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国画创作心得体会(优质5篇)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心得体会，它们可以是对成功的总结，
也可以是对失败的反思，更可以是对人生的思考和感悟。我
们如何才能写得一篇优质的心得体会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
整理的优秀心得体会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
到有需要的朋友。

国画创作心得体会篇一

今天，我家的菊花开了。

它的花瓣是紫色的，外形细长细长的。它的叶尖一顺儿朝下，
就像羞答答的小姑娘。菊花的杆越往下越红，就像是风婆婆
给它戴上了一朵朵好看的花儿。菊花的花苞，是白色的，这
些小花苞就像一个个报亭，就像报亭里的小姑娘还在睡懒觉，
还没有把报亭开放。

这棵菊花是长在我最喜欢的那个又白又净的小花盆里的。

这棵菊花是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生长的。当我发现它的时候，
它已经长出了一朵菊花。于是，我就开始每天为它浇水，它
终于开出了很美的花。

菊花，在我的眼里，它的意志很坚强。

国画创作心得体会篇二

随着毕业日子的到来，毕业设计也接近了尾声。经过几周的
奋战我的毕业设计终于完成了。在没有做毕业设计以前觉得
毕业设计只是对这几年来所学知识的单纯总结，但是通过这
次做毕业设计发现自己的看法有点太片面。毕业设计不仅是
对前面所学知识的一种检验，而且也是对自己能力的一种提



高。通过这次毕业设计使我明白了自己原来知识还比较欠缺。
自己要学习的东西还太多，以前老是觉得自己什么东西都会，
什么东西都懂，有点眼高手低。通过这次毕业设计，我才明
白学习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在以后的工作、生活中都应
该不断的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知识和综合素质。

在这次毕业设计中也使我们的同学关系更进一步了，同学之
间互相帮助，有什么不懂的大家在一起商量，听听不同的看
法对我们更好的理解知识，所以在这里非常感谢帮助我的同
学。

我的心得也就这么多了，总之，不管学会的还是学不会的的
确觉得困难比较多，真是万事开头难，不知道如何入手。最
后终于做完了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此外，还得出一个结论：
知识必须通过应用才能实现其价值!有些东西以为学会了，但
真正到用的时候才发现是两回事，所以我认为只有到真正会
用的时候才是真的学会了。

在此要感谢我的指导老师__对我悉心的指导，感谢老师给我
的帮助。在设计过程当中，我通过查阅大量有关资料，与同
学交流经验和自学，并向老师请教等方式，使自己学到了不
少知识，也经历了不少艰辛，但收获同样巨大。在整个设计
中我懂得了许多东西，也培养了我独立工作的能力，树立了
对自己工作能力的信心，相信会对今后的学习工作生活有非
常重要的影响。而且大大提高了动手的能力，使我充分体会
到了在创造过程当中探索的艰难和成功时的喜悦。虽然这个
设计做的也不太好，但是在设计过程当中所学到的东西是这
次毕业设计的最大收获和财富，使我终身受益。

国画创作心得体会篇三

一个性感小萝莉向有家室的男老师复仇，最终将他逼上绝路。
酷！极致！参考的感觉就是美国的《水果硬糖》。



在我近些年的观影和阅读经验中，影响我最深的，一个是韩
国的写实类型片，另一个则是日本的悬疑推理小说。前者对
社会话题和人性复杂的深度开掘常常令我窒息，后者则在细
节陈设和推理步骤上给了我想像的空间。在写作时，当我为
推进行动线头疼或者崩溃于戏剧情境营造时，我时常会看看
奉俊昊、朴赞郁和罗宏镇的电影，或者翻翻东野圭吾、岛田
庄司以及道尾秀介的小说。

《狙击唐小婉》是我对写实类型片的一次尝试。我对社会结
构以及历史进程的话题没有兴趣，能打动我的，还是作为一
个生命个体的自身的欲望，尤其是身体的欲望。从立意之初，
我们便将这个故事确定为惊悚悬疑片。如何将一个“约炮成
性”的大学老师放置在“惊悚悬疑”类型框架下，成为我们
首先要面对的问题。

我一直认为，类型片跟现实题材最大的区别在于它的“封闭
型”和“假定性”。故事虽然是取材现实生活，但吃喝拉撒
睡这种日常生活经验是要被屏蔽在我们故事之外。我们只想
跟随一个“被整”的男人完成一次寻找真相的冒险过程。我
们看着他遭遇了何种压力和阻拦，我们也看着他顺其自然地
掉到复仇者设计好的陷阱中。至于他是否应该受到“道德的
惩戒“，则不在我们探讨的范畴，而且我也不认为电影应该
承担这种简单的、廉价的道德评判功能。

中岛哲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日本导演，他的《被遗弃的松
子的一生》影响我很多。他的时空跳跃的讲述方式以及mv式
的影像风格令我深深着迷。一直以来，我都想用中岛的风格
来进行一次影像尝试。幸运的是，我跟摄影师在这一点达成
了深深的共识——用中岛的《告白》作为我们的视觉参考。
而且，同样是发生在校园里的复仇事件，故事上也有相似之
处。

拍摄的时候，北京的天气非常配合我们，很少出太阳，以阴
冷为主。这正符合我们对画面的理解——低调、克制。在后



期处理中，我们又有意地降低了饱和度和对比度，以有电影
感的“青”为主，剔除日常生活感，也力争让每一幅画面做到
“有意味”。

惊悚片的氛围其实有一半是来自于声音。如果说这次拍摄留
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应该是声音。筹备和拍摄期没有充分
重视到声音元素，这给后期声音处理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尤
其是那场审讯室的戏还丢掉了现场的同期声，尽管通过后期
补录对白，但还是很难还原当时的气氛。所幸，丢掉的是声
音，如果是画面的话，补拍则几乎不可能。这对我个人而言，
是一个极大的教训，无论经费如何紧张，dit的人员费用还是不
能省的。

在这个片子的拍摄上，我们在最大限度内完成多种商业尝试。
床戏、雨戏、巷内追逐、浴室谋杀、公路追车、野外翻车等
等，几乎是动作和色情相关的商业元素都被我们放了进。有
的超过我的预期，有的则差强人意。我是一个完美主义的创
作者，几乎每天从片场拍摄回来后，我都会突然发现，某个
设计好的特写镜头或者人物的关系镜头没有给，就很遗憾。
一个导演曾经跟我说，拍电影就是在完成了规定动作之后，
再玩花的。这句话在我拍这些场面的时候有了更为深刻的理
解。虽然很多场面对于一个正常商业片来说没什么难度，但
是，对于一个小制作、而且没那么多片场经验的导演来说，
确实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十天的拍摄，六十四分钟的片长，九百余个镜头，我们已经
力求做到了最好，至于呈现的结果如何，只能接受观众的批
评了。

国画创作心得体会篇四

每一个人的人生之路都各不相同，可谓沧桑岁月，淬沥情怀。
如似千山万岭，奇峰异彩。大海江河，惊涛波澜。田田绿野，
耕耘万代。唯独自己的心田，看似弹丸之地，却连着宇宙的



空间，无尽的思绪缠绵。追求梦想的实现，撇下繁花醉香的
世界，执着的怀揣信念，一路走向理想的。艰难前沿。

当我走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当我几乎所有同龄的亲朋好友都
沉浸在含饴逗孙的乐园中时，我却爱上了我从小就喜欢的文
学。当我终于下定决心拿起我的这枝秃笔时，我已是一个双
手颤抖的连一个字都不能写的老妪了。但梦想在提升我的信
心，科学在滋润着我的理念。我可以用键盘来输入我想和天
地万物之间的交流和情感！因为我感到，人是万物之灵，实
为天地之心。古代文学精英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的精辟阐
述，“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为三才”。

当一个人被自己的梦想所醉倒时，就会朝日不息的向着那条
永无止境的地平线狂奔而去。在那迷人的天地无法吻合的空
间中，唯独你可以安躺在宇宙的怀抱，静享着天地带给你那
美丽无比的春夏秋冬。你就可以用人类的那种无与伦比的灵
性，写出神奇的语言和奏出如似一切自然界中的雨声击磐，
鸟鸣夏蝉之韵音。人类之间的情感交流，爱的语言如似琴瑟
和弦，感天动地的爱情传说，慈善救赎的真情所在，无不是
激励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典范。

但一切在实现自己理想的同时，对自己的所爱必须要有执着
的理念。因为要实现自己的梦想，没有真才实学是难以做到
的。世界上没有一件事可以随手而得，天上会掉馅饼？天方
夜谭！唯独灯下细读前人的箴言，用心领会其精髓的道理要
点，日积月累，可谓十年寒窗苦，收文获益臻呀！

在你想要用文字来描述天玄地黄，天圆地方，日月星辰的光
芒时，你才会觉得自己的文才浅薄的去了。但又当你用心领
悟到一件事情的真谛时，你可以轻而易举的写下了你的感悟
而没有半点阻碍，这就是心的灵感，卓然而立。这也给自己
在创作上留下了一条明灼的哲理，那就是刘勰的名言：“若
妙识所难，其易也将至：忽以为易，其难也方来”。



在你能安静的阅读着先祖的文言和清幽雅趣的美丽诗词时，
你自然而然的会被他们的文采而醉倒，小楼容我静，才思刚
起帆。可谓先人一步前，后人千步远，不读古文诗，人生一
世憾。

故此，在我一步一步走向生命最后的时光里，我仍如似在学
的儿童，也一步一步的在追求着我的梦想。又似执鞭下的学
儿，斟字酌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深会其义，留存心底。
告诫自己，你没有能力高屋建瓴，那就低首耕耘。你没有能
力跨度长江大海，你就心怀小溪。慧眼去赏识别人的奇文异
彩，伏案斟酌自己的只语片言。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也是我最爱看书的时候。窗外月光明
瑞，脑海集思涌来，偶闻窸窣之声，如似尊师传言，求学必
当磨砺，方能受益匪浅！

这就是我在执着追求梦想的同时，也是我的创作心得和灵感！

国画创作心得体会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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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就跟本站小编一起去了解一下关于书法创作心
得体会吧!

人们熟知苏东坡的一句诗，“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
其实，东坡还说过：“有道而无艺，则物虽形于心，不形于
手。”胸中之竹，毕竟不等于手中之竹。王国维所说的大家
之作“其辞脱口而出”，白石老人作画的所谓“一挥”，都
是学化于才、熟而能巧的结果。齐白石早年临摹金农的画作，
惟妙惟肖;为了画好昆虫、鱼虾，他长时间地观察写生。老人
的画，那几片叶茎，看似粗犷随意，却搭配得那么精巧，你
要移动一点点都不行。这些，充分说明“大家之能得心应手，
正先由于得手应心”。傅山说“宁真率、毋安排”，不是说



不要谋篇布局、意在笔先，其意应是“极有布置而了无布置
痕迹”，徐青藤的这句话透露了天机，正像韩退之诗中所描
绘的那样：“草色遥看近却无”。

此外，一件作品的成功往往不在作者的有意处，而在其无意
处。戴熙说：“有意于画，笔墨每去寻画。无意于画，画自
来寻笔墨。有意盖不如无意之妙耳。”陈曼生也说：“凡诗
文书画，不必十分到家，乃见天趣。”有时，有意着力的地
方，偏偏导致了天趣的流失，在战术上，虽属锦上添花;在战
略上，已是画蛇添足。

即便是优点，过分地强调或表现得不是地方，也会变质变味。
恽南田论画“习气者，即用力之过”，强调“宁恒见不足，
毋使有余”，正是这个道理。相反，局部的瑕疵，有时并不
妨碍作品整体的成功，恰如黄庭坚所言：“殊不知西施捧心
而颦，虽其病处，乃自成妍”。

中国书画注重功夫，熬出来的功夫。宜乎日积月累，水滴石
穿;最忌浅尝辄止，一曝十寒。学生抱怨老师：您老是要我夯
实基础，别人的墙已经砌得老高了!他不懂老师对他的殷切期
望和良苦用心!

岁月的力量不容忽视，《书谱》所谓“通会之际，人书俱
老”，哲理深刻。以为别人几十年走完的路，自己几年、几
个月就能走完，是幼稚。艺术学习、艺术创作和艺术发展自
有其规律，这些规律又是无情的。违背规律的催长、“打
造”和走捷径，只会得到与初衷相反的结果。

从较长的时间看，书画家们对艺术的追求，好比接力赛，更
像是“马拉松”。起跑时人头攒动密密麻麻，能跑完全程者
却已不多，能打破纪录者更是寥寥。那些开始不久就在领跑
的选手，往往难以“领”到最后，甚至难以跑到终点。有人说
“赢在不该赢的地方，比输在不该输的地方，输得更彻底”，
不无道理。



一种艺术风格、一种个人面目的成立，既要得到人们的认可，
更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陆游在《学书》一诗中说得
好：“即今讥评何足道，后五百年言自公。”要想真正在艺
术上取得成就的人，必须具备这样的眼光和气度，不计较一
时一事，而能够“咬定青山不放松”，坚持不懈、自甘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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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学期的书法与上个学期不同，主要学习的是行书,而且
不仅仅是行书的临摹，更是在临了一段时间的帖子后，在其
基础上加入了自己的创作，包括作品的形式与内容。

书法，经过历代先民或书家的摸索研究、学习实践，终于确
认了表现汉字之美的不外五大书体，篆书、隶书、楷书、草
书、行书，而且总结了一整套的“法”——“笔法”，而这
五大书体又离不开线条，线条之于汉字书法确为关键因素，
没有线条即没有汉字，没有线条的变化，即没有汉字美的结
体变化，更无美的章法和艺术风格的变化。

不同的书体，有着不同的审美情趣，即便是同一作者所为，
也依然需要使用不同的方法去处理。就像一个人的性格可以
有多面一样，同一位作者的笔下同样可以呈现不同种类的书



体和面目繁多的风格情趣。虽然目前只临摹过苏轼的行书，
但老师建议我们学习两三个不同书法家的行书字帖，即使是
楷书也最好多学习几种。

学练书法，要练用笔，要练结体。学用笔、学结体，首先需
要入帖，先入帖，先继承，但继承不是最终目的，我们的目
的是创新，但没有前面的继承，又怎样谈创新呢?创新需要出
帖，不是一种帖，需多种帖，那就需要学习别人的东西，集
多个人的优点，融会贯通，结合自己情况，创出新风格，写
出新特点。

书法的结体，将横线缩短，竖线拉长，就出现了长体造型的
汉字——小篆;将横线左右拉长，竖线缩短，就出现了扁体造
型的汉字——隶书;将线条做对比不大的平正规整组合，就出
现了正方型或长方型的汉字——楷书;将线条做不规则的恣肆
组合，就出现了形体多变的造型——行书、草书，而且用笔
轻重、行笔快慢、用墨浓淡、线条粗细、毫锋软硬都对线条、
章法风格特点产生影响。

我其实挺仰慕那些卓有成就的大家，在他们的笔下一切内在
的东西都是相通的，尽管形式多样书体各异，但其蕴涵的大
的审美气息却能一脉贯通，随意点染都能显现自己独有的风
神。我想，那一定是书家的内外修养达到了某种较高境界后
的自然结果;至于自己目前行书章草魏碑等“不相往来”的格
局，也希望随着技法的日益磨砺、功力的不断积累，乃至于
其他修养的逐步加强而会有所改观。所以更高层次的书法语
言，已经不再是笔法字法的特点，也不是章法墨法的习惯，
而是充盈在其中、无处不在的神采和气息。这些，才是需要
我们用毕生精力去追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