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学戏曲的体会和感受 学生戏曲心
得体会(通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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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学戏曲的体会和感受篇一

戏曲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艺术魅
力。作为一名学生，有机会接触和学习戏曲是一件非常幸运
的事情。在学习的过程中，我积累了很多心得和体会，今天
我就来分享一下我的学生戏曲心得体会。

第二段：学习戏曲让我更加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在学习戏曲的过程中，我更加深刻地了解到中国传统文化的
内涵和魅力。戏曲是一种综合性艺术形式，它集文学、音乐、
舞蹈、戏剧于一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在学习过
程中，我不仅了解了戏曲的演出形式和技巧，还深入了解了
中国传统戏曲文化的历史和发展，这让我对中国传统文化有
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第三段：学习戏曲锻炼了我的音乐和表演技巧

学习戏曲让我掌握了一些音乐和表演技巧，对我的个人修养
和素质提升有很大的帮助。在学习过程中，我通过大量的练
习，改善了自己的发音和节奏感，掌握了一些表演技巧，如
如何运用身体语言传递情感等等，这些技巧的掌握对我的音
乐和表演能力的提升都非常有帮助。

第四段：学习戏曲培养了我的情感和审美素养



学习戏曲不仅锻炼了我的音乐和表演技巧，也培养了我的情
感和审美素养。在学习过程中，通过体验戏曲的表演和练习，
我慢慢理解了戏曲的情感和艺术，更加敏锐地感受到音乐、
表演和情感之间的联系，这让我对美的判断和欣赏有了更深
入的理解。

第五段：结语

学习戏曲是一件非常幸运和有意义的事情，它不仅让我更加
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还锻炼了我的音乐和表演技巧，培养了
我的情感和审美素养。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会一直坚
持学习戏曲，继续培养自己的艺术素养，让自己更加充满活
力。

学戏曲的体会和感受篇二

为了营造更好的校园文化气氛，促进我校素质教育的发展，
在我校领导指示下，本学期开展了戏曲兴趣小组活动，尝试
着把戏曲这特色艺术引进第二课堂，作为一项探究性课题来
开发。在课堂教学中主要着手于让学生欣赏、模仿唱京剧、
越剧、黄梅戏、豫剧等戏曲作品选段，初步了解各种戏曲的
发展情况以及相关的知识；了解唱段内容，感受其情感表现，
理解角色的思想感情，学会演唱部分戏曲选段，能够用简单
的、经过提炼的动作进行戏曲唱段表演并能尝试有个性的创
造性活动。通过学习和实践，培养和发展学生对戏曲艺术的
兴趣与爱好，激发其参与艺术实践活动的积极性。

在我校举办的庆祝“五.四”运动九十周年文艺联欢晚会中首
次戏曲节目登场的“戏曲联唱”——《十八相送》、《天上
掉下一个林妹妹》《夫妻双双把家还》让广大师生耳目一新，
深受他们的喜爱和好评。参加演出的学生表现出对戏曲深深
的喜爱和充满自信的表现欲望。充分体现了戏曲兴趣小组活
动是一种“寓教于乐”的教学活动，不但提高了学生的`艺术
鉴赏能力而且提高了他们艺术表现力和创造力以及综合能力。



在搞好教学工作和辅导学生的同时，学校还注重教学经验的
积累，积极参与有关戏曲课题理论研究，以科研引领和提升
自己，力求在下一次的第二课堂教学搞出新花样，挖掘出新
人才，为我校教学增添一点色彩。

在喜看取得的成绩的同时，也在反思自己的在工作的不足。
对于音乐新课程标准的学习还不够深入，在新课程的实践中
还缺少大胆的尝试，比如在新课程实施中学生需要用到各方
面的道具、服装，准备起来实为不易，教学活动受到束缚。
又顾虑多方面因素，始终有这个心没这个胆。除此之外，还
不能及时将一些教学想法和问题及时记录下来，进行反思。
下个学期要及时记录教学点点滴滴，希望能在组里进行交流
和学习，希望能得到各位领导与同行的帮助和指导。

学戏曲的体会和感受篇三

这学期选修了戏剧鉴赏这门选修课，学到了好多关于戏剧方
面的知识，更是被中国戏剧文化的博大精深所折服。

我是绍兴嵊州人，是的，嵊州是越剧的发源地。从小，妈妈
就有教我唱越剧。比如，《我家有个小九妹》、《天上掉下
个林妹妹》等等。这些曲目，我都会唱，所以在选修课的考
试中，我就唱了《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唱完时，老师和同
学以热烈的掌声表示了对我的肯定。 戏剧演员通过唱、念、
做、打、舞等简单明了的词句、动作等有限的程式就能生动
形象地反映出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戏剧通过演员们不同的
脸谱告诉观看者他们扮演的是何种性格的角色，红脸表示这
个人忠义，白脸表示这个人奸诈阴险，黑脸表示这人正直不
阿，蓝黄脸谱更是告诉人们这是一个粗豪鲁莽之人。人们的
身份地位则是通过他们不同的服饰来展现出来：黄龙袍象征
着至高无上的地位—皇帝；穿戴霞披、凤冠的人是皇后、贵
妃，公主；文臣穿蟒袍，武将戴盔甲；布衣代表平民百姓。
戏剧中更是通过须发区分年龄，通过脚色分形区分男女以及
他们的特长。



动作在戏剧中更是不可忽视的，演员以扬鞭代骑马，不同马
鞭代表不同的马，以旗画车轮代表坐车，以划桨代表坐船等。
通过这些简明的动作就可以让观众明白他们在干嘛，总之，
戏剧的博大精深不是一夕一朝就能明白清楚，需要我们不断
的去观看，去理解，去揣摩，才会慢慢的喜欢上看戏，也能
够看懂戏。 以前的好多老人都没有读过书，识过字，但是他
们可以看懂戏，可以从戏剧表演中得到好多信息，老人们希
望得到一些新的东西，所以他们喜欢上了看戏，这就是戏剧
的奥妙之所在。 我们现在虽然不能从中得到有用的信息，但
是我们可以通过戏剧去体会戏剧 文化的博大精深，去体会中
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更是能够丰富我们的生活。

我觉得戏剧鉴赏课上，老师应该多教我们学习一些短小容易
的戏剧，像我家有个小九妹等，让同学们在练习中体会戏剧
的美，去感受戏剧中人的心理、情感等。年轻人对戏剧这种
艺术的热情远比不上对流行乐喜爱。在这个充斥着各种各样
的流行乐的社会中，认真的听一听传统的戏剧，像是在心田
注入了一股清泉。中国戏剧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中华民族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美感和文化底蕴是经过层层积淀，
经过长时间的筛选保留下来的。所以中国戏剧确实是很宝贵
的文化精粹。

由于中国地域广阔，因此在不同的地方形成了风格迥异的戏
曲风格。在这学期的课中，除了第一节主要笼统的介绍的中
国戏剧的简史，以后的课中对几个‘知名度’比较高的戏剧
做了介绍，包括被称为国粹的京剧，辞藻优美华丽的昆剧，
语言通俗直白的评剧，广为流传的黄梅戏，全由女子演绎的
越剧。此外还有对于戏曲人物所穿服饰的具体介绍。这些都
让观者深深的陶醉其中，领悟中国戏剧的博大精深。

而在音乐艺术上，《梁祝》更是堪称经典之作。中国小提琴
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由何占豪、陈钢创作，1959年首
演于上海。作品以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为题材，采用越剧唱
腔音乐为素材进行创作，对交响音乐的民族化作了成功的探



索。作品的呈示部、展开部、再现部3个部分内容分别取材于
梁祝传说中“草桥结拜”、“英台抗婚”和“坟前化蝶”3个
主要情节片断。在音乐形象的塑造上，根据协奏曲的形式特
点，对原剧内容和曲调进行综合提炼，加以发展和创造。根
据标题内容的需要，采用奏鸣曲式来表现富于戏剧性的矛盾
冲突。为了充分发挥交响性效果和突出民族化特征，吸取了
戏曲中歌唱性的“对话”形式、京剧中的倒板和越剧中的嚣
板等表现手法，还借鉴了中国传统乐器中的某些特殊技法以
丰富小提琴的演奏艺术，而使该曲成为中国现代民族化协奏
曲形式中影响深远的名作。

拟性并不是单单由于场地的局限性，同时也营造了一种美感，
以简洁明了的方式了叙事，给

人以想象的空间。

就戏剧的歌舞化倾向和虚拟性而言，从早期到现在已经有了
变化，之所以用变化而不用发展，是因为它不一定都超着好
的方向演化。例如在白先生改编的青春版《牡丹亭》中，出
现的花神形象，显得有些莫名其妙（个人观点）。也许花神
的出现营造了一种飘渺虚无的意境美，但实则不必，因为这
样大家都会把注意力集中在走来走去的花神身上，而忽略了
唱词本身的美感和功能。传统的戏剧与不断发展的意识形态
如何融合，成为现代戏剧表演的一大难题。戏剧不可能停滞
不前，但变化因遵循的是传统。把传统戏剧的精粹改的七零
八落，则不能称之为创新。我认为中国戏剧应在尊重传统的
基础上，把艺术特点发挥到极致。对于原先的经典曲目可以
保留原貌，对于其中被称之为“糟粕”的意识也应予以保留。
因为我认为它糟粕与否都是历史的一部分，总之不可简单的
一盖过之。其次，目前出现了很多要求推广戏曲的言论，例
如戏剧进小学，进中学。在此过程中，应注意绝不能为了把
戏剧推广普及而降低戏剧的艺术高度。 但另一方面，戏剧也
不能曲高和寡，这样的话，中国的有一个传统精粹会随着能
欣赏的人过少而逐渐衰退。



总而言之，中国戏剧必还将走更久的路，作为一种美的表现，
一定会在时间的洗礼下愈发的璀璨。

学戏曲的体会和感受篇四

《曲艺知识》这门课让我们不仅了解戏曲的种类，即包括京
剧、豫剧、黄梅戏等，还包括相声、小品等。在开始时，老
师让我们了解并欣赏各种乐器，使我们感受我们各种民族乐
器的.奇妙功能，那些乐器所奏出的音乐，与那些演员明亮有
节奏变化的声音相搭配，简直是美妙极了！我后来又有幸能
够听到非常出名的女子十二乐坊演奏，那时候听到乐器表演
后的感受和平时大不一样，听他们演奏就好像是享受一份美
餐那么的美好，所以呢，我很想说一句话，那就是：“当你
喜欢上它的时候，它就是世界上最美好的！”

去上课，就是很晚才去为不让老师点名时不被点，哎，我感
觉真的挺让人值得思考的。对于我们国家的传统艺术，我们
国家的新一代却竟然是这种无所谓的态度，值得我们反思一
下啊。我不是一个愤青者，我只是一个爱我们民族传统艺术
的戏曲爱好者，真希望大家能够改变那种态度，用心去学习
这种高尚的艺术精髓并感受戏曲艺术所带来的精神享受。

正所谓：“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我们学习和了解曲艺知
识，不仅仅是在感受生活，更是在体验生活。戏曲中许多出
名的曲段广为流传，如“牡丹亭”“窦娥冤”“女驸马”等
等。我们通过曲艺知识这门课学习到戏曲来源与它们的唱腔
品类等等，同时老师也给我们放映许多经典曲段，像“夫妻
双双把家还”、“刘三姐”等，还有许多经典的相声、小品
节目等。我感觉这学期的曲艺知识课很充实，老师让我们在
一种轻松欢快的气氛下，学习曲艺知识并感受戏曲艺术的美
妙，总而言之，我个人觉得，这学期的这门选修课非常有意
义，使我对戏曲的喜爱程度更加深厚，也让我明白，我们既
然选择了就该好好去做，我们会从中学习到我们曾经无法学
到的东西。



学戏曲的体会和感受篇五

第一段：引言（150字）

戏曲，这个汉民族非常独特的艺术形式，自古以来就深受人
们的喜爱。随着时代的发展，戏曲的传承面临着许多的困难，
孩子们对其的了解也越来越少。作为一名关注民族文化的学
生，我曾有幸参与了学校组织的戏曲课堂学习和演出活动，
虽然初学时遇到了不少困难，但是在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
我逐渐爱上了这个文化艺术形式，也在不断尝试和探索中汲
取到了一些心得和体会。

第二段：别样的表演方式（200字）

与其他艺术形式不同，戏曲不仅有唱腔、音乐、舞蹈等元素，
更因其特殊的表演方式而显得别样。在表演戏曲时，演员需
要用多种面部表情、动作配合唱词，来传达情感、展现角色
性格，这也是戏曲魅力的一部分。在学习戏曲时，我们不仅
需要学习唱腔、精通乐器，还需要不断练习表演，体验角色，
进而理解戏曲表演艺术的真正内涵。

第三段：借戏曲传承民族文化（250字）

戏曲是中国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之一，作为传承者之一的我
们，更要珍爱和传承这样的文化遗产。在学习戏曲课程中，
我们深入了解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形态，对中华文化和传统生
活方式的了解更近了一步。通过戏曲表演，不仅可以展现我
国历史文化的魅力，更能够培养青少年的文化素养，促进中
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第四段：合作及团队精神（250字）

表演戏曲不同于其他艺术形式，需要团队的配合才能够呈现
精美的作品。在学习中，我们需要兼备熟悉自己的角色和对



其他角色的理解，更要互相配合，在创意、表演和排练上相
互帮助。在这个过程中，更能加强我们的团队精神及互助精
神，让我们更加了解和理解合作的重要性。

第五段：结语（250字）

戏曲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也是民族的象征之一，在各个地区
都有独特的表演方式和传承历史。学生们在学习戏曲的过程
中，学习了音律、语言、戏曲表演等技能，也体验了传统文
化的魅力和乐趣。不仅如此，在学习、排练、表演的整个过
程中，我们都收获了友谊和感悟，也锤炼了我们的意志品质
和团队精神，成为我们人生中重要的一步。因此，我认为，
学习戏曲是一次非常宝贵的经历，也是一次有益的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