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艺术心得感悟(汇总6篇)
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受到启发后，可以通过写心得感悟的方式
将其记录下来，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这段时间的学习、
工作生活状态。那么心得感悟怎么写才恰当呢？以下是小编
帮大家整理的心得感悟范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
大家有所帮助。

艺术心得感悟篇一

已经连续好多年带毕业班了。每年到孩子们毕业上考场前，
我都会送给他们一些礼物，或是文具袋，或是圆珠笔，或是
一包湿巾…… 每每在大考的前几天让班长发放给同学们，祝
福他们考试顺利，成绩优异。但我总隐隐的感觉，学生们并
不太领情，因为我发现，不但主动向我表示感谢的同学很少，
而且很不珍惜，放学后，有的孩子甚至把我送他们的礼物当
作垃圾顺手扔在了地上。

按照道理，老师送礼物给同学，这是老师对同学的关心、呵
护，是一片爱心。同学应该很珍惜老师这份情义，可结果为
什么事与愿违呢？我陷入了沉思。

于是我开始反思并寻求办法：可能是我送礼物的方式错了。
不应该这么随便的让班长像发作业本一样，分发给孩子们，
应该讲究一个方式方法。

于是，今年，我要变换一种方式来做这项工作。

挑选、准备礼物。我观察了好久，也了解了很久。发现很多
同学手腕上喜欢戴一种丝带编织的类似手链的饰物，或红或
蓝，很是漂亮。于是我决定就送孩子们这种手链，我要送中
国红，象征吉祥，祝愿同学们顺利通过中考。

于是，我买下四十根大红色丝织手链。



我又去文具店买了四十张精美的贺卡，根据同学不同的特点，
用心在每张贺卡上写下我的祝福。

精择时间，送上祝福。中考前的最后一节课，我们一直很重
视。总是设计一些活动，为同学们的中学生活画上圆满的句
点。

我决定在最后一节课最后一个环节，为同学送手链，献贺卡，
说祝语。

最后一节课终于到了。第一个环节是播放了我精心制作的幻
灯片，内容很丰富，从初一入学军训立志，香山踏秋，到初
二的鸟巢情结，健康骑行，再到初三郊外拓展，百日誓师，
梳理和展示的是同学们三年来走过的精彩历程，一张张生动
的照片配上优美的旋律和感人肺腑的解说词，彰显着这个班
集体巨大的活力和美丽的风采，很多同学激动异常。

第二个环节，班长组织同学们互写同学录，互赠祝辞。

最后一项是班主任老师为每个同学送上礼物。

后来我注意到，没有一个同学丢到手链和贺卡。大考那两天，
所有的同学的手腕上都戴着我送他们的大红手链，远远地看
到我，还高高的举起手，示意给我看。有的同学直到领录取
通知书的时候，还戴在手腕上。有一个平时很调皮很大大咧
咧的学生家长偷偷告诉我说：我家孩子特别珍惜您送的手链，
睡觉的时候挂在床头，洗澡的时候都不舍得摘下来，总不厌
其烦的和我们讲您送她手链时拥抱她的情形。

这一次的爱心付出，我成功了。

我深道，这最后一节课在四十个孩子的心中，将永远被定格
成美丽的风景。这就是爱的艺术，这就是爱的艺术的魅力。



这件事情给我深刻的警示：教师需要以爱育爱，让爱在教育
活动中得到传递和光大。但很多教师出于爱的教育行为并不
为学生理解和接受，其结果轻一点是教师的努力看不到效果，
学生根本不接纳；重一点是师生间产生矛盾和冲突。对艰辛
的付出没有好的结果，很多老师感到委屈，他们没有意识到
这些爱，正是由于缺乏尊重、理解的基础，学生产生了抵触
和逆反心理，才不接纳。一个孩子生活在接受中，他才能和
施爱的人形成共识，才能学会感恩，学会回报。

付出的爱不能触动人的灵魂，无法引起人的共鸣，不能震撼
人的情感，就不是有意义的爱。真正有意义的爱是师生间心
灵的沟通、交融。教师作为沟通的主导，不仅应当有爱的情
感，爱的行为，更要有爱的艺术，即艺术的表达爱的形式。
而这种艺术来自教师的智慧，学识和修养。

艺术心得感悟篇二

瓷器艺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瑰宝，承载了千百年的历
史与精髓，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美感与艺术享受。近期我有
幸参观了一次瓷器艺术展览，对瓷器艺术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与体会，让我对其深深着迷。以下是我对瓷器艺术心得的体
会与思考。

首先，瓷器艺术给人们带来了视觉的享受。瓷器艺术以其独
特的形态和精湛的工艺技巧，打破了人们对器物的传统认知。
在展览中，各种形态各异、精致绝伦的瓷器让人叹为观止。
其中有以清雅端庄为核心的青花瓷，有以浓郁艳丽为特点的
釉里红，还有以轻盈灵动为风格的宋官窑等。无论是器物本
身的形态还是纹饰的设计，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独有的审美理
念与自然之美。置身其中，仿佛进入了一个美丽的艺术殿堂，
感受到了纯净与和谐的归宿。

其次，瓷器艺术让我深刻体悟到了中国古人对生活的向往与
追求。瓷器自古以来就是用来承载生活和美好愿望的容器，



它是古人对理想生活的表达。在观赏瓷器的过程中，我发现
许多器物上都雕刻了吉祥图案，比如蝴蝶、寿星、草莓等等。
这些图案代表了对吉祥、幸福、长寿等寓意的追求。同时，
还有一些器物上刻满了琐细的花纹，这些花纹不仅增添了器
物的美感，更代表了古人对精细生活的追求。古人的审美追
求渗透在每一个细节，每一处纹饰都体现了他们对美的向往
与追求。

再者，瓷器艺术让我感受到了艺术品背后的文化内涵与历史
积淀。瓷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蕴含了丰富的历
史和文化内涵。在展览中，我了解到了瓷器的起源、发展历
程以及不同时期的特点和风格。比如，青花瓷的出现与交趾
青瓷的技术融合，使得瓷器产生了新的审美风格和纹饰特点；
明代的景德镇瓷以其质地洁白、纹饰精美而著名；清代的官
窑瓷器则以青白瓷和粉彩瓷为代表，展示了中国瓷器工艺的
巅峰之作。通过了解和鉴赏这些瓷器，我深刻感受到了瓷器
艺术背后的文化积淀和历史传承。

最后，瓷器艺术也让我领略到了艺术创作的艰辛和匠人精神
的可贵。在展览中，我了解到了中国传统的瓷器制作工艺，
比如造型、开片、上釉、烧成、绘画等环节。每一个环节都
需要匠人们的细心和耐心，需要他们对工艺的熟悉和经验的
积累，更需要他们对艺术的追求和精神的执著。这样的艺术
创作需要匠人们付出大量的努力和心血，他们才能将一个个
美轮美奂的瓷器艺术品带给我们。正是这种匠人精神，使得
中国的瓷器工艺得以保持传统，并且在现代艺术中焕发出新
的生机与魅力。

总结而言，瓷器艺术给予了我极大的视觉享受，让我深刻把
握了古人对生活的美好追求，感受到了艺术品背后的文化内
涵与历史积淀，也领悟到了匠人精神的可贵。瓷器艺术丰富
了我的生活，也让我更加珍视和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
我将继续学习与了解瓷器艺术，为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贡献
自己的力量。



艺术心得感悟篇三

有幸和全国的美术老师一起通过网络，聆听了一堂专家学者对
《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__年版）》的解读，老师们着
眼艺术核心素养，从如何理解学习“核心素养”的内涵，到
教师、学生观念的大变局、新融合，再到学科内、跨学科、
超越学科的学习掌握。《艺术课程标准》为音乐、美术、舞
蹈、戏剧、影视等学科课程所共用，带来了和以往很不同的
变化。作为一名小学美术教师，跟上“变化”，积极理解适
应艺术课程的四大核心素养势在必行，边读边写，写下一点
点自己的初步感受。

一、整合、实践：

《艺术课程标准》为音乐、美术、舞蹈、戏剧、影视等学科
课程所共用，表述方式上整合起来作为艺术学科，目标上丰
富了艺术内涵。美术聚焦在“核心素养”上，有“审美感知、
艺术表现、创意实践、文化理解”四个方面。学科实践，守
住学科本源，紧扣艺术体验为核心，挖掘学科的深度。

二、融合、拓宽：

增强与其他艺术的、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与社会、自然生活
等的关联，增强艺术学科的宽度。

三、项目、任务：

带着任务问题的学习，用驱动性问题指向知识和能力，在解
决问题的过程中进行学科与学科、学科与生活、学科与人际
的联系与拓展，用项目成果呈现出对知识的创造性、运用和
深度理解。突出孩子的身心特点和学习能力，多从孩子的生
活经验中出发，创设情境、设计内容、规划活动、完成任务。

四、活动、情境：



核心素养在主动参与、主动探索、主动实践的探索实践过程
中培养，师生互动，让孩子们动起来、合作起来、学习起来。
注重创设丰富多彩的情境，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和形象直观的
现代教学手段，符合孩子生活经验、学习任务，发掘和孩子
的生活、兴趣相关联的内容来创设情境，愉悦学习。

五、创意、创新：

思维的创新、实践的创意，启发孩子的想象，选择自己有个
性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见解和认知。

六、文化：

课程内容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体，传承各种不同的文化；
吸收、借鉴人类优秀文化的成果，了解不同地区、民族和国
家的文化，理解和包容中构建文化共同体。

对于一线教师来说，新课标对我们的教学要求明显增加了难
度。因此，增强自身专业功底，加强自身的综合性学习，提
高自身的综合素养，是我当前的必修课。

艺术心得感悟篇四

现代艺术作为一种对传统艺术的反叛和创新，不仅在美学领
域有着独特的价值，更在社会文化和历史发展中扮演了重要
的角色。作为一位素来只听古典音乐和赏析古代艺术的人，
我最近对现代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接触了一些现代艺
术作品后，我深深感受到现代艺术的特点和魅力。

第一段：审美第一印象

当我第一次看到一幅现代艺术作品时，我感到受到了震惊。
色彩、线条和形状各异的艺术作品使我有些摸不着头脑，甚



至有些困惑。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我开始更加熟悉这些作
品，从中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现代艺术的内涵和价值。

第二段：艺术表现主题多元化

现代艺术的主题十分多元化，不仅体现出艺术家对社会时代
的关注和思考，更暴露出了人类社会矛盾和繁荣的方方面面。
通过现代艺术，我们可以呈现更为丰富多样的文化景观。在
我们的生活中，有些将城市中废弃的废品收集起来，再通过
艺术手段进行再创造的作品，或是注重环保，通过自然及环
保主题为设计元素，并让大众通过艺术作品去关注与强调环
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这些现代艺术作品通过独特的
视角和表现手法，向我们阐明着更为深刻的社会内核和情感。

第三段：探索艺术形式的多样性

诞生于20世纪初的现代艺术，将传统的绘画、音乐等艺术形
式颠覆，并推出了一批创新的、多元化的艺术形式。现代艺
术作品既有由以斯内格和毕加索推广的新表现形式的绘画、
雕塑等视觉艺术，也有由凯奇领导的行为艺术、演唱会、书
法等。现代艺术作品不仅展示了多种多样的形式，还提供了
多级的视觉效果、多重的文化关系以及多维的表现效果。

第四段：挑战观念和价值观

现代艺术作品的意识形态多种多样，它既探索了物理空间的
局限性，又对当代人的精神性和价值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现
代艺术作品可能是在颠覆、追求新的感官体验，也可能是拓
展、阐释现实，而强调当代社会的意义和作用。这些作品挑
战了我们的视觉感知，更重要的是，会让我们思考我们自己
对于艺术作品的看法和价值观。这种不断挑战我们传统观念
和价值观的姿态，使得我们的审美和心智更加完备和宽容。

第五段：总结



总的来说，现代艺术给我带来的最大的感受就是多元性和包
容性。现代艺术具有在古老的人类文化中发掘联想、无穷无
尽的可能性和新的理解。因此，我相信现代艺术不仅是美学
领域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更是人类文明想象力、技巧和智慧
的结晶。只有不断拓展我们的眼界和接受不同的观点体验，
才能真切地感受到现代艺术所带给我们的美、感动和智慧。

艺术心得感悟篇五

我非常有幸参与了今年的艺术培训，这是一次全面的、充满
挑战的、充满乐趣的艺术体验。我想通过这份心得体会，分
享我对这次培训的感悟和体验。

首先，这次艺术培训的地点设在一家历史悠久的艺术中心，
环境优雅，设施齐全。每天的学习时间安排得恰到好处，既
保证了充足的休息时间，又确保了我们能充分利用每一分钟
学习时间。

这次的培训涵盖了多个艺术领域，包括绘画、雕塑、摄影、
舞蹈和戏剧等。我深入学习了每种艺术形式的基础知识和技
巧，并有机会亲自动手实践。我认识到艺术不仅仅是欣赏，
更是一种创作，而创作的过程是需要不断的尝试、犯错和修
正的。

我特别喜欢我们有机会自己创作作品的过程。这让我体验到
艺术带来的自由和激情。尽管初次尝试，我仍然感到非常满
足。我发现，创作的过程比结果更重要。我明白了，艺术是
一种表达，是一种情感的释放，是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尊重。

最后，这次培训的收获远远超出了我最初的期待。我不仅提
高了自己的艺术技能，更重要的是，我提高了对艺术的欣赏
和理解。我明白了艺术对人类精神的重要性，也理解到艺术
可以带给我们的无尽的创造力和对生活的热情。



总的来说，这次艺术培训是一次非常宝贵的经历。它让我更
加深入地理解了艺术，并激发了我对艺术的热爱。我期待着
下一次的培训，期待着再次与大家一起探索和感受艺术的魅
力。

艺术心得感悟篇六

我参加了一次艺术培训，感到受益匪浅，以下是我的体会。

这次艺术培训的主要内容包括绘画和音乐。在绘画方面，我
学会了如何运用更细腻的笔触来表达自己的想法。音乐方面，
我学会了如何更准确地把握音乐的节奏和旋律，以及如何通
过演奏技巧来更好地传达音乐的情感。

通过这次培训，我深刻地认识到了艺术的价值和意义。艺术
不仅是一种表达，更是一种感受，一种思考的方式。绘画和
音乐都是我表达自己和探索世界的一种方式，它们帮助我更
好地理解自己和周围的世界。

此外，这次培训也让我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之处。例如，我
在绘画方面需要更强的构图和色彩把握能力，而在音乐方面，
我需要更深入地理解音乐的本质和更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情感。

总的来说，这次艺术培训不仅让我学习到了知识和技能，更
重要的是让我更好地认识自己和艺术，并激发了我对艺术的
兴趣和热情。我相信，这些经历将对我未来的生活和工作产
生积极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