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戏曲课心得体会 戏曲生心得体会(汇总5
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对自己、他人、人生和世界的思考和感悟。
那么你知道心得体会如何写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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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曲课心得体会篇一

作为一名戏曲生，已经学习了多年，这段时间深深地感觉到
戏曲这门艺术的深厚内涵和文化底蕴的独特魅力。下面就分
享一下我的心得体会。

第一段，初入戏曲的初步认识。我还记得第一次来到剧场参
加戏曲培训，一进入剧场，那些优美的身姿和高亢的唱腔就
深深地吸引了我。从那时起，我开始热爱戏曲，不仅学会了
唱、念、做、打四大基本功，还学习了戏曲剧目和表演技巧，
开阔了我的视野，让我更好地了解和体验这门艺术。

第二段，戏曲的文化内涵。学习戏曲不光是为了学唱学念，
更重要的是通过戏曲了解中国文化。戏曲是中国文化的瑰宝。
它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通过戏曲我们可以学到许多
国粹文化，例如中华传统审美观念、历史变迁、社会风貌等
等。我深深的感觉到，戏曲的魅力远不止在于脸谱和表演，
更在于那些深沉的文化意境和人性理性。

第三段，戏曲艺术与现代社会相结合。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
先进发展，戏曲在承袭传统文化的同时，也需要与时俱进，
才能更好地推动戏曲发展。在现代社会中，通过戏曲可以传
递出人类普遍存在的内在情感和人生价值，在不断的实践中，
借助现代艺术的手法，使得传统的戏曲艺术与现代社会还有
人们生活息息相关。



第四段，戏曲的接受度逐渐减低。在今天这个快速发展的现
代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逐渐淡漠和失去了对戏曲的
兴趣。 由于与现代人的生活状况和居住环境的不同，戏曲很
难和年轻人们产生共鸣，使得其接受度逐渐降低。因此，我
们需要重视创新和推广，让更多的人进一步了解戏曲艺术，
增强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热爱。

第五段，成为一名优秀的戏曲演员是不易的，但不断努力才
能取得成功。在戏曲这门艺术中，要想成为举足轻重的演员，
需要长时间的专业学习和训练，还要保持一颗沉稳的心态和
澎湃的热情。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探入戏曲的灵魂，更
好地表现人物性格，传递文化内涵，让观众欣赏感受到我们
的演出。

总之，戏曲艺术的学习对于每一位戏曲生来说都是一种无与
伦比的体验。在这条道路上，需要一份坚定的决心和细心的
体会，才能真正把戏曲演得淋漓尽致。同时，我们也要通过
各种形式传播和推广戏曲文化，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解这门
艺术，共同维护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戏曲课心得体会篇二

作为一种具有深厚历史文化背景的艺术形式，中国戏曲在世
界艺术史中拥有独特的地位，其精彩表演和深刻内涵不仅让
艺术爱好者如痴如醉，也让更多人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独特
魅力。作为一位热爱戏曲的观众，我在平时的观演中，不仅
对戏曲中的唱、念、做、打的表现方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同时也体会到了戏曲的文化内涵和它所带来的感人之处。

第一段：戏曲中的唱

唱是戏曲表演中的重头戏，也是戏曲表现力最强的方式之一。
戏曲唱腔经过了长时间的发展演变，千姿百态、风格各异，
每一种唱腔都有着独特的表达方式和深厚的文化蕴含。在观



赏戏曲时，我曾听到一些经典的唱段，那些富有情感的唱腔，
使我仿佛进入了剧中人物的内心世界，感受到了他们的悲喜
哀乐。

第二段：戏曲中的念

在戏曲表演中，念是传递情节和剧情的主要方式之一，它不
只是在表达人物的台词，更是在传递情感和表现角色的个性
特征。念的分明恰到好处，真实地表现出人物的性格和感情，
令人彷佛见到了人物的真实面貌。

第三段：戏曲中的做

在戏曲表演中，做是演员传递人物情感和性格最直接的表现
方式。演员的动作和表情在不同的角色和情节中表现得格外
传神。在一场好的戏曲表演中，演员的舞台上的行为举止能
够让观众更好地理解人物心理和情感，这是做表现的魅力所
在。

第四段：戏曲中的打

戏曲中的打既是表现武术功夫也是表达人物个性、特征的重
要手段之一。在打斗表演中，演员精湛的表演和技艺体现出
这种艺术的深厚功力。打的部分对于戏曲表演的整个气氛以
及人物塑造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第五段：戏曲的文化内涵和生命力

戏曲在表演艺术中，不仅是一种传承千年的艺术形式，更是
中国优秀文化的代表。戏曲中体现的文化内涵丰富多彩，展
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和人文价值。在现代文艺的冲
击下，戏曲依然屹立不倒，体现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内在
的魅力。



总结：

戏曲作为我国独特的文化艺术形式，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演变，
成为了一种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艺术，不仅具有独特的表现
形式和表演技巧，也是中国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我们应
该保护和传承这一珍贵的文化传统，将其传递给我们的后代，
让更多的人能够体验戏曲所带来的艺术魅力和深远影响。

戏曲课心得体会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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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曲课心得体会篇四

戏曲是我国的传统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作为
一名戏曲生，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戏曲的独特魅力和严格要求。
在学习过程中，我不断地探索、实践、总结，逐渐感悟到了
戏曲的精髓和内涵。下面，我将分享我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传承和发扬

戏曲的传承和发扬是戏曲生的重要任务。学习戏曲，首先要
理解戏曲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底蕴，掌握戏曲的音乐、唱腔、
动作和表演方法。同时，戏曲生应该不断创新和发扬戏曲艺
术，使之与时俱进，在现代社会中应用和发展。通过传承和
发扬，我们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和爱上戏曲。

第三段：艺术修养和舞台表现

戏曲生的艺术修养和舞台表现是关键因素。艺术修养包括文
化素养、审美修养、表演技巧和情感体验等方面，是戏曲生
提高艺术水平的基础。而舞台表现则需要戏曲生具备稳定而
灵活的心态，清晰而有力的语言，丰富而深刻的表情和动作，
以及良好的协作和较高的表演能力。只有通过不断地钻研和
实践，才能成为真正的戏曲艺术家。

第四段：职业规划和社会责任

戏曲生不仅仅是艺术家，也是社会的一员。因此，在职业规
划方面，戏曲生应该考虑到自己的艺术发展同时也要兼顾社
会责任。要在艺术实践中主动担当社会责任，利用戏曲艺术
为社会作出更多的贡献，让戏曲艺术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同
时，也要为自己的未来做好规划和准备，将个人的发展与戏
曲艺术事业结合在一起。

第五段：结语



总之，成为一名优秀的戏曲生需要不断地学习和提高，同时
也需要深刻地领会戏曲艺术的博大精深和文化价值。通过传
承和发扬，艺术修养和舞台表现，职业规划和社会责任等方
面的努力，我们可以让戏曲艺术更好地服务社会、传承传统、
发扬光大。在未来的道路上，我将秉承这些原则，不断追求
戏曲艺术的卓越和完美。

戏曲课心得体会篇五

戏剧是通过演员表演故事来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综合艺术。
它是以演员艺术为中心同时又融合了文学、音乐、舞蹈等艺
术的.综合体。我国的戏剧经历了漫长的发展．从先秦以前的
巫舞，到汉代的角抵戏、晋时的参军戏、北齐的踏摇娘、唐
朝的滑稽戏。一直到宋元杂剧，戏剧这种艺术形式才基本成
熟。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戏剧博采众家之长，从各种艺术中
汲取了丰富的文化养料。经过长期的酝酿．我国的戏剧最终
形成并逐步走向成熟，倍受民众青睐，甚至不胫而走，享誉
海外．可谓成绩斐然。其中不乏有社会历史的偶然因素推波
助澜，但主要还是因为戏剧自身独特的艺术魅力，具体表现
在其丰富多彩、广泛深刻的功能方面。戏剧的功能不仅体现
在它形象生动、避实就虚的艺术形式．而且体现在它社会关
照、理性思考的具体内容。

戏剧的艺术魅力首先在于它形象生动、雅俗共赏；其次在于
它对真、善、美的永恒追求；更在于它张扬社会理性．成为
播撒于民众心底的及时雨。戏剧的主要功能表现在三个方面：
娱乐功能、教化功能、传承功能。

戏剧的娱乐功能是显而易见的，是促使广大观众走进剧场或
戏院的根本动因。因为戏剧是一种最终以舞台呈现的形式与
观众见面的艺术。它的直观性极强，接受者的层次又极为复
杂。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文化素养、艺术修养并不高，因此．
我们戏剧的娱乐大门要比其它艺术门类敞开得更大一些。这
是从外部因素，也就是观众对戏剧的接受方面来考虑戏剧的



娱乐功能。进一步从内部因素，也就是戏剧自身来说，戏剧
的娱乐功能是与生俱来的，从最初的傩舞娱神，到之后的角
抵戏、参军戏、滑稽戏等，逐渐地由娱神为主转变为以娱人
为主，在此过程中，戏剧的娱乐功能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变，
只是娱乐的对象由神变为人。人逐渐成为戏剧艺术的欣赏主
体和接受主体。因此，戏剧就更多地考虑人们的娱乐因素，
满足人们的娱乐需求，使人们得到充分的享受和欢娱。

戏剧的娱乐功能是不容忽视的，但决不能认为它是戏剧最重
要的，或者是唯一的功能。戏剧的娱乐功能只是把观众引入
更高接受层面的必要途径，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优秀的戏剧，内容往往以情至圣，以真至诚，从而得到广大
民众的认同。孟子云：“仁言不如仁声人人深也”。用我们
今天的话来说，那就是看一台思想性、艺术性都很高的戏，
比听一场报告受的教育还要大。戏剧的教化功能，就内容而
言，体现在其张扬社会理性，描写人间至情，追求真、善、
美的永恒主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道德伦理剧

这类戏剧多取材于古人古事，戏剧艺术家运用移花接木、旧
瓶新酒、引申推理等手法进行再创作，把它用于道德伦理的
说教之中。“借虚事指点实事，托古人提醒今人”。如《赵
贞女蔡二郎》、《王魁负桂英》、《张协状元》、《秦香莲》
等。这一类故事都是写发迹变心的男子负心的故事。“贫贱
之交不相忘，糟糠之妻不下堂”这是传统文化深深植根于民
众心中的一种理想的道德观。但在现实社会中，贫寒之士，
一朝中榜，入阁拜相，飞黄腾达，便立即翻脸不认人，否认
贫贱之交，甚至忘恩负义，杀妻灭子。于是理想的伦理道德
被颠覆，民众的心理严重失衡．因此在戏剧中所表现的内容
就反映了这种现实。而在结局安排上让这些负心汉都没有好
下场，或者受到上天报应、惩罚；或者受到人间审判、行刑。
唯有以此方式才能大快人心，使观众重新找回失去的心理平



衡，得到心理补偿，同时也起到了警示世人的作用。

2、爱情婚姻剧

追求美好的爱情和自由的婚姻是文学艺术的永恒主题，戏剧
艺术也不例外。关于这类题材的戏剧也是不胜枚举，比如
《西厢记》、《拜月亭》、《墙头马上》、《倩女离魂》、
《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等。这一幕幕爱情戏多表现婉转缠绵
的男女恋情，包括相思、调弄、热恋、离别、失恋、怨恨等
情感。而且这类爱情戏也更容易打动观众．为观众接受，成
为戏剧名作。爱情戏备受关注，除了人自身作为感情动物的
因素外，更多地是因为这类题材强烈地暴露出一般的人性和
人们普遍地、长期地被压抑的自由欲望。在传统的“父母之
命。媒妁之言”和“门当户对”的桎梏下，年轻男女的婚恋
多成为政治、金钱、权力的牺牲品，而禁锢中的人一旦觉醒，
就要冲出樊篱，寻求自身的幸福生活体现出青春和新鲜的人
的要求。但在当时的封建高压下，这种思想是离经叛道，为
社会的既定习惯势力所摒弃，并受到残酷压制。因而剧作家
也只好把人们的这种美好愿望搬上舞台。通过演员之口讲出
民众的肺腑之言。一吐为快，酣畅淋漓而且这类爱情戏也都以
“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作为结局．体现了人们对爱情的
热烈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