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大班艺术活动文具盒 艺术活动素描
的心得体会(模板8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大班艺术活动文具盒篇一

第一段：引入素描艺术的重要性和魅力(200字)

素描艺术是画画的基础，也是培养美感的重要途径。作为一
种传统的绘画技法，素描以其简洁纯粹的表现形式吸引了无
数艺术爱好者。我很幸运能够参与艺术活动中的素描学习，
通过这一过程，我深刻体会到了素描艺术的重要性和魅力。

第二段：素描艺术中的观察力和细腻表达(300字)

素描艺术的学习注重观察力的培养和细腻表达的训练。在艺
术活动中，我们常常面对各种静物和人物进行素描练习。这
要求我们用专注的眼神仔细观察物体的形状、质感和光影变
化，更好地模拟出真实的表现效果。当我们不断练习和感受
物体的细节时，我们的观察力也日益提高，对事物的敏感度
也大大增强。

第三段：素描活动中的情绪表达和创造力(300字)

素描艺术不仅仅是精确绘制现实物象，更是一种情绪的表达
和创造力的释放。在艺术活动中，我们常常要通过素描表达
自己的感受和情感，将内心的世界融入到作品中。在学习素
描过程中，我发现当我能够真正投入到创作中，用自己的方
式表达情绪时，作品就会有更加生动和个性化的特点。而这



种情感的释放和创造力的施展，也让我更加了解自己，并在
创作过程中找到了快乐和满足感。

第四段：素描艺术中的耐心和毅力(200字)

学习素描艺术需要耐心和毅力。素描的过程是一个琐碎而繁
琐的过程，需要我们善于观察和思考，细心描绘每个细微之
处。这要求我们有耐心去坚持每一步，不急于求成，不畏惧
困难。只有坚持下去，并且不断克服困难，我们才能取得进
步，将自己的创作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第五段：素描艺术的启示和意义(200字)

通过参与艺术活动中的素描学习，我不仅仅掌握了一项技能，
更重要的是收获了一种审美的眼光和对美的感知能力。素描
的学习不仅是一种艺术的表达方式，更是一种对世界的观察
和思考。在我日常生活中，我更加注重细节的观察和感受，
并且更加关注身边的美好事物。素描艺术给予了我不断探索
和创造的能力，也让我对艺术的追求永不停歇。

总结(100字)

艺术活动中的素描学习是一次充实而有意义的体验。通过学
习素描这一传统的绘画技法，我培养了观察力、细腻表达和
情绪释放的能力，锻炼了耐心和毅力。素描艺术不仅仅是一
种技巧，更是一种对美的感知和思考方式。我相信，在不断
的学习和实践中，我会继续深入地探索素描艺术，提升自己
的艺术修养。

大班艺术活动文具盒篇二

活动重点： 能画出封印的圆形。

活动准备： 棉签，红、绿、黄、等颜料，娃娃图形一张、音



乐录音。

活动过程：

1、说出菜的名称：

听音乐引出主题：

—“今天是娃娃上灶，娃娃烧了哪些好吃的菜呢？”

教师用绿色棉签在纸上画个圆：

幼儿说出绿色的是什么菜。

教师选红色棉签一边画圆一边讲：“红红的西红柿真好吃，
阿呜一口放在嘴里咽下肚。”

幼儿查看自己画的圆时，是否将线的两端连起来。

2、启发创作：

—“娃娃还想烧更多好吃的菜，我们来帮忙好吗？”

幼儿绘画，教师用“放进嘴里咽下去”提示幼儿画封闭圆。

用“娃娃烧了好多好吃的菜”引导幼儿可以选用各种颜色画
重叠圆。

提醒幼儿一根棉签只能用一种颜色，用完后放在原来的盘中。

3、交流分享：

4、听音乐《娃娃上灶》，幼儿边拿着自己的作品，边互相介
绍。



大班艺术活动文具盒篇三

素描是一种传统的绘画技法，也是艺术创作中重要的基础训
练。在参加艺术活动中学习素描技巧与方法，我获得了很多
宝贵的经验与体会。在素描的过程中，我不仅提高了我的艺
术技巧，还发现了素描的独特之处，感受到了艺术创作给人
带来的无限乐趣。

首先，素描让我学会了观察。在艺术活动中，我们常常需要
去观察、捕捉日常生活中的美。素描作为一种表现形式，需
要艺术家通过观察并理解人物、静物或景物的特点，再用线
条勾勒出来。因此，在练习素描的过程中，我必须用心观察
周围的一切，捕捉到最细微的细节。通过不断观察和描绘，
我逐渐提高了对形状、质感和光影的感知能力，这对我的艺
术创作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其次，素描让我更加关注细节。艺术活动中，我们经常需要
绘制复杂的画面，无论是人体的肌肉结构还是建筑的细节，
都需要我们耐心而细致地勾勒。而且，素描是以线条勾勒为
主的表现形式，这就要求我们更加注重形状和线条的精准性。
在用铅笔作画的过程中，我时刻保持专注，力求捕捉到每个
细节的变化，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描绘，逐渐提高了我的
绘画技巧。

第三，素描让我学会了自由创作。尽管素描是一种基础训练，
但在其约束的规则下，我发现了自由创作的乐趣。在练习素
描的时候，我可以将自己的创意与观察到的对象结合起来，
尝试使用不同的线条和阴影效果，创造出属于自己独特的画
面。这种自由的创作方式让我更加享受作画的过程，也激发
了我对艺术创作的无限想象力。

第四，素描让我感受到了绘画的魅力。艺术是一种无声的方
式，通过艺术作品，我们可以用自己独特的语言诠释自己的
情感和思想。通过绘画自己的素描作品，我发现无论是静物



还是人物，它们都有自己的生命和情感。通过描绘线条和阴
影的变化，我可以将这些画面具象化，让观者能够感受到其
中蕴含的情感和生命力。这让我深信，艺术创作是一种能够
触动人心的表达方式。

最后，素描让我学会了耐心与坚持。素描是一门需要长时间
练习和不断积累的艺术形式。通过艺术活动中的素描练习，
我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与挫折。但是，我从中学会了坚持和
耐心，不断改进不足之处。我明白，艺术创作需要持之以恒
的努力和毅力，只有不断努力才能够取得进步，这也让我对
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通过参加艺术活动中的素描练习，我不仅提高了自己的绘画
技巧，还发现了艺术创作给人带来的快乐和满足感。通过观
察、关注细节、自由创作、感受绘画的魅力以及坚持与耐心，
我对艺术活动中的素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与体会。我相信，
在今后的学习和创作中，我会继续探索素描的奥秘，不断提
高自己的绘画水平和艺术表达能力。

大班艺术活动文具盒篇四

设计思路：

幼儿进入中班，在成人的启发下，开始注意和亲近周围环境
中美的事物和现象，并产生愉悦的情绪。喜欢听音乐、听故
事和观看美术作品，能随作品内容展开丰富的想象和创造。
色块和线条的装饰对孩子来说充满着兴趣，但是一直以来孩
子们都是单一的涂色练习，没有装饰画的技能性的知识的教
学和操作。为幼儿提供各种材料，为幼儿的创造提供了更为
宽泛的创造空间，孩子们通过动手、动脑，对创造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并给孩子一个自由、安全、宽松的环境，使孩子
们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发现”和“探索”。利用情境式的动
画效果，更使幼儿充满尝试和描绘的愿望。



活动目标：初步引导幼儿学用各种材料和间隔的方法在圆圈
内装饰。尝试用自己喜欢的材料、颜色和图案，大胆想象为
小动物的汽车装配上美丽的轮胎。

活动准备：废旧光盘、瓦楞纸、铅化纸、蜡光纸、回形针、
橡皮泥、瓜子粒、油画棒、水彩笔若干等。范例：画好的车
辆、三只轮胎、花鸭先生及汽车图片。

活动过程：

一、导入情景，引出课题（出示花鸭先生图片）花鸭先生一
大早开着他那漂亮的小轿车到城里去看望朋友，可是他怎么
开，车子还是一动不动，矣？怎么回事呀？（出示图片）请
幼儿帮忙找出原因。启发幼儿开个轮胎店，并请幼儿取名幼
儿相互讨论，为花鸭先生挑选一只怎样的轮胎呢？请小朋友
帮他挑一挑。幼儿选择，讲清花纹。花鸭先生连声说好好好，
高商兴兴开着车走了。

二、观察讨论师：不一会儿，轮胎店前停满了汽车、有轿车、
吉普车、面包车、卡车，连老爷车也开来了出示），排起了
长龙，这是怎么回事？是汽车轮胎都爆了吗？不是，花鸭先
生的车开到了城里，大家看见花鸭先生的汽车上漂亮的轮胎，
也都想换轮胎，也都想来我们**轮胎店里换花轮胎了.

三、幼儿创作，提出要求：请小设计师帮忙给小动物的汽车
装上各式的轮胎，好吗？利用各种材料，发挥想象和创造，
制造不同的花轮胎。

四、小结：

1 、汽车要出发了，说说你接待的小动物开的是什么车？为
它的车装上什么样的轮胎？

2、试车。我们开车出发喽！



大班艺术活动文具盒篇五

自从我开始学习艺术以来，我一直感到没有比艺术更加迷人
的事物了。赞美艺术不仅仅是因为它美丽的艺术品，更因为
它的哲学、历史、政治、文化、宗教、心理学等复杂的元素。
最近我参加了一些艺术类的学术活动，让我深切地了解到了
艺术于人类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让我受益匪浅。在这篇文
章中，我将分享我对这些活动的体验和感受。

第二段：艺术类学术活动的种类和举办形式

艺术类学术活动的形式各式各样，可以是课堂讲座、学术论
坛、艺术展览、工作坊、演出等。在这些活动中，教授、艺
术家和学者们提供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授课，包括艺术品历史
的背景、技术、文化和哲学意义等。这种难得的学术活动可
以让学生、艺术家和其他参与者进一步了解各种艺术形式之
间的联系，探索艺术和文化的丰富性。

第三段：参与的收获和感受

在参与这些艺术类学术活动中，我学到了许多艺术品背后的
故事和文化元素，这些使我对艺术产生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和
欣赏。例如，在一个茶道工作坊中，我学习了如何通过细致
地准备和演示茶道来宣扬与日本文化密切相关的礼仪和仪式
感。在一个研讨会上，我了解了不同艺术家创作的方法和他
们关于艺术和文化的独特见解。而对于一位具有挑战性的艺
术家来说，他认为艺术中任何的限制都会破坏创作的过程和
结果。这些不同的学术活动都为我打开了机会，以各种方式
对世界和艺术作出深入思考。

第四段：对未来的影响

我的这些学习和经历激励我在未来更加深入地研究和创作艺
术。我准备暂时放下代码和电脑，把精力投入到我的艺术实



践中，将新学习到的技能和知识融入我的工作中。除此之外，
我也想通过艺术实践去探索新的方式，并试着挑战创作的限
制，创造出更为创新和有趣的作品。

第五段：结尾部分

总之，参加艺术类学术活动是一种宝贵的经验，是头脑启发
和思维能力提高的重要途径。我的学术旅程才刚刚开始，我
会继续保持我对艺术的热爱，并在未来探索更多的想法和创
意。我真心希望其他人也能因此获得同样的享受，了解和欣
赏艺术的丰富性。

大班艺术活动文具盒篇六

在艺术类学术活动中，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些艺术领域的理论
知识，同时还可以接触到许多来自不同领域的艺术家和专家，
借此了解他们的思想和创意。在过去的几年中，我参加了几
次艺术类学术活动，让我深刻认识到组织者和参与者在这些
活动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第二段：重点一

艺术类学术活动使我认识到创意是如何从真正的思考和深入
研究中诞生的。这些活动通常包括由专家主持的讲座、工作
坊和研究小组等。通过这些活动，我发现了艺术家和专家们
工作和创作的方式。他们都非常注重细节，追求完美和创新。
这启发我在自己的创作中不断探索和追求更高的目标。

第三段：重点二

艺术类学术活动使我认识到创意是如何与现实相结合的。这
些活动不仅关注理论知识和创意思维，还关注如何将这些想
法转化为实际的艺术作品。例如，在一个工作坊中，我们讨
论了如何将概念化的艺术素材转化为实际的装置艺术品。通



过这个过程，我意识到艺术是如何与社会和环境相互作用的，
这激发了我更多地关注和思考艺术与现实的关系。

第四段：重点三

艺术类学术活动还使我认识到团队合作对艺术创作的重要性。
在这些活动中，我们通常需要与其他人一起工作，共同完成
一些创意项目。这种合作涉及到各种不同的技能和知识领域，
包括设计、制作、营销和公关等方面。通过这些团队合作，
我了解到在艺术创作过程中，不同的背景、知识和经验都是
非常重要的。

第五段：总结

总的来说，艺术类学术活动为我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学习和探
索艺术的机会。这些活动不仅帮助我深入了解艺术领域的理
论和实践，同时也启发我更加关注艺术与社会的关系，以及
艺术家和专家们如何协同工作。未来，我会继续参加各种艺
术类学术活动，不断拓宽我的视野和技能。

大班艺术活动文具盒篇七

在一个深秋的下午，落叶离开了母亲的怀抱，投向了大地。
寒风一阵又一阵地吹过，令路人都不由得打了一个喷嚏。

在这样的秋季，也是个丰收的好季节，每个农夫都在忙碌。
而我，也就在这个时候来到了美术展览馆。这次的展览是前
所未有的，它将所有的世界名画都制作成了动态效果，却仍
然不失名画的风采。

这个展览馆是在地下的，其结构宛如迷宫，可以让你走不出
来，因为你会被画作所吸引，痴迷其中。两端各设一个检票
口，为了人身的安全和你的诚实。场馆以白色为主色调，让
人觉得整洁又神秘。



我走进了这个展览厅，跟随着讲解员的脚步，我记忆最深的
并不是拥有者“神秘的微笑”的蒙娜丽莎，而是在众人围观
中的《采穗》。

画上描绘了三位带着头巾、穿着长裙的妇女在金色印染绿色
的稻田中忙碌。一位带着蓝色头巾的，她显得十分苍老，一
只龟裂的手紧握着一丛稻穗，双腿弯曲着，似乎想站起来，
却走不动了。一位带着白色头巾的妇女，脸上展现出了些许
苦恼之色，手中的穗都掉落了几根。仿佛在抱怨，为什么一
天到晚都要收割？最后一个妇女，她的腰弯得很低，只能看
到她的半边脸，两只手都握着金黄的麦穗。如一只勤劳的蚂
蚁，奋力地干活，不留瑕疵。

“啧啧，这幅画和现实中的景象一样呢！”另一位观看者说：
“是呀！连表情都刻画如此得惟妙惟肖呢！他们可真辛
苦！”

是呀，那传神的表情让人看了就会浮现生活中的情景，一位
老妇人弓着腰，在太阳猛烈的照射下辛苦地工作。

这幅《采穗》成了我印象最深的话，它所表达的不仅仅是采
穗的场景，而且还将每个人的情感都加入了其中。

秋天的稻田深深地刻记在了我的脑海，而每当看到“稻田”
两字时，我就会被深深地吸引。

我还看到了一副叫《田园》的抽象画。似女孩在田野中奔跑，
风儿吹起了她的长发；似甲虫在田野中嬉戏，无拘无束地飞
翔；又似水珠在麦叶上停留，紧抓住麦叶不放。

深秋的寒意，都被田野中的欢乐冲淡了。画面上的情感，令
我温暖。



大班艺术活动文具盒篇八

活动目标：

1、学习用手指画短线来表现爸爸的胡子。

2、体验玩颜色的快乐。

活动准备：幼儿美术用书《爸爸长胡子啦》、水粉颜料、抹
布。

活动过程：

1、教师示范：

教师用食指蘸颜料，示范胡子的画法：

——“还记得我们刚才学的一首儿歌吗？”

教师引导幼儿朗读儿歌。

——“今天，我们一起来画爸爸的胡子，你们看，爸爸的嘴
巴周围长满了长长的胡子。”

2、教师引导幼儿想象表现：

幼儿自由发表想法：

——“你觉得爸爸的胡子像什么？”

请个别幼儿在黑板上的图画纸上演示。

幼儿操作，老师巡回指导。

3、展示作品：



教师与幼儿一起欣赏大家的作品，并将作品张贴在活动室的
墙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