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戏曲培训心得体会 戏曲进校园心得体
会(汇总5篇)

我们得到了一些心得体会以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
心得体会，这样能够给人努力向前的动力。那么你知道心得
体会如何写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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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曲培训心得体会篇一

今天，柳林四小举行了“戏曲进校园”活动，目的是为了让
我们了解河南豫剧文化，品味豫剧之美。

“戏曲进校园”活动，第一场从下午2：00开始，通过专业老
师们及主持人的表演讲解，50分钟让我们明白了什么是豫剧，
传统豫剧的配乐乐器有哪些？有什么经典的豫剧等等。我们
班看的是第一场。首先以《穆桂英挂帅》作为开场，里面的
穆桂英长相十分秀丽，但气势却毫不输于男子，扮演穆桂英
的老师可谓是通过一个眼神一个手势来给我们传递穆桂英的
神态。紧接着，扮演包青天的老师通过一出戏，再一次让我
们感受到了包公的铁面无私、公平公正。随后，扮演不同角
色的老师们纷纷出场，主持人也为我们介绍了生、旦、净、
末、丑这五大类角色，又向我们介绍了什么样的人穿什么样
的戏服，怎么样通过他的戏服辨别身份。最后，老师为我们
表演了家喻户晓的经典豫剧《花木兰》中的一段唱曲——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然后我们也跃跃欲试，跟着老师学
了起来。

今天上午第二节课我们全校同学都上操场上来看学戏曲进校
园专场演出活动。

这次戏曲进校园活动举办的真的很好，虽然我没太听懂戏曲
的内容，但是知道戏曲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我们作为



祖国的花朵应该多多学习戏曲知识，了解中国古老的文化，
从中也能学到很多做人的道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和往年一样，今天下午，一年一度的戏曲进校园再一次走进
艺术小学宏康校区，为同学们展演了很多优秀经典剧目，比如
《朝阳沟》，《朝阳沟银环双上山》等，在主持人的`带领下，
演员和同学们进行了精彩互动，认识了各种道具，学做了戏
曲人物中的经典动作，同学们都积极踊跃地参与体验戏曲表
演，孩子们最喜欢的“猴王”孙悟空一登场，将全场气氛引
入高潮，节目中演员教孩子们亲自体验筋斗云的动作，之后
还逐句教孩子们演唱《谁说女子不如男》，使同学们充分了
解戏曲，感受地方戏曲的魅力。主持人向同学们普及了一些
重点的戏曲知识，比如：戏曲的流派、五大剧种、以及戏曲
角色“生、旦、净、丑”、基本功“唱、念、做、打”、剧
团的老师们还手把手教学生演奏戏曲伴奏乐器、使用戏曲中
的一些道具，现场的互动表演充分调动了学生对戏曲的兴趣。
整个活动精彩纷呈，演出气氛热烈，赢得现场师生阵阵掌声。

一次次的活动，一次次的感染，让国粹的种子就这样慢慢的
在孩子们的心理生根发芽，让他们永远不要忘记中华民族博
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永远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骄傲自豪把！

戏曲培训心得体会篇二

戏曲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艺术形式，深受人们喜爱与
关注。自古以来，戏曲就以其独特的艺术特点和人文内涵，
在各个历史时期和社会阶层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如今，在全
球化的背景下，戏曲面临着一些新的挑战，同时也因为其文
化内涵的独特性，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们去关注与学习。此
次我参加了一次戏曲学习活动，对戏曲的内涵和特点有了更
深入的理解，深受启发。

第二段：戏曲的古今与演出形式



戏曲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化传承形式，如今在现代社会仍然保
持其古老的形式。它融合了诗、词、曲、舞、乐等多种艺术
形式，通过音乐、唱腔、服饰、道具和表演等方面的表达，
展示了颇具民族特色和历史沉淀的创造性思维和才华。戏曲
演出形式有很多，包括京剧、黄梅戏、豫剧等，每种戏曲都
有其独特的风格和表现形式。

第三段：学习戏曲带来的收获

在学习戏曲的过程中，我深刻地认识到了戏曲所包含的人文
内涵和艺术特点。我了解到，戏曲所展现的仪式感和古典美，
深刻地体现了传统文化对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影响。在观看演
出时，我也深刻地感受到了戏曲艺术的独特魅力。除此之外，
学习戏曲还对我的文化素养和审美水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促进了我对于中国文化传承的更深一步的理解。

第四段：戏曲在当代社会的发展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崛起，中国传统文化也逐渐走向世界
舞台。戏曲在当代社会中仍然保持着其独特的地位和影响力。
现代戏曲通过与当代生活的联系，展现了当代人对于生活的
理解和人生的体验。同时，现代戏曲还嫁接了更多新的元素，
如灯光、音响、特技等，丰富了戏曲表演的形式和风格。这
种发展促进了戏曲艺术的传承和创新，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
观众群体。

第五段：对于戏曲的思考

从学习和了解戏曲的过程中，我认为戏曲具有传统美和现代
美相融合的优势。同时，在现代社会中，戏曲没有被时代淘
汰的道理，正是因为它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意义。戏曲所
展现的古老的文化信仰和精神追求，应该得到适当的保护和
传承。通过保护和传承戏曲文化，我们可以更好地展现中国
文化精髓，发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精神，同时也可以向世



界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和价值。

总结：

学习戏曲，不仅能够给人带来视觉和听觉上的享受，更重要
的是能够让人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独特魅力。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交流的深入，戏曲文化也将不断发展
壮大，成为中国文化的独特特色和传统精神的重要体现方式。
我们应该通过学习和传承，让这项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
中得到更好地发扬和传承。

戏曲培训心得体会篇三

戏曲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上最古老、
最独特、最具代表性的戏剧形式之一。 我在接触、学习和欣
赏戏曲的过程中，深刻感受到其中所包含的历史、文化和艺
术魅力，下面就分享一下我的心得体会。

一、了解戏曲的起源和发展历程。戏曲起源于汉朝，历经数
千年不断发展，形成了五大剧种，分别为京剧、豫剧、评剧、
黄梅戏和越剧。每个剧种皆有其独特的表演方式、剧情、角
色和扮演特点，其中京剧作为国粹，更是被誉为中国戏曲之
首。了解戏曲起源和发展史，使我更深刻的认识到戏曲文化
的源头和历史渊源。

二、感受戏曲的表演艺术。戏曲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形式，
不仅包含音乐、舞蹈、戏剧等元素，更重要的是演员的表演
艺术。戏曲演员需要通过身体语言、腔调变化、面部表情等
多种手段来展现角色性格、情感变化等细节，创造出一个个
具有生命力的形象。在看京剧《霸王别姬》时，我被演员的
精湛表演所感染，为主角程蝶衣的爱情悲剧所深深打动。

三、了解戏曲的文化内涵。戏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不仅受到社会、历史、宗教等多方面的影响，更包含



了丰富的道德、美学和哲学思想。如京剧《红楼梦》中展现
了封建礼教、家族腐败、人生悲欢等多种人性与现实矛盾的
冲突。通过欣赏和学习戏曲，不仅可以更加深入的理解中国
传统文化内涵，而且可以引发观众对于文化、美学和社会问
题的思考。

四、感知戏曲的艺术魅力。戏曲的艺术魅力不仅来自其深厚
的文化底蕴，更是源于其多样性的表现方式、富有表现力的
角色形象和历久弥新的市场吸引力。戏曲剧目的表演历久弥
新，从未褪去它的魅力。如现代导演陈凯歌创作和演绎的京剧
《霸王别姬》不仅保留了经典剧目的传统元素，更运用了现
代影像技术和舞美设计，形成了一种文化与艺术的融合。

五、践行戏曲的传承和创新。戏曲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作为
中国人，我们不仅要继承和发扬其传统文化价值，还要寻求
创新与发展。如现代京剧有着更加宽广的表演空间，如现代
音乐、舞蹈、剧场等艺术手段都可以与之融合，更好的传承
和创造出新的戏剧作品。 我们应该支持那些努力创新和试图
拓展市场的戏曲团体，让更多人欣赏、学习和传承戏曲文化。

总之，在学习、欣赏和传承戏曲文化中，我们需要多方面的
去理解和感受其中的历史文化、表演艺术、文化内涵、艺术
魅力等方面。更重要的是，积极践行着传承、创新、创造出
更多、更好的戏曲作品，来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和传承做
出自己的贡献。

戏曲培训心得体会篇四

古典戏曲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中国文
学的重要形式之一，也是中国音乐和舞蹈的重要形式之一。
由于内容广泛、形式繁多、演出难度大，很多人对古典戏曲
产生了兴趣却又感到十分艰难。在我多年的戏曲学习和实践
中，深切感受到了古典戏曲的魅力和阅读难度，也学会了如
何欣赏和理解古典戏曲，现在与大家分享我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学习与实践古典戏曲

学习与实践是欣赏古典戏曲的重要前提。对于古典戏曲初学
者，首先要了解戏曲的基本知识，包括剧种、唱腔、音乐和
表演等方面。在学习过程中，可以通过阅读相关书籍、听取
专业人士的讲解等方式进行辅导。当初步认识到古典戏曲的
语言技巧、文化特征等方面，应尝试有针对性地阅读几部优
秀的戏曲作品，从语言技巧、文学特征、社会背景、人物形
象等方面多角度感受和了解古典戏曲。

第三段：欣赏古典戏曲的重要方法

欣赏古典戏曲需要运用多种方法，其中最为重要方法是“理
解”与“体验”。理解是指通过对剧情、角色、情节背景等
方面的详细解读和分析，了解剧中表达的情感内涵和思想深
度，从而达到欣赏美的效果。体验是指如何更好地理解戏曲
的表演、歌唱和舞蹈等方面，尤其是要关注演员所表现的情
感细节和形象特征，领悟他们在舞台上所表达的内涵和情感。

第四段：对古典戏曲的认识

古典戏曲不仅传承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也体现出深刻的思想
内涵、文化素养和民族精神。通过欣赏古典戏曲，我们可以
更好地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体验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
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审美情趣。

第五段：总结

古典戏曲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欣赏古典戏曲需要一定的时间、
努力和经验。通过学习和实践，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欣赏
古典戏曲。同时，通过对古典戏曲的认识和理解，我们可以
更好地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传承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
文化遗产。



戏曲培训心得体会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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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