是一种值得
欣赏的奇伟美景。如没有积极进取精神和克服困难的'勇气，
是很难产生这种感觉的，只有盛唐诗人，才能有此开朗胸襟
和此种艺术感受。

岑参以好奇的热情和瑰丽的色彩表现塞外之景。在立功边塞
的慷慨豪情的支配下，将西北荒漠的奇异风光与风物人情，
用慷慨豪迈的语调和奇特的艺术手法，生动地表现出来，别
具一种奇伟壮丽之美。突破了以往征戍诗写边地苦寒和士卒
劳苦的传统格局，极大地丰富拓宽了边塞诗的描写题材和内
容范围。

评价：

岑诗的主要思想倾向是慷慨报国的英雄气概和不畏艰难的乐
观精神;艺术上气势雄伟，想象丰富，夸张大胆，色彩绚丽，
造意新奇，风格峭拔。他擅长以七言歌行描绘壮丽多姿的边
塞风光，抒发豪放奔腾的感情。唐人杜确编有《岑嘉州诗
集》，后人集据此演变。今人陈铁民、侯忠义有《岑参集校
注》。事迹见杜确《岑嘉州集序》、《唐诗纪事》、《唐才
子传》。与高适齐名，并称“高岑”。

岑参的诗歌，以慷慨报国的英雄气概和不畏艰苦的乐观精神
为其基本特征，这和高适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他更多地描
写边塞生活的丰富多彩，而缺乏高适诗中那种对士卒的同情。
这主要是因为他的出身和早年经历和高适不同。



岑参的诗，富有浪漫主义的特色：气势雄伟，想象丰富，色
彩瑰丽，热情奔放，他的好奇的思想性格，使他的边塞诗显
出奇情异采的艺术魅力。他的诗，形式相当丰富多样，但最
擅长七言歌行。有时两句一转，有时三句、四句一转，不断
奔腾跳跃，处处形象丰满。在他的名作《凉州馆中与诸判官
夜集》等诗中，从中可以看出他也很注意向民歌学习。

作品的心得体会篇五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爆发的新冠疫情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
大的困扰和变化。为了守护家园和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战
役作品在战疫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在观看了许多战疫作品
之后，我深刻体会到这些作品所传递的勇气、希望和坚持的
力量。

首先，战疫作品展现出人们在疫情面前的勇气和无畏精神。
疫情的爆发让全世界陷入了恐慌与混乱之中，人们面临着未
知的风险和巨大的压力。然而，在这样的环境下，有人选择
勇敢地面对病毒，用自己的行动保护他人的安全。从作品中
可以看到，医护人员日夜奋战在一线，虽然面临着巨大的危
险和精神压力，但他们仍然坚守在岗位上，不顾个人的安危，
努力保护生命。

其次，战疫作品呈现出人们在疫情中迸发出的希望和团结精
神。面对疫情的肆虐，人们需要团结一致，共同抵御病毒的
侵袭。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社区居民齐心协力，为那些
隔离在家的人提供帮助。还有许多慈善机构组织了捐款活动，
为医护人员提供物资援助。这种团结与协作的精神，为人们
营造了一个温暖的氛围，让大家感受到了人间的真善美。

同时，战疫作品也传递出人们在疫情中坚持不懈的力量。疫
情对每个人都是一次巨大的考验，人们需要坚持不懈地努力，
才能战胜困难。在作品中，有的主人公经历了疫情的恶劣环
境和痛苦折磨，但他们从未放弃。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决



心，最终战胜了病毒的侵袭，展现出人类对生活的坚守和热
爱。

此外，战疫作品还展示出人们在疫情中的人性和关怀之美。
疫情让人们更加关注生命的宝贵和对亲人的思念。在作品中，
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人无论是在一线工作还是在家中，都在努
力保护身边的亲人和朋友。他们时刻牵挂着彼此的安危，相
互鼓励和支持，为了保护亲人的健康而共同努力。

总结起来，战疫作品所传递的勇气、希望和坚持的力量令人
动容。它们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感受到了团结与力量
的力量。在疫情中，我们需要共同努力，团结一致，用自己
的行动去传递爱与希望，让我们的世界更加美好。而战疫作
品正是在这个特殊时期中给予了我们巨大的鼓舞和启示，提
醒我们要坚守信念，勇敢面对困难，并相信人性的力量能够
克服一切困难。让我们一同战胜疫情，共同迎接更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