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秧歌心得体会 玩秧歌心得体会小学
生(精选8篇)

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受到启发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
心得体会，这样我们可以养成良好的总结方法。优质的心得
体会该怎么样去写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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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秧歌心得体会篇一

秧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悠久，源远流
长。在现代社会，秧歌不再仅仅是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它成
为了人们文化娱乐、交流、展示的一种方式。而在小学生们
研习秧歌时，他们除了能感悟到其中文化内涵，更能体验到
其中的乐趣和快乐。

第一段：有趣的历史文化

秧歌起源于古时候的农民工人，经历了多代人的发展，形成
了多样化的秧歌舞蹈。在小学生的研习中，他们会得知秧歌
在古时候是农民工人在田间劳作后的一种休闲娱乐和社交形
式，是农村中一种特殊的传统体育运动。同时，秧歌内容传
承着中国传统的土风、民俗、神话等丰厚文化内涵。对于孩
子来说，这些内容并非枯燥无味，而是有趣的历史文化，能
够引起他们的兴趣和好奇心，让他们在玩乐中学知识，增长
见识。

第二段：团队协作意识的培养

秧歌活动需要团队配合和协调，这也是小学生们在研习中学
会的重要一课。在秧歌舞蹈中，一个团队需要齐心协力，紧
密配合，才能完成一套完整的舞蹈。这需要孩子们之间除了
需要相互依靠，还能够互相信任和合作。当孩子意识到自己



在团队中不是孤军奋战的时候，他们会感到成就感和归属感
的增强，在团队合作中体会到成功的喜悦，这将对他们今后
的人际交往和社交生活起到深远的影响。

第三段：身心锻炼的好方法

秧歌是一种舞蹈运动，能够锻炼孩子们的身体。而在家长们
越来越注重培养孩子健康的时代，秧歌舞蹈成了一个不错的
选择。通过合理的动作设计，秧歌可锻炼孩子身体的灵活性，
增强孩子们的协调能力，提高孩子们的运动水平。在活动过
程中，孩子们通过大量的运动，也可以释放压力，缓解疲劳，
加强身心的健康。

第四段：秧歌带来的愉悦和享受

秧歌舞蹈是一种节奏感强、激情跳动的运动，能够带给人们
愉悦和享受。而在小学生们的研习中，不仅需要孩子们在玩
耍中感受到快乐和愉悦，同时也需要让孩子们感受到秧歌舞
蹈所蕴含的文化和历史价值。在秧歌表演中，也可以让孩子
们体会到合作以及他人的助力与关怀可以带来的快乐，这无
疑也会给他们带来聚集和感受共同价值的机会。

第五段：文化传承和发扬

秧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秧歌这种形式，
传递了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观等深刻内涵。而小学生研习
秧歌，也是为了传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精神。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环境中，选择秧歌作为教育内容，有
利于培养传统文化情趣和实践技能。这些积淀下来，最终是
凸显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魅力，帮助孩子们更好的领悟中
华文化和历史的底蕴。

总之，秧歌舞蹈不仅是一种活动，更是一种蕴涵丰富文化内
涵的特殊艺术形式，是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小学生研习秧歌中，他们能够感受到其中的乐趣和快乐，
锻炼身体素质，提高团队协作意识和归属感，同时也快速的
融入到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因此，我相信，秧歌舞蹈暨其所
传承的中华文化必定能为我们今后的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带给人们更多的幸福和快乐。

秧歌心得体会篇二

阳光普照，冬日和煦，在这温馨和谐的日子里，我们学校师
生团聚在一起，举行校园活动广播体操比赛，这将是各个班
级集体力量、团结、健康、向上的一次展示，这也是青春活
力的一次大检阅。本次大赛筹备工作时间紧、任务重，有关
老师特别是体育老师和班主任老师付出了大量辛勤的劳动，
积极主动地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许多班级的班干部带领同学
们精心策划、刻苦训练，体现了我们南坞一中师生奋发向上
的精神风貌。正是通过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才保证了大赛
的如期举行。为此，我谨代表学校向本次比赛的举行表示热
烈的祝贺!向为本次比赛付出辛勤汗水的老师、同学表示衷心
的感谢!

近年来，我校坚持教育创新理念，不断加强教育现代化建设，
不断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学校在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学质
量的同时，始终坚持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大力推进素质教育，
特别注重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我校广播操比赛的举办，正
是我们全力创办理想教育，开展阳光体育运动的具体表现，
也给予了同学们一个自我管理、自我发展个性特长的舞台。
这次比赛是对同学们心理素质、体育素质、体育运动水平的
一次测试和验收，也是对全体学生组织纪律和精神风貌的大
检阅。我相信，我们的同学一定能在这次活动上大显身手，
充分展示自己平时刻苦训练的成果。同时我也希望，通过这
次比赛进一步推动我们学校体育活动的蓬勃开展，让同学们
学会健体，学会强身，真正成为不但学习好、更要身体棒、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望每位同学精神饱满，斗
志昂扬，拼出成绩，赛出风格。让青春的活力迸发在赛场上



的每个角落。发扬更高、更快、更强的奥运精神，安全参赛、
文明参赛、规范参赛。

同学们，初中阶段是人的身心发育趋向成熟的转折时期，也
是初步形成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阶段。在这一阶段进行规范
的体育锻炼，可以促进身体的生长发育，使身高增长，体重
增加，呼吸机能和心脏功能提高。因此，规范的体育锻炼是
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最有效、最积极的手段。今天的广播
操比赛，虽然没有运动会的规模大，项目也单一，但意义深
远。因为所有规范的运动都让人健康，让人快乐，所有规范
的运动都锻炼人的意志和心理，也有助于培养我们的竞争意
识、协作精神和公平观念。这次比赛，不仅丰富了校园的文
化生活，也是各班级集体意识、竞争意识、团队合作精神、
顽强拼搏精神的综合展示，希望各班级能赛出友谊、赛出风
格、赛出优良的水平，赛出最佳的形象。并将这种风格与水
平保持和发扬下去，让南坞一中响亮的口号和高水准的课间
操融为一体,成为一道靓丽的校园风景线。让这种风格和精神,
帮助同学们在成功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我校今天进行的广播体操比赛给参赛全体同学提供了一个展
示活力与健美的平台，希望同学们本着“友谊第一，比赛第
二”的体育宗旨，协调一致，团结一心，赛出风格，赛出水
平，赛出形象!希望同学们以这次活动为契机，在今后的学习
中发扬广播操比赛中的拼搏进取精神，发扬比、学、赶、帮、
超的良好校风，力争取得学习的进步!也希望同学们，在今后
的每一次做操时间里，认真做好这一套广播体操，为自己的
健康人生奠定坚实的基础!

让我们共同努力，为推动我校体育运动及各项事业的发展做
出新的贡献!

预祝本次比赛圆满成功!各班取得好成绩!

谢谢大家!



秧歌心得体会篇三

陕北秧歌是一种独特而古老的民间艺术形式，起源于中国陕
西省北部地区。它作为一种集体舞蹈和歌曲的组合，通常在
春季的农田中演出。秧歌舞蹈的动作优美婉转，歌曲的旋律
动听节奏感强，秧歌的演出被视为一种丰收的庆祝和表达幸
福的方式。秧歌的意义不仅仅流露在艺术上，更是集中体现
了陕北人民朴实热情的性格和追求幸福的心态。

第二段：秧歌的表演形式与特点

陕北秧歌的表演形式多种多样，常见的包括四男四女秧歌、
妇女秧歌、百花秧歌等。其中其中四男四女秧歌以男女四人
为舞蹈核心，展现男人的英勇和女人的柔美，将男子豪放热
情和女子婉约温柔相融合。而妇女秧歌则着重展示了女性的
勤劳和热情。秧歌的表演特点是简洁、明快，配以优美的舞
步和动听的歌声，让人欢快和愉悦。

第三段：秧歌文化背后的内涵

陕北秧歌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式，它展现出的文化内涵更是
丰富而深远。秧歌舞蹈中传递的农耕文化和民间信仰，使人
们对于陕北地区长期以来的农耕经济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
同时，秧歌也传递着对于生活的热爱和对于幸福的追求。在
丰收季节的欢庆中，秧歌承载着人们的喜悦和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

第四段：秧歌在现代的发展

随着时代的发展，陕北秧歌在现代社会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
展和创新。秧歌演出不再局限于农田中，而是走进了城市中
心的舞台，通过电视节目和各种演出形式得到广泛传播。同
时，现代舞蹈的创新也融入到了秧歌中，使其更具有现代感
和观赏性。秧歌的发展使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这一陕北特有



的文化艺术形式。

第五段：秧歌带给我的心得体会

作为观众，我每每欣赏陕北秧歌的演出都会被其生动和热情
所深深打动。秧歌的舞蹈动作展现出了舞者们的灵活和协调，
旋律婉转动听的歌声使人心旷神怡。陕北秧歌更为我展现了
一种朴素的、热爱生活的精神。看到秧歌舞蹈中舞者们的笑
容和眼神中流露出的喜悦和幸福，我也感受到了他们对于生
活的热爱和追求。陕北秧歌不仅仅是一种舞蹈形式，更是一
种情感的交流和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总结：

陕北秧歌作为一种古老的、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它蕴
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对于幸福生活的追求。通过秧歌舞蹈
和歌声，人们感受到了陕北地区独特的农耕文化和民间传统，
也感受到了来自人们内心的喜悦、热爱和对于美好生活的向
往。随着时代的发展，陕北秧歌在现代社会中得到了更广泛
的传播和发展，它的热情和活力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作为观众，我对陕北秧歌所表达的情感和文化有了更加深刻
的认知和理解，也对生活有了更加积极向上的态度。

秧歌心得体会篇四

1. 春节是一年当中最隆重最盛大的节日。春节正悄悄地向我
们走来，大街小巷都洋溢着节日的气息，各个商场里人山人
海，热闹非凡，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子们手里都是大包小包
的，脸上洋溢着节日快乐的笑容。

2. 汤圆粘，人团圆，红烛花灯闹佳节，欢乐阖家欢。鞭炮声
声笑开怀，渐无语，星阑珊，月光如水照无眠。元宵春风暖。
祝元宵节愉快！



3. 盼啊，盼啊，春节终于来临了，伴随着时钟的敲响，我们
又迎来了美好的传统佳节-春节。我满怀激动地呼喊着：“新
年到了！新年到了！”啊！新年多么美好啊！我兴奋地在家
中来回地跑着，抑制不住自己喜悦的心情。

4. 这个舞蹈讲究仪态优雅，舞步轻快，舞感要美。这个舞蹈
的伴奏正是“乐圣”贝多芬的月光曲。这首曲子的节奏十分
快，所以舞蹈的`难度也很大！

5. 台上灯光，一片柔和。一朵朵含苞待放的花蕾，吸着丝丝
春雨，正徐徐绽放。盛开的荷花伴着阵阵缥缈的云烟又慢慢
飞入九天，一个身着粉红纱衣的少女，撑着淡黄的油纸伞，
翩翩起舞，如仙女，似蝴蝶，犹碧玉。蒙蒙细雨中，十几个
撑着伞的绿衣姑娘，如绿叶一般，娇翠欲滴。风吹叶动，那
位红衣姑娘犹如一朵带露的荷花，在一片片绿叶的掩映下，
婷婷玉立，娇艳动人。好一片蒙蒙细雨！好一个走雨姑娘！

6. 元宵佳节话红灯，此花只为福来生，福来运转祈洪恩，火
树银花步高升，且等吉祥香渐人，再取福气点福灯，一纸康
康精气韧，新年要展宏图风。

8. 宵节的灯展似星光璀璨，如银杏花绽同金星比美，流光四
溢绽放美丽芬芳，汤圆的飘香猜谜笑声不断。祝福朋友宵节
乐，甜蜜问候声声贺！

9. 她用她的长眉，妙目，手指，腰肢；用她髻上的花朵，腰
间的褶裙；用她细碎的舞步，繁响的铃声，轻云般慢移，旋
风般疾转，舞蹈出诗句里的离合悲欢。

10. 威风雄狮昂首啸，锣鼓喧天踩高跷。花团锦簇扭秧歌，
火树银花到晨晓。千家万户歌舞蹈，男女老少全家跳。开怀
畅饮团圆酒，幸福美满皆欢笑。愿你春节乐开怀！

11. 冬去春来，年复一年，后来，万年经过长期观察，精心



推算，制定了准确的太阳历，后来为了纪念万年的功绩，便
将太阳日命名为“万年历”封万年为日月寿星，以后，人们
在过年时挂上寿星图，据传说就是为了纪念万年的。

12. 乐曲表现了我国人民在传统节目里热闹欢腾，喜气洋洋，
敲锣打鼓载歌载舞的情绪。

13. 粉红玫瑰香紧身袍袍袖上衣，下罩翠绿烟纱散花裙，腰
间用金丝软烟罗系成一个大大的蝴蝶结，鬓发低垂斜插碧玉
瓒凤钗，显的体态修长妖妖艳艳勾人魂魄。

14. 元宵礼物到，感觉暖如春，为你送上一碗热乎“汤圆”，
“圆”你心情天天如十五的月亮般明朗，“圆”你的福运当
头牛气冲天，“圆”你幸福安康吉祥！

15. 此时箫声骤然转急，少女以右足为轴。轻舒长袖，娇躯
随之旋转，愈转愈快。忽然自地上翩然飞起。百名美女围成
一圈，玉手挥舞，数十条蓝色绸带轻扬而出，厅中仿佛泛起
蓝色波涛，少女凌空飞到那绸带之上，纤足轻点，衣决飘飘，
宛若凌波仙子。大殿之中掌声四起，惊赞之声不绝于耳。

16. 团团圆圆，甜甜蜜蜜，和和美美，顺顺利利！

17. 这样的中秋，大抵因为太快乐，常常顾不上想家。玩得
尽兴而归，才想起给家里打个电话。深更半夜里，母亲被电
话扰醒，还不忘问我吃了月饼。那年月，一家四口人，分三
地。天上一轮明月，地上彼此相望。中秋的月儿圆，人却不
团圆。

18. 在许多次起舞的情况下，我感觉触到某种神圣之物，在
那些时刻，我的灵魂飞翔，与万物合一。我变成星，也变成
月，变成爱者与被爱者，胜利者与被征服者，主人与奴隶，
变成歌手与歌曲，知者与知识。



19. 你舞姿轻灵，身轻似燕，身体软如云絮，双臂柔若无骨，
步步生莲花般地舞姿，如花间飞舞的蝴蝶，如潺潺的流水，
如深山中的明月，如小巷中的晨曦，如荷叶尖的圆露，使我
如饮佳酿，醉得无法自抑。

20. 在中秋佳节之即，让我们向辛勤哺育我们的父母，无私
奉献的老师们真城说一声：您辛苦了！我们会努力学习文化
知识，长大成为祖国有用之材，为国家的建设，民族的振兴，
奉献自己的力量！

21. 元宵灯会花灯美，人人沉浸欢乐颂，缤纷夜晚伴笑颜，
浓浓思念一线牵，用爱编织彩灯悬，温馨祈祷梦实现，甜蜜
祝福群灯现，百花争艳红火绽，祝元宵快乐，幸福环绕。

22. 春节到了，小朋友们便早早起床，来到爸爸妈妈的房间，
开始了传统的拜年仪式了。小朋友们对父母说着一些吉祥话
儿，爸妈就拿出压岁钱，让小孩子们高高兴兴。大家都希望
今年能够吉祥如意，招财进宝。

23. 春节快到了，人们都忙碌起来。去集市上转转，就会发
现市场上的年货很多，购置年货的人们摩肩接踵，甚是拥挤。
偶尔注目各色各式的花炮，便有了一种冲动，似乎快过年了
应该高兴起来，然而我却很少有喜庆的感觉和释然的心情。

24. 形容池水凄凄万人，顺口溜喝水时都是拿杯子先对准水
龙头。

25. 在这团圆之夜，在坐的许多老师，为了传播知识的种子，
远离了故乡，亲人，耕耘在三尺讲台；许多同学们，为了吸
取知识的甘露，告别了家人，朋友，求索于知识的海洋。

26. 灯火阑珊花千树，克里斯汀甜饼屋。黄昏漫步南京路，
情不自禁发祝福。都市流行骑马舞，乡村烟花与爆竹。灯谜
写满吉祥话，谜底全是祝福语。合家幸福，元宵快乐！



27. 大家敲锣打鼓，迎接凯旋的奥运健儿。

28. 家人下楼点燃鞭炮，顿时满城近带鞭炮声，震耳欲聋，
花炮升腾五彩斑斓，整个城市沉浸在烟花爆竹声中。

29. 满载一车幸福，平安为你开道，梦想与你拥抱。寒冷冬
天将近尾声，让温暖对你关照，这个元宵节，就等着幸福吧！
祝您及您的家人元宵节快乐！

30. 经典放下扇子，形容但我们知道阳光就在不远处。

31. 过新年，穿新衣，喜笑颜开美滋滋；踩高跷，扭秧歌，
热热闹闹笑开怀；放鞭炮，挂红灯，吉星高照福无边；送祝
福，不停歇，情意满怀暖你心：祝新春快乐，好运如潮！

32. 为了让我们的节日过得更加快乐，学校为我们举行了五
月的鲜花闭幕式暨六一文艺汇演。我们全校的师生都相聚在
体艺馆上，参加比赛的选手们一个个精神抖擞、信心百倍，
都想在这场比赛中大显身手、一展风采。

33. 雪花徐徐飘下，如芦花，似柳絮，像轻悠悠的鹅毛，无
尽无休地飘着，飘着，宛如那美丽地银蝶在院中翩翩起舞，
又像一群穿着纱群的小舞女，伴着天空传来的音乐，轻轻盈
盈地在空中飘舞着，旋转着，跳着动人的舞蹈。那么轻快的
身影，那么飘逸的舞姿，每一片晶莹的雪花都像一曲婉转、
悠扬、清新的轻音乐，都仿佛是一首轻快、和谐、明丽的小
诗。

34. 元宵节到了，愿你快乐。

35. 一些露水飘落在小花小草上，使在大地上翩翩起舞的舞
者们，此刻共饮露水们甘甜的乳汁呢！白天它们在广垠的大
地上跳着轻盈的舞蹈，那优美的舞姿、那轻快的步伐，那婀
娜多姿的身影为人类洒下、留下最鲜艳最美丽最快乐的一刻。



而露水甘愿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为他人着想这才是生命的真
正的意义。

36. 在这个夜晚，月亮显得异常明亮，我们，在饭后赏月，
看着这月亮，我不禁联想到了嫦娥，她为了自己的丈夫，不
惜自己飞向遥远而寒冷的月球，真令人感动啊！

37. 人们敲锣打鼓披红挂绿地欢送他们这批光荣参军的小伙
子。

38. 圆圆的月亮圆圆脸，漫漫人生细细品，记忆长河最美是
元宵的彩灯；隆隆的炮声暖暖心，甜甜汤圆美美味，流金岁
月最甜是朋友送的祝福：全家幸福万事皆圆！

39. 白雪飘啊飘，鹿铃敲啊敲，甜蜜的平安夜快来到！舞姿
儿摆摆，心愿儿翱翔，快乐的圣诞多美好！短信悄悄，祝福
早早，愿你圣诞开心乐陶陶！

40. 今晚的月亮张开了笑脸，象似把我俩纳入腹中；今晚的
灯光分外明亮，象似把我俩的秘密披露；今天的元宵白白，
招换心上人来来！

41. 正月十五是元宵，佳节送来喜气多多，愿你合家欢乐团
圆多多，爱情甜蜜美满多多，事业腾飞发财多多，生活幸福
快乐多多，吉祥如意好事多多！元宵节快乐！

42. 春节的鞭炮，一片喧闹。时而，如星星点点，在夜空中
炸响；时而，如滚滚雷声，轰鸣不断。

43. 人们只是在扬铃打鼓,虚张声势,不用管他们。

44. 农历五月初五，是家乡最有特色的日子――端午节。虽
然端午节是中国人民中一个十分盛行的隆重节日，无论在中
国南方还是北方，都有过端午节的习俗。但我感觉，南方的



端午节要比北方的更有意思，气氛更浓郁，更能表现端午节
特色。

45. 送你一碗七彩汤圆，祝你生活多姿多彩，好梦圆圆。送
你一碗金银汤圆，祝你事业兴旺发达，荷包满满。送你一碗
吉祥汤圆，祝你阖家平安健康，幸福团圆。元宵节快乐。

46. 至清代,又增加了舞龙、舞狮、跑旱船、踩高跷、扭秧歌等
“百戏”。

48. 微风拂过，荷花摆起了舞姿，小水珠在荷叶上不安分的
跳动着，好象要比水跳的高，淡淡的清香迎风吹来，沁人心
脾，似乎香气也是淡粉色的，梦幻一般轻轻地笼罩着世界。

49. 粉面上一点朱唇，神色间欲语还羞。娇美处若粉色桃瓣，
举止处有幽兰之姿。一袭明黄淡雅长裙，墨发侧披如瀑，素
颜清雅面庞淡淡然笑。

50. 正月十五吃元宵，元宵可不能吃多了，糯米外皮胃难消，
高脂高糖油脂可不少，早餐勿吃别夜宵，营养都在汤里找。
十五养生一句话，多喝汤来少元宵。

51. 正月十五闹花灯，焰火惊艳添福运，舞羊舞狮普天庆，
且看且叹不须停。热火朝天贺元宵，万家团圆福气绕，祥瑞
扑面跟你跑，幸福日子更美好！

52. 元旦除夕没谋面，宵夜早茶没约见，节前假后没做伴。
相会团圆暂无缘，思念惦记梦无限。祝元宵节快乐！

53. 春节前后没谋面，节前假后没做伴，宵夜早茶没约见，
相会团圆暂无缘，朋友情谊记心间，思念惦记梦无限。眼看
春节要过完，只好发个短信照个面！元宵快乐！

54. 雪花徐徐飘下，如芦花，似柳絮，像轻悠悠的鹅毛，无



尽无休地飘着，飘着，宛如那美丽地银蝶在院中翩翩起舞，
又像一群穿着纱群的小舞女，伴着天空传来的音乐，轻轻盈
盈地在空中飘舞着，旋转着，跳着动人的舞蹈。那么轻快的
身影，那么飘逸的舞姿，每一片晶莹的雪花都像一曲婉转悠
扬清新的轻音乐，都仿佛是一首轻快和谐明丽的小诗。

55. 祝君元宵佳节：玉树银花，君户当门观瑞雪；欢歌笑语，
君家把酒赏花灯。春夜灯花，几处笙歌腾朗月；良宵美景，
君家箫管乐丰年。

56. 敲锣打鼓迎春节，大街小巷人如潮。秧歌跳出新年乐，
龙灯舞出吉祥绕。鞭炮声声送福到，短信句句如意保。愿你
新年万事顺，幸福美满乐淘淘！

57. 天朗气清、阳光和煦。远处天空白云点点，近处人们喜
气洋洋。鞭炮声声，惊起栖息在树上的鸟儿们阵阵盘旋；彩
旗飘扬，映着人们灿烂的笑容格外鲜艳；花儿朵朵，衬托着
城市格外美丽；那一点一滴，一景一幕都如此幸福和谐，甜
蜜幸福充满了整个城市。

58. 打打太极，心气平和；跑跑长跑，气血通畅；扭扭秧歌，
心情舒坦；动动腿脚，身强体健。全民健身日，愿你炼出健
康体魄，幸福一生！

59. 辉煌月色璀璨星，红火灯节五彩缤。人头攒动歌声扬，
四面高唱谜奖嬴。欢声扬空圆月笑，天上人间共此宵。只盼
团圆甜蜜蜜，合家美满幸福溢。元宵节快乐！

60. 清颜白衫，青丝墨染，彩扇飘逸，若仙若灵，水的精灵
般仿佛从梦境中走来。天上一轮春月开宫镜，月下的女子时
而抬腕低眉，时而轻舒云手，手中扇子合拢握起，似笔走游
龙绘丹青，玉袖生风，典雅矫健。乐声清泠于耳畔，手中折
扇如妙笔如丝弦，转、甩、开、合、拧、圆、曲，流水行云
若龙飞若凤舞。



62. 2月4日，车队抵达昆明时，鞭炮齐鸣，锣鼓喧天。云南
省省长设宴招待美国人。

63. 你的指尖划出令人痴迷的弧度，旋转在寂寞的边缘。头
发与裙角在午后微弱却依旧温暖的斜阳中飘散，仿佛全世界
都投入到韵律中，我听到了时间断裂的声音，因你的舞动，
你像一只悲傲的雀，身躯辗转缠绵。

64. 挂上几盏五彩荷灯，牵动你心湖快乐的涟漪，敲响一声
声佳节的晚钟，让我的祝福在你的心里悸动，深夜里，丝丝
缕缕的微风带来我的牵挂，祝你元宵快乐！

65. 人生漫途，一杯妙酒，手抚一琴，月光渺渺，酒醉彷徨，
乍然看去，月下美人，月中曼舞，曼妙舞姿，忽起一声，香
魂淡去。

66. 元宵圆，汤圆圆，团团圆圆过大年！迎新年，贺新春，
欢欢喜喜过大年！祝福您和您的全家：元宵节平安快乐多康
福！

67. 年近而立，孩提时代积攒的或多或少的好印象随之趋淡，
不再是鞭炮烟花水饺压岁钱的年代，不再憧憬自己又长了一
岁，见识又多了一成，与其说春节是个最快乐的时候，不如
说是个让人猛然意识到年龄为之衰老、责任为之重大的关口。

68. 烟火弥天，华灯满市，今宵明月天下圆；岁岁歌声，翩
舞升平，余音缭绕意未尤；巷陌纵横，南北相庆，普天欢腾
共此时；元宵佳节，万千祝福，尽在不言中。

69. 把时间送给了票子，把梦想送给了房子，把奔波送给了
车子，把精力送给了孩子。但无论如何忙碌，我一定记得要
把祝福送给你：愿你顺风顺水顺心，一年顺利！

70. 大街上人来人往，大家有的去拜年，有的去买年货，有



的全家人去旅游，好一派喜庆的样子。

71. 至清代，又增加了舞龙、舞狮、跑旱船、踩高跷、扭秧
歌等“百戏”内容，只是节期缩短为四到五天。

72. 在这次比赛中，他们整齐和谐的节律，铿锵优美的舞步，
舒展灵活的动作，舞出了青春的活力，舞出了时代的风采，
呈现出校园内一道靓丽的风景。

73. 我和爸爸妈妈出门去玩，我们一出门，就看到街上非常
热闹，空气里荡漾着炮竹的硝烟味，人们都穿上节日的新装，
个个喜气洋洋。对于我们孩子来说，新年更高兴了。我手上
拿着红艳艳，黄澄澄，绿盈盈的气球，笑个不停。

74. 春节是我国各民族的传统节日，100多年前，民间艺
人“百本张”曾在他的曲本中这样写道：“正月里家家贺新
年，元宵佳节把灯观，月正圆，花盒子处处瞅，炮竹阵阵喧，
惹得人大街小巷都游串。”这历史上关于岁首春节的生动定
照。

75. 又是一年喜佳节，龙年元宵更欢腾。吃汤圆赏花灯猜灯
谜，闹得又一年好日子红红火火；舞龙舞狮扭秧歌，跳得又
一载事业飞黄腾达家庭兴旺！元宵节快乐！

76. 姑娘们唱起悦耳的民歌，手拉手地跳着。一会儿合成小
圆圈，就像含苞欲放的花莆，一会儿扩成大圆圈，又像是怒
放的鲜花。

秧歌心得体会篇五

秧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尤其在农村地区，
秧歌更是一种传统的舞蹈形式。而秧歌比赛则是对秧歌表演
的一种评比活动，通过比赛来促进秧歌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作为参赛者，我有幸参加了一次秧歌比赛，这是一次难忘的



经历。

第二段，分享秧歌比赛前的准备和体验

参加秧歌比赛前，我们需要认真准备，学习秧歌的舞步和要
领，同时还要精心设计队伍的服装和道具。在比赛中，我们
队员们身穿统一的花衣裙，头戴一朵大红花，手捧着稻穗，
兴高采烈地跳着舞蹈。在这个过程中，我深深感受到了秧歌
这项传统艺术的美妙和艰辛，更加珍惜了每一个舞步、每一
朵花。

第三段，回顾比赛过程和收获

在秧歌比赛中，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和挑战。比如台风来袭，
我们的许多道具被风吹散，但我们还是坚定地站在舞台上，
完成了整个比赛。这种困难与挑战让我们更加珍惜胜利，也
让我们在比赛中获得了更多的体验和收获。在比赛过程中，
我们不仅锻炼了自己的意志和毅力，还结识了来自各地的各
种人才，更加体会到了秧歌比赛作为一项传统文化活动的非
凡魅力。

第四段，分享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在秧歌比赛中，团队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大家需要一起紧密
合作，理解和协助彼此，用自己的力量来支持整个队伍。我
们需要互相支持，互相鼓励，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团结在
一起。这种团队合作精神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完成比赛
任务，还可以为我们在之后的工作和生活中提供很多有益的
启示。

第五段，总结秧歌比赛的意义和价值

秧歌比赛是我们认识和传承传统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通过
参加这样的比赛，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秧歌这个传统文



化中的精髓，更好地传承和发扬秧歌文化。这种比赛不仅可
以培养青少年的团队协作能力，增强集体荣誉感，还可以激
发大家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为社会的多元化和丰富化贡献一
份力量。

秧歌心得体会篇六

东北秧歌给人一种欢乐、热烈、放松豪放的感觉。小编整理
了东北秧歌的风格介绍，欢迎欣赏与借鉴。

今天的东北秧歌形式诙谐，风格独特，广袤的黑土地赋予它
纯朴而豪放的灵性和风情，融泼辣、幽默、文静、稳重于一
体，将东北人民热情质朴、刚并济的性格特征挥洒的淋漓尽
致。稳中浪、浪中梗、梗中翘，踩在板上，扭在腰上，是东
北秧歌的最大特点。同时，花样繁多的“手中花”，节奏明
快富有弹性的鼓点，哏、俏、幽、稳、美的韵律，都是东北
秧歌的风格特征.。

始终保持前倾，出脚时，踢抬有力，收回时，落地快而扎实，
使膝部规律性的顿性和手绢花翻转时的爽利结合起来，形成
了东北秧歌特殊的体态律动，即人们称之的“眼劲”，这
种“眼劲”与本地人民刚强不屈的性格相吻合。如王晓燕跳的
《大姑娘美》通过她的那双会说话的眼睛，一颦一笑，嗔怪
娇状，再加上爽朗的舞蹈动作，将一个泼辣、任性又对爱情
充满执着的东北gu娘的哏、俏、幽、稳、美的风格表现的淋
漓尽致。

高跷，不仅是形成舞蹈体态特征的原因，同时也是形成秧歌
律动的根本原因。秧歌的基本动律表现在“走相”、“稳
相”、“鼓相”及手绢花等主要动作元素中。

（1）“走相”里的走场步，是一种流动步伐，该步伐不同于
中国古典舞的圆场步，特点在于其动作膝步松弛、脚腕略勾、



后踢、落地同时膝部略加控制，形成带有“衬劲儿”的一步
一顿的动感特点；步伐可以收得很小，也可以放得很大，甚
至跑起来，舞蹈表演中在这种步态中变换各种路线，两者的
结合，体现出一种洒脱、流动的`美感。“走相”里还有矮子
步、前踢步等，表现的则是风趣、幽默、滑稽、诙谐的情调，
给人以哏、俏等美的慰藉。

（2）“稳相”在秧歌中称为静态性动作，这类动作稳而俏，
有着把外在动作瞬间转化为内在节奏的动感，给人以既稳重
又俏浪的美感。常见的舞蹈动作有：单扶肘、胸前立掌、双
扣手等。

（3）“鼓相”是表达人物思想的重要手段，不同性格人物运
用不同的叫鼓。鼓相动作多由叫鼓、连鼓、翻身、鼓相组成，
是一个综合体。叫鼓有“一鼓”、“二鼓”、“五
鼓”、“十二鼓”，其中“五鼓”最具动作的典型性。

（4）“手绢花“动作有挽花、片花、胸花、缠花、跷花、抖
花、甩花、分合花等几十种，还有上旋花、顶花、立花、立
旋花、甩旋花、回旋花等高难度舞蹈手绢花技巧。如荣获首
届中国舞蹈《荷花奖》特别奖的群舞《绢花》，红、黄、蓝、
绿色的手绢花，如真如幻，似花似蝶，若火若云，在舞者全
身上下、左右前后、头顶、肩侧、肘旁、膝下、怀中、腰际、
背脊、面庞到处闪耀开放，使整个舞台呈现出翻飞流逸的景
象。尤其是那舞者向外抛出一丈多远后如魔术般又回到演员
手里的回旋花，更是妙不可言。如在吉林省第一届艺术节吉
林市女中的学生表演的舞蹈《下雪了》，演员身穿天蓝色的
服装头戴白色的围巾，手上是白色的手绢，在《下雪了》的
舞蹈音乐中，16名女孩转动手中的手绢，运用东北秧歌中手
绢花的技巧“旋花、顶花、立花、立旋花”加上队形的变化，
背景是我们吉林市的江边的雪柳，满台是白色的手绢在飞，
好似雪花在漫天飞舞，象一幅画展现在我们眼前，真是寒江
雪柳，玉树琼花。好一片北国风光，真是太美了。



秧歌心得体会篇七

舞蹈秧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之一，许多年轻人都对它充
满了热爱和向往。作为一名舞蹈爱好者，我近期参加了一次
舞蹈秧歌培训班，经历了一段充实而有趣的学习过程。通过
这次培训，我深深体会到了舞蹈秧歌的魅力，也收获了许多
宝贵的感悟和体会。

第二段：秧歌的起源和特点

秧歌是中国传统民俗舞蹈的代表，它起源于古代的农耕生活。
它的舞蹈动作端庄大方，充满韵律感，具有独特的节奏和魅
力。通过秧歌舞蹈，人们可以表达对丰收和幸福生活的祝福
与向往。在秧歌的舞蹈过程中，舞者们的面对面、手拉手、
排成队列等等动作自然流畅，既注重整齐划一的动作，又注
重舞者个体的表达，体现出集体与个人的完美结合。

第三段：舞蹈培训带来的收获

通过这次舞蹈秧歌培训，我不仅学到了舞蹈基本功，还了解
了更多秧歌在传统文化中的意义。舞蹈秧歌不仅要求舞者在
表达上要具备完美的技巧，更要求舞者能够将自己与集体完
美融合，形成整体的美感。在培训班中，我学习到了正确的
舞蹈姿势和动作技巧，同时还锻炼了自己的协调能力和灵活
性。在排练中，我与同伴们相互配合，共同进步，体验到了
团队合作的魅力。

第四段：舞蹈秧歌带给我的成长

舞蹈秧歌不仅仅是一种技巧性的舞蹈，更是一种精神和文化
的表达。在学习和表演的过程中，我不仅锻炼了身体，更坚
定了自己对艺术人生的追求。秧歌舞蹈教会了我如何感受和
表达情感，使我对自身和集体的专注度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通过在舞蹈表演中展现自己，我找到了一个可以发挥自己才



华的舞台和展示自我的机会。这些经历不仅让我自信心大增，
也为我的未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五段：秧歌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秧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是我们中华儿女共同的
文化记忆。通过参与舞蹈秧歌培训，我意识到传统文化的传
承与发展的重要性。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我们应该加强对
传统文化的学习和保护，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
化。只有将传统与现代艺术相结合，才能使舞蹈秧歌在现代
社会中焕发出新的光芒，并传递给更多的人。

总结：

通过这次舞蹈秧歌培训，我深刻感受到了舞蹈秧歌的魅力和
韵味。它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表达方式，更是一种精神和文化
的表达。在舞蹈秧歌的学习过程中，我不仅获得了舞蹈技巧
的提升，更培养了自信心和协作能力。同时，通过学习传统
文化和舞蹈秧歌的结合，我更加坚定了传承和发展中华传统
文化的信念。秧歌舞蹈让我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
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向艺术天地的大门。

秧歌心得体会篇八

春节我在河南姥姥家过的，乡村过年虽然不象北京那么繁华
但也非常热闹。

刚到姥姥家，就被表姐拉着去看扭秧歌，原来，村里有个秧
歌队，我的姥姥、二姥姥都是秧歌队员。为增加过节的喜庆，
逢年过节都要锣鼓喧天地表演几场。

等了好长的时间，好不容易才开始演出，乐队在前，有打鼓
的，有吹笛子的… …。有个骑毛驴的老太太，是一位伯伯扮
演的，样子很是滑稽：矮矮的个了，瘦长的黑脸膛擦着厚厚



的粉底，粉红的腮红，红红的嘴唇，小小的眼睛睁不开似的
眯着，枯黄的假发在脑后挽了一个小发髻，戴一头绢做的红
花，穿着绿上衣，红裤子，摇头晃脑的，拿着小鞭子一摇一
摇地在前边开道。

姥姥、二姥姥穿着扭秧歌的衣服、头戴大红花排在第一排，
舞动扇子，随着音乐就走两步退两步地扭起来，扭秧歌的全
是女的，不像拉丁舞一样有男有女。秧歌队有40多人，好长
的一个队伍象一条舞动的龙！ 还有几个人扮成娃娃、孙悟空
的、唐僧，猪八戒、沙和尚的在后压镇… …。

看秧歌的人特别多，几乎全村人都出来了，真引人注目！姥
姥她们走的很远，整个村的四条街道都要扭一遍。

表演完之后，我连忙过去帮助姥姥拿东西，我问姥姥累吗？
高兴吗？，姥姥说：不累，很高兴。原来带给大家欢乐自己
才能更快乐！

我和姥姥、姐姐一起愉快地回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