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菊花采摘节心得体会 艺术创作工
作心得艺术创作工作心得体会(汇总5篇)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心得体会，它们可以是对成功的总结，
也可以是对失败的反思，更可以是对人生的思考和感悟。通
过记录心得体会，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借鉴他人的经
验，规划自己的未来，为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以下我给大
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心得体会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
助。

菊花采摘节心得体会篇一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参考。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在艺术创作的道路上，探索适合于自己特点的风格是不言而
喻的事。我常常是对自己尝试性的作品充满兴趣，却又不时
地怀疑和否定。探索，否定，再探索，这样反复地进行着。
从生活中搜集创作素材是创作的原则。回忆起过去许多年里，
常常是带着一个概念下去，带着一些为概念搜集的素材回来。
把自己的感情管制起来，这样就无心去感受生活中的美。带
着一把感受以外的尺子，在生活中量来量去，要发现可画的
题材实在比沙里淘金还困难。

去年秋天，我横穿了几千里的锡林郭勒大草原，通常认为这
地区是内蒙古牧区的典型。这里没有高压线，没有电灯，没
有电视机，生活是流动的。然而，正是在这些并不先进的生
活中，普遍存在着的形象和它们呈现出的色彩，构成了草原
上特有的美。空旷的天然牧场，多变的景象，质朴憨厚的牧



民，古老的蒙古包，牲口拉着生活必需品的各种车辆，乘骑
的马、挤奶的牛，平凡的劳动场景以及牧民们淳朴而真挚的
情感。我怀着由衷的兴趣和激动心情，画出了一批作品。

生活中的美往往是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的，每个画家对生活都
会有一定的偏爱，形成这种偏爱是有多种原因的。除了客观
条件提供的可能性外，画家的情感和各种修养形成的感受能
力也是重要因素。喜好和表现方式也因人而异。从离开美术
学院走上工作岗位时起，我就开始在艺术创作中有意识地从
我们民族文化中吸收营养。油画引进后，要成为中国的油画，
这个问题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议题了。其实，我觉得争论的意
义远不如实践更实际些。

我曾经想从年画中吸取点东西。建军五十年时那幅《讲形势》
就是这种尝试。整个画面减弱了光的影响，色彩更纯一点，
运用了许多装饰图案。建国三十年美展的《牧马人》也是一
种尝试，主要是运用了一些有变化的线，色彩上用了较淡的、
弱的对比，这样好突出线。有挤压出的线，勾出的线，粗笔
逆锋推出的线，刮刀抹出的线。后来，试着在风景画中吸收
大写意的韵致和对形的认识与处理方法，想画得有点神、意。
但中国画中那种意到笔不到的情趣总是出不来，画人就更棘
手了，画面上的素描稿，用颜色画起来就填上框子了。回想
起过去看过老国画家们的花鸟、山水写意画的作画过程，觉
得他们对所描绘对象的形与神是吃透了的，下笔的时候，不
是表面上看到的从无到有的过程，而是胸有成竹，然后落笔
成形，以形写神。每个局部之间都是有机地联系着的，都服
从一个总的神韵和节奏的要求。在这总的要求下，这种笔味
墨趣也自然能运用得当了。另一个特点是不离开表现对象而
搞笔墨趣味。每放一笔，是笔墨，也是形的一部分。油画如
能吸收这种技艺，并结合油画的色彩造型，也许会出现新的
面貌。

大量地连续地作画，对我的实践很有好处。不断地画，不断
地思考，随时调整自己的画法，随时补充一些新的设想，随



时试验。首先，很认真地推敲素描的小草图，把画面的构图
安排，人物的形象特征、神情、动态都考虑成熟，再设计色
彩关系等，当一切都做到心中有数后，动油画刷子就大胆了，
也主动了。这次的人物画《春》、《隔代人》、《奶桶与姑
娘》，就是这种尝试性的作品。

为了使画的对象更朴实、更粗犷一些，我从民间木版水印
画(灶王爷、门神等)和泥娃娃之类民间工艺品中借鉴涂色办
法，许多人物画上都有这种痕迹。《姐妹》一画的用色追求
感觉上的饱满，巧合了民间“黄、红、绿、桂(品紫)”的色
彩组合习惯。两个小姑娘的腰带、头巾正好是这四种颜色，
其它都是纯白与灰。当然那四种有纯色感觉的颜色是经过调
配的，这样就有点乡土气了。

这些尝试是二十年前学习的继续，六十年代初的油画研究班
的教学，培养了学员们探索的风气。我愿意继续从生活中汲
取灵感和不断地进行探索。

人们熟知苏东坡的一句诗，“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
其实，东坡还说过：“有道而无艺，则物虽形于心，不形于
手。”胸中之竹，毕竟不等于手中之竹。王国维所说的大家
之作“其辞脱口而出”，白石老人作画的所谓“一挥”，都
是学化于才、熟而能巧的结果。齐白石早年临摹金农的画作，
惟妙惟肖;为了画好昆虫、鱼虾，他长时间地观察写生。老人
的画，那几片叶茎，看似粗犷随意，却搭配得那么精巧，你
要移动一点点都不行。这些，充分说明“大家之能得心应手，
正先由于得手应心”。傅山说“宁真率、毋安排”，不是说
不要谋篇布局、意在笔先，其意应是“极有布置而了无布置
痕迹”，徐青藤的这句话透露了天机，正像韩退之诗中所描
绘的那样：“草色遥看近却无”。

此外，一件作品的成功往往不在作者的有意处，而在其无意
处。戴熙说：“有意于画，笔墨每去寻画。无意于画，画自
来寻笔墨。有意盖不如无意之妙耳。”陈曼生也说：“凡诗



文书画，不必十分到家，乃见天趣。”有时，有意着力的地
方，偏偏导致了天趣的流失，在战术上，虽属锦上添花;在战
略上，已是画蛇添足。

即便是优点，过分地强调或表现得不是地方，也会变质变味。
恽南田论画“习气者，即用力之过”，强调“宁恒见不足，
毋使有余”，正是这个道理。相反，局部的瑕疵，有时并不
妨碍作品整体的成功，恰如黄庭坚所言：“殊不知西施捧心
而颦，虽其病处，乃自成妍”。

中国书画注重功夫，熬出来的功夫。宜乎日积月累，水滴石
穿;最忌浅尝辄止，一曝十寒。学生抱怨老师：您老是要我夯
实基础，别人的墙已经砌得老高了!他不懂老师对他的殷切期
望和良苦用心!

岁月的力量不容忽视，《书谱》所谓“通会之际，人书俱
老”，哲理深刻。以为别人几十年走完的路，自己几年、几
个月就能走完，是幼稚。艺术学习、艺术创作和艺术发展自
有其规律，这些规律又是无情的。违背规律的催长、“打
造”和走捷径，只会得到与初衷相反的结果。

从较长的时间看，书画家们对艺术的追求，好比接力赛，更
像是“马拉松”。起跑时人头攒动密密麻麻，能跑完全程者
却已不多，能打破纪录者更是寥寥。那些开始不久就在领跑
的选手，往往难以“领”到最后，甚至难以跑到终点。有人说
“赢在不该赢的地方，比输在不该输的地方，输得更彻底”，
不无道理。

一种艺术风格、一种个人面目的成立，既要得到人们的认可，
更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陆游在《学书》一诗中说得
好：“即今讥评何足道，后五百年言自公。”要想真正在艺
术上取得成就的人，必须具备这样的眼光和气度，不计较一
时一事，而能够“咬定青山不放松”，坚持不懈、自甘寂寞。



纵观绘画艺术的发展，从古埃及壁画开始，绘画创作的一步
步演变，可以看出，绘画创作一开始的目的是为了真实的描
述社会现象，作为比文字更早出现的东西，它们负责记录，
随着时间的发展，绘画开始有了新的目的，透视的发现与完
善，让绘画创作更加接近于准确的表现出客观存在的东西，
也就是写实。我们可以看到，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作品，对
于自然风光、人像的描述精准且美妙。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
科技不断进步，摄影技术越来越完善，写实已经无法满足画
家了!写实主义重点在于真实的描绘客观事物，而人们欣赏时
往往死抠细节而忽略画作背后画家的思想与情感，于是他们
像更能表达自己思想的领域进军!

于是印象派、抽象派等等更加大胆抽象的风格如雨后春笋般
出现了。它们用色大胆，打破常规，往往让人一眼看上去满
头雾水不知所云;然而又是那么的和谐美丽，画作中隐藏着一
个个扣人心弦的故事。

长期以来绘画创作的本质一直是画家研究和探讨的主要问题，
画家总是会在创作题材、形式上煞费苦心。怎么才能创造出
优秀的绘画作品是画家一生都在研究的问题。画家的个人品
质和生活情趣影响着画家的绘画表达形式和语言。

在艺术的世界里，画家的气质往往决定了画家绘画作品的艺
术语言;画家的情感与智慧决定了作品的好坏，可以说气质与
情感智慧是绘画作品创作的基础。

每一个画家都有自己独特的绘画风格，每一幅画都表达了画
家不同的内心情感。可以说画家的每一幅画都是不可复制的，
是独一无二的。在绘画艺术实践中，有什么样的气质，就会
有什么样的绘画语言。可以说气质决定了画家的绘画语言。
首先，独特的气质来源于独有的个性和独有的成长环境。梵
高出生于荷兰乡村的一个新教牧师家庭，早年的他做过职员
和商行经纪人，还当过矿区的传教士。他充满幻想、爱走极
端，在生活中屡遭挫折和失败，最后他投身于绘画，决



心“在绘画中与自己苦斗”。他早期画风写实，受到荷兰传
统绘画及法国写实主义画派的影响。1886年，他来到巴黎，
结识印象派和新印象派画家，并接触到日本浮世绘的作品。
视野的扩展使其画风巨变，他的画，开始由早期的沉闷、昏
暗，而变得简洁、明亮和色彩强烈。而当他1888年来到法国
南部小镇阿尔的时候，则已经摆脱印象派及新印象派的影响，
走到了与之背道而驰的境地。在阿尔，梵高想要组织一个画
家社团。1888年，高更应邀前往，但由于二人性格的冲突和
观念的分歧，合作很快便告失败。此后，梵高的疯病时常发
作，但神志清醒时他仍然坚持作画。1890年7月，他在精神错
乱中开枪自杀，年仅37岁。

这位易激动而富于神经质的艺术家，在其短暂一生中留下大
量震撼人心的杰作。他的艺术，是心灵的表现。他曾
说：“作画我并不谋求准确，我要更有力地表现我自己”，
他并不关注于客观物象的再现，而注重表现对事物的感受。
亨利〃福西隆在论述凡高时说道：“他是他时代中最热情和
最抒情的画家。……对他来说，一切事物都具有表情、迫切
性和吸引力。一切形式、一切面容都具有一种惊人的诗意”，
“他感到大自然生命中具有一种神秘的升华，他希望将它捕
捉。这一切对他意味着是一个充满狂热和甜蜜的谜，他希望
他的艺术能将其吞没一切的热情传达给人类”。为了能更充
分地表现内在的情感，梵高探索出一种所谓表现主义的绘画
语言。他认为：“颜色不是要达到局部的真实，而是要启示
某种激情。”在他画中，浓重响亮的色彩对比往往达到极限。
而他那富于激情的旋转、跃动的笔触，则使他的麦田、柏树、
星空等，有如火焰般升腾、颤动，震撼观者的心灵。在他的
画上，强烈的情感完全溶化在色彩与笔触的交响乐中。

早期作品受印象主义和新印象主义画派影响，代表作有《食
土豆者》、《塞纳河滨》等。曾两次在咖啡馆和饭馆等地向
劳工阶层展出自己的作品。不久厌倦巴黎生活，来到法国南
部的阿尔勒，开始追求更有表现力的技巧;同时受革新文艺思
潮的推动和日本绘画的启发，以达到线和色彩的自身表现力



和画面的装饰性、寓意性。

梵高的作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被世人所接受，直到十九
世纪末的时候世界正进行着一次全面的革新，人们的思想得
到空前的变革，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也大大的提高。而过去相
对于印象派较为超前的梵高，此时正适应了人们的审美需求。
凡高他对大自然有着火一般的热情，具有一种如火山般狂热
爆发的个人气概。这种热烈疯狂的气质来源于他笃实虔诚的
性格和不入俗流的个性情操，也就形成了他独有的艺术气质。
凡高成长于一个牧师家庭，成年后他也成为一名牧师，在为
矿区的工人祈求上帝给予他们食物时却饿起了自己的肚子，
把这种情绪用一种什么东西表达出来呢?于是他就拿起画笔，
来描述矿工，反映他们的生活，以唤起人们去拯救自己，这
样就产生了矿区素描。这是他的一张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他
的线条是那样粗重，实在拙笨，但恰到好处，。阿尔的明丽
日光、太阳的儿子向日葵金灿如火的花盘使凡高发疯，纯纯
的土黄、中黄、柠黄直接上到画面上，纯色勾出的线条是狂
热激情的喷发，至今我们还被那瓶金黄灿烂的向日葵激动着!
凡高的个性语言就是在他独有个性气质与自己情感撞击的生
活环境中形成的。其次，独特的气质直接对应独有的情感世
界，个性的情感丰富强化了作者的气质，更完善了个性的艺
术语言。八大山人是我国著名的花鸟画家，他是前明帝室之
胄，对明王朝怀有无限眷恋，对满清王朝有着骨子里的反感，
因此，形成了他避世孤傲、蔑视清庭的个性气质。他画的水
鸟或仙鹤眼睛都向上翻着，甚至他的怪石也如同人一样露出
蔑视之态，这独特的个性语言符号让人过目不忘。当人们看
到八大的画，不必看署名，便一目了然。由此可见，在绘画
艺术创作中，对于一个画家，有什么样的个性气质就会有什
么样的个性绘画语言。

一幅优秀的绘画作品，应该能与参观者产生心灵上的共鸣。
所以，“真情实感”是艺术作品感染人的关键所在。这里的
真情实感是指不忸怩作态，而是自然生发的作者的创作冲动。
毕加索在血淋淋的国内战争时期，挥汗创作的鸿篇巨制《格



尔尼卡》，虽然运用了立体分析的手法，但那对战争控诉，
那如西班牙凶残牛头对生灵蹂躏、践踏，人民在哀号的表现，
让每个欣赏者都被拉回到那个时空中，把他对和平的热爱对
内乱者的控诉之情凝固于画布之上，至今都会让人为之感动。

中国当代著名画家吴冠中先生的江南水乡作品，把我们从作
者情感物化的画布上带到了秀逸迷人的江南水乡，那鲜明的
白墙黑瓦和水中的红鱼、小舟让人自然联想到“江南好，风
景旧曾谙”的优美自然风光，这源于作者对家乡的热爱之情。
这种“低头思故乡”之情结与“举头望明月”之思绪，在他
举头握画笔之时的强烈思乡、恋乡、爱乡之情感宣泄于画布
上，所创作出别具一格的作品使多少人为其作品放大瞳孔!真
情感于人，真情出于人，人所共知，人所共有，这才是绘画
作品真正打动人类灵魂之所在。画家正是结合自我的情感取
向，开动自己的智慧头脑创造自己的艺术语言的。林风眠创
造了中西合壁的独一无二的绘画新风格，新语言，是中国当
代著名的绘画大师，他对中国画中特有的墨线非常感兴趣，
同时又痴迷于西洋油画凡高的如流淌式的狂热色彩表现，巧
妙地将二者结合起来。艺术创作的本质所在，就是画家把自
己的真情感与独有的智慧相融合，也即把自己的情感与智慧
凝固于画面上，去感染人，让人在赏心悦目中进一步欣赏画
家智慧的哲思与创造。

每一个画家拥有不同的生活体验，不同的情感世界，所以，
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不同的绘画语言及绘画形式，
可以说绘画作品是画家个人品质情感与智慧的综合体现。一
个画家要想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应该不仅仅在绘画技能上锻
炼自己，还要培养个人的艺术修养，要热爱生活，用心去体
会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

一般人看绘画作品，能够欣赏的是写实的作品，而对看上去
色彩运用像儿童画那般纯的画和将事物分解重组的抽象画难
以理解和欣赏。这之中蕴含的画家的情感需要有一定的人生
阅历才能够感受。从我这个年龄来说，生活的苦难只流于纸



面，我明白它在字典中的含义，却无法切身感受到，所以对
待绘画作品的欣赏!

四年快接近尾声了，心想着自己这四年来的绘画作品，感觉
在校基本就是为了完成作业去绘画的，作品中几乎完全没有
自己的感想，同时那一大堆都属于写生作业说实话交作业也
就是为了得到老师的好评所以每次考试作业很认真的画给给
老师点评。

不过这次系里的毕业创作可是费了很大的精力和时间去认真
着手的。在毕业创作还未进行时我那时就考虑绘画一幅油画
油画风景，不过一般我觉得像我们这么大的男生都喜欢绘画
一些美女，不过为了打破世俗我在找素材上花费了很多时间。
首先找了一幅满足大众化的漂浮荷叶，我将这素材给了相应
的指导老师让他们给于指导，老师看了说这种素材很适合但
是可能会花的很平淡。时间过的很快应为外出自己耽误了创
作时间学校即将要交毕业作品，这加快了我寻找素材的速度，
猛的某天我在网上看到了一张新意的图片《莲花组图》，这
张图片看上去最吸引我的就是那荷叶。看到了这些荷叶荷花
我的绘画兴趣来了，创作的激情也随之到来。随后又找了大
量关于荷叶荷花的图片。

找到这些图片立即打印到手，买好了相应的绘画材料工具，
把所有准备工作做到了位。首先我看了这原始图片作了相应
的构思，心想绘画时不能按部就班要画出自己的思想，画面
面一定要有个吸引别人的转地方。在绘画过程中我省略了很
多东西把一些次要的统统都去掉。构图完成后，型打好后就
是上颜色和刻画。我沉思了好久后决定画面以绿色为主，整
幅画面以蓝绿色调为主，这样突出淳朴的风俗。在刻画细节
方面我思考的最多在荷叶刻画上我根据场景需求将枯黄的荷
叶莲蓬荷花刻画成主体，其次我都是统统粗略的带过。在描
绘枯黄的荷叶时我心里很矛盾，心想究竟是画水墨画样子还
是写实类型?经过一番斟酌，最终决定采取水墨感觉，这样更
能充实画面内容。接着就是荷花，这些荷花都是很新鲜的，



当画到这里时我想到的就是将鲜嫩的荷花跟莲蓬枯黄的荷叶
做对比，这样加强了画面的对比效果。不过在绘画那么多的
荷花的时候我只将几朵做了深入刻画其中以单独在外面的那
些刻画最深入。

绘画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看着画面就觉得有点不足，感觉画面
对比度不够，吸引度不强。通过几天的停手思考终于想到了
一些方法，一个想法就是将画面分组成两幅组图各有特色却
相互关联而且有过度效果。一幅画面以成熟的荷叶莲蓬将凋
落的枯黄荷叶为主，而另一幅则以含苞待放的鲜嫩荷花初生
的荷叶尖为主。由左到右逐步变化。让两幅组图更具对比与
吸引力。

荷花在我国已有三千年的历史。传说农历六月二十四是荷花
的生日，所以古称荷花为“六月花神”。荷花，不骄不躁，
宛如一个饱读诗书的女子，处事坦然自若，遇事信心倍足，
在她面前，再名贵的花儿也得甘拜下风。她清爽脱俗，不妖
不艳，象一个高贵的小妇，静静地为丈夫守候在家门。

我喜欢荷花，因为它美，不论是海棠般的红荷花，小姑娘般
的粉荷花，还是那雪一样的白荷花，都那么美。它到哪儿，
就会给哪儿增添一丝幽雅。

莲与文化关系最深的是中国。自古以来，中国人便喜爱这种
植物，认为它是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的高尚品德的象征，
因此诗人有“莲生淤泥中，不与泥同调”之赞。周敦颐还在
《爱莲说》中把莲和各种类型的人物联系起来，“菊，花之
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从古
至今，许多人都有这种想法。在中国文学里，与莲有关的诗
词歌赋，不计其数，莲也有许多不同的名字，最常见的有荷、
芙蕖、菡萏等。

中国画以荷花作为夏天的标志，在中国的瓷器、地毯和戏服
上也常绘有荷花。荷花盛开是丰收的预兆，也是夏天有代表



性的美丽景色。北京故宫附近的北海公园本来是御花园，园
中有人工湖，湖面大部分为莲叶所覆，莲叶有时候高出水面
将近2米，开着千万朵清雅芳香的花。莲叶下可以行驶小船。

中国有许多与莲有关的话语，莲子代表连生贵子，藕为佳偶。
并蒂莲代表一对恋人，藕断丝连是指男女虽然分手，但情意
未绝。

据说在公元五世纪，南齐东昏候“凿金为莲花以帖地，令潘
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花也!”因而后人称美人之步
为莲步，又称女子之纤足为金莲。

没有别的植物可以像莲那样把亚洲各种不同的文化和谐而完
美地融在一起。

荷花是中国绘画艺术不朽的主题，古来就有“清除出芙蓉天
然去雕饰”的雅句来形容荷花的清新之美。中国画家更是以
不同的笔法诠释和演绎了千变万化、多姿多彩的荷花艺术，
将荷花的恬静温雅之美发挥到了极致。尽管一些新锐的艺术
家，在创作国画作品时，艺术效果还不够稳定，但是他们也
为中国的绘画艺术增添了新鲜的血液。

西方也有不表现荷花的经典油画作品，寄予了人们对荷花的
美好希望和理想，其中最值得提到的是印象画派。克劳特—
莫奈(1840—1926)法国印象派画家在这些一流的印象派画家
中，我愿举出克劳德·莫奈，他吸吮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乳汁，
在对周围事物的礼赞中，他成长起来，并将日臻成熟。

这是作家左拉为画家莫奈写的诗。莫奈1840年生于巴黎，是
一名杂货商的长子。少年开始习画，临摩名师的作品，他经
常在殉道者啤酒馆中高谈阔论，他在这里的所见所闻及学会
的绘画技巧，远胜于任何课堂的教诲。因家人不满他的愤世
独行，而断绝了对他的一切财力支持，只得靠朋友们的帮助，
后他又不顾家人反对，与卡蜜儿结婚，生活一直窘迫。在印



象派第一次画展中，因莫奈有一幅《日出印象》的油画，被
评论家不无讽刺意味地杜撰出“印象派”这个名词。卡蜜儿
因病去世后，莫奈又与欧雪德遗孀结婚。随后经济条件有所
好转，画界声誉也有提高，但他对此时毫不吝惜的赞誉全然
无动于衷，全身心投入绘画之中。尽管晚年的视力不断衰退。
莫奈晚年在吉维尼的家中，修建了一个池塘花园，种上了睡
莲，成为他油画创作的泉源，创作了一批《睡莲》组画，画
面上池中的倒影与水中的光芒相映成为一片合谐的色彩，虚
实之间充满了自然的生趣，绿色的合谐。

水面正氤氲在浓雾中，而睡莲开放在朦胧中，不确定的弧形
轮廓线显示莲花晃荡的动态，不同的笔触在多维视幻觉间保
持了一种生动的张力。生命从四面八方涌来，遮挡天空，繁
茂得近乎粗俗，转瞬即逝的光影与生机盎然的花叶都一同溶
化在一种无序状态之中。莫奈的花园与《睡莲》，是他将对
东方艺术的体验转换到花园与绘画上，是出自对东方情境的
想象。睡莲池畔的植物，系为了可以透过水面的反射，产生
倒影，以营造幻境的气氛。此情此景，马拉美曾写有这样的
诗句：“它深浓的白，包含这一个空无不可及的梦，包含着
一种永不存在的快乐，我们所能作的只有继续屏息，向那幻
影致敬。在意外的脚步声来临前，在我走避的时候、这朵完
美的花在升起的水泡中清晰可见……”。莫奈的《睡莲》系
列呈现出超越物体的表象，直探物体本质，这是对东方思想
空无的诠释。

长期以来绘画创作的本质一直是画家研究和探讨的主要问题，
画家总是会在创作题材、形式上煞费苦心。怎么才能创造出
优秀的绘画作品是画家一生都在研究的问题。画家的个人品
质和生活情趣影响着画家的绘画表达形式和语言。

智慧是绘画作品创作的基础。

每一个画家都有自己独特的绘画风格，每一幅画都表达了画
家不同的内心情感。可以说画家的每一幅画都是不可复制的，



是独一无二的。在绘画艺术实践中，有什么样的气质，就会
有什么样的绘画语言。可以说气质决定了画家的绘画语言。
首先，独特的气质来源于独有的个性和独有的成长环境。凡
高他对大自然有着火一般的热情，具有一种如火山般狂热爆
发的个人气概。这种热烈疯狂的气质来源于他笃实虔诚的性
格和不入俗流的个性情操，也就形成了他独有的艺术气质。
凡高成长于一个牧师家庭，成年后他也成为一名牧师，在为
矿区的工人祈求上帝给予他们食物时却饿起了自己的肚子，
把这种情绪用一种什么东西表达出来呢?于是他就拿起画笔，
来描述矿工，反映他们的生活，以唤起人们去拯救自己，这
样就产生了矿区素描。

这是他的一张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线条是那样粗重，实
在拙笨，但恰到好处,。阿尔的明丽日光、太阳的儿子向日葵
金灿如火的花盘使凡高发疯，纯纯的土黄、中黄、柠黄直接
上到画面上，纯色勾出的线条是狂热激情的喷发，至今我们
还被那瓶金黄灿烂的向日葵激动着!凡高的个性语言就是在他
独有个性气质与自己情感撞击的生活环境中形成的。其次，
独特的气质直接对应独有的情感世界，个性的情感丰富强化
了作者的气质，更完善了个性的艺术语言。八大山人是我国
著名的花鸟画家，他是前明帝室之胄，对明王朝怀有无限眷
恋，对满清王朝有着骨子里的反感，因此，形成了他避世孤
傲、蔑视清庭的个性气质。他画的水鸟或仙鹤眼睛都向上翻
着，甚至他的怪石也如同人一样露出蔑视之态，这独特的个
性语言符号让人过目不忘。当人们看到八大的画，不必看署
名，便一目了然。由此可见，在绘画艺术创作中，对于一个
画家，有什么样的个性气质就会有什么样的个性绘画语言。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的优美自然风光，这源于作者对家
乡的热爱之情。这种“低头思故乡”之情结与“举头望明
月”之思绪，在他举头握画笔之时的强烈思乡、恋乡、爱乡
之情感宣泄于画布上，所创作出别具一格的作品使多少人为
其作品放大瞳孔!真情感于人，真情出于人，人所共知，人所
共有，这才是绘画作品真正打动人类灵魂之所在。画家正是



结合自我的情感取向，开动自己的智慧头脑创造自己的艺术
语言的。林风眠创造了中西合壁的独一无二的绘画新风格，
新语言，是中国当代著名的绘画大师，他对中国画中特有的
墨线非常感兴趣，同时又痴迷于西洋油画凡高的如流淌式的
狂热色彩表现，巧妙地将二者结合起来。艺术创作的本质所
在，就是画家把自己的真情感与独有的智慧相融合，也即把
自己的情感与智慧凝固于画面上，去感染人，让人在赏心悦
目中进一步欣赏画家智慧的哲思与创造。

每一个画家拥有不同的生活体验，不同的情感世界，所以，

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不同的绘画语言及绘画形式，
可以说绘画作品是画家个人品质情感与智慧的综合体现。一
个画家要想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应该不仅仅在绘画技能上锻
炼自己，还要培养个人的艺术修养，要热爱生活，用心去体
会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

;

菊花采摘节心得体会篇二

“万事开头难”搞科普创作也是这样，首先得解决“入门”
难的问题。在学习写稿之前，必须对卫生科普创作的概念和
要求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什么是科普创作？卫生科普创作的
种类有哪些？写作上有哪些技巧？带着这些问题，我首先拜
读和研究了计朝阳的《浅谈医学科普创作》，王庭兆的《谈
谈卫生科普创作的体会》这两份材料。行家们精到的论述为
我指明方向，使我获益匪浅。有了对卫生科普创作的认识和
了解，我就开始了卫生科普的创作。创作的第一篇作品是
《精神病人犯法负不负刑事责任》。当时，社会上存在
着“精神病人犯法不负开事责任”的说法。我查找了有关资
料，写了一篇文章纠正了这种片面的观念，该文章发表在
《盐阜卫生报》1993年第136期上。初始的成功，使我充满了
信心，我创作的热情一发不可收拾了，利用业余时间创作了



二十余篇稿件，录用率达60—70%左右。

一位同学写信跟我谈他的写作体会时，戏称“搞科普创作要
舍得花本钱”，自己要订阅多种报刊杂志，以扩大自己的视
野，掌握外面的动态，分析别人是如何写的，特别是科普战
线上的行家里手的作品会给自己以很多的启示。同时，多看
书多学习可以使我们获得更多的知识。文章的题材主要来自
于生活和研究成果、亲身体会、经验总结，但仅仅这些是远
远不够的，借鉴别人的研究成果会给你带来丰富的题材。将
别人的最新研究成果用科普的形式表现出来，把最新的医药
保健知识用最通俗的语言方文字传授给广大群众，这样的文
章论点是人家的，但形式、骨架全是自己的，也是一种有益
的创造性劳动，完全符合科普创作的要求，而不是抄袭。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2年第一期有一篇论文，报告了隐
匿性抑郁症常以关节痛的症状为主的表现，易被误诊为风湿
性关节炎，久治不愈。为此，我写了一篇题目为《风湿性关
节炎与隐匿性抑郁症》投寄到《中国医药报》，被录用了，
刊登在该报的1995年1月5日第七版上。同样，我根据《中国
心理卫生杂志》1992年第六期有一题为《心因性牙痛二例诊
治体会》的论文，写了一篇《心因性牙痛》投寄到四川成都的
《成都科技商报》报社，也被录用了，刊在该报的1995年4
月22日第674期二版上，该文章不久又被1995年5月15日的
《健康文摘报》转载。

我们的卫生科普创作者也应该象新闻记者那样比别人多长几
只眼睛，要有那种特殊的敏感和综合的分析能力，善于从生
活中挖掘题题材。有一次出差到盐城，我发现街头到处都是
专治性病、乙肝、癫痫、男女不育的广告，仿佛他们的医术
很高，大凡医学界认为比较难治的病，他们都能治，且能包
治，实际是这些都是幌子，上当受骗者大有人在。这些广告
一方面骗人的钱财，不但治不好病人，反而加重了病情，延
误了治疗的最佳时机，有的甚至把命都搭上了；另一方面也
影响了城市的市容，污染了环境。为此，我写了《要管管专



治广告》的文章，呼吁社会动员，对此进行综合治理。组织
有关部门按照这些广告提供的线索，象拔萝卜似的一个个地
消除。这篇文章刊登在《盐阜卫生报》1993年第145期上。

时至今日仍有一些人特别是老年人认为宝宝生下来三天以后
才能喂奶，在此期间只能喂一点糖水或甘草茶。根据现在的
观点，宝宝一生下来就应尽早给其喂奶，以防发生新生儿低
血糖症。我写了《开奶何必“三朝”时》刊登在兴化的《卫
生科普报》1994年8月24日那期的三版上。

写文章要注意最新信息，感应时代的脉搏，反应要灵敏。新
闻媒介报道了上海大众汽车公司总经理方宏坠楼自杀的消息，
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有关专家经过调查分析后认为，他
死前患有隐匿性抑郁症，极度压抑的心情无法得到解脱，于
是导致了这场自杀的悲剧。我极为震惊，心里想写一篇关于
隐匿性抑郁症方面的文章，以告诫世人。想不到几天后《江
苏健康报》（现在已停刊）已有这方面的类似文章发表，可
见作者的反应是十分灵敏的。我们的科普创作者须加强这方
面素质的锻炼，善于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大众关注的
事件上，找到突破点。写人人都关心的问题会大提高稿件的
用稿率。

菊花采摘节心得体会篇三

今天，姨妈送了我家三盆开着小花苞的菊花，第一盆雪白，
第二盆大红，第三盆金黄，宛如三个头戴不同花冠的少女懒
洋洋地蒙着头在被子里睡觉，头半伸不伸的，也不完全伸出
来呢，可爱极了!

20___年11月2日星期一晴

哇!天大喜事，那盆雪白小花苞的菊花张开了五片花瓣呀，还
有那盆大红的菊花，也张开了五片花瓣，那盆金黄的菊花张
开了六片花瓣呢，可是里面害羞的少女还是不肯伸出头来，



那盆住在大红菊花里的少女肯定在害羞，脸都红了。

20___年11月3日星期二晴

哎，今天小菊花们都没有动静，它们不会不开花了吧?我急得
头上流下了豆粒大的汗珠。“不会的，植物也是有生命的，
它们也要成长，就像我们人类一样。”爸爸安慰我。到了下
午，果然是爸爸说的那样，所有的小菊花都张开了几片花瓣，
那三位少女逐渐开始露头了。

20___年11月4日星期三阴转多云

今天是个清爽的早晨，我拉开窗帘，发现小花苞变得蓬松了，
这就说明不久之后少女就要露头了，心里是那样高兴，那样
期待。

20___年11月5日星期四雨

耶!花开了，少女露头啦!真的跟我想得一样漂亮呢!雪白菊花
的花蕊是白色的，大红的'菊花根根分明，都是红色的，金黄
的菊花都是黄色的，真是五彩缤纷哪!

20___年11月15日星期日雨

菊花都快萎啦，雪白的菊花瓣垂了下来，少女的头发是白色
的，红色的菊花垂了下来，少女的头发是红色的，黄色的菊
花垂了下来，黄色菊花的头发是黄色的。

菊花采摘节心得体会篇四

要学好书法，首先要临帖。中国的书法艺术源远流长，累积
有五千多年的优秀遗产，任何书家，都只能在学习和继承先
人的前提下创新自立。学书法，就得临帖。入门需临，变体



也需临。

读帖则是一种心功，这种功夫看似轻巧，实际比手的训练更
难。它是一种默临、默记，是一种揣摩，是实现从钩、摹、
临的“入帖”到得其字帖的神韵、势度、用笔、行气或结构
布局技巧的“出帖”之道。

鉴于本次开课《泰山刻石研究》，谈一下这四周的书法临帖、
读贴及创作的心得体会。

一、临帖

中国书法强调内外功结合，内功是基础，贵在一个“功”字，
而外功则是修养。临帖练字是书法的字内功夫，所谓“笔突
万支”“笔冢成山”，讲的就是字内功夫的修炼。在这个阶
段，学书者通过毛笔这种特殊的书法工具，从文字的点画俯
仰之中，从线条的抑扬顿挫之间，去感受笔情墨趣。这个阶
段需要较长时间的临帖习字，反复揣摩其字形结构方能奏效。
经过长时期的练习，从泼墨染翰之中去采撷天地正气，就会
感到一种禅意的祥光在心中漫射开来，从而获得胸怀的舒展
和放达。

四周临帖的体会：

1、运笔(中锋、侧锋，露锋、藏锋，方笔、圆笔，按笔、提
笔)

成熟的艺术往往具有比较严苛的规范和普遍适用的方法、技
巧。运笔的技术，根据不同的时期、不同流派、书法家的书
写习惯等不同，形成了所谓不同的笔法，“中锋”与“使其
中锋”本身就是传统论述中关于笔法的重要核心部分。

2、笔顺



谈线条、谈构型、谈布白，同时还要关注笔顺。所有的线条
不是同时呈现在纸上的，是有先后的呈现，并且这种先后次
序不是无关紧要的，不是拆破打散随便安排都可以的。

3、速度

初临帖宜缓宜逼真，这是毋庸置疑的道理。书写的速度，缓
慢不羁仅仅在笔画运行时，更多的时间应该花在下笔和下笔
前的准备。古人说凝神敛气，不是夸张。当你握笔紧张，手
都在颤抖，呼吸急促，肺部收缩，如何能写得好呢?必然不能
着急下笔，需要调整好呼吸后，以最放松的姿态，自然舒适
的写出这一笔，完结之后，再准备下一笔。久而久之，加上
读书的功夫，最终需要养成的是一种静气，自信而淡定。

4、姿态

人可贫，而行为不可猥琐，书不佳，唯姿态不肯让人。字已
不佳，更无赴急草率的资笨，更要讲求书写时的姿势，头正
身直、臀平足安。

二、读贴

读帖，可使自己更多地了解各家各派书风，从而融会贯通选
择，创立自己的风格。实际上，读比临、比写都要多得多。
读可以“破万卷”而临摹再多，于几千年累积的优秀碑帖，
也不过凤毛麟角，书道中的“厚积”，非同小可。

这段时间从图书馆借阅了大量的书法临帖，从书写毛笔字的
三要素中体味每一笔在这个字中的行气、势度。老师还亲自
带我们去岱庙、经石峪考察，观看历代书法大家的石刻作品，
风格各具特色，独树一帜。虽然他们的风格各异，却是同样
的拥有一种气势，磅礴有度，能感觉到是用心写出来的字。
身临其境，方能感受其神韵。



三、创作

在临帖与读贴的基础上，选择适合的字体创作具有自己风格
书法作品，通过书法表达一种心声。

书法是一种高度抽象的笔墨线条造型艺术。我在每次书法创
作前，首先选择适合自己的书写内容，然后设计章法，把每
个字的写法、每行字的大小布白都考虑好以后，再进行对帖
临习，以唤起自己的创作灵感，进入角色，然后把事先选择
好的书写内容进行作品创作。

菊花采摘节心得体会篇五

早晨，我刚起床，我就看见楼下有很多盆鲜花。我马上跑下
楼去。

这些鲜花有红的、黄的、白的、紫的但我最喜欢的就是黄色
的菊花。菊花是浅黄色的，一阵微风吹来，它就翩翩起舞。

菊花有的还是花骨朵儿，看起来马上就要破裂似的。有的菊
花已经完全开了，看起来像个亭亭玉立的少女。菊花的花瓣
很特别，它不像别的花瓣是一片一片的，菊花的花瓣是一条
一条的，摸起来很光滑。

菊花茶还可以清热去火，把茶放在冰箱里冷冻一会儿，口味
儿更佳。所以说，菊花不但可以让人观赏，还可以让人泡茶
喝。

啊!我爱菊花，它虽然没有牡丹那么娇艳，也没有雪莲那么纯
洁，但它的朴素却深深的打动了我。啊!我爱菊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