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表演活动心得(汇总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表演活动心得篇一

我是一个走在新社会的少年，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长大，感
受时代的变迁，感受着我们这些新时代的少年们所经历的同
样的有教育意义的活动。

五一运动会前夕，我们积极响应学校号召，为五一这个有着
深远意义的节日的运动会做着团体操的彩排与练习。

回想先辈们在历史中的五月一日，那些有着一腔热血的爱国
青年们，将他们的血和泪洒在了我们这片华夏土地上。我的
心便怀着一种敬佩和感动的情愫。

不否认，我们在彩排团体操的时候，汗如雨下般把我们的体
力汗水洒在了操场上，在炎炎烈日下，在蒙蒙细雨下，但我
们依然风雨无阻。为了纪念那个节日，我们无悔的把体力和
精力奉献到团体操当中。

而学校的每一位教师，我们的解惑授业的恩师们，依然从未
有过一句怨言，带着我们一遍又一遍的排练，力求每一个细
节做的完美。

从创梦到圆梦，每一个动作都有着特殊的含义，意味着我们
这些未来的祖国栋梁，正在向着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
前进着，并且执行着。

团体操，是一项团体性活动，从中我感受到了，在我们排练



到正式表演的这段时间。增强了我们班集体，乃至学校集体
的团结性，统一性，严肃性，活泼性。增强了我们的凝聚力，
让我们懂得，团结的力量是伟大的，是令人敬畏的。

我希望我们这一代的每一位少年，每一位青年，能积极相应
这种意义深远的号召，让我们沐浴在这种团结的思想之下，
把我们的祖国的未来，建设的更加繁荣富强。

表演活动心得篇二

20xx年3月1号，在联校教研组的组织下，我有幸观摩了一些
数学名师的优秀课例，感受颇深。他们的课既没有刻意华丽
的语言，也没有刻意的教具，但那幽默风趣的语言、超凡的
教学机智，处处体现着教学艺术的魅力，使我久久为之震撼！

吴冬冬老师的《长方体正方体的认识》，对教材的挖掘深度
以及教学设计的新颖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吴老师通过立
体的课件、动态的画面配合学生的亲自动手实践（切土豆），
最后得出结论。真正体现了“知识的获得建立在学生经历的
过程之上”的理念。

薛铮老师的《积的变化规律》，整堂课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
作用，在教师的引导下，让学生根据情境问题列出的算式发
现问题：因数和积，谁变了？它是怎样变的？为什么会这样
变？然后组织学生观察、讨论，发现规律，总结规律。让学
生置身于具体的问题情境当中，突出了教学的实效性。

章雅玲老师的《垂直与平行》别出心裁，自制了一个长方体
纸箱，在纸箱的正面画了一组平行线，让学生认识了这组平
行线后，突然，章老师用小刀在平行线间切了一刀，然后旋
转了起来，两条直线立刻呈现在了不同的平面上。短短的几
分钟，通过这动态直观的演示，学生轻松理解了“同一平面
内”这一难点，真是眼见为实，耳听为虚。



俞正强执教的《用字母表示数》一课，在课堂中就地取材，
在纸袋里装粉笔，用课堂上学生和教师的岁数、会场的人数，
甚至拿自己秃顶的头发来启发学生，学生在俞老师诙谐幽默
的课堂语言中不间断的思考着......尤其是他经典的反复问话
“小朋友你今年几岁？”、“一共有a人，小朋友30人，那么
大人有多少人？”，使课堂上欢声笑语不断。虽然没有课件，
但精彩程度不逊于年轻老师有课件的课堂。

总之，这次观摩活动使我受益匪浅。我将把这次活动中的收
获运用到今后的教学实践中,争取与名师一路同行，拾遗一路
花香。

表演活动心得篇三

经过两年的表演学习，我终于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表演。
表演来源于生活，生活就是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
引用一句俗语，却是真理——艺术来源生活观察人物练习比
动物练习更深入了一步．它需要我们真正进入人物内心就这
样．从解放天性练习到观察动物再到观察人物练习．我们经
历了一次科学的有趣的卓有成效的又不失痛苦深刻的系统训
练实实在在的体会到了观察的重要性，生活的重要性。对动
物和人物的观察使我们必须具备细致的观察力，敏锐的感受
力，深刻的理解力；组织练习使我们必须具备丰富的想象力，
开阔的创造力，而展现练习时我们又必须具备专注的注意力，
恰好的表现力，生动的模仿力，快捷的适应力．准确的判断
力，坚定的信念感，和在舞台上应该具备的真实感，适应感．
节奏感．幽默感。观察人物要从人物的内心，再到人物的语
言，再到人物的动作特点，再到人物的职业特点，再看此人
物对待其它人的不同的态度，自己再试着与人物进行由浅人
深的接触，试着成为朋友，让这个人物在自己的心里永远扎
上了根。

大二这一年的表演课进入了小说、电影、电视剧的改编阶段。
进入这个阶段的基础就是要求我们必须对小说、电影、电视



剧都有大量的积累，然后再从有意义的、具影响力的作品中
选择自己有兴趣的进行改编。在锻炼了我们如何将原作中相
对完整的一件事、有意思的人物关系、有立意的中心事件和
丰富、具体的规定情境浓缩在舞台上来体现的同时，也锻炼
了我们如何从组织自我的行动过渡到组织角色的行动。

小说、电影、电视剧都给我们提供了规定情境、人物关系等，
我们对规定情境的开掘、对人物理解程度的深浅直接关系到
在舞台上组织角色行动的准确与否。最初我们交的作业不是
完完整整的切下电影中的一段，就是将改编混乱的小说搬上
舞台，不是故事情节交代的`没头没尾的不完整，就是信息量
不足、太平面化，在角色的塑造上也丢掉了自我，更没有把
握好人物的欲望去完成舞台上的最高任务，也没有将鲜活、
丰满的人物展现出来。实话说这个阶段没有一个角色的感觉
能在我身体、思想中流动起来，我很遗憾，我也在寻找原因，
是不是因为太理性了？所以在了解了作者或导演的意图后，
对自己饰演的人物要从多种渠道中进行了解，就像观察生活
一样从他们的职业特点、外形特点来深入了解他们的内心特点
（思维逻辑的特点），通过我们的想象使他们的音容笑貌在
我们脑中更加清晰。现在诞生在我们身上的角色都会带有我
们自身或多或少特有的形体、语言、思维逻辑的习惯特点，
所以拉近自身和角色的距离是十分必要的，但又不能模仿角
色外在的一言一行，所以就要用自己所能理解的角色的说话
方式、行动、思维逻辑方式进行生活和创作。

老师说过表演是实践的艺术．只有通过多次排练、演出．我
们才能得到专业上的提高这些实践是要靠理论支持的。短短
两年，我无论在表演专业技巧上，和对“表演”二字的重新
认识与理解上．及对生活的全新体验．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提
高。感谢老师们，这两年你们被我们的顽皮和任性肯定“折
磨”得挺“痛苦。但我们会让你们的这种“痛苦”得到倍计
的回报，我们也会用自己的成果证明你们是无悔的付出。



表演活动心得篇四

这要从我的出发点说起，因为我的目的是要培养孩子对音乐
的兴趣，钢琴玩起舒服，就安静地坐在那儿，不伤手不费气
而且入门简单，四五岁的孩子拿个玩具键盘半小时能弹出小
星星的主旋律，如果换了小提琴，半小时还搞不清楚脖子该
怎么歪呐!其次，说得更深层一点，钢琴作为"乐器之王"，是
表现力最强的一种乐器，而且还是多声部乐器，对孩子理解
旋律、和声和曲式结构有天然的视觉听觉优势，要知道，大
部分作曲家都是在钢琴前完成大型交响乐创作的。

难题来了，什么时候开始学?但凡大家叫得上名字的一些钢琴
演奏大师级人物，基本上不会是5岁之后才开始学，一般是4
岁，甚至3岁。

比如逃逃学钢琴的音乐学校校长，一位牛得找不到北的神女
子，华盛顿邮报评价"罕见的、完美无瑕的钢琴天才"，就是
从3岁开始学琴的。

所以，如果想往专业上发展，建议可以早点开始。

但不管什么时候开始，前提是要你"准备好"。

一是准备好环境，环境是指"音乐环境"，如果孩子在一个完
全没有音乐环境的情况下，突然让孩子学习某样乐器，这样
一来孩子上手会变得很难，容易产生挫败感，毁了孩子的兴
趣。

要营造音乐环境其实并不难，你可以多哼歌给孩子听，或者
多在家里放放音乐，带孩子参加有音乐相伴的其他活动等。

二是准备好心理，这心理包括孩子，也包括父母。

逃逃是5岁半才开始学钢琴的，当时我们经常在家自己玩电钢



琴，他在一边看得眼馋，认真地给我说他想学，我也认为他
已经可以坐得住了，才送他去学校。

孩子准备好了，父母也要准备好，你要问自己，真的准备好
每周风雨无阻地接送他上课了吗?真的准备好花时间花精力陪
他进入音乐的世界吗?我有个朋友在国内教钢琴，她给我说过，
在学琴的过程中，很多时候不是孩子不坚持，而是家长坚持
不下来了。

一开始学就买琴，太破费?如果条件允许，当然一开始就给孩
子买架钢琴最好。

不过对大多数人来说，那玩意又大又重又贵，万一孩子学不
下去，还真挺可惜的。

逃逃开始学琴后一年多，回家都是用电钢琴练习，最近我们
才给他买了一架立式钢琴。

尽管专家说两者根本就不是一种乐器，用电钢琴会"坏手型、
坏耳朵"，但对不打算走专业的小盆友来说，我觉得问题不大。

而且从逃逃的实践看，也没那么严重，他还是学得好好的，
参加了两次比赛评级，都是最高一档，评委老师的评价也挺
高。

所以学琴不在于配备多高级的器材，而是得培养孩子浓厚的
兴趣。

崩溃了，孩子不愿意练琴?如果你某天发现孩子偷懒不愿意练
琴，先不要着急。

作为一位琴童家长，这种情况太普遍太正常了，千万不要抱
怨不要郁闷。



我有个表哥，也就是逃逃的表舅，小提琴演奏家，现在广州
交响乐团。

有次在多哈亚运会演出后，我们当地的记者采访了他，然后
刊登了大篇"胡话"，大半篇幅在讲他小时候练琴多勤奋多认
真。

但了解底细的我们知道，他小时候曾经也为了躲避练琴在马
桶上一坐就是大半个小时呐。

练琴是门苦差事，家长要做好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的心理准
备，如果你听说哪家孩子不用监督还每天好好练琴，那要么
是家长在吹牛，要么这孩子是下一个莫扎特。

学琴之路，贵在坚持，而这种坚持，需要家长和孩子一起。

这一年和逃逃斗智斗勇，我总结了不少心得:1、上课做笔记，
耐心陪练每次上课老师都会讲一些要点，家长最好做下笔记，
平时陪练的时候提醒孩子注意，需要很细致，很耐心，放慢
节奏分解，鼓励他的每一个小进步。

2、家长也要懂点乐理 千万不要拿自己"没有音乐细胞"做借
口，其实乐理并不难，这跟音乐细胞八竿子打不到关系。

音乐是有逻辑的，只有很好的理解音乐逻辑，才能更好的去
感受音乐，辨别和评价音乐。

家长懂点乐理知识在陪练的时候会用到，否则容易被忽悠。

3、不赶进度，可以慢但不要错 每首练习曲，无论是孩子，
还是家长，都希望能赶紧练熟。

有时候我们会和孩子约定今天练几遍，但在这个途中，如果
发现错误，必须及时纠正，否则练得越多，改起来越痛苦。



我跟逃逃经常这样，开始我开了个比较大的数，比如10遍。

但练到3、4遍的时候，我发现有些问题，就会和他商量，剩
下几遍不用弹了，专门把有问题那一两个小节再着重练练就
好。

这些问题怎么发现?那就靠家长自己的乐理知识和上课时的笔
记了。

孩子感觉到自己的进步时，会很有成就感，因为的确比之前
弹的更好听了。

到了这个状态，他往往还会自发地多练习几遍。

琴童家长应该都有相同的体会，让孩子练琴，一开始从0到1
那几分钟特别困难，但只要练进去十多分钟，后面就会比较
顺畅。

其实大人也一样，周一早上心情跌到底谷，到了周二周三工
作状态就出来了。

所以，这是正常现象，我们要理解孩子。

4、间断后捡回来很难逃逃暑假回国，将近两个月没有碰琴，
回来后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恢复到暑假前的水平，而且很困
难，强烈的挫败感让他曾一度对钢琴有点抗拒。

所以，最好不要有超过一两周以上的间断。

5、如果可能，也陪孩子一起学 逃逃坚持学琴，很大的功劳
在于逃爸的陪学，当然他个人也很感兴趣。

一起学习的好处就不用说了，相互攀比，相互刺激，可以"四
手乱弹"，可以有很多欢乐。



表演活动心得篇五

我和爸爸妈妈去海洋公园看海狮表演。

海狮的身体乌黑发亮，嘴前长着两颗又长又锋利的牙齿。

根据教练的介绍，它们的祖先生活在陆地上，经过进化后变
成了在水中生活的动物。它们游泳的本领很高，在水中能轻
松捕鱼。海狮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动物。哦，关于它，还有这
么多奇妙的知识！

开始表演了。教练吹口哨，把手里的球扔得高高的。海狮像
箭一样快地跳了上去把球顶住，然后把球投到球篮里。好的，
教练奖励它一条小鱼。海狮吃完鲜美的鱼后，兴高采烈地再
投了几个球，教练又奖给它几条小鱼吃。接下来教练让它咬
住一支笔，然后在纸上画画，小海狮这时可变成了小画家了。
观众都热烈地为海狮鼓掌，海狮也跟着鼓掌。涨狮还表演了
倒立、空中飞跃等特技。

海狮可真是又聪明又可爱的动物呀。

扣人心弦的海狮表演2

宁波雅戈尔动物园的海狮表演场，风景还真不错！那假山，
怪石嶙峋；那池水，清澈见底；那小草，青翠欲滴；那大树，
枝繁叶茂；那小花，竞相开放……令人觉得仿佛到了仙境。
观众一落座，海狮表演就开始了。

第一个节目是海狮套圈。驯养师喂了海狮几条小鱼后，便拿
来了一大堆的圈子，然后他将圈子一个一个小心翼翼地投向
空中。海狮用它那油光发亮的“四肢”撑地，滑了过去，靠
脖子的伸缩、摆动，将圈子一个个套在了脖子上。表演赢得
了阵阵掌声，它也不停地在胸前拍“手”鼓掌。



第二个节目是海狮钻圈。钻圈，虽然我看多了，不过今天的
表演还真引人注目。驯养师命令海狮下水。说是迟，那时快，
只见海狮从水中一跃而起，水花像瀑布一般落下。它以飞快
的速度收起“机翼”穿过圈子，冲入水中。蓦地，它又像跳
跳球似的`弹了上来，再穿过另一个圈子。

紧接着，第三个节目――海狮顶球开始了。驯养师将球放在
海狮的鼻子上，（我认为是鼻子），海狮一下子就稳住了球，
摇摇晃晃地过来向我们拍“手”示好。忽然，驯养师推了它
一下，球掉了，逗得我们哄堂大笑。没想到，它迅速跳下水
把球又顶了起来，前后就一眨眼工夫，这真让我们惊叹不已。

在欢乐的游玩中，我真切地感受到人与自然、动物的和谐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