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戏曲心得体会(模板9篇)
心得体会对个人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帮助个人
更好地理解和领悟所经历的事物，发现自身的不足和问题，
提高实践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与他人的交流和分享。
那么我们写心得体会要注意的内容有什么呢？以下是小编帮
大家整理的心得体会范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
家有所帮助。

戏曲心得体会篇一

第一段：

戏曲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
厚的人文内涵。近年来，随着文化消费观念的转变，戏曲艺
术得到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青睐，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娱乐
方式。作为一个爱好戏曲的观众，我深深体会到戏曲艺术所
蕴含的文化和情感魅力。

第二段：

在看戏曲的过程中，我最为注重的是剧情和表演。一部好的
戏曲作品不仅要有深刻的内涵，还要有生动的表现形式。在
表演上，要注重每个角色的性格与心理的刻画，而用音乐取
代语言，用舞蹈代替动作，使观众通过听、看、感全方位的
感受到故事中的情感，在饱含思想性的表演中感悟文化的魅
力。

第三段：

另外，戏曲作为一种综合性体育，身体减压的作用也是不言
而喻的。我对于戏曲艺术的深入研究也使我认识到了其中
的“沉默危机”。长久的伏案学习，久坐在座位上，给现代
学子带来了很多身体上的不适，如肩颈疼痛、腰酸背痛等等。



而戏曲表演却是一种不断变换姿势的体育运动，能够使身体
迅速的活跃，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身体疲劳。

第四段：

戏曲艺术在文化传承和人才培养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现在许多青年人丧失了传统文化的根基，由于语言环境限制
与学校教育，很多人不了解戏曲这项传统文化，但随着社会
的不断发展，戏曲文化得到了更多的呈现机会，也促进了人
才的培养，需求为戏曲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和前景。为
了传承和发扬戏曲文化，我们需要更多的年轻人来学习、关
注和支持这一文化艺术。

第五段：

总之，作为一种极具艺术价值和文化魅力的表演形式，戏曲
艺术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和情感内涵。对于我们年轻人来
说，学习和欣赏戏曲艺术，不仅能够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
更能够帮助我们解压、锻炼身体，学习到更多的文化知识。
我们应该积极参与到戏曲艺术的传承发展中来，为中国传统
文化的繁荣发展贡献我们自己的一份力量。

戏曲心得体会篇二

盼望着，盼望着，“戏曲进校园――评剧专场”如期而至。
在接下来的1个半小时中，我感受到了戏剧独特的魅力。

首先，侯顺成教授为我们普及了有关戏剧剧种，角色分类，
戏剧的发展历史、特点等方面的知识，评剧乐团的编制也是
丰富多彩，弦乐、管乐、弹奏乐、打击乐……还有中西合璧
的乐团！年数已高的侯教授仍精神饱满，专注的神情让人动
容，还时不时的唱几段小曲：河南曲调、山东吕剧……唱腔
委婉，清脆且节奏鲜明，那手势也颇有气势，让人拍案叫绝！



接着，刘和军老师为我们演奏了笙，《晋调》笙声清丽飘逸、
音色柔美亮丽，时而急促，时而舒缓；时而尖锐，时而婉转；
时而快，时而慢，把笙厚实、悠扬、响亮的音色特点发挥得
淋漓尽致。全场所有人都好像被笙声震慑住了，沉浸于其中
无法自拔。

然后，马旭峰老师为我们介绍了二胡，它具有忧伤、低沉、
欢快、诙谐等旋律。紧接着，他为我们演奏了《西游记畅想
曲》《地道战》等耳熟能详的曲目。纯熟的技法，全面感情
的投入，表现了戏曲艺术家对戏曲的热爱和忠诚。同时也让
我猛地发现，原来传统音乐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原来戏
曲艺术有着如此独特又平易近人的魅力。

活动很快进入了互动环节，小戏迷们跃跃欲试，跟着李焕芬
老师学习了几个基本动作。同老师轻盈的步子，举手投足间
的优雅自如相比，同学们略显笨拙，但我想他们一定感受到
了评剧的魅力和精髓，并体会到戏曲表演的不易。台上一分
钟，台下十年工！

最后，三位戏曲演唱者我们唱了新派评剧《杨三姐告状》
《刘二巧》，白派评剧《小酸枣》，高雅的舞台气质，优美
动听的声腔让人折服。在这期间，台上的演奏者，台下的同
学们也跟着唱了起来，每个人的心灵都被戏曲的美妙洗涤，
有了自信感。

通过这次活动，我感受到了戏剧的独特魅力，我想中国戏剧
必定还将走更远的路，作为一种美的表现，它一定会在时间
的洗礼下愈发璀璨！

戏曲心得体会篇三

戏曲是中国传统文化瑰宝之一，其别具一格的表演方式和深
刻的文化内涵使得它在多年的演化中得以广泛传承和发展。
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戏曲在现今社会得到越来越多的



关注和认可，它不仅代表了东方文化的魅力，同时也展现了
中国人民对于艺术的独特理解和创造力。在接触与实践戏曲
的过程中，我深刻地理解到，戏曲不仅仅是艺术形式，它更
是一种文化精神和民族气质的表达。

第二段：体会

在我接触戏曲的过程中，我深深地感受到戏曲的精神内涵所
在。戏曲在演出的过程中，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通过音乐、
舞蹈、表演等多种传统元素融合在一起进行创作和演绎，从
而营造出丰富多彩的艺术体验。尽管时间已经发生了改变，
但戏曲依然保持着它那独特的、古老的韵味，传承了中国传
统文化不可磨灭的美好。

第三段：探究

通过实践戏曲的过程中，我深刻地认识到戏曲曾被定义
为“中国的戏剧”，因为它在演出过程中要展示出故事情节、
角色塑造以及宏大的舞台设计，不仅仅是单纯的表演形式。
同时，戏曲也要展现出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突显出传统
文化所包含的深刻内涵。因此，实践戏曲也是一种历史探究
和文化解析的过程，取得的体验和收获也是非常独特和有深
度的。

第四段：反思

在实践戏曲的过程中，我还发现自己对于戏曲的认识和理解
还不够深刻。由于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等限制性因素，我对
于戏曲文化的硬性背景了解还不够深入。希望今后能通过深
入学习和实践，更深入地了解戏曲文化体系中的各个方面。

第五段：总结

在实践戏曲的过程中，我深入了解了戏曲文化概念和内涵，



进一步认识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与博大。戏曲不仅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粹之一，同时也具有对人类艺术创造力和创
新思维的启迪作用。因此，作为巨大的文化遗产，戏曲和它
包含的传统艺术形式和文化内涵，将会被世界人民所接受、
认知和继承，为世界各地人民传达出中国文化的深度和魅力。

戏曲心得体会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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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曲心得体会篇五

戏曲是中国传统的文化艺术之一，是我们民族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戏曲表现形式千变万化，创作与演唱同时进行，文
字和音乐相结合，而且还涵盖了丰富多彩的戏曲表演形式，如
“曲艺、杂技、戏剧、武术等多种表演形式”，在精神文化
层面上，它更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是我们民族文化的重要代
表。

第二段：入门心得

当我还是一名学生的时候，就对戏曲这门艺术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因此我报了戏曲实践课程。在课程中，我学到了多种
不同的戏曲表演技巧，这些技巧包括了演唱、动作、表情等
方面，课程还注重培养我们的良好演出习惯，让我们能够逐
步掌握戏曲表演的精髓。通过实践，我发现戏曲表演的确需
要很高的技巧和专业演出经验，但是只要用心去学习和研究，
就能够掌握其中精髓并获得深刻的体验。

第三段：提高心得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提高自己
的戏曲表演技巧，从一开始的基础技巧练起，如演唱、舞蹈、
动作等，然后学习各种不同的戏曲剧目及个人演唱技巧，认
真领悟各种戏曲表演形式中的特点和精髓。这一过程非常艰



难，但是我坚持不懈，终有所获，我的戏曲实践技巧逐渐提
高，表演水平也得到了提升。

第四段：体验心得

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学习、实践和提高后，我最终的体验是，
戏曲表演是一门需要前期的学习和深度研究才能够掌握的艺
术形式。掌握了其中的精髓，演员才能够流畅、自然地展现
出其中蕴含的美感与吸引力，也才能够更好地传递其中包含
的民间智慧和文化内涵。这一点，我深有体会。

第五段：总结心得

戏曲实践这门课程可以让你真实感受到中国戏曲艺术的魅力
和气韵，同时也让你重拾对文化艺术的热爱。在课程中，我
深受老师的教诲和指导，通过不断的学习与实践慢慢地体会
到了其中的精髓，这为我以后的生活与学习之路带来了无穷
的启示，使我受益颇丰。总之，戏曲艺术博大精深，也是中
国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相信，只要继续努力，我一定
会在未来的道路上得以继续探索、发掘和领悟戏曲艺术的魅
力。

戏曲心得体会篇六

“戏曲”对我来说是个陌生的词，只是一个上代人爱看的节
目，远远不及现代的动画片，所以我从来没有看过，根本不
了解“戏曲”的所有相关资料。

小时候，在沉闷的假期里，按动电视遥控器，不时地会发现
有一些关于“社戏”的节目，但我却毫不犹豫地跳过了，看
那些趣味的动画片。

很多熟悉歌曲，都来自社戏。比如黄梅戏《天仙配》中的歌，
常常在我妈妈嘴边挂着，不时还会哼两下：树上的鸟儿成双



对，绿水青山带笑颜，从今再不受那奴役苦，夫妻双双把家
还，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寒窑虽破能避风雨，
夫妻恩爱苦也甜，你我好比鸳鸯鸟，比翼双飞在人间。

我十分需要认识“社戏”，恰好我上了一节关于“社戏”的
课。

课上，我们先听了一首歌叫《唱脸谱》，我觉得很趣味，因
为歌里有现代的音调，也有古代的唱法。接下来是交流资料，
因为我准备充分，自然也会学得很好。

社戏的主角分四大类：生旦净丑，是按胡须的颜色分
的。“生”分为老生(须生)、小生、武生、娃娃生;“旦”分
为正旦、花旦、闺门旦、武旦、老旦、彩旦(摇旦);“净”分
为做工和唱工;“丑”是扮演喜剧的主角。我国讲究用“唱念
做打”四种艺术手段和“手眼身法步”五种技术方法来表现
人物。

我们还欣赏了几种戏曲剧的简介：昆剧——中国戏曲之母;京
剧——东方“歌剧”;黄梅戏——芬芳的泥土气息。我们欣赏
了我最熟悉的黄梅戏《天仙配》、粤剧《分飞燕》、豫剧
《花木兰》。

我们还学了京剧的脸谱：在人的脸上涂上某种颜色以象征这
个人的性格和性质、主角和命运。红脸包含褒义、代表忠勇;
黑脸为中性，代表猛智;蓝脸和绿脸也为中性，代表草莽英
雄;黄脸和白脸含贬义，代表凶诈;金脸和银脸是神秘，代表
神妖。脸谱起源于上古时期的宗教和舞蹈面具，今日许多地
方戏中都保留了这种传统。

“戏曲”这个词突然变新鲜了，我真想回到从前，看那古代
的戏曲表演。



戏曲心得体会篇七

在当代社会中，人们的生活节奏变得越来越快，压力也日益
增大。为了使人们放松心情，寻找乐趣，戏曲游戏开始兴起。
戏曲游戏是一种创新的娱乐方式，将传统的戏曲元素与现代
游戏相结合，让参与者在游戏中体验到古典戏曲的魅力。

第二段：游戏体验的详细描述

参加戏曲游戏的时候，我被迷人的装扮和细致的布景所吸引。
游戏开始，我被引导走进一段精彩的戏曲情节中。通过简单
的动作和指令，我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与其他玩家进行互
动。这种互动不仅丰富了游戏的乐趣，还使我深入了解了古
典戏曲的表演技巧和表演方式，让我对戏曲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

第三段：戏曲游戏给我带来的收获

通过参与戏曲游戏，我发现戏曲不再是“高大上”的艺术形
式，而是一种可以让普通人参与并感受到快乐的方式。戏曲
游戏不仅让我学会了身体协调和舞台表演，还教会我如何与
他人合作。在游戏中，我们需要与其他玩家合作完成任务，
这锻炼了我们的团队精神和沟通能力。此外，戏曲游戏还让
我了解到中国古代戏曲的历史和文化，让我更好地理解传统
文化的魅力。

第四段：戏曲游戏的改善之处

尽管戏曲游戏增加了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兴趣，但它也存在
一些问题。戏曲游戏往往更注重游戏性，而忽略了对传统戏
曲艺术的真正理解和尊重。为了吸引更多的玩家，一些游戏
可能会简化戏曲的表演要素，减少唱腔和舞蹈的内容。这样
一来，尽管游戏本身有趣，但却无法完整地传递戏曲的魅力。



第五段：对戏曲游戏的期望与展望

为了更好地发展戏曲游戏，我希望开发者能更加注重对传统
戏曲艺术的研究和保护。他们可以通过与传统戏曲演员合作，
了解他们的表演经验和技巧，将之融入到游戏中。此外，游
戏应该尽量还原传统戏曲的唱腔、舞蹈和动作，让玩家能够
真正感受到古典戏曲的魅力。最重要的是，开发者应该将游
戏本身和传统戏曲文化相结合，通过游戏让更多人了解和喜
欢上传统文化。

总结：戏曲游戏作为一种创新的娱乐方式，通过将传统戏曲
元素与现代游戏相结合，让人们在游戏中体验到古典戏曲的
魅力。通过参与戏曲游戏，我们不仅可以学到戏曲的表演技
巧和方式，还能锻炼团队合作和沟通能力，增长对中国传统
文化的了解与兴趣。然而，当前的戏曲游戏还存在一些问题，
开发者应该注重对传统戏曲艺术的保护和研究，将游戏与传
统文化相结合，影响更多的人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和喜爱。戏
曲游戏的未来应该是一个更加完善和发展的方向。

戏曲心得体会篇八

在教学策略和方法上，贯彻“欣赏领先、体验入手”的原则，
综合欣赏、模仿、表演等，引导学生在艺术实践的美感体验
过程中形成他们应该具有的知识与技能。

大部分学生对戏曲的学习和了解不是很感兴趣的，我始终把
培养学生对戏曲艺术学习和了解的.兴趣放在首要思考地位。
所以在教学中我之一了下面几点:

一、制订适切的教学目标，避免过高的教学要求。在学生对
戏曲还并不十分了解、表演能力几乎为零的情况下，“体
验”(做、念、唱，打，体验的形式有多种，感受欣赏也是一
种体验)这一环节必须做到循序渐进。



二、补充了学生喜欢的、尽可能高质量的音频、视频资料，
拓宽学生接触戏曲艺术的渠道。

三、多种艺术实践活动和教学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提高
教学的有效性;

四、随着本节课的教学环节设计了一个戏曲闯关，目的是为
了拓展艺术学习空间，培养探究能力，激发艺术学习兴趣。

五、不足之处也有

1、应该更细致，更有耐心的去引导、指导学生，而不能走马
观花。

2、把重点放在一个点上去渗透整节课，而不是全部抓哪里都
顾不到。

3、让学生多多参与，多多鼓励。

4、上课奖励机制要改变形式，不能让任何一位孩子成为局外
之人。

5、根据戏剧教学的特点，教师是以辅导为主，所以，对于学
生来讲语言和表演同时重要。所以，我发现在课堂中让学生
体验的部分较多，而语言就有点欠缺。

我会多多反思，多多改进，快步成长，望高师多多指点迷津，
致谢。

戏曲心得体会篇九

山西是中国戏曲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因此具有丰富而独特的
戏曲文化。近日，我有幸观看了一场山西戏曲表演，并深切
感受到其独具一格的魅力。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分享我对山



西戏曲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古老传承

山西戏曲源远流长，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曲艺形式中，快
板、大鼓、辈子调等都扎根于山西，有着浓厚的地方特色。
我在观看演出时，被山西戏曲中传统的舞台布景、道具和服
饰所吸引。尤其是那些精致的脸谱和华丽的戏装，无不展现
出戏曲艺术的独特魅力。

第三段：表演技巧

山西戏曲的表演技巧通常包括唱、念、做、打等多个方面。
其中，唱腔是山西戏曲的核心，它以豪放激昂的嗓音为特点，
韵律独特，富有张力。演员们通过咬字发音、抑扬顿挫的技
巧，将戏曲的美感表达得淋漓尽致。在表演中，我也注意到
了山西戏曲独特的“三大板式”编排，即快板、串板和大鼓，
它们通过不同的速度和节奏，使得整个表演生动而有趣。

第四段：情感表达

山西戏曲擅长通过表演传达情感，其中以“二人转”最为著
名。二人转是山西戏曲的独特剧种，它以幽默诙谐为特点，
通过表演者间的对话、唱白等多种形式，展现出人物的情感
和性格。在观看二人转表演时，我深深感受到了戏曲艺术的
力量，那种深入人心的情感表达让我不禁为之动容。

第五段：文化传承

山西戏曲是中国文化的瑰宝，曾多次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
遗产。近年来，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娱乐方式的多样化，
山西戏曲面临着转型和传承的问题。然而，我深信只要有更
多人关注和支持山西戏曲，它就能够永葆生命力。作为年轻
一代，我们应该积极参与到戏曲传承中来，为山西戏曲的发



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总结：

通过这次观看山西戏曲的经历，我深入了解到山西戏曲的丰
富内涵和独特魅力。它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承载了丰
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和支持山西戏
曲，让这一文化瑰宝得到传承和发展。只有这样，山西戏曲
才能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崭新的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