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名家的心得体会 名家论述心得体
会(模板5篇)

心中有不少心得体会时，不如来好好地做个总结，写一篇心
得体会，如此可以一直更新迭代自己的想法。我们应该重视
心得体会，将其作为一种宝贵的财富，不断积累和分享。下
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秀心得体会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
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名家的心得体会篇一

名家论述一直以来都是人们追求智慧和知识的重要途径之一。
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听到各种各样的名人名言，这
些名言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和智慧。通过探索名家论述，
我们可以从中汲取经验和知识，进而提高自己的思维和学识
水平。

第二段：古人论述

古人的论述往往给我们的人生带来深远的影响。比如孔子的
名言“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这句话教育我们应该坚持
学习，不断进取，不断在知识上提升自己。通过学习和实践，
我们可以不断成长，达到人生的巅峰。再比如苏轼说过“百
炼成钢，常怀忧勤”，这句话告诉我们要有坚韧不拔的品质，
只有经历过困难和磨练，才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人。

第三段：现代名家论述

在现代，许多名人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珍贵的论述。比如史
蒂夫·乔布斯的经典名言：“创造是艰苦的工作，而且不拼
命做，没法有伟大的作品”。乔布斯告诉我们要有激情和毅
力，只有付出努力，才能创造出伟大的作品。另外，马云曾
说：“阳光正好时，要晒晒太阳;大雨刮风时，就要赶紧避雨，



因为太阳还会再来”。这句话告诉我们要善于把握机会，不
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坚持下去，因为机遇永远是留给有准
备的人。

通过了解名人的论述，我从中汲取了许多有益的知识和启示。
首先，名家论述告诉我要有坚持不懈的品质。在面对困难和
挑战时，只有坚持不懈才能克服困难，取得成功。其次，名
人论述让我认识到只有付出才能有回报。在追求梦想和目标
的过程中，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和付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
自己的理想。最后，名家论述教会了我要善于总结和反思。
从名人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通
过反思和总结，我们可以更好地成长和进步。

第五段：总结

通过研究名家论述，我们可以获得丰富的智慧和知识。名人
的论述告诉我们要坚持不懈，付出努力，善于总结和反思。
这些都是我们在人生道路上追求成功和幸福所需要的品质和
能力。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可以借鉴名人的论述，将其应
用于我们的日常工作和学习中，从而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目标
和梦想。

名家的心得体会篇二

一九〇〇年五月二十六日，王道士从一个姓杨的帮工那里得
知，一处洞窟的墙壁里面好像是空的，里边可能还隐藏着一
个洞穴。两人挖开一看，嗬，果然一个满满实实的藏经洞！

王道士完全不明白，此刻，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
一门永久性的学问，将靠着这个洞穴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
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因此，从这一天开始，他的
实际地位已经直窜而上，比世界上那些著名的遗迹博物馆馆
长还高。但是，他不知道，他不可能知道。



他随手拿了几个经卷到知县那里鉴定，知县又拿给其他官员
看。官员中有些人知道一点轻重，建议运到省城，却又心疼
运费，便要求原地封存。在这个过程中，消息已经传开，有
些经卷已经流出，引起了在新疆的一些外国人士的注意。

当时，英国、德国、法国、俄国等列强，正在中国的西北地
区进行着一场考古探险的大拼搏。这个态势，与它们瓜分整
个中国的企图紧紧相连。因此，我们应该稍稍离开莫高窟一
会儿，看一看全局。

就在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的几天之前，在北京，英、德、法、
俄、美等外交使团又一次集体向清政府递交照会，要求严惩
义和团。恰恰在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的当天，列强决定联合出
兵。这就是后来攻陷北京，迫使朝廷外逃，最终又迫使中国
赔偿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也就是每个中国人都要赔偿一两白
银的“八国联军”。

时间，怎么会这么巧呢？

好像是，北京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里一作出进攻中国的决定，
立即刺痛了一个庞大机体的神经系统，西北沙漠中一个洞穴
的门刹时打开了。

更巧的是，仅仅在几个月前，甲骨文也被发现了。

我想，藏经洞与甲骨文一样，最能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自
信，因此必须猛然出现在这个民族几乎完全失去自信的时刻。

即使是巧合，也是一种伟大的巧合。

遗憾的是，中国学者不能像解读甲骨文一样解读藏经洞了，
因为那里的经卷的所有权，已经被悄悄地转移。



名家的心得体会篇三

第一段：引言（100字）

在我们的生活中，名家美文扮演着一种特殊的角色。它们给
予了我们深思的机会，让我们感受到了文字的魅力。不同的
名家都有着各自独特的风格和触动心灵的力量。在我阅读了
许多美文后，我深深体会到了其中所蕴含的智慧和哲理。

第二段：头脑一片清明（200字）

读名家美文，让我觉得头脑一片清明。名家们通过精彩的文
字以及深入的思考，将他们的经验、悟性和智慧融入其中。
在读美文时，我会被他们独特的视角和见解所吸引。这些名
家的文字往往能够触及到人们内心最深处的感受，唤起我们
对生活的思考，并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所处的世界。

第三段：拥抱人生积极向上（300字）

名家美文中的积极力量让我深受感动。有时候，我们可能会
迷失在自己的烦恼和挫折中，难以抬头看见人生的美好。然
而，当我读到一些名家所写的鼓励和励志的文章时，我仿佛
感到自己被一个巨大的力量所拥抱。这些名家们用简洁而真
挚的文字传递出积极向上的力量，让我重新找回了自信和勇
气。

第四段：培养品味和审美素养（300字）

阅读名家美文还培养了我对文字的品味和审美素养。无论是
诗歌、散文还是小说，每一种文体都有其独特的魅力，每一
个名家都有他们独特的艺术风格。通过了解各种名家的作品，
我能更好地区分不同风格的文字，对于美感的把握也更加敏
锐。这样的培养不仅对于我们的审美有所裨益，还能够提高
我们的表达能力，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传递情感。



第五段：走进名家的世界（300字）

最后，阅读名家美文也是一次与名家互动的过程。虽然我们
无法真正与他们面对面交流，但通过他们的作品，我们可以
深入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和人生态度。他们带领着我们走进
他们的内心世界，与他们共同思考人生的意义。通过与名家
的互动，我发现了自己内心深处隐藏着的一些想法和情感，
这种内省和共鸣让我感到非常温暖和满足。

结尾（100字）

名家美文是文化传承的宝库，通过阅读名家的作品，我们可
以感受到文字的魔力，思考人生的意义，并不断完善自己的
审美和人文素养。无论是在学习、工作还是生活中，我相信
这些名家美文所赐予的智慧和力量将会陪伴我们一生。让我
们珍惜这份宝贵的财富，与名家美文共同成长。

名家的心得体会篇四

然后，我在工作之余，抽取一定的时间学习名家书法。比如
每个星期总要抽出一定的时间来练习毛笔字，在练习的同时，
陶冶了自己的情操了，也让自己工作之余的生活更加充实。
名家书法有很多，颜真卿的，柳公权的，赵之谦的，等等我
都挺喜欢，不管是哪个书法家，不管是哪种字体，我都会加
以练习。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从楷书到隶书，再到行书，
草书等等，我都在学习之中。我觉得草书最能体现人的性格
了，因而草书最难以练习的，也许只有书法大家才能挥毫成
草书。

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练习，我觉得学习书法要注意以下几
点：

第一，学习书法要勤奋，贵在坚持练习，书法是没有捷径可
走的，字都是一笔一划写出来的，只有坚持练习下去，一定



的时间之后才能有所成绩，不要想着立竿见影和一步登天。

第二，学习书法要勤于思考，最好能找个老师。书法是一种
艺术，而要进入艺术之门，最好是能有一个引导者。如果能
找到一个名家大师作为自己的老师，那么对于学习书法的效
果将会事半功倍。若是找不到老师，可以经常看看字帖和历
代名家大家的作品，在看作品的时候思考这字的结构、形体、
笔画、用力、布局等等方面，思考如何才能让一个字能够具
有艺术感，即既漂亮美观，又具有神韵。要做到这一点，需
要日积月累的观察和体会的，我想这也是我要到达的境界。

第三，书法应该有自己的特色。当然这指的是书法一个比较
高的境界。当书法到达一个比较高境界的时候，我们应该考
虑加上自己的特色，加上自己对书法的理解和领悟，将自己
的这种想法在书法中体现出来，真正做到字不仅有形，形美，
而且要做到有神，神形俱备，这才是好的书法。

说起书法，不能不说王羲之；说起王羲之，几乎是家喻户晓，
说不定还能说出几个有关他的故事。这也算是中国独特的书
法文化现象。

王羲之（303-361），东晋书法家，字逸少。原籍琅琊人（今
属山东临沂），居会稽山阴（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
会稽内史，人称“王右军”。他出身于两晋的名门望族。王
羲之十二岁时经父亲传授笔法论，“语以大纲，即有所悟”。
他小时候就从当时著名的女书法家卫夫人学习书法。以后他
渡江北游名山，博采众长，草书师法张芝，正书得力于钟繇。
观摩学习“兼撮众法，备成一家”，达到了“贵越群品，古
今莫二”的高度。

与两汉、西晋相比，王羲之书风最明显特征是用笔细腻，结
构多变。王羲之最大的成就在于增损古法，变汉魏质朴书风
为笔法精致、美仑美奂的书体。草书浓纤折中，正书势巧形
密，行书遒劲自然，总之，把汉字书写从实用引入一种注重



技法，讲究情趣的境界，实际上这是书法艺术的觉醒，标志
着书法家不仅发现书法美，而且能表现书法美。后来的书家
几乎没有不临摹过王羲之法帖的，因而有“书圣”美誉。他
的楷书如《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在
南朝即脍炙人口”，曾留下形形色色的传说，有的甚至成为
绘画的题材。他的行草书又被世人尊为“草之圣”。没有原
迹存世，法书刻本甚多，有《十七帖》、小楷乐毅论、黄庭
经等，摹本墨迹廓填本有孔侍中帖、兰亭序[冯承素摹本]、
快雪时晴帖、频有哀帖、丧乱帖、远宦帖、姨母帖、平安何
如奉橘三帖、寒切帖、行穰帖以及唐僧怀仁集书书《圣教序》
等。

王羲之的书法影响到他的后代子孙。其子玄之，善草书；凝
之，工草隶；徽之，善正草书；操之，善正行书；焕之，善
行草书；献之，则称“小圣”。黄伯思《东观徐论》
云：“王氏凝、操、徽、涣之四子书，与子敬书俱传，皆得
家范，而体各不同。凝之得其韵，操之得其体，徽之得其势，
焕之得其貌，献之得其源。”其后子孙绵延，王氏一门书法
传递不息。武则天尝求王羲之书，王羲之的九世重孙王方庆
将家藏十一代祖至曾祖二十八人书迹十卷进呈，编为《万岁
通天帖》。南朝齐王僧虔、王慈、王志都是王门之后，有法
书录入。释智永为羲之七世孙，妙传家法，为隋唐书学名家。

王羲之书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书苑。王羲之书圣地位的确
立，有其演变过程。南朝宋泰始年间的书家虞和在《论书表》
中说：“洎乎汉、魏，钟（繇）、张（芝）擅美，晋末二王
称英。”右军书名盖世于当时，而宋齐之间书学地位最高者
则推王献之。献之从父学书，天资极高，敏于革新，转师张
芝，而创上下相连的草书，媚妍甚至超过其父，穷微入圣，
与其父同称“二王”。南朝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云：
“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
然”。改变这种状况的是由于梁武帝萧衍推崇王羲之。他把
当时的书学位次由“王献之——王羲之——钟繇”转变
为“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



中，萧衍云：“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
常。”“不迨”，或作“不逮”，不及之意。萧衍的地位使
他的品评有特殊的感召力，因而舆论遂定。

历史上第一次学王羲之高潮在南朝梁，第二次则在唐。唐太
宗极度推尊王羲之，不仅广为收罗王书，且亲自为《晋
书·王羲之传》撰赞辞，评钟繇则“论其尽善，或有所疑”，
论献之则贬其“翰墨之病”，论其他书家如子云、王濛、徐
偃辈皆谓“誉过其实”。通过比较，唐太宗认为右军“尽善
尽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
哉”！从此王羲之在书学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确立并巩固
下来。宋、元、明、清诸朝学书人，无不尊晋宗“二王”。
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颜真卿、柳公权，五
代杨凝式，宋代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元代赵孟頫，
明代董其昌，历代书学名家无不皈依王羲之。清代虽以碑学
打破帖学的范围，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仍未动摇。“书圣”、
“墨皇”虽有“圣化”之嫌，但世代名家、巨子，通过比较、
揣摩，无不心悦诚服，推崇备至。

中国书史上虽推崇王羲之为“书圣”，但并不把他看作一尊
凝固的圣像，而只是看作中华文化中书艺创造的“尽善尽
美”的象征。事物永远是发展的、前进的，王羲之在他那一
时代到达“尽善尽美”的顶峰，这一“圣像”必将召唤后来
者在各自的时代去登攀新的书艺顶峰。

名家的心得体会篇五

第一段：名家风采是一种优秀的品质，我从名家身上获得了
很多启发和体会。作家曹雪芹的情趣和文笔使我对文学有了
更深的理解；音乐家贝多芬的坚韧和热情令我深受鼓舞；画
家梵高的创造力和对生活的热爱给予了我积极面对困难的勇
气。在与名家作品的交流和接触中，我体会到了他们所追求
的卓越和完美，也激发出了我追求卓越的渴望。



第二段：名家的风采不仅源自于他们的天赋和才华，也源自
于他们的勤奋和努力。曹雪芹曾说过：“内学若功不若命，
外学若众不若精。”他的言辞深深打动了我，让我深刻理解
到成为名家的必要条件不仅是天生的才华，更需要毫不懈怠
的努力和坚持。贝多芬一生致力于音乐创作，尽管他失去了
听觉，但他的坚强和热情使他的音乐更具感染力。梵高一生
追求艺术的完美，他的艺术风格充满了激情和自由，这种对
艺术的极致追求感染着每一个欣赏者。

第三段：名家的风采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闪光点，更是他们
对社会和人类所做贡献的见证。曹雪芹通过《红楼梦》的创
作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独特而丰富的人性世界，他深刻而细腻
的刻画让人们对人性有了更深入的认知。贝多芬的音乐超越
了个人的欢乐和悲伤，他的作品代表着人类艺术的巅峰，激
励着每一个音乐追随者。梵高的艺术作品透露出对生活的热
爱和美的追求，他的创作使人们对美的定义产生了新的思考。

第四段：名家的风采也是一种人格的魅力，他们以自己的人
格魅力影响和感染着世界。曹雪芹身上的情趣和情感充满了
智慧和独特的视角，他的作品不仅仅是流传千古的文学巨著，
更是他独特人格的体现。贝多芬的坚定和热情使他成为了世
界音乐史上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他的作品深深打动着人们
的心灵。梵高的独特性格和情感世界使他的作品充满了强烈
的个人特色，成为了艺术史上的一颗璀璨之星。

第五段：通过对名家风采的学习和体会，我深深地感受到了
追求卓越和完美的力量，也认识到了努力和坚持的重要性。
名家的风采不只是一种文艺作品，更是一种对社会和人类的
贡献，它能够深深地触动人们的心灵，引发共鸣。因此，我
将以名家为榜样，不断追求卓越，并努力将自己的才华和能
力贡献给社会，用自己的风采感染和启迪更多的人。名家的
风采将永远激励着我砥砺前行，迎接人生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