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戏曲鉴赏心得体会 大学生戏曲鉴
赏心得体会(实用5篇)

在平日里，心中难免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往往会写一篇心得
体会，从而不断地丰富我们的思想。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
写得一篇好的心得体会吗？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最新心得
体会范文大全，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戏曲鉴赏心得体会篇一

戏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精神世
界的瑰宝。作为大学生，我有幸在大学期间接触到了这一宝
贵的文化遗产，并深受其影响。通过学习与观赏戏曲，我不
仅增长了知识，还培养了审美能力和人文素养。在这段时间
里，我对戏曲的鉴赏心得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首先，戏曲表演的传统美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戏曲是
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形式之一，不仅体现了中
国古代文化的智慧和美学观念，还承载了人们对生活、情感
和人性的认知。在观赏经典的戏曲演出中，我深深感受到了
戏曲的独特魅力：传统的程式化表演形式、精确的动作配合、
音乐与唱词的协调统一，都成就了戏曲独特的美学韵味。

其次，戏曲剧目的精巧构思给我带来了无尽的艺术享受。不
同于其他艺术形式，戏曲以剧本为基础，借助音乐、唱词、
舞蹈和表演等多种艺术手段，展现出戏剧性的故事情节和人
物塑造。我曾观赏过经典的《红灯记》和《西游记》等戏曲
剧目，这些戏曲作品从剧情结构到角色形象都精心设计，每
一个细节都体现了作者对艺术的精湛创造。在观赏这些戏曲
剧目时，我常常沉浸其中，感受到剧情的起伏和人物的情感，
仿佛与故事中的人物亲密接触。

此外，学习戏曲不仅仅是对艺术品味的提高，还锻炼了我的



专注力和观察力。在学习戏曲鉴赏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需
要全神贯注地聆听老师的讲解，去领会戏曲表演的内涵和精
彩之处。戏曲不同于电影或音乐会，其表演方式具有高度的
规范性和技巧性，需要观众仔细地观察和体验。我开始注意
到演员的面部表情、肢体动作、音乐和音调变化等细节，这
让我对戏曲表演的欣赏和理解更加深入。

最后，戏曲带给我的不仅仅是艺术上的享受，更加丰富了我
的人文素养。戏曲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
了丰富的历史、社会和人文信息。通过学习戏曲，我了解到
了古代的政治制度、社会风貌和人民生活，更加深入地了解
到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价值观。比如，《红灯记》中描
绘的官场腐败和百姓苦难，以及《西游记》中展现的正义和
友情，都让我对人性和社会的认知产生了更深层次的思考。

综上所述，大学生戏曲鉴赏的心得体会是多方面的。学习与
观赏戏曲可以提高艺术品味，培养审美能力和人文素养。通
过戏曲，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领悟到
古人的智慧和思考。同时，学习戏曲也可以锻炼我们的专注
力和观察力，让我们更加细致入微地领略戏曲的魅力。因此，
在大学生活中，我将继续关注戏曲，深入学习与鉴赏，将这
一宝贵的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戏曲鉴赏心得体会篇二

中国戏曲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
特的艺术魅力。作为一名喜爱戏曲的观众，我有幸接触到了
很多精彩的作品，也从中学习到了很多有意义的东西。在这
篇文章中，我将分享我在学习中国戏曲鉴赏方面的体会和心
得。

第一段：了解中国戏曲的起源和发展

中国戏曲起源于民间文化，发展了几千年，深受人民喜爱。



在学习中国戏曲鉴赏方面，我们首先需要了解戏曲的起源和
发展历程。我们可以通过学习相关的历史资料和文献，了解
戏曲的不同类型、剧种和表演形式，以及不同时期的风格和
特点。通过对中国戏曲历史文化的深入学习，我们可以更好
地理解和欣赏戏曲艺术，掌握鉴赏戏曲的方法和技巧。

第二段：学习中国戏曲的表演技巧和艺术特色

中国戏曲是一种高度讲究表演技巧和艺术特色的艺术形式。
作为学习者，我们需要掌握戏曲的表演技巧和艺术特色，学
会欣赏戏曲的美学价值。我们可以通过学习戏曲的音乐、舞
台布景、服装以及表演手法等方面，了解其艺术特色和表演
技巧，领悟其艺术语言和美学价值。只有真正理解了中国戏
曲的表演技巧和艺术特色，我们才能更好地欣赏和鉴赏戏曲
艺术。

第三段：了解中国戏曲的文化内涵和思想意义

中国戏曲不仅是艺术形式，更是文化载体和思想表达的重要
方式。学习中国戏曲鉴赏，我们需要了解其文化内涵和思想
意义，涵养我们的人文素养。通过学习剧本的语言表达、文
化内蕴和历史背景等方面，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传统文
化的精髓和特点，也可以推激自己的思考和感悟。借助戏曲
艺术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窗口，我们可以更好地领略中华民
族的文化魅力和人类文化的多样性。

第四段：加强实践和体验，提升自身的鉴赏能力

学习和欣赏中国戏曲，需要不断加强实践和体验，提升自身
的鉴赏能力。我们可以通过观看演出、听音乐入门，以及参
加戏曲学习班等方式，全面地了解戏曲艺术以及鉴赏戏曲的
方法和技巧，提升自身的鉴赏能力。同时，应该多与不同剧
种、不同阶层的人接触和沟通，从不同角度的思考来更好地
理解和欣赏中国戏曲。



第五段：结语，乐享戏曲艺术的魅力

中国戏曲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也是全球艺术宝库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学习和欣赏中国戏曲，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和传
承中华文化的瑰宝，提升自身的美学素养和人文素质。同时，
这也是一件愉悦的事情，能够让我们乐享戏曲艺术的魅力，
领略其中的深远意义和无穷魅力。希望大家能够从我的学习
心得中受益，更好地了解和欣赏中国戏曲艺术。

戏曲鉴赏心得体会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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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曲鉴赏心得体会篇四

随着文化交流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纳和欣赏中
国戏曲，因此，学习中国戏曲鉴赏显得尤为重要。如今，我
也在这条学习之路上渐渐深入挖掘中国戏曲魅力的同时，亦
不断更新自己的认知和体会。在这方面的学习中，总结出了
一些心得与体会。

第二段：抒发感受



戏曲作为中国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渗透在中国历史
和文化发展的方方面面，其美妙的旋律，唯美的表演和艺术
演绎方式，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从京剧、豫剧到湘剧、评
剧、黄梅戏等各种不同的戏曲类型，每个地区都有它独特的
表现形式和艺术特点。中国戏曲也以其历史、文化、传承等
多重意义引起人们的重视，其精神内涵同样吸引着越来越多
的人。

第三段：认知提升

在学习中国戏曲鉴赏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多戏曲文
化的传承历史、传统演出的形式和独特艺术魅力。这种深入
了解自然会对我们进行认知和审美的判断力产生更深入的提
升，以便更好地欣赏和鉴赏戏曲。通过了解中国戏曲中的文
化内涵和发展历程，不仅能够更好地认识戏曲学科，同时也
能够帮助我们对中国文化有更深刻的认知。

第四段：获得愉悦

在学习中国戏曲鉴赏的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欣赏与理解的
方式，获得更多的愉悦与享受。在观赏戏曲时，我们可以通
过琢磨其意境、感受其情感、听懂其歌词等细节，让自己更
加沉浸在戏曲的艺术世界中。产生的感情共鸣和精神上的满
足感，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心灵感动，让我们受益匪浅。

第五段：探究价值

中国戏曲不但具备非常高的艺术价值，同时还具有很高的思
想与社会价值。它代表着中国独有的精神、文化、传统和对
生活的表现，展现出中国人的智慧和情感。这种独特的思想
和价值当然值得人们去探究和传承。通过学习，我们不仅能
够欣赏戏曲的美丽，同时还能了解其背后的文化，更好地认
识我们的民族文化和历史传承。



总之，在学习中国戏曲鉴赏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获得各种各
样的体验，无论是感性上的愉悦，还是理性上的认识，都会
使我们耳目一新，增添很多精神上的丰盈。对于我来说，学
习中国戏曲鉴赏不仅是一种娱乐休闲的方式，更是一种文化
传承和人生修行的方式。希望这些体验与感受能够鼓舞更多
的人加入对中国戏曲鉴赏的学习之中。

戏曲鉴赏心得体会篇五

我国民俗文化的传承方式主要有口头传承、行为传承口耳传
承以及视觉传承等等。而戏剧作为民俗文化的一部分。其传
承也遵循以上所说的几个方面：

1、口头传承

戏剧以口头传承的方式传播民俗文化。主要体现在梨园弟子
的技艺传承这一方面。当时的戏剧演员文化水__都很有限，
甚至大字不识，但他们却能在台上搬演古今之事，把故事演
绎得淋漓尽致。演员自身的素质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但师父
的言传身教也功不可没，而且拜师学艺主要是通过师父的口
头传授来完成的。特别是对唱、念这两方面的严格要求，更
体现了口头传承的无可替代。我国的戏剧就是依靠这种口头
传授的方式代代相传。

2、行为传承

戏剧表演中的动作、招式主要体现了行为的传承。戏剧表演
中的一招一式，都是程式化的动作。相对而言是固化的。戏
剧的表演程式是根据生活中事物的特征和美的形式提炼出来
的。如鹞子翻身、兰花指、卧鱼等，是抓住这些动植物最具
有造型美的闪光点而予以模仿、定格的。戏剧动作这种特有
的程式和规范形式决定了其必然的行为传承绵延不绝。

3、视觉传承



戏剧中的视觉传承主要表现在其形式的美轮美奂。戏剧的脸
谱和行头可谓独具匠心、标新立异。我国的戏剧表演很重视
脸谱。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戏剧中的脸谱，不仅体现了
戏剧的艺术美.而且。更重要的是它缩短了戏剧主体和观众受
体之问的距离，打破了戏剧与普通观众之间的“隔”。广大
观众从脸谱中就可以对剧中人物的身份、性格作出判断，比
如说红脸暗示耿直忠正(如关公)，黑脸暗示严肃刚正(如包
公)，而白脸暗示专横奸诈(如曹操)等，各种脸谱均有其象征
性，这就使观众更容易入戏，从而为接受、理解戏剧提供了
有利条件。同时脸谱的图案美、色彩美.也对人的视觉产生强
烈的冲击，令人叹为观止、拍案叫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