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法训练心得体会 练习书法的个人心得
体会(大全5篇)

当在某些事情上我们有很深的体会时，就很有必要写一篇心
得体会，通过写心得体会，可以帮助我们总结积累经验。心
得体会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通过总结和反思，我
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足，找到自己的定位和
方向。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关于学习心得体会范文，希望会
对大家的工作与学习有所帮助。

书法训练心得体会篇一

一、一幅好的书法作品用墨技法上是讲究均衡处理的，浓墨
视觉重，淡墨视觉就轻，字体连带多视觉重动态感觉也強烈，
单字视觉轻就有静的视觉。所以色块对视觉影响很大，讲究
均衡善用视觉创造妙境。

二、书法作品在整体而言是存在主宾关系。一字有主宾，一
行有主宾，相鄰皆有主宾，主宾关系就是主次关系，字有顾
盼，行有呼应，引人入胜，就入佳境。

三、书法就是书法的线条和形态组织的高度结合，线与形既
要变化又要统一，字的主次高低，大小疏密，起伏藏露，连
写断笔都要靠线与形来表现，体现节奏感，韵律感。

四、书法用墨表现，墨乍看色黑，但其实墨色绚丽多彩，古
人说墨分五色，这只统而言之，实非仅有五色也。墨有冷暖，
明暗、实透之千变万化。

书法训练心得体会篇二

上届高三学生毕业后，按照领导的安排，我到了高二_级部英
语组工作。担任_个教学班的英语课教学工作。担子重，身体



累，心里更累。唯恐哪项工作做的不能让领导满意，对不起
学生。一学期终于结束了，下面简单地回顾一下开学以来所
做的一些英语教学工作。

一、面向全体学生，为学生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奠定基础。

1、创设各种情景，鼓励学生大胆地使用英语，对他们在学习
过程中的失误和错误采取宽容的态度。

2、为学生提供自主学习和直接交流的机会，以及充分表现和
自我发展的一个空间。

3、鼓励学生通过体验、实践、合作、探索等方式，发展听、
说、读、写的综合能力。

4、创造条件让学生能够探究他们自己的一些问题，并自主解
决问题。发展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习
惯。

二、关注学生情感，创造民主、和谐的教学气氛。

学生只有对自己、对英语及其文化有积极的情态，才能保持
英语学习的动力并取得成绩，刻板的情态，不仅会影响英语
学习的效果，还会影响其它发展，情态是学好英语的重要因
素，因此我努力创造宽松民主、和谐的教学空间。

1、尊重每个学生，积极鼓励他们在学习中的尝试，保护他们
的自尊心和积极性。

2、把英语教学与情态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各种合作学习的
活动，促进学生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体验成就感，发展合
作精神。

3、关注学习有困难的或性格内向的学习，尽可能地为他们创



造语言的机会。

4、建立融洽、民主的师生交流渠道，经常和学生一起反思学
习过程和学习效果，互相鼓励和帮助，做到教学相关。

三、加强对学生学习策略的指导，让他们在学习和适用的过
程中逐步学会如何学习。

1、积极创造条件，让学生参与到阶段性学习目标，以及实现
目标的方法。即让学生体会到成功学习的快感。

2、引导学生结合语境，采用推测、查阅和协调的方法进行学
习。即充分利用好词典。

3、引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进行自我评价，并根据需要调整
自己的学习目标和学习策略。即教会学生发现适合自己的学
习方法。

新课程改革不是纸上谈兵，后必须要与实践相结合，即将努
力学习，积极进取，积极参与课程改革，在课改中不断学习，
不断实践，不断反思等有机结合起来。在以后的教学中我将
会更加注重总结和积累，获得更有效的、更适合学生发展的
教学方法。

本学期，我担任高二年级文科班的英语教学工作。在工作中，
本人遵守学校各项制度，按时出勤、上课、组织学生晨读，
积极参加市里及学校组织的各种教学活动，严格要求自己，
虚心向老教师请教，结合本校的实际条件和学生的实际情况，
认真备课、听课、及时反思，使教学工作得以有计划，有组
织，有步骤地开展。



书法训练心得体会篇三

这学期，我报名参加了长安区教师书法培训，当时比较犹豫
的是还要参加考试，但是为了多学些知识，多丰富自己，还
是宁愿牺牲自己的双休日的时间，也要强迫自己一下。目前
考试已经结束，我感觉特别受益，对自己的书写，以及学生
的书写都有很大益处!

通过学习，我不仅使自己的书写水平得到了相应提高，还是
自己的书写教学得到了很多的指导。

书法教学解决教什么与怎么教

教学内容：姿势写字姿势、执笔姿势、笔画技法、独体字结
构、偏旁部首、合体字结构、章法，要循序渐进、由简到难。

1、双姿教学：每节课课前进行双姿训练、重复双姿要领，课
中进行个别纠正，双姿训练贯穿整个书法教学过程。

2、笔画教学：对所有基本笔画的三要素起笔、行笔、收笔和
笔画五度角度、力度、长度、弧度、速度分析讲解到位。

3、结构教学：

1整齐平正、布白均匀是基本规律。

2独体字结构规律：布局均匀匀、主笔突出主、因字立形形、
收放均衡衡。

3合体字结构规律：要处理好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比例、长短、
高低、大小、宽窄关系，伸让、主次关系;左右结构突出伸让
有序，上下结构突出重心对正，包围结构要包容相称。整体
达到均匀、紧凑。



4连续各异、格调统一是书法艺术较高层次的要求。

4、章法教学：处理好章法三要素正文、落款、印章，处理好
行列、留有天地、左右。落款的书体一般比正文的书体要活
泼，款字的字径应小于正文的字径。

硬笔书法教学方法：

1减轻学生写字负担，少留家庭作业，并重视平时作业书写质
量。

2培养兴趣为主。提高观察能力。一年级重点抓好书写姿势、
执笔姿势和基本笔画。

3开展写字活动：办展览、树榜样、举办师生书法赛、现场汉
字书写节、参加校外书法赛。

4利用好字帖，临摹字帖是最有效的方法。选帖读帖、摹帖、
临帖、比较。

5及时评价鼓励：写字过程中的当场表扬坐姿、握笔、书写。
在学生临写的作业本上的符号表扬。优秀的书写作业展览或
传阅。定期评选班级、学校书法小能手。

书法教学让我体会到“教育不是禁锢，而是热爱、理解和引
导，这是极其伟大要紧的事，也是一种极其艰难困苦的事。

书法训练心得体会篇四

喜欢书法应该从进师范时计起，周元江老师和胡吉祥老师的
字一直以来对我都是一种仰慕。参加工作后，由于工作激情
忙于教书育人，但是，喜欢和爱好一直没有间断过。免不了
常买一些自己喜欢的帖读一读、练一练。到青龙中学教书后，
还订阅了中国书法进行学习，但由于基础太差，好多地方总



是不能理解，动笔也是凭偶尔的兴趣而已。工作之余，读了
一些有关书法方面的书，也临了一些碑帖。到政府部门工作
后，这种兴趣越来越浓，只要认为好帖就临写一番。到纪委
工作后，特别是深受宗书记爱好理念的启示，多看、多想、
多练变有了一些深层次的看法，经王林老师的多次点拨，使
我对学习书法，使我对书法方面的知识、认识和欣赏水平有
了较大的提高。现就学习谈一点感想和体会。

重在临。会写字的人很多，但只有熟练地掌握了书法的技法
和知识，才能从一般实用写字提高到以观赏为主的书法艺术
创作高度。我们学习书法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学什么、怎么
学”的问题?在实践中体会到，学习书法首先是从临帖开始。
既要临古人帖，拜古人为师，也要临现代人的帖。但是，为
主的应临古帖、名帖。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纵向取古，横向
取今”。在这方面先贤和当代大师们都论述得很清楚，我们
只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照着做就行了。启功大师在给书法
爱好者的信中说：“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斯为
下矣”。不管是谁的话，只要有理，就得听，学现在人最容
易象，但一象了，一辈子脱不掉，以后悔之晚矣。“写帖主
要抓结构，结构对了，点划的姿态即使全都删除，人家也会
说象某家、似某帖。”启功先生对临古、临今说得再清楚不
过了。

贵在勤。学习书法有“苦”、有“乐”，是苦中求乐。清
人“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的诗句，比较形象
深刻地说出了勤学苦练的道理。书法家冯国语先生的名
言“无情何必来斯世，有好终须累此身”，深刻地揭示了书
法家的博大胸怀和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他说：我练书法，
经过的是“五步炼狱”。龙跃天门，虎卧凤阙，神剑森列，
无羁走马，皆以临为先。帖拜名师，不慕虚名，凝神锤造。
此为一。心慕手追，别开蹊径，独创一格。此为二。广纳、
博取、能容，天地为师，人人为师。此为三。知识、人品、
涵养与之并辉。此为四。悟性为第五。何为悟性?“都道悟性
为第一，我言悟性是忘机。疾风骤雨张长史，落花飞雪僧布



衣，得骨得髓承前训，古风古貌不随俗。顿悟本来勤中生，
胸纳百川笔自逸。”可见，要想在书法艺术方面有所成就，
不经过勤学苦练，不经过深钻细研和认真地体验醒悟是不可
能的。但是，光靠“闷着头”苦练也是不行的，还有一个学
练的方法、窍门问题。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说：字不
是“练”好的，是“学”好的。学就是拿，拿就是学。要想
着自己是“写字”的，而“字”写得最好的是王羲之、颜真
卿这样的古人，如果不老老实实地向先贤们学习，不坚持到
传统宝库中去拿宝，“字”是写不好的。又说：马无夜草不
肥，人无外财不富。就学习书法来说，“外财”就是向外人
学习，向外人的优点学习，把外人的好东西都吸收甚
至“抢”过来。不向外人学习，就不能丰富和造就自己。
在“发外财”中，传统宝库里的外财最丰富，这个宝库对谁
都是敞开大门的，就看你去不去拿，是拿一件还是许多件，
是拿一次还是经常拿。人，不从别人那里拿来宝物是富不了
的!由此看来，只有把人的天赋和好学、善学的刻苦钻研精神
结合起来，做到有才华而不浅尝辄止，以全身心的投入，废
寝忘食的苦练，“退笔成山”的毅力，博学深思的悟性，才
能在书法艺术方面才思敏捷，得心应手，刚柔相济，创作出
气势恢弘，潇洒神飞，具有自己特点和风格的好作品来。

恒在情。对书法艺术的喜欢和爱好，是学好书法的前提和基
础。对于一种好的书法碑帖、一幅好的书法作品，常常是百
看不厌，百练不厌，爱不释手，看一次有一次的收获，练一
次有一次的提高。这就是感情所系，这就是艺术的魅力。没
有这种爱好和感情，是无法学好书法艺术的。

情感因素在书法艺术中是非常重要的，书法就是讲功力和情
性。有很多老同志功底很好，但情性不行，写得很死、很板。
功力是技法性的，情性是精神性的，这是两个不同的层面。
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要以心境平和、不激不厉的心态来进行
书法练习。这就既要有功夫，掌握规矩法度;又须见情性，奔
轶绝尘，蹈乎大方而不逾矩。所谓心手双畅，功情两全。使
心之所想、情之所感、意之所托、笔之所动跃然纸上，完成



挥洒才情、表露气质、张扬个性和扩散美感的生动过程。

书法训练心得体会篇五

四天的书法骨干教师培训匆匆而过，回顾这四天的培训，讲
座、练习、观摩、交流，多样的形式，在这炎炎夏日，如同
一缕清风，吹散萦绕于心头的迷雾，明晰了书法教学之路的
方向。

静心聆听诸位专家的讲座，字字珠玑，用心思索，寻找着推
开书法教学大门的钥匙。杨锷先生告诉我们书法教学需要我
们拥有睿智的双眼去捕捉研究的着力点，以独特的视角去解
读;徐贵明老师言传身教，巧妙点拨，让我知己不足，加紧自
身锤炼的步伐;王慧松教授妙招频出，让我明白书法教学不能
只凭满腔热情，亦应有道，当从学生的学习实际出发，不断
创新，研究出各个学生易于接受得教学妙招，努力营造学生
喜爱的妙趣横生的教学氛围。

观摩巫艳秋老师的'书法教学公开课，感叹于执教老师精湛的
教学记忆，精巧的教学设计，精到的精到的教学指点，精细
的教学环节，于是，我顿悟：书法教学不仅仅是写字技能的
训练，更是历史文化的传承，为人之道的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