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读书心得书法作品 研读书法新课
标心得体会(汇总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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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
要注意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
起来看看吧

读书心得书法作品篇一

近年来，随着全民阅读的推广和普及，书法作为中华传统文
化的瑰宝，备受关注和重视。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传统的
书法艺术，教育部制定了新的书法教育课标，以促进学生的
书法素养和审美能力的发展。而通过研读书法新课标，我受
益匪浅，很多新的观念也让我有更深刻的理解。在这篇文章
中，我将分享我的体会和心得，希望与大家共勉。

首先，深入研读新课标使我对书法的本质和价值有了更深刻
的认识。新课标强调书法是一门艺术，是一种身心愉悦的创
造行为。与传统的书法教学相比，新课标更注重培养学生的
审美意识和创造力，强调个性化和自由发挥。这使我意识到，
书法并不是死板的模仿，而是一种个体性的精神表达。通过
书写，我们可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展示个人的艺术才
华。这种新的理解让我更加热爱书法，也更愿意用心去研究
和探索其中的奥秘。

其次，新课标的学习方法和技巧让我在书法创作中有了更大
的提高。新课标提出了许多实用的方法和技巧，以帮助学生
提高书法写作的技能。例如，课标强调“先由模仿再到创
造”，这让我明白了模仿在书法学习中的重要性。通过模仿
大师的作品，我可以学到他们的笔法、构图和结构，从而借
鉴其优点，丰富自己的写作风格。课标还提到了注重“游览、



观察、欣赏”，这点让我认识到了观察和欣赏的重要性。只
有通过观察和欣赏，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书法作品的美与意
境，并在自己的创作中运用。

再次，新课标强调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和批评精神。书法是
一门艺术，艺术需要审美的眼光和批评的精神。通过研读新
课标，我明白了审美的培养不仅仅是欣赏美的作品，更是通
过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形成自己的审美观点并能够对书法作
品进行评价。新课标提倡学生积极主动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
感受，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创造力。在与同学的交流和分
享中，我学会了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一幅书法作品，并通过
批评和评论来帮助他人进步。这不仅提高了我的审美能力，
也培养了我的忍耐与理解力。

最后，新课标的研读让我在书法学习中找到了更多的动力和
成就感。新课标强调书法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是对审美要
求和自我表达的追求。通过不断地实践和尝试，我发现了书
法学习的乐趣和成就感。每次在纸上用毛笔写下整齐、工整
的字，就像是一次对自己创造力和努力的回报。而且，新课
标提倡自由发挥和个性化，使得我可以在书法创作中获得更
大的自由度。这种自由度是激发创造力和持续动力的源泉，
也是我研读新课标的最大收获。

总之，通过研读书法新课标，我对书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
理解。新课标的学习方法和技巧使我在书法创作中有了更大
的提高，而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和批评精神则让我在书法学
习中找到了更多的动力和成就感。我相信，在新课标的指引
下，书法的未来将更加灿烂。我将继续努力学习、实践和探
索，为书法艺术添上自己的一笔。

读书心得书法作品篇二

我读了《小英雄雨来》这一课，我最喜欢文中的雨来，因为
他机智勇敢。



有一次，他掩护李大叔被鬼子看见了。雨来把李大叔藏在他
家的地洞里，鬼子来到他家问了半天雨来也没有说，鬼子便
生气 的走了。

后来，雨来又上夜校，看见他爸爸背着步枪从山上回来了 ，
说鬼子又要到我们村了。

第二天，妈妈去买菜了，家里只有雨来一个人，鬼子来到他
家找一个人，鬼子把雨来家翻的乱七八槽的，也没有找到，
鬼子看到雨来手里拿着一本书，鬼子把雨来揪过来，把他的
书撕了。鬼子问雨来说：你看见一个人过来吗?雨来说：“没
有”。鬼子打了雨来几个巴掌，见雨来还是没有说，鬼子说
把他拖到河边枪毙，就在鬼子要开枪的时候雨来趁机跳到河
里了。

乡亲们都到河边去找雨来，大家看到远处露出一个小脑袋，
过去一看原来雨来没有死，所以我们一定要贡献祖国。

读书心得书法作品篇三

读书和书法作为两门不同的学问，但却有着一定的联系。书
法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一种文化传承和人文精神的表
现。在读书中，领悟了众多的文化精髓，获得了内心丰厚的
积累，这些对书法创作也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今天，本文
将从个人的角度探讨读书心得体会对书法的影响。

第二段：在读书中领悟书法的细节之美

读书时，往往需要我们仔细品读每一个字词的含义，体味每
个句子的情感，从中领悟到文字的细节之美。而在书法中，
每一个笔画的细节都能表现出书法作品的美感。在这个过程
中，我们也可以像读书一样，品味每一笔每一画所表现出的
不同意境和情感。



第三段：借鉴文学思想对书法艺术的创作

读书常常会给人带来思考和启发，文学思想中的形象、意境、
情感等，都可以为书法创作提供灵感。在创作过程中，我们
往往可以借鉴和运用其中所蕴含的思想，从而提升书法创作
的意境，也更能展现出个人的独特性。

第四段：提高写字品气的必要性

书法与读书之间还存在着一个重要的联系点——字体。在熟
读经典和练习书法的过程中，更能提高我们的写字品气和书
写技巧，不仅让我们的字迹变得优美，也更能让我们有更好
的书写自我审美能力。

第五段：结语

最后，基于个人对“读书心得体会书法”的思考，我们可以
得出结论：读书越多，不仅可以拓宽自己的文化视野和人文
精神，更能为书法艺术的创作提供灵感和帮助。无论是以书
法创作为主要方向，还是爱好者，我们都应该在读书中多方
面思考和领悟书法的奥秘，让自己在书法艺术中不断进步。

读书心得书法作品篇四

引导语：书如甘泉，洗濯人们的灵魂;书如美食，净化人们的
肠胃;书如人生，品味百种挫折……书，人们不可替代的朋友，
知识的源泉。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读书心得体会范
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读书使人明智，使人善辩，使人深刻，是提升自身综合素质
的有效途径。这里，查字典范文大全小编专门为大家整理了
关于读书心得体会范文的文章和材料，希望对大家的工作和
生活有帮助。



常言道：茶亦醉人何必酒，书能香我不需花。我们渴望读书，
渴望获得知识，但是我们却常常会有这样的疑惑：我们应该
如何读书?自古以来，人们获取知识的途径多种多样，而读书
作为其中一种既普通又直接但却非常有效的求知方法沿用至
今。作为教师，从书本中获取知识就显得尤其重要。人类创
造的知识财富，如同浩瀚的海洋，博大精深。作为我们教师
需要加强各方面的修养来提高自己。所以我们理应多读书，
用书来净化心灵，用书中的知识充实自己。同时我们也应抛
弃古时旧的求知理念，什么书中自有黄金屋等等，都不足取。

为了使读书达到更好的效果，我除了善于动脑，找到所读文
章的眼睛，心领神会之外，还写读书笔记和读后感。当然读
书要有好的效果，思考是最重要的，但是正如俗话所说：好
记性不如烂笔头，把思考的结果整理出来，写成笔记和感想，
既有助于思考，也可以帮助我们记忆思考的结果，便于日后
比较、综合、分析。如果所读的书是自己的书，我还在书的
空白处写下自己看法、疑问、评论等，或做一些记号。它会
加强我们对文章的理解、记忆,作文时如果要参考、模仿渡过
的文章，有没有做过评注的，效果大不一样。

常听学生家长说“我家的孩子只听老师的，老师的话简直比
圣旨还灵，回到家里就谁的话都不听了。”在研读中，我想
到了学生的向师性，这是一种纯洁的美好的心理品质，我们
当教师的要好好地利用和开发。在教学中，我有意或无意中
出了这个那个错，学生都会及时地为我指出，这样不仅师生
之间的关系逐渐融洽，班级气氛也极为活跃。

读书让我更深刻得体会了教育的民主，在学生眼里，教师能
够与他们平起平坐，他们的心理也就获得了一种平衡，这样
的教师最能受到学生的敬重。学生乐意与我走近，常把心里
话告诉我，向我诉说烦恼，向我倾诉困难，我因此常和学生
交流，这不能不说是一笔最宝贵的财富。回想每一次学生在
向我表达着他们对我的感激和敬意是，我的心情都莫名的激
动，我总是深深的感受到了自身的一种最崇高的价值。毫不



避讳地说，这种崇高，正是我在读书工程中所获得的最大的
收获，是我不断学习、不断完善的具体表现。

本学期我读了亚米契斯写的《爱的教育》。让我知道了许多
有着教育爱和爱中的.教育的故事。

《爱的教育》一书中描写了一群充满活力，积极要求上进，
如阳光般灿烂的少年。他们有的家庭贫困，有的身有残疾，
当然也有一些是沐浴在幸福中的。他们从出身到性格都有迥
异之外，但他们身上却都有着一种共同的东西—对自己的祖
国意大利的深深的爱，对亲友的真挚之情。这里面不能忽视
的是每个月老师读给那群少年听的"精神讲话。这一个个小故
事，不仅使书中的人物受到熏陶，同样让我这个读者也被其
中所体现出的强烈的情感所震撼。而面对我们的教育，爱应
该是教育力量的源泉，是教育成功的基础。。

透过安利柯的描述，我了解到什么样的师爱才最让学生感到
温暖，把学生当亲人的老师。当安利柯的先生说道:"你们以
外，我没有别的家属在世界上，除了你们，我没有可爱的人!
你们是我的儿子，我爱你们，请你们也欢喜我!我一个都不愿
责罚你们，请将你们的真心给我看看!请你们全班成为一家，
给我慰藉，给我荣耀!"先生的这些话，让所有的学生都信服
与他。

虽然我无法做到这位先生的如此坦诚，但想想，我是否用平
等的目光看待所有的学生了。两个学生同时犯了错误，有时，
我会凭我直觉判断，然后毫不留情的批评那个我心目中的差
生。却不知，受了一肚子委屈的学生在暗自垂泪，也许在他
们的眼里，我不再是个好老师。宽容和尊重学生，"只要你们
有勇气承认自己的错误，我绝不会责怪你们"，这是安利柯的
先生们给的我另一个启示。无论是表扬还是批评学生，我们
的目的是教育学生，只要目的达到，又何必在意学生是否接
受了惩罚。



爱是一种感受，是一种信仰，是一种追求，是无法用准确的
文字形容爱的定义，但是我知道，拥有爱的人，付出爱的心，
人生必定是充实而无憾的。同样，我们对学生的爱，不应是
居高临下的"平易近人"，而应是发自肺腑的爱，这种爱的表
达既是无微不至的，又是不由自主的真情流露。当我们把爱
心自然而然地献给学生时，学生会不仅把我们当教师，更会
把我们当作朋友，兄弟，父母。离开了情感，一切教育都是
无从谈起，感情当然不能取代教育，但教育必须充满感情。

总之，爱的教育是治疗心灵创伤的良药，是打开学生心扉的
钥匙。被爱的人才懂得去爱人，爱给人力量，给人温馨，也
给人美丽的心灵和情感。让孩子们心中拥有爱，很多问题都
可能在爱的暖流里溶解。书中给我的启示是，做一个温柔的
严师，用充满爱意的语言来严格要求我们的学生。

读书是一种提升自我的艺术。“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
道。”读书是一种学习的过程。一本书有一个故事，一个故
事叙述一段人生，一段人生折射一个世界。“读万卷书，行
万里路”说的正是这个道理。读诗使人高雅，读史使人明智。
读每一本书都会有不同的收获。“悬梁刺股”、“萤窗映
雪”，自古以来，勤奋读书，提升自我是每一个人的毕生追
求。读书是一种最优雅的素质，能塑造人的精神，升华人的
思想。

读书是一种充实人生的艺术。没有书的人生就像空心的竹子
一样，空洞无物。书本是人生最大的财富。犹太人让孩子们
亲吻涂有蜂蜜的书本，是为了让他们记住：书本是甜的，要
让甜蜜充满人生就要读书。读书是一本人生最难得的存折，
一点一滴地积累，你会发现自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读书是一种感悟人生的艺术。读杜甫的诗使人感悟人生的辛
酸，读李白的诗使人领悟官场的贪腐，读鲁迅的文章使人认
清社会的黑暗，读巴金的文章使人感到未来的希望，读后感
《读书心得体会范文》。每一本书都是一个朋友，教会我们



如何去看待人生。读书是人生的一门最不缺少的功课，阅读
书籍，感悟人生，助我们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书是灯，读书照亮了前面的路;书是桥，读书接通了彼此的
岸;书是帆，读书推动了人生的船。读书是一门人生的艺术，
因为读书，人生才更精彩!

读书，是好事;读大量的书，更值得称赞。

一位叫亚克敦的英国人，他的书斋里杂乱的堆满了各科各类
的图书，而且每本书上都有着手迹。读到这里是不是有一种
敬佩之意油然而升。因为“有了书，就象鸟儿有了翅膀”吗!

所谓“循序渐进”，就是学习、工作等按照一定的步骤诼渐
深入或提高。也就是说我们并不要求书有几千甚至几万，根
本的目的在于对自己的书要层层深入，点点掌握，关键还在
于把握自己的读书速度。至于“熟读”，顾名思义，就是要
把自己看过的书在看，在看，看的滚瓜烂熟，能活学活用。而
“精思”则是“循序渐进”，“熟读”的必然结果，也必然
是读书的要决。有了细致、精练的思索才能更高一层的理解
书所要讲的道理。

由此可见，读书不在于多而在于是否读的精。象亚克敦，他
徒有万卷图书，而不会读，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其实他
一本书也没有读完。

现在的我们，这种“有书等于没书”的现象是历历在目，也
就是不会读书。就说语文课本，大家都认为没什么看头;这样
一来，掌握的知识也相对于较为肤浅。因此更何况是其他书
呢?我们读书提倡：拳不离手，曲不离口。面对现在激烈竞争
的社会，更需要我们的善读。

对于书，只有善读，才能象蚕一样，吃进去的是桑叶，吐出
来的是丝。



读书心得书法作品篇五

读书是一种深沉而充实的体验，读书也是一种需要技巧和方
法的活动。为了提高阅读效果，我特意选择了一本叫做《读
书法字帖》的书进行学习和实践。通过学习这本书，我不仅
深入了解了一些读书的技巧和要点，还发现了读书的乐趣和
价值。本文将从读书的重要性、读书方法、读书的乐趣、读
书的价值和我的读书心得等五个方面展开论述。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读书的重要性。阅读是开拓视野、开启
智慧之门的一个重要途径。通过阅读，我们可以接触到各种
各样的知识和思想，拓展自己的思维领域，增加自己的见识
和思考能力。同时，读书还能培养人的情感、丰富人的内涵，
使我们变得更加有内涵和智慧。因此，读书是一种重要的修
养方式，是我们提高自身素质的必由之路。

其次，读书需要一定的方法和技巧。在《读书法字帖》这本
书中，作者详细介绍了各种各样的阅读方法和技巧。比如，
他强调要有选择性地阅读，不要一味地追求数量，而要注重
质量。读书还要注重理解和思考，不能仅仅停留在把字句读
懂的层面上，更要深入思考其中的意义和思想。另外，作者
还提到了做读书笔记的重要性，通过记录下来，我们可以加
深对书中内容的印象，并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在
实践中，我发现这些方法和技巧确实有效，我的阅读效果明
显提高了。

第三，读书是一种乐趣。在《读书法字帖》这本书中，作者
多次提到读书的乐趣。他认为，读书不仅能带给人们知识的
收获，还能让人们获得心灵的满足和愉悦。读书是一种心灵
与文字的对话，是一种与伟大思想家和作家的心灵交流。在
阅读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沉浸在作者的世界中，分享他们的
思想和情感。读书能让我们忘却世俗的喧嚣，进入一个安静
且充满想象力的空间，感受到一种与世界相连的愉悦。



第四，读书具有重要的价值。通过《读书法字帖》的学习，
我意识到读书不仅仅是为了自我提升，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
关注社会、关心他人。读书能够加深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扩
展我们的视野，使我们具备更广阔的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通过阅读，我们可以为个人和社会发展作出更积极的贡献。

最后，我想分享一下我的读书心得。在阅读《读书法字帖》
的过程中，我深刻感受到了阅读的重要性和乐趣。我开始学
会有意识地挑选适合自己的书籍，并结合作者的阅读方法进
行阅读。我还学会了做读书笔记，并将其中的知识应用到实
际生活中。通过这些实践，我发现自己的理解能力和思考能
力得到了明显的提高。我也意识到，读书不仅仅是为了自我
提升，还可以帮助我成为一个更有价值和意义的人。

总之，通过《读书法字帖》这本书的学习和实践，我深刻领
悟到了读书的重要性、方法、乐趣和价值。阅读不仅仅是获
取知识和信息的手段，更是一种修身养性、提高素质的方式。
我相信，只要我们用心去读书，用心去体会其中的乐趣和价
值，我们一定能够成为一个更有内涵和智慧的人。

读书心得书法作品篇六

喜欢书法应该从进师范时计起，周元江老师和胡吉祥老师的
字一直以来对我都是一种仰慕。参加工作后，由于工作激情
忙于教书育人，但是，喜欢和爱好一直没有间断过。免不了
常买一些自己喜欢的帖读一读、练一练。到青龙中学教书后，
还订阅了中国书法进行学习，但由于基础太差，好多地方总
是不能理解，动笔也是凭偶尔的兴趣而已。

工作之余，读了一些有关书法方面的书，也临了一些碑帖。
到政府部门工作后，这种兴趣越来越浓，只要认为好帖就临
写一番。到纪委工作后，特别是深受宗书记爱好理念的启示，
多看、多想、多练变有了一些深层次的看法，经王林老师的
多次点拨，使我对学习书法，使我对书法方面的知识、认识



和欣赏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现就学习谈一点感想和体会。

重在临。会写字的人很多，但只有熟练地掌握了书法的技法
和知识，才能从一般实用写字提高到以观赏为主的书法艺术
创作高度。我们学习书法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学什么、怎么
学”的问题？在实践中体会到，学习书法首先是从临帖开始。
既要临古人帖，拜古人为师，也要临现代人的帖。但是，为
主的应临古帖、名帖。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纵向取古，横向
取今”。在这方面先贤和当代大师们都论述得很清楚，我们
只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照着做就行了。启功大师在给书法
爱好者的信中说：“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斯为
下矣”。不管是谁的话，只要有理，就得听，学现在人最容
易象，但一象了，一辈子脱不掉，以后悔之晚矣。“写帖主
要抓结构，结构对了，点划的姿态即使全都删除，人家也会
说象某家、似某帖。”启功先生对临古、临今说得再清楚不
过了。

贵在勤。学习书法有“苦”、有“乐”，是苦中求乐。清
人“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的诗句，比较形象
深刻地说出了勤学苦练的道理。书法家冯国语先生的名
言“无情何必来斯世，有好终须累此身”，深刻地揭示了书
法家的博大胸怀和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他说：我练书法，
经过的是“五步炼狱”。龙跃天门，虎卧凤阙，神剑森列，
无羁走马，皆以临为先。帖拜名师，不慕虚名，凝神锤造。
此为一。心慕手追，别开蹊径，独创一格。此为二。

广纳、博取、能容，天地为师，人人为师。此为三。知识、
人品、涵养与之并辉。此为四。悟性为第五。何为悟
性？“都道悟性为第一，我言悟性是忘机。疾风骤雨张长史，
落花飞雪僧布衣，得骨得髓承前训，古风古貌不随俗。顿悟
本来勤中生，胸纳百川笔自逸。”可见，要想在书法艺术方
面有所成就，不经过勤学苦练，不经过深钻细研和认真地体
验醒悟是不可能的。但是，光靠“闷着头”苦练也是不行的，
还有一个学练的方法、窍门问题。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说：



字不是“练”好的，是“学”好的。

学就是拿，拿就是学。要想着自己是“写字”的，而“字”
写得最好的是王羲之、颜真卿这样的古人，如果不老老实实
地向先贤们学习，不坚持到传统宝库中去拿宝，“字”是写
不好的。又说：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富。就学习书法
来说，“外财”就是向外人学习，向外人的优点学习，把外
人的好东西都吸收甚至“抢”过来。不向外人学习，就不能
丰富和造就自己。在“发外财”中，传统宝库里的外财最丰
富，这个宝库对谁都是敞开大门的，就看你去不去拿，是拿
一件还是许多件，是拿一次还是经常拿。人，不从别人那里
拿来宝物是富不了的！

由此看来，只有把人的天赋和好学、善学的刻苦钻研精神结
合起来，做到有才华而不浅尝辄止，以全身心的投入，废寝
忘食的苦练，“退笔成山”的毅力，博学深思的悟性，才能
在书法艺术方面才思敏捷，得心应手，刚柔相济，创作出气
势恢弘，潇洒神飞，具有自己特点和风格的好作品来。

恒在情。对书法艺术的喜欢和爱好，是学好书法的前提和基
础。对于一种好的书法碑帖、一幅好的书法作品，常常是百
看不厌，百练不厌，爱不释手，看一次有一次的收获，练一
次有一次的提高。这就是感情所系，这就是艺术的魅力。没
有这种爱好和感情，是无法学好书法艺术的。

情感因素在书法艺术中是非常重要的，书法就是讲功力和情
性。有很多老同志功底很好，但情性不行，写得很死、很板。
功力是技法性的，情性是精神性的，这是两个不同的层面。
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要以心境平和、不激不厉的心态来进行
书法练习。这就既要有功夫，掌握规矩法度；又须见情性，
奔轶绝尘，蹈乎大方而不逾矩。所谓心手双畅，功情两全。
使心之所想、情之所感、意之所托、笔之所动跃然纸上，完
成挥洒才情、表露气质、张扬个性和扩散美感的生动过程。



行在美。在学习书法的实践活动中，常遇到有些书法作品写
得美观大方、活泼生动，让人觉得很美，看起来很舒服，甚
至有些字不认得，大家也觉得好看。有的作品写得古古怪怪
的，看了就不舒服。对一幅书法作品的欣赏和评估有时存在
分歧，甚至截然不同的看法。这是欣赏者个人的爱好、水平
和审美角度的差异。学书法要不断提高个人欣赏和评估书法
作品的水平和能力。马克思在《一九四四年经济——哲学手
稿》中说：“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你本身就必须是一
个有艺术修养的人。”清人叶横山说：“大凡人无才则心思
不出，无胆则笔生畏缩，无识则不能取舍，无力则不能自成
一家。”可见提高欣赏和鉴赏水平，对于书法爱好者是必要
的，对于从事书法艺术者更为重要。只有不断学习和丰富个
人对书法艺术的知识，不断提高文学、美学等方面的知识和
修养，才能提高我们的欣赏、鉴赏水平和创作能力。

要在追求美的风格中不断超越自我，在书法学习中，追求美
的风格，也就是自己认为“怎么美就怎么写”。看一幅书法
作品美不美，既要看每个字的形体结构，也要看整幅作品中
是否有变化，结体、点划不雷同，肥瘦适当，肥而能秀，瘦
而能腴，风姿潇洒，达情尽性，神采飞扬。由于每个人爱好
和审美观的不同，必然有各自不同的看法、要求和追求。由
此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但，好的始终是好的，这一
点无论何人都不能超越，以无法超越。书法学习是无止境的，
是长期学习追求、不懈奋斗的事，只有将整个身心加以倾注，
不断超越自我，多看、多想、多练，终定能有所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