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美术心得体会(精选5篇)
当在某些事情上我们有很深的体会时，就很有必要写一篇心
得体会，通过写心得体会，可以帮助我们总结积累经验。心
得体会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通过总结和反思，我
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足，找到自己的定位和
方向。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体会范文大全，供大家
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中国美术心得体会篇一

民间美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承载着人民群
众的智慧和情感，记录着他们的生活和思想。深入了解中国
民间美术史，我感受到了其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和独特的审
美情趣。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分享我的心得体会，探讨民间
美术的演变历程、审美价值以及对当代社会的启示。

首先，民间美术的演变历程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密切相
关。在古代中国，民间美术更多地表现在建筑、绘画、雕塑
等方面。例如，古代民间文化中的建筑如皇城、宫殿、庙宇
等，以及山水画、花鸟画、人物画等在绘画艺术上的表现，
都展示了中国民间美术的独特魅力。而到了近现代，随着中
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民间美术也出现了
新的表现形式，如剪纸、刺绣、泥塑等，这些形式在今天依
然得到广泛的传承和发展。

其次，中国民间美术的审美价值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人
民的生活哲学和审美情趣。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独特的审美
理念，注重和谐、平衡、自然等要素的表现。这种审美追求
体现在民间美术中，如传统山水画中所强调的“远山如黛、
近堤如线”的意境，就具有高度的审美价值。此外，民间美
术中的许多艺术作品也强调了生活的美好和人与自然的和谐。
比如，一些宗教信仰的民间艺术作品，如佛像和神像，都体



现了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信仰。

然后，中国民间美术对当代社会的启示也是不可忽视的。在
现代社会中，人们虽然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但也面临着
一系列问题，如环境破坏、物质主义等。中国民间美术的精
神和价值观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考和反思的路径。例如，中
国传统文化中所强调的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观念，对于我
们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保护环境、追求精神层面的幸福
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此外，中国民间美术中的许多作品还
表现了人民群众的艰苦奋斗和乐观向上的精神，这对于当代
社会中的困难和挫折也给出了积极的答案。

最后，中国民间美术的保护与传承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艺术形式正面临着濒临失传的危险，
这其中包括了很多民间美术形式。因此，保护和传承中国民
间美术的任务显得尤为重要。相关部门应加大对于民间美术
的保护力度，加强艺术家的培养和传承，同时也应通过推动
相关法律和政策的制定，为民间美术的保护创造良好的环境。

综上所述，中国民间美术是中华文化的瑰宝，通过对其演变
历程、审美价值以及对当代社会的启发的探讨，我们可以更
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时，我们也应将其保
护与传承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共同努力，让中国民间美术继
续繁荣发展。

中国美术心得体会篇二

《中国美术史教程》，是我大学时的一本教科书，记载着我
国很多的美术历史知识，最近利用业余时间又重新读了此书，
整理概括了各个时间或朝代中国美术发展状况。现总结如下：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
化。中国美术也同样渊源流长，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卓越
成就，在世界美术之林中独树一帜。在漫长的的历史年代里，
中国人民在美术领域里发挥了聪明才智，知名美术家众多，



创作了不计其数的优秀美术作品，许多美术遗迹保留至今，
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人民的宝贵财富。中国美术的伟大成就，
让我们引以为豪。因此，作为一名美术教师，有必要了解中
国美术的光辉历史，丰富自身文化修养，培养高尚的审美情
趣。并在教学中传授给学生，增强学生爱国主义思想、民族
自尊心和自信心。

原始社会的美术主要体现在对石器的制作、使用和装饰品的
制作。劳动是从制作工具开始的，制造劳动工具是人类的特
点。由于劳动人类才从动物界脱离开来。生存于距今7_万
至2_万年前的北京猿人，经过了漫长岁月的劳动实践，大脑
已比较发达，手脚完全分工，右手已相当灵巧，并已产生了
有音节的语言。语言的产生和思维能力的发展密切相关，而
思维能力则又是艺术创作的前提。北京猿人在石器的制作和
使用上，已就积累了不少经验。他们能制作各种不同用途的
石器，对造型样式有了一定的认识，初步掌握了一定的造型
手段。而距今1万8千年前的山顶洞人的创造活动，除了有较
过去精良得多的劳动工具外，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装饰品。
从鸟骨线纹、穿孔贝壳、孔眼兽牙、染色石串珠这些装饰品
中我们可以看出，山顶洞人对已掌握了一定的装饰艺术品的
知识和技巧。并有了精神财富的创造，包涵着他们强烈的审
美意识。他们对美得若干规律性认识从此产生。

当中国的远古人类跨过了石器时代、金石并用的时代，就迎
来了金属时代——青铜时代。以青铜工艺为代表的美术创作
是我国古代美术史上的又一个高潮。揭开了中国美术史的新
篇章。其中出土最大的青铜器是19__年出土于河南安阳侯家
庄的司母戊鼎。此鼎造型雄伟庄严。鼎为长方形，四个柱形
足的外侧有突起的兽面，鼎腹中间光洁，四周皆装饰以龙纹
组成的兽面纹装饰带。直立的鼎耳上铸有双虎相向而立，中
间夹有一浮雕的人头形象，给人以精神上的威慑和压抑。如
此精美的青铜器，体现了商代青铜工艺的高超水平。也反映
了当时社会、政治、宗教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观念。



进入了战国时期后，出现了最早的真正独立的绘画作品《人
物龙凤帛画》、《人物御龙帛画》。两幅画都有一定的技巧
水平。《人物龙凤帛画》画法比较古朴，具有一定的装饰风，
而《人物御龙帛画》技巧比较成熟，人物形象准确，神采生
动，不仅追求外部形貌的肖似，更注重通过外貌的描写揭示
内在的精神气质。体现出了“形具而神生”的理论。此两幅
画可以看出我国战国时期人物肖像艺术成就，楚国贵族妇女
的基本特征和“楚王爱细腰”的审美时风。也为秦汉绘画的
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秦汉时期的美术作品在壁画、画像
石、画像砖、帛画、书法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让
世人瞩目的无疑是秦始皇陵兵马俑。兵马俑的内容包括战车、
骑兵、步卒、弩兵等。兵马俑都与真人真马等高或稍高，制
作工序复杂，形象多样生动传神，体现秦朝战士的精神风貌。
兵马俑阵容庞大，组织严整，巨大的规模和恢宏的气势，是
秦王朝国力和武力的象征，是对秦始皇统一伟业的歌颂。高
超的写实水平和对人物精神气质的成功塑造充分体现了那一
时代雕塑艺术的飞跃发展和进步。

到了隋唐，佛教壁画在艺术上呈现焕然一新的景象。由欢乐
明亮代替了阴森血腥，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现象、宗教
思想与人们的愿望。如《净土变》、《药师净土变》等壁画。
唐代审美理想一改之前的“清赢示病之容”，更喜“丰腴华
贵”。从张萱人物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张萱画的妇女形象
丰腴硕体，服饰艳丽，描绘的是盛唐贵妇的欢乐情绪。体现
出当时社会生活的丰衣足食，人民生活开心安宁。同时，和
平富裕的社会环境促进了精神世界的发展。

到了宋代，文人画风出现，宋代文人画家强调主观感受在笔
墨上的流露，都在“笔墨情趣”中披露自己的心境，在技法
上注重“写意”，如，苏轼认为绘画不是不要形似，而是认
为形似并不是绘画的终极目的，只有神似才是绘画的最高法
则。苏轼非常重视构思，注重“意在笔先”。北宋的山水画
以高山流水为主体，给予人们的审美感受宽泛、丰满而不确
定。南宋，更注重简单化、单纯化的形式，诗意的追求和细



节真实同时并举，以简化繁中国艺术的境界美在这里得到了
进一步的发展，随着人们的审美观念的转变山水画也在发生
着变化。

元代，士大夫画在宋金的基础上有着明显的发展，成为令人
瞩目的现象。元朝前期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士大夫画家，如
赵孟頫，高克恭，商琦等，具有很大影响。也有一些宋朝遗
民如郑所难、龚开灯，在绘画中寄托对先朝的怀念，并以曲
折的方式表露他们的政治态度，元代中后期在画坛中显露才
华的多是遭遇落魄、经历坎坷的文人。创作上以山水花鸟及
墨竹、墨梅最为盛行。他们强调文人士大夫的艺术趣味，重
视笔墨性能的发挥，以诗文题画成为作品重要的组成部分，
使书法、文学、绘画结合为一体。对明清文人画的发展具有
直接和重大的影响。

到了明清，画家众多，画派林立，盛况超过前代，绘画在社
会上有了很大的普及。文人画仍占主导地位。但民间绘画也
非常活跃，年画和版画的成就十分突出。宫廷绘画创作一度
表现出振兴的局面。宫廷、民间和文人画艺术有一定的互相
渗透和交流。代表画家有：明朝王履、刘俊、李在等。最著
名的莫过于“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唐寅。唐寅在山水、人物、
花鸟画上都有不小的成就。清朝，八大山人最为人所知。
其“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不拘成法，长于水
墨，画风朴拙二不作矫饰，笔墨含蓄而沉郁丰富，把写意花
鸟画继承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同时，西方美术开始通过
传教士传入中国，清代宫廷有少数外籍画家，他们的创作和
画风为某些中国画家所吸收，对民间美术也有一定的影响。
真正对西方美术的学习和借鉴在鸦片战争以后。

重读《中国美术史教程》让我收获颇多，在这仅仅陈列了部
分美术发展概况，具体情况无法一一陈述。毕竟中国美术博
大精深，和中国历史一样源远流长。了解中国美术史的发展，
知道中国美术的艺术种源，在教学中让学生感受美术的美、
学会鉴赏美术的美。足矣！



中国美术心得体会篇三

第一段：引言（200字）

中国民间美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之一，它不仅具有悠久
的历史传承，更是中国人民智慧和创造力的结晶。通过研究
中国民间美术史，我们可以深入了解民间艺术的起源、发展
和特征，更加真实地感知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
在此过程中，我深深地体会到中国民间美术的多样性、独特
性以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

第二段：多样性与独特性（200字）

中国民间美术的多样性是它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中国广
袤的土地孕育出各式各样的民间艺术形式，如绘画、雕塑、
陶艺、刺绣等等，每一种艺术形式都有其独特的样式、主题
和技法。比如，中国南方民间艺术注重人物形象的细腻描绘
和多彩色彩的运用，而中国北方民间艺术则更加注重线条的
鲜明和雕塑的造型。每一种样式都体现了当地人们对艺术的
不同追求和表达方式，展现了中国多元文化的丰富性。

第三段：民间艺术的社会功能（200字）

民间艺术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承载着丰富的社会功能。
在古代和现代，民间艺术都扮演了重要的社会角色。古代的
民间艺术往往是宗教仪式、祭祀活动和庆典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艺术作品的制作和表演，人们可以向神灵祈福、祈求好
运。而现代的民间艺术则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在人们的
日常生活中，民间艺术可以作为一种休闲娱乐的方式，同时
也能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凝聚人民的情感。

第四段：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200字）

民间美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代社会仍



然具有重要的价值。首先，民间艺术是中国人民智慧和创造
力的结晶，它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审美观念和艺术追求，代表
了中国文化的特有风格和传统。其次，民间艺术承载了丰富
的历史价值，通过研究和保护民间艺术，我们可以了解和传
承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最后，民间艺术作为一种通俗的
艺术形式，它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和理解，有助于普及和推
广中国文化。

第五段：结语（200字）

通过对中国民间美术史的研究和体会，我深切体会到中国民
间美术的多样性、独特性以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和保护民间艺
术，传承和弘扬它的价值与精神。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要
与时俱进，创造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民间文化艺术形式，让中
国民间美术始终在中国社会中发挥着独特的魅力和作用。同
时，我们也应该加强民间艺术的研究和教育，让更多人了解
和认同中国民间艺术的价值，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做出贡献。

中国美术心得体会篇四

中国绘画肇始于原始社会，至少有60__年以上的历史。原始
社会人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改造了自然，同时也改造了人
本身。进入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国的古代祖先已由早期智人
发展为晚期智人。生产劳动和工具的制造，使他们的思维能
力得到提高，既能进行物质生产，又能相对独立地进行精神
生产，这就为绘画的萌始准备了条件。在距今_万年左右的山
西省朔县峙峪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发现了一件刻着似为
羚羊、飞鸟和猎人等图像的兽骨片，猎人以此寄寓猎获野兽
的意想和愿望。这种刻有仿生图像作品的出现，为绘画的产
生揭开了序幕。

约_万年前，中国进入了新石器时代，人们在长期的有秩序的



定居生活中，不断地总结和积累经验，从而掌握了制陶技术，
并且在陶器制作和图案装饰的过程中，提高和丰富了艺术造
型的能力。由于技术的进步，出现了先在陶坯上彩绘花纹后
再烧制而成的彩陶。分布在渭水、泾水流域一带的老官台文化
（距今约700_～800_年间）已有绘着简单纹样的彩陶。这是
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彩陶。老官台文化彩陶的彩绘颜色有以氧
化铁为主要成分的红色和高岭土为主要成分的白色。

在距今60__多年的陕西省宝鸡市北首岭半坡类型文化遗址中，
还出土了紫、红两种彩色颜料锭。老官台文化彩陶上的红色
宽带纹用宽笔绘成，而几何图案和符号则用细笔绘成。由于
人们进一步掌握了颜料、笔等绘画工具，使绘画的兴起具备
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中国原始社会绘画的发展有自己的特点，这和中华民族的形
成过程有关。中华民族是由各区域的不同部族融合而成的，
因此随着各族的不断交融，绘画表现的社会内容愈来愈丰富，
除去写实的表现方法外，还有运用想象的表现方法。从这特
点来说，对以后中国绘画的发展方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中国美术心得体会篇五

中国民间美术史是一部丰富多彩的历史，记录了中国人民的
智慧和创造力。通过对中国民间美术史的学习，我深刻体会
到了其独特之处，下面将从五个方面展开论述。

首先，中国民间美术史展示了中国人民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创
造力。中国民间美术源远流长，拥有丰富的艺术形式和表达
手段。从传统的民间绘画、剪纸、蜡染到瓷雕、雕塑，每一
种形式都展现了中国人民对美的独特理解和审美追求。例如，
皮影戏是中国民间艺术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通过操纵剪影，
再现了戏剧性的故事和形象。这种艺术形式不仅地方特色鲜
明，而且充满了浓厚的艺术氛围，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的智
慧和创造力。



其次，中国民间美术史反映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
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国家，民间艺术是传
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中国年画作为中国农民在过
年期间贴在门上的装饰物，既寓意祈祷丰收和好运，又展示
了独特的田园风景和生活画面。这些年画以其色彩鲜艳、形
式多样的特点，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些作品不仅仅是艺术品，更是记录了中国人民传统生活和
民族精神的珍贵资料。

第三，中国民间美术史揭示了中国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民间美术反映了这种多
元性和包容性。各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艺术表达方式，
如藏族唐卡画和壮族壮锦。这些艺术形式融合了各民族的艺
术特色，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多民族文化瑰宝。无论是在技艺
上还是在创意上，这些作品都展现了中国文化的多元与独特，
为我们现代人民提供了宝贵的文化财富。

第四，中国民间美术史凸显了民众参与和民主艺术创作的重
要性。与宫廷艺术不同，中国民间美术强调的是平民百姓的
艺术创造力和参与性。无论是农民的剪纸、绘画还是工匠的
木雕、陶瓷，几乎所有的艺术形式都与地方社区和民众生活
息息相关。这种民主的艺术创作方式为普通人提供了展示自
我才华和审美观点的机会，丰富了全民的艺术生活。

最后，中国民间美术史传承和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随
着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传统文化正面临着日益丧失的危险。
然而，中国民间美术史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记录和传承，有效地保护了传统艺术和文化的存续。同
时，通过近年来的复兴运动，中国民间美术史逐渐焕发出新
的活力，并开始与现代艺术相结合。这种融合使得中国传统
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并赢得了更广泛的认同和欣赏。

综上所述，通过对中国民间美术史的学习，我深刻体会到了
其在审美情趣、传统文化、多元性、民主创作和文化传承方



面的重要性。了解和研究中国民间美术史，有助于我们更好
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同时也有助于促进中华民
族的文化自信和创新力的增强。我相信，只有深入学习和传
承中国民间美术史，才能更好地将这种宝贵的艺术遗产传递
给后代，让中国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