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女孩学书法有出路吗 书法心得体会
(汇总9篇)

心得体会对个人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帮助个人
更好地理解和领悟所经历的事物，发现自身的不足和问题，
提高实践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与他人的交流和分享。
记录心得体会对于我们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以下
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最新心得体会范文大全，希望能够帮助到
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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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x年12月14日，在这个不寻常的季节里，我们终于迎来了
期盼已久的培训。我们一行11人踏上了北京诚敬仁书法学习
之路。

应该说我们是迎雪而去，踏雪而归。归来时行囊中已是满满
的果实。短短十五天紧张而又快乐的书法培训中，既有杨淑
芬老师讲座，又有杨淑芬老师和一线教师的实践指导，内容
充实而丰富，形式严谨又不失活泼。犹如冬日的阳光，温暖、
明晰地指引着我们书法教学的方向，指引着发扬传承中国传
统文化的道路。

我们真正感受到了「小院」的温暖，以及教师的亲切和和蔼
的话语。让我受益匪浅，使我在思想、理念、方法等不同方
面都得以洗礼和提高。

教师为人师表，应具备丰富的知识，更应具有高尚的道德情
操与人格魅力，能以自身榜样无言的力量教给学生做人的道
理。「书品如人品」，静心品读杨淑芬老师的书法作品，聆
听杨淑芬老师的讲座，无不受其人格魅力的感染。在通州
「小院」里，杨淑芬老师以她的魅力和深厚的书法功力，语
重心长的教育，以及辅导老师们的耐心指导，深深地感染着



我们。

一、书法特色学习给我的启迪

书法艺术是我国源远流长的传统艺术之一，在数千年的中华
文化积淀中如一枝奇葩长盛不衰。书法，是以汉字为基础，
以毛笔为表现工具的线条造型艺术。它体现了华夏民族的智
慧与创造力，是传统艺术殿堂的瑰宝。以学书为乐，在泼墨
挥毫之间，契入「技近乎道」的内在精神。

优秀的书法作品，其中蕴含着的艺术修养，散发出的人文气
息，呈现出的和谐之美，细细品味，能让我们心情放松，感
受身心灵的安宁闲适。在学习期间，杨淑芬老师的教法独特，
方法简便，几乎人人能上手。

首先练就「永字八法」基本笔划，由点入手，详实分析用笔、
行笔、力道、劲道及用墨等法，让初学者能充分了解到毛笔
特质，并体会将身体放松的力量送到笔端。稍加练习，即能
在短时间内熟识永字八法的基本运笔，灵活驾驭毛笔。再配
合十种字体结构的分析，了解间架要领。

一般初学者大约在一个月后就能书写一手漂亮的正楷，有了
扎实的基本功法，再临摹各种书帖，即能随心应手练就一手
好字。我们每天都要练习书法8个小时左右，从中也真正体会
到了中国书法艺术的魅力。

老师绘声绘色地解析着如何为人、处事等生活中的大智慧，
听杨淑芬老师的讲座，令人如沐春风。不管是她的书法也好，
还是她讲课的风格，无不彰显出她独特的魅力，使我们真正
获得了很多的知识。

二、终身学习，提升自身书法及理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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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在写字课堂中传承中华书法文化 ———聆听姚金中老师
《中国书法知识讲座》的感悟 201c年11月10日下午，我有幸
参加了六郎片区小学语文书法教育专题讲座。细心聆听了安
徽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教研室主任姚金中老师做的长达两个半
小时的《中国书法知识讲座》。

姚老师首先分析的当今书法教育的现状，阐述书法教育的意
义以及教育部对中小学书法教育教学的要求；图文并茂，讲
述书法简史及字体的特点。从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
草书、魏碑、楷书，呈现历代优秀碑帖，对各家书体做出了
精炼的阐述；然后，从文房四宝：笔墨纸砚，五指执笔法：
擫、押、钩、格、抵，笔法：起、行、收的三个过程，结构
的九条基本规律：大小、平正、疏密、匀称、错落、收放、
让就、同异、连贯，细致讲述了书法练习的要领。

通过此次培训，我对书法专业知识有了较系统了解和新的认
识，深深地感受到它不仅仅是一次专业知识的学习，更重要
的是传递着一种责任，那就是传承祖国书法传统文化的责任。
作为参加培训的教师，深知培训意义和此次书法学习的重要
性。

通过培训，认识到作为教育工作者对书法传承的重要性。中
国文化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而书法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艺
术，又是中国上下五千年来的优秀文化，它与中华民族精神
成一体，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是世界艺术之林的奇葩。

书法是我国独特的传统艺术，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欣赏和
喜爱。人们只所以会喜欢她，正是因为她能示人以美，可以
说，他是无声的音乐，静态的舞蹈。它触发人们对美的感受
和联想，它是审美与实用的结合体。学习书法不只是提高写
字的水平，还能提高人的艺术修养和人的良好心里素质。



如练习书法可以陶冶情操。练字也像音乐一样能够陶冶人们
的情操，使人振奋，受到美的感染。 如学习王羲之秀美挺拔
的字体，可使人的性格变得开朗活泼；学习颜真卿端正的字
体，就好像聆听一首抒情小调，可以使人性格朴实、厚重；
中国自古讲究“字如其人”，许多大书法家都是做人的楷模，
他们的精神有助于陶冶情操。

鲁讯曾说：“我国文字具有三美：意美以感心，音美以感耳，
形美以感目”。书法艺术的形式美是通过有规律的组合线条
作用于纸上而形成的，长期进行书法练习能自觉地感受流动
线条的美，也感受到写好字并非高不可攀，只要持之以恒地
坚持练习，就会有惊喜的收获。

我国的汉字起源悠久，书画同源。他的造型，原于自然，是
对自然形象的高度概括和抽象空间的视觉形象。汉字结构的
艺术性是对立统一的。他不但具有主观的形式美，还具有客
观的形象美。所以，学习书法，要有良好的想象能力，要与
自然造物之美结合起来，书写出主观与客观、具象与抽象相
结合的艺术汉字来。

练字的人，虽然不可能人人成为书法家，但人人都可成为一
个书法艺术爱好者。我们在学习书法的同时，不能急于求成，
更不能一曝十寒，它是一个长期的细水长流的过程。既要注
意人品的修养，要不务虚名，不好高骛远，还要富有刻苦踏
实的学习作风。这正是我们民族气节和精神文明的表现。只
有这样才能不断进步，才能以坚忍不拔的毅力攀登书法艺术
的高峰。

总之，此次书法培训学习不仅提高了受训教师的书法水平，
也对传承民族的文化艺术，对今后在学校进一步开展书法教
育活动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书法作为一门艺术，不是一朝一夕练就的，需要花费大量的
精力和心血。在今后一段时间中，要尽量挤出时间，静下心



来认真思考，积极行动，尽快地消化和吸收培训的知识，按
要求在写字课堂指导学生练习书法，努力为书法的传承做出
应有的贡献。

有所求，亦有所乐，为此要一往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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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熟能生巧。”掌握书写技能离不开练习。但练习不
仅仅是“错误的尝试”和机械的重复，它是一种有目的、有
步骤、有指导的活动。所以，小学写字教学应从他们的实际
情况出发，针对其特点进行合理有效的练习，纠正错误，掌
握技能，这是小学写字教学的关键。

课堂教学是写字教学的主要手段，教师作为课堂教学的设计
者，应率先从写字教学的整体上向学生提出明确的学习目的
要求，指出大致的学习方向，大致分为：教学目标--必须学
什么;教学策略--如何教、如何学;教学评价——获得反馈信
息，了解学生各方面的素质、个性的差异，便于有的放矢地
指导。在规定目标时遵守三个原则;一是少而精，二是循序渐
进，三是目标适度。

兴趣是推进学习的内在动力。在教学中创设富有情趣的情境，
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和需求感，寓教于乐，在小学写字教学
中，特别是低年级教学中具有特殊的作用。在近几年的写字
教学中，我总结出以下几种激趣方法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
极性。

内容相符合，这样，“讲故事”的形式就能起到更好的激趣
效果。

(二)儿歌激趣。儿歌深受低年级学生的喜爱，文字简练，通
俗易懂，琅琅上口，易读好记。因此，把教材中的.执笔方法，
书写规律等编成儿歌，让学生乐学，培养兴趣。



(三)电教激趣。电教手段，可以使抽象的起笔、收笔等过程
直观化，静态的内容动态化，复杂的内容简单化，深难的内
容通俗化，使学生看得更为清晰，感受更为完整，易于理解
字的形态、结构、比例，便于记忆，逐步培养学生良好的观
察方法。

(四)活动激趣。教学中组织一切新颖的教学活动，培养学生
的兴趣。在教学实践中，我发觉“集字”和“竞赛”是两个
有效的方法。“集字”能增强儿童的实际运用能力，学以致
用，提高兴趣。根据儿童好胜心强、自尊心强，爱表现自己，
有意引进“竞赛”意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搞比赛
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要提高学生的写字技能和培养学生的写字兴趣，应在提高课
堂教学质量上下功夫，第一，教学内容和语言要精炼。第二，
创造条件，利用电化手段配合写字教学。例如，示范的字可
写在幻灯片上，通过偏旁部首不同的位置组合让学生直观地
辨其优劣;学生临摹的字也可以写在透明纸上，再显示在银幕
上，师生共同评议，当场反馈。

在书写过程中，当学生产生疲劳、烦躁的情绪时，放些舒缓
悠扬的轻音乐，如“钢琴王子”理查德?克莱得曼的情调钢琴，
以及浪漫小号，萨克斯音乐等，无疑会使学生们心情舒畅，
心境开朗，疲劳程度降低，从而使注意力又重新回到练习中，
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

当代心理学家认为，音乐教育不但可以陶冶性情，增强艺术
感染力，而且还可以使学生更懂事，更礼貌，更合群。可以
说音乐是身心健康的法宝。由此可见，在写字教学中适当引
入音乐教学法，这对提高学生书写效率，无疑起到了催化剂
的作用，是大有作为的。

“好表扬”是小学生的重要心理特点，是鼓励他们学习的重
要手段，如何使学生成功，使其不断体会到学习进步的喜悦，



从中得到心理上的满足。教师要随时注意心理效应，更善于
发现学生的闪光点并加以肯定，使学生产生一种愉快的情感
体验，如在作业批改上每次要加以适当的表扬，定会有效地
支撑学生奋发向上，增强克服困难的勇气和自信心。

总之，小学的写字教学，教师应该摒弃那种“熟读唐诗三百
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的传统的机械练习的陋规，而替之以
科学的、合理的、有效的教学方法，使写字教学既新又活，
使学生由“要我学”变为“我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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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火柴的小女孩》讲述的是一个悲惨的故事。

在圣诞前夕，有一个小女孩因为祖母和母亲都去世了，又要
照顾生病的父亲，在大街上卖火柴，到了中午她又饿又冷一
根火柴也没卖出去，所以她不敢回去。就在这时有一辆马车
飞快的跑出来，差点就撞到她，但是她的鞋被撞没了。她光
着双脚走在雪地上，旁边的有钱人家都在过节，她也想象着
美好的生活，希望可以有一个温馨的家。可是，她却在大街
寒冷的墙角里被活活冻死。

当我看到小女孩光着双脚在冰冷的雪地上走的这段文字时，
心里忍不住的气愤。为什么就没有一个人问她一句“怎么
了”?为什么没有人送她一碗热汤?我感觉这里的人情太冷漠
了。

而我们现在的社会处处充满了爱心。在我的周围，不仅有留
守儿童志愿者献爱心，还有爱心一日捐、带着爱心赶大集的
活动。记得一个星期天，金笔作文的老师组织我们进行义卖
活动，卖来的钱捐给山区贫穷的孩子们，很多人都自发地来
买我们的东西，短短两个小时就捐款1万多元，让我觉得我们
周围有那么多充满爱心的人。还有汶川大地震时，祖国各地
的人们都伸出了援助之手，大家都在捐钱捐物，热情高涨，



爱心爆棚。

与卖火柴的小女孩相比，我们的生活是充满爱心的，是幸福
的，我们要珍惜这幸福的生活。

老师点评：这是一篇比较成功的读后感，能按读后感“引一
议—联一结”的格式来写，结构清晰，观点明确，论证有力。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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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有正确的执笔方法

要写一手好字的前提是要有正确的握笔方法，这是练字之前
必须要学会的，这是后面一切学习的基础，所以十分重要，
务必掌握。正确的握笔姿势是：右手执笔，拇指、食指捏住
笔杆的中下部，距离笔尖3厘米左右的位置，拇指和食指基本
形成圆形，中指指甲盖内侧托住笔杆，六棱铅笔，手指握一
个面空一个面，其他两个手指自然弯曲并拢，起到支撑手掌
的作用，五个手指的指关节略弯曲，掌心虚圆，笔杆略往虎
口倾斜，捏笔不易太使劲儿，手背与本子上的竖线平行;运笔
时食指、中指、小指要协调统一。

二、良好的学习方法

第一，基本笔画练习;主要学习正楷的笔画。第二，独体字练
习;主要是通过把每个字、每个笔画的位置、比例以及它们相
互之间的位置关系等给出准确的定位，运用自如，因为这些
字是组成其他字的基石。

第三，字体结构特点分析;在所学的独体字的基础之上，分析
总结出字的结构特点，以及做左右偏旁的时候、做字头和字
底的时候等，在字的不同位置时的变化，总结出其规律，教
给我们举一反三，运用自如。



以上，就是我个人的一点浅薄的学习心得体会，与各位共勉，
如有不妥之处，请各位同事、前辈指教，我必当虚心接受，
虚心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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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对柳国良老师的评价

2011年初，也就是大一的下半学期，我们开始了我们的公选
课。我把所有的可供我们选的课都看了一遍，很多的不感兴
趣，只有一个吸引了我，书法课。

真的，我是从下就很喜欢书法的，特别是毛笔书法，虽然我
的字写的不是那么的尽人意。我认为书法是中华五千年精神
的流露，它所体现的是中国的精神，中华民族的精神，代表
着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化精髓。尽管一些其他亚洲国家也有
书法，像日本这些国家，但是我觉得比起我们中国，他们只
能算的上是在描摹，根本就写不出什么精神。（一提起日本
我就主观胜于客观，日本这个民族怎么就这样不招我喜欢呢，
从几百年前开始到现在，就没做过什么好事，一个海啸没把
他们冲明白，现在还来抢我钓鱼岛。像这样一个名族怎么能
有精神呢，更何况是书法。）

尤其上了这个公选课，我更是体会到了这一点。

我的老师，柳国良，柳老师，厉害，书法家协会会员。讲课
也很厉害。我也听过本校的一同样教书法的项老师讲的课，
课上难免有点无聊，没劲。上你的课去不一样，你讲课听有
意思的，很有吸引力，很崇拜你哦，呵呵，真的，而且就崇
拜过你一个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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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多么可怜的小女孩!”我合上《安徒生童话》，眼前不



禁浮现出小女孩的身影，心里暗暗为小女孩凄惨的命运感到
痛惜。

《卖火柴的小女孩》这个故事主要讲了在又黑又冷的大年夜
里，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因为没有卖掉一根火柴，不敢回家，
最终冻死在街头的事。揭露了资本主义的黑暗，表达了作者
对穷苦人民遭遇的深切同情。

当我读到小女孩几次划着火柴的幻想这一段时，心里不由得
再一次为小女孩悲惨的命运叹息。是的，在贫富不均的资本
主义社会，小女孩在微弱的火柴光中看见的暖烘烘的火炉，
香喷喷的烤鹅，美丽的圣诞树，这一切对小女孩来说都只能
是幻想，根本就无法实现。

比起小女孩，我是多么幸福，从小到此刻，我都吃饱穿暖，
在家里，爸爸妈妈疼爱我;在学校，有教师和同学的关心。生
活是多么的完美!

一根渺小的火柴，照亮不了这个开阔的世界，可是却能温暖
一个小女孩的梦想。在小女孩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她感受
不到寒冷和饥饿，在她的眼前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所以，
我们没有太多的悲伤献给她。可是，这个世界的残酷和冰冷，
却不能不让我们深受震撼。除夕之夜，一个小女孩不得不走
上街头，赤着脚走在雪地里。这幅不幸的剪影是那个不公平
时代的最好见证。我们的同情心和善良，在那里得到滋润和
洗礼。一个高尚的人，应当具备这样一种基本的美德：帮忙
那些需要帮忙的人，帮忙那些比自我弱小的人。可是，我们
有多少人的手里有那样一根火柴呢?而这个一无所有的小女孩，
却用她微薄的渴望和梦想帮忙了我们。

女孩学书法有出路吗 书法心得体会篇八

我们桂林与柳州的作品放在一起，在数量上我们超过他们很
多很多，但在精、深、专、扎实、力度等方面都还不够，这



是我们应看到的弱项。

我们只有出去学习别人优秀的先进的东西，才能够开阔眼界
和改变观念。我们要不断地反省自己，要做好自己的事情，
不要管什么丑书，要坚定我们的理念，看别人是如何成功的。

书法创作总是个人化的，只有坚定自己的信念，在手上才能
有表现，坚守自己的理念，往一个方向深入，要考虑自己做
得怎么样，深入地做下去，以后再拓展就好办了。

我们会一种书体就可以，专一了，细微的东西也就会关注到，
功夫下足了，就会在自由自在悠闲的程度下抒情达意。

还有我们做得不到位不精，只学个大概是不行的，观念和方
法很重要。

观念有历史的与现代的，我们不能偏颇某一方，应相互结合
寻找共性。方法就是精专后才能表现出具有共性后的个性。

女孩学书法有出路吗 书法心得体会篇九

上个星期，我学习了《卖火柴的小女孩》，让我感慨万千。

《卖火柴的小女孩》这篇课文主要讲了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
在大年夜冻死街头，在幻想中得到了满足的故事。

“那是一双很大的拖鞋——那么大，一向都是她妈妈穿
的。”这个小女孩家里虽然穷，但是他多么懂事啊！我们班
有个人和她恰恰相反。她在家里就像个小公主一样，只要她
说要这个，他的父母就会给他买来，恨不得把天上的星星也
摘下来给他。在班里，他常常仗着自己家有钱就来欺负别人，
可是只要一有人碰到她，她一定会大哭大闹并告诉老师。而
且她在我们班里成绩也不好，常常考个倒数。



“这一整天，谁也没买过他一根火柴，谁也没给过他一个硬
币。”小女孩是多么悲惨可怜啊！上次我在超市门口看到一
个乞丐小孩，人们都把他里三圈，外三圈地围了起来。有的
人给了他许多的钱，有的人给了他许多好吃的食品，有的人
给他买新衣服，有的人给收养所打电话希望他们可以来把乞
讨小孩带去收养所。要是卖火柴的小女孩来中国多好啊！那
样他就不会冻死街头了。

《卖火柴的小女孩》这篇课文给了我巨大的启示：我们要珍
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