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讲义讲什么 讲义格式心得体会(汇总5
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
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
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讲义讲什么篇一

讲义格式是日常工作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个环节，如何规范
讲义格式，使其直观美观、易读易懂，是提升自己工作效率、
提升自我形象的重要一环。在我参加工作的这些年中，针对
讲义格式，我也有了一些自己的心得体会。

段落二：选用简洁明了的标题

一个好的讲义，要从标题入手，标题应该直指主题，言简意
赅，以供读者快速了解主题。比如说：“国庆节放假通知”，
这个标题准确、简洁明了，能够让读者一下明了主题。

段落三：尽可能使用条理分明的排版

如果讲义的排版混乱，会让读者阅读产生困难，甚至因此浪
费时间、影响效率。为此，在排版时应当尽可能采用清晰、
易读的排版，插入一些符合物，如数字、符号等，以突出主
题，使排版更加条理分明。

段落四：采用醒目的字体和适当的字号

好的讲义不仅排版好，使用的字体和字号也是至关重要的。
一种醒目而又容易阅读的字体和合适的字号，不仅会使整篇



讲义更加有吸引力，也会增强读者的兴趣，激发读者的思考
和探索。

段落五：避免过度修饰，注重阅读体验

在撰写讲义时，我们最好避免使用过多的修饰语言，因为这
很容易让读者分心。相反，我们应该着眼于讲义的内涵，注
重阅读体验，尽可能让读者感受到讲义主题所要表达的思想，
在保持美观的同时，让读者的理解更加深入。

结论：

总之，讲义格式是我们工作生活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我
们要加强自身的学习和实践，逐渐形成自己的一套规范化的
讲义格式，提高自身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进而达到提升
自我形象的目的。

讲义讲什么篇二

一、今晚的军训过得好开心，好一段珍贵记忆。

这几天的生活能让人感到一点点的枯燥乏味，每天重复着军
事化的动作，让人有点喘不动气，好在今晚的”惊喜“让我
们放松了许多。

晚上六点左右教官把我们带到了操场，班里的同学拿来了自
己带的吉他。大家围坐在一起，伴着吉他治愈的音色唱起了
歌。不同的声音融在一起，和谐又奇妙，美丽而又真实。每
一首歌里大家大家或拍拍手，或晃晃身子，琴声与歌声汇聚
在天空之下，操场一旁，人群之中。

唱得累了，坐着酸了，就站起身子，抬抬头：浩瀚的星空就
在头顶，云朵依稀还在，一片一片飘飘然然，寥寥无几的星
星闪耀着，点缀着天空，树透过楼房，与天空连成一片……



看着这么美的景色，不禁让人闭上眼，感受着轻风带来的舒
爽，我张开双臂，感受着小风带来的舒心，真幸福!

今夜有风有星，星河天悬，有老师有大家，开心无比。

二、8月20日是我们开始军训的日子。在一晚好眠的作用下，
同学们都精神抖擞地站在了教官面前。我们的教官姓夏，是
一名海军。

在军训正式开始之前，要参加军训开营式。起初开营式并没
有什么惊艳的，直到教官代表发言。只见教官迈着轻盈但不
失力量的步伐走到了发言台，之后向左转，朝着大家行了一
个标标准准的军礼，最后才开始发言。发言结束后，又向我
们行了一个军礼，最后才标准的军人步伐走下台。

这一系列的动作使我呆住了，我从未见过如此标准且优美的
动作，我不得不佩服教官们的训练有素，这么标准的动作定
是长年累月积累训练的成果。

下午自习时，马老师给我们展示了一张“偷拍”的照片。

照片很简单，是一位教官坐在椅子上听领导发言。但是他的
坐姿很是让我们震撼：教官将手平放在膝盖上，腰挺得笔直，
坐在椅子的前二分之一处。看完这张照片后，反观我们的坐
姿;背依靠在椅背上，手胡乱地搭在椅子两边的把手上，真的
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

讲义讲什么篇三

作为一名在读的学生，通过阅读教材和听讲义之外，也需要
学习如何讲义。讲义是为了更好地传授知识和帮助我们更好
地理解、掌握知识。在整个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技巧和方
法，而且也收获了很多在实践中的体会。下面我将分享一些
自己的学习讲义心得体会。



一、认真阅读讲义

在听讲义之前，先要认真阅读讲义。这样可以让我们更了解
要讲的内容，增强对知识的掌握。通过反复阅读讲义，可以
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和掌握知识点，提前发现问题并解决它
们。此外，还要密切关注与阅读讲义有关的内容和范围，以
便更好地准备和整理笔记。

二、学习笔记的重要性

在听完讲义后，我们需要及时的整理和归纳笔记。笔记不仅
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回味课程内容，还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
回忆课程讲解的重点内容和知识点。

在整理笔记时，我们需要有目的地、有理有据地归纳和整理
笔记，不能简单地将讲义中的全部内容直接复制到笔记中。
同时，我们还应该将讲义中的重点和难点用标记符号的形式
记录下来，以便于后期的复习和巩固。

三、注重实操训练

学习不仅需要理论学习，也需要实践和练习。在听讲义的过
程中，不仅要重视课堂的理论学习，在讲义中找出实操部分，
进行配套练习和操作，将掌握到的知识转化为实际操作的能
力。

通过实际操作的练习，不仅可以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还可
以让我们更快地掌握和运用相关的技能，从而提高学习的效
率和学习的成果。

四、多方法相结合

学习讲义需要多种方法的相结合，才能更好的提高学习效率。
除了上述的阅读、笔记、实操的方法之外，我们还可以借助



视频课程和在线交流平台进行学习，汲取其他人的经验和思
路，让我们更快的掌握和巩固知识点，提高学习的效率和效
果。

同时，我们还应该注重反复学习，将一些关键和难点课程多
重地学习，完成学科的精细化的讲解和掌握。

五、坚持学习和总结体会

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需要不断的学习和总结。我们必须坚持
学习和练习，相信自己的能力，用心去学习和去运用所学到
的知识点，才能真正地掌握和运用这些知识点。

同时，我们还应该总结学习的心得，及时的反思自己的学习
方法和效果，并且制定合理和切实可行的学习计划，不断探
索和加强自己的学习能力和方法，从而达到一个更高的学习
水平。

总之，听讲义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充分的利用和发挥讲义的
优势，配以合理和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和技巧，才能真正地
提高自己的学习成效，更好地掌握和运用所学到的知识点。
我们必须要始终坚持学习和实践，不断地改进自己的学习方
法和的技巧，才能取得更加优秀的成绩和表现。

讲义讲什么篇四

教学内容：写好钢笔字的意义和正确的学习方法

教学目的：通过讲解写好钢笔字的意义和正确的学习方法，
让学生写好钢笔字的作用和方法。

教学过程：

一、写好字的意义（联系学生的学习生活实际讲解，给出优



秀书法作品欣赏）我国教育学家、文字学家、诗人郭沫若早
就在1962年指出：“培养中小学生写好字，不一定要人人都
成为书法家，总要把字写得合乎规格，比较端正、干净、容
易认。这样养成习惯有好处，能够使人细心，容易集中意志，
善于体贴人。草草了事，粗枝大叶，独断专行，是容易误事
的。”大书法家沈尹默说：“练字不但对身体有好处，而且
可以养成善于观察、考虑、处理事务的敏锐和宁静的头
脑。”他们两位都是当代著名书法家，他们的话，是一生学
字的经验总结，很有道理。

即使在现在电脑普及的时代，钢笔仍是不可取代的主要书写
工具。“字是人的脸面”，因此，从学生时代起开始进行正
规的钢笔字训练，将受益终身。

练一手潇洒漂亮的字，塑一张高素质第二脸孔；练一手潇洒
漂亮的字，增一份赢得成功的自信。你想用潇洒漂亮的字，
来装点你美好的人生吗？那就赶快行动起来，坚持不懈，刻
苦努力，“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相信你一
定会取得成功的！

一、正确的写字姿势

1、头正身直：眼睛和本子距离一尺左右，头要端正，背要伸
直、自然，向前微倾，切不可扑向桌子，弯得像大虾。

2、臂开肩平：两臂平放桌面上，两肘相对，左右一样，双肩
要平，不可左右高低不同。

3、足安胸舒：胸与课桌要保持一拳距离，不能紧抵桌沿。要
使全身各部位感到舒服，轻松、自然、灵便。两脚分开，与
肩同宽，平放地上，不可并拢或一前一后，更不可交叠。

4、本子放正：写字时，本子不能斜放，从上到下书写，本子
随之由下往上移动。否则，会影响保持正确姿势，把桌面文



具盒及多余课本放入课桌里。

二、正确的执笔姿势（教师示范，纠正好每一个同学的姿
势）：

正确的执笔方法是三指执笔，五指并用。

1、大姆指、食指、中指轻握笔杆。食指与大姆指相对不相碰，
距笔尖2cm左右。

2、姆指在左，食指在右，中指第一指节（指甲盖与肉相连处）
与指甲间在内上托，以取得平衡。无名指与小指紧靠中指后
面。

3、掌心要虚空，虎口要圆。小手指和掌外侧成环状轻贴纸面，
随之上下左右移动。

4、笔杆斜靠虎口处，笔杆向右下方偏斜，与纸面成45°左右，
与方格对角线相符。

5、食指在大姆指前面。如大姆指在食指前面，则要遮住视线，
头自然会向左偏斜，影响写字姿势。

6、执笔不能太紧，特别是切忌大拇指压在食指上面，影响用
笔的提按；食指不能过分弯曲，以免影响三指关节屈伸的变
化。

学生中常见的毛病有：（1）执笔太低、太紧、太直。（2）
大姆指在食指前面并且两指相碰。（3）大姆指压在食指上面。
（4）大姆指不用指肚而用指甲右边贴着笔杆，食指过分弯曲。
（5）虎口不呈圆形，而呈细长形，如同凤眼。

（6）掌心不虚，小指弯到掌心。（7）笔杆未靠在虎口处，
较直，与纸面向右垂直。（8）手腕向内弯曲，呈扣状。（9）



书写时，手腕空抬。

三、运笔方法（出示视频引导）：

是指书写点画时书写工具移动运行的具体方法，又称“行笔
法”。

钢笔的运笔方法借鉴毛笔的运笔方法。有起笔、行笔、收笔
三个过程。每一种点画的书写都要按照这个方法，缺了任何
一个环节，其点画就不完美。起笔、行笔、收笔等动作各有
要领。

1、起笔。有露锋和藏锋两种。钢笔写字大都为露锋。只有个
别笔画（如平捺或单独出现的捺）例外。起笔有作顿、轻作
顿、不作顿三种。一般起笔有提、有按、有轻、有重。

2、行笔。是运笔第二步。通常提笔运行。但行笔时不能简单
地平拖而过，要讲究轻重快慢，提按顿挫，如人在行走时，
两脚必须一起一落，随时结合着才能行走，提按动作也是如
此，才按便提，才提便按。

3、收笔。回锋收笔是完成整个点画书写的最后一步，有起必
有收。收笔方式有两种：一是回锋收笔。笔锋行到点画尾处，
不能直接提起收笔，而应放慢速度，稍作停顿，如垂露竖画
应将笔锋向上回收；横画则将笔锋向左回收。使起笔与收笔
相互照应。点画含蓄，浑厚有力。二是出锋收笔。即笔锋直
接顺势出锋，在空中收笔。如撇、捺、悬针竖等，锋芒外露，
挺劲犀利。

由于用笔有提按、轻重、徐疾的节奏，所以线条才表现出刚
柔粗细的变化，字的结构就有了如同音乐、舞蹈等美的造型
及韵律，字才耐看，有品味。

四、介绍提高学习书法的妙招。



1、临帖和摹帖

临帖和摹帖是学习书法的必经之路，要坚定不移。

摹帖和临帖各有所长，效果各异。姜夔《续书谱》中
说：“临书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笔意，摹书易得古人
位置，而多失古人笔意。临书易近，摹书易忘，经意与不经
意也。夫临摹之际，毫发失真，则神情顿异，所贵详谨。”

摹帖，就是把薄纸蒙在帖上，直接描画，如同描红，多摹几
遍，有利于把握字形结构。临帖，就是看着字帖，照着去写。
只要仔细认真，便容易掌握笔法笔意，从而把范本的精髓学
到手。只摹不临，虽然间架不错，但没有笔法，字就僵化，
缺乏神采。初学者宜临摹并用，相互补充。

2、临帖的方法

临帖要做到三要：一要眼到手到心到；二要少而精；三要不
断比较。

眼到手到心到，是指临帖时思想高度集中，全神贯注，不仅
用眼睛看，用手认真写，而且要开动脑筋，思考怎样临才能
临得象。

少而精，是指每天规定五到十来个字，反复写，集中力量打
歼灭战，尽量消化它，最好能掌握它；如果字一下子临得很
多，往往会象抄书一样，印象不深。

不断比较，是指临了一遍后，把自己临的字同帖上的字进行
比较，看那一笔写得好，那一笔写得不好。字形结构是否摆
稳，到底象不象；要找出差距看出缺点，从而加以改进。临
一遍，比较一遍，改进一遍；不断临，不断比较，不断改进，
就会越写越象，越写越好了。



3、连续不断，持之以恒

任何事情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练字也一样，
写得太少，没有掌握，当然谈不上进步，而生硬机械地多写，
疲倦了，效果也不好。根据经验，楷书练字临帖，每天差不
多要写二百多字，必须一次性连续不断写完。这才能达到一
定的量才有一定效果，较佳的量才能达到较佳的效果。这也
是锻炼毅力的好办法。学习时要象蚯蚓钻进泥土里似的，一
头钻进字帖里，专心致志。每天抽一定时间临摹帖，滴水穿
石，日久见功夫，辛勤耕耘，一定会有收获。

五、理论运用，练习巩固：

横：横画在汉字中起着横梁般的作用，它的长短变化则平衡
整个汉字结构，因此，既要坚挺扎实，又要生动活泼。写横
画不论长短，为适合人的视觉效果，都要写得左低右高，略
带斜势。但也不能太斜，以5°~7°为宜，一般短横要斜，长
横基本平正。

（1）右轻横： 因势向下凹，故又称凹横。写法是起笔作顿，
然后转笔向右上呈7°斜行，最后顺势轻按回锋收笔。右轻横
大都在字的第一笔，快捷有气势。如“土、王、五、至”等
字中的右轻横。

（2）左轻横： 因势向上仰，故又称仰画。写法是轻起笔，
向右逐渐用力，最后轻顿笔回锋收笔，左低右高，左细右粗。
左轻横常和左竖相接，在笔画中间，有时也可在第一笔。如：
“上、正、旦、直”等字中的左轻横。

（3）长横： 因势向下覆，故又称覆画。写时起笔作顿，然
后向右上行笔，结束处顿笔回锋收笔。由于头尾用笔重，速
度慢，中间用笔轻、速度快，因此，整个横画是头尾粗，中
间细，在平直中略带弧形，中间部分稍挺起，显得很有力量。
如：“下、万、不、百”等字中的长横。还有在字的底部和



中部的长横基本平正。如“卫、亚、安、青”等字中的长横。

六、请学生自己挑选感兴趣的例字，完成整幅作品。

1、发作品书写纸和“左右结构字字帖”

2、书写练习（音乐伴写）

要求：（1）按间架比例要求写满15个字（2）写好落款

3、展示并评议（投影仪）

七、课堂小结并布置作业。

1、（师）结束语：中国的书法艺术源远流长，精美绝伦，从
今天左右结构字的书写中，我们已初步领略了它非凡的艺术
魅力。希望同学们平时真正做到“下笔即是练字时”，一丝
不苟写好每一个字，做好每一次作业，练字时多用心揣摩、
观察，我相信你们每个人都能进步，练就一手好字、真正拥
有硬笔书法才艺。

2、作业：每天练一笔好字中的一行。

板书：

硬笔书法之临摹

1、选帖自做主（选自己喜欢，求精不贪多）

2、结字最关键（观察每一笔画的方向、角度、疏密关系）

3、执笔如拿筷

4、影摹是调查（达到“准”）



5、日克一字好（不宜过多、过长）

6、功夫不单练

7、字怕往起“立”（立起来看，觉得好了，才是好）

讲义讲什么篇五

第一段：引言（150字）

在大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讲义，无论
是课堂讲义还是自习课后整理的笔记。这些讲义内容往往是
教授们对于知识点的深入解释和总结，对我们学习的帮助极
大。在学习过程中，我深刻感受到了讲义内容给我的启迪和
引导，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对于讲义内容的理解与思考（250字）

讲义内容所涵盖的知识点，有时会远远超过教材的篇幅，它
们细致而详尽地解释了相应的概念、原理和应用。通过学习
讲义内容，我更加深入地理解了所学知识的核心思想，明确
了学习的方向和目标。此外，在学习过程中，我还会思考讲
义内容背后更深层次的意义和逻辑，这种思考能力的培养不
仅扩展了我的知识面，还提升了我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能力。

第三段：讲义内容的应用实践（250字）

讲义内容不仅仅是书本上的知识，更是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
产物。其中包含了一系列典型的例题和问题，通过这些案例，
我们可以将抽象的理论知识与实际问题相联系，培养实践操
作的能力。同时，讲义内容中的实例还为我们提供了启发和
借鉴，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学习内容。在应用实践中，
我深刻感受到了讲义内容的力量，它帮助我解决了很多困惑
和问题，使我在学习中事半功倍。



第四段：讲义内容的补充与延伸（250字）

讲义内容往往是教授们经过反复推敲和整理的，但有时候，
我们会发现讲义的篇幅和深入程度还远远不够。因此，在学
习过程中，我会通过查阅相关的教材、论文或者资料来补充
和延伸讲义中的内容。通过这种方式，我进一步加深了对知
识点的理解和运用。此外，通过延伸讲义内容，可以开阔思
路，提升学习的深度和广度，为更高层次的学习和应用打下
坚实的基础。

第五段：如何善用讲义内容（300字）

讲义内容对于学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如何善用讲义内容
则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探索的问题。首先，我们应该
注重讲义内容的整理和归纳，将其转化为自己的语言和表达
方式，从而更加深入记忆和理解。其次，我们应该灵活运用
讲义内容，结合课堂学习和自主学习，形成一套适合自己的
学习方法和技巧。最后，我们应该持续地反思和总结，发现
讲义内容的不足之处，并通过阅读和学习来弥补这些不足。
通过这些方式，我们能够更好地利用讲义内容提高学习成效。

结尾（100字）

讲义内容作为我们学习的重要依托和工具，在学习过程中有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对讲义内容的理解与思考，应用实
践，补充与延伸以及善用讲义内容，我深刻感受到了讲义给
予我的启迪和帮助。相信只有充分利用讲义内容，才能更好
地达到学习的目标，并在知识的海洋中翱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