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学习山东秧歌心得体会 东北秧歌心
得体会(大全10篇)

在撰写心得体会时，个人需要真实客观地反映自己的思考和
感受，具体详细地描述所经历的事物，结合自身的经验和知
识进行分析和评价，注意语言的准确性和流畅性。那么心得
体会怎么写才恰当呢？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体会范
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学习山东秧歌心得体会篇一

东北秧歌是中国传统的民间舞蹈艺术形式之一，以其歌舞并
进、热情奔放的特点而广受欢迎。在我参与东北秧歌表演的
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了东北秧歌的魅力和文化内涵。下面
我将从舞蹈特点、表演技巧、历史传承、文化底蕴和个人收
获五个方面来谈谈我对东北秧歌的心得体会。

首先，东北秧歌的舞蹈特点令人难忘。这种舞蹈以高度协调
的动作和欢快的音乐为特点，舞者们跃动的身姿和灵活的动
作给观众带来了极大的视觉冲击力。而且，东北秧歌凭借其
独特的舞蹈动作，往往寄托了对丰收和幸福生活的向往，并
通过舞蹈的形式将这种喜悦和美好传达给观众，产生了强烈
的艺术感染力。

其次，在东北秧歌的表演技巧中，我发现重视团队配合和舞
蹈编排是非常重要的。每一个舞者在舞台上都有着严格的训
练要求，需要听从指挥和协作，以保证整个表演的协调与统
一。同时，合理的舞蹈编排也对表演的效果产生着重要的影
响。通过创新的编舞和丰富的舞蹈形式，东北秧歌呈现出丰
富的层次和魅力。

再次，东北秧歌作为一种具有悠久历史传承的艺术形式，承
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据说秧歌舞蹈起源于远古时代的部落



祭祀舞蹈，经过历代的发展演变，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和
形态。而在现代，东北秧歌不仅仅是一种表演艺术，更成为
了体现地方文化和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东北秧歌，我
更加深入了解了东北地区的民风民俗和人民热情的生活态度。

此外，参与东北秧歌表演给我个人带来了很多收获。首先，
我学会了通过舞蹈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意境，提升了自己的艺
术素养和气质。其次，我在团队协作和配合能力方面得到了
训练和提高，学会了倾听和理解他人的想法，这对我未来的
发展将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我也深刻体会到了艺术对人
们生活带来的愉悦和快乐，激发了我对舞台表演艺术的热爱
和追求。

总结起来，东北秧歌是一种具有独特魅力和文化内涵的舞蹈
艺术形式。它不仅展现了东北地区人民勤劳向上的精神风貌，
更体现了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情感寄托。通过参与东
北秧歌表演，我不仅对舞蹈的技巧和表现形式有了更深入的
了解，也对东北地区的文化和人民的生活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同时，参与表演也让我得到了成长和收获，提升了自己的艺
术修养和团队合作能力。我相信，东北秧歌将继续为我们传
递温暖和力量，让更多的人领略到这一独特的舞蹈艺术的魅
力。

学习山东秧歌心得体会篇二

在一次秧歌舞蹈教学活动中，幼儿挥舞着皱纹纸做的彩带，
兴趣盎然。突然，杨亮亮小朋友对我说：林老师，你听听，
我的彩带能发出声音耶！其余幼儿一听，也都摆弄着手上的
彩带，也想让它发出比别人更响的声音来。由于幼儿兴趣，
我组织了这次活动。

1.通过操作实践，运用多种方法体验不同纸质敲击的声音，
培养幼儿探索的兴趣。



2.运用提供的材料进行“乐器”制作,发展幼儿的想象力、动
手能力。

3.选择纸张为乐曲伴奏，享受音乐的美。

1.白板纸、牛皮纸、皱纹纸、彩箔纸、瓦棱纸、硫酸纸、报
纸等。

2.纸杯、皮筋、剪刀、豆子、毛线、双面胶、蛋糕盒等辅助
材料。

一、试一试，说一说。

（1）、提供各种纸张，请幼儿试一试：用哪种方法可以让纸
发出声音？

（2）、把自己的做法和感受告诉大家。

二、比一比，想一想。

（1）请幼儿互相比较，体会各种不同的纸发出的`不同声音。

（2）引导幼儿想一想，同一种纸张用什么方法，纸的声音会
有不同的效果。鼓励幼儿大胆尝试，互相合作，体验各种纸
的音色特点。

三、听一听，找一找。

请幼儿分别欣赏一段抒情、缓慢、安静的3/4拍的乐曲和一段
欢乐、喜悦的2/4拍的乐曲，根据自己对音乐的感觉，找一种
与乐曲相配合的纸；来进行配乐演奏，并引导幼儿说出选择
的原因。

四、打击乐 “铃儿响叮当”。



幼儿自由选择喜欢的纸张和“演奏”方法，看节奏谱进行打
击乐练习。活动中，鼓励幼儿不断交换纸张或变换方法进
行“演奏”。

引导幼儿根据教师提供的纸杯、皮筋、剪刀、豆子、毛线等
辅助材料，进行纸“乐器”制作并进行合作演奏。

将科学教育与各领域的有机整合，是幼儿园科学教育活动发
展的一个趋势，本次活动在这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尝试。活动
中，科学教育与音乐教学的渗透非常自然，它们的结合是有
效的，互补的。教师设计的生动活泼的音乐游戏为幼儿探索
提供了一个愉悦的氛围和安全的心理环境，使幼儿在科学探
索活动中获得美的享受。感受音乐——节奏训练——乐器制
作，这三个环节促进了幼儿不同能力的发展，并把活动引向
课堂之外。

学习山东秧歌心得体会篇三

秧歌是我国北方地区流传至今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它以独
特的形式展示着中国文化的魅力。近日，我有幸参与了一场
秧歌表演，深深地感受到了秧歌所传递出的强烈的节奏感和
热情洋溢的情绪，让我对秧歌有了更深的理解和体会。

首先，秧歌给人一种强烈的节奏感。秧歌的表演以鼓点为基
础，配合上各种乐器的演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节奏感。在
表演过程中，演员们随着节奏的变化，手舞足蹈，身姿矫健，
既展示出柔美的舞姿，又呈现出豪放的力量感。整个表演过
程中，鼓声高亢，动作协调一致，让观众感受到一种强烈的
魅力和冲击力。这种强烈的节奏感让人仿佛置身于一场视觉
和听觉的盛宴中，让人陶醉其中。

其次，秧歌表演洋溢着热情和活力。在表演中，演员们脸上
流露出的笑容洋溢着自信和喜悦，身姿舞动间呈现出的力量
感和激情，仿佛能够穿越时空，把观众带入一个充满欢乐和



幸福的世界。无论是表演者还是观众，都被秧歌表演中散发
出的热情所感染，被秧歌的活力所吸引。每一个动作的完成，
每一架乐器的演奏，都充满了掌声和欢呼声。这种热情和活
力让人感受到了秧歌的魅力，也让人在欢笑声中感受到了秧
歌所传递出的愉悦的心情。

然后，秧歌表演中那浓厚的文化氛围使人感受到了中华传统
文化的魅力。秧歌作为我国北方地区的传统文化艺术形式之
一，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表演中，观众们能够感
受到历史悠久的文化底蕴，了解到秧歌的起源和发展。表演
中的服饰、舞姿、音乐、歌曲等方面都展示出了传统文化的
独特魅力。观众们在秧歌表演中不仅可以欣赏到精彩绝伦的
艺术表演，同时也能够感受到自己身处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
土之中。

最后，我对秧歌的体会是，秧歌让人们在欢乐中感受到生活
的美好。秧歌表演给观众带来了愉悦和欢乐，让人在表演中
忘却了生活中的烦恼和压力。观众们面对表演，用眼、用耳，
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与演员们一同舞动、一同欢笑，享受着
这份来自艺术的愉悦。秧歌中的欢乐和庆典气氛透过表演，
渗透到每一个观众的心底，让大家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唤起
对人生的热爱。

总之，通过这次秧歌表演，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秧歌所传递出
的强烈的节奏感和热情洋溢的情绪。秧歌不仅给人一种强烈
的魅力和冲击力，同时也让人在表演中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秧歌为观众带来了欢乐和愉悦，让人在观看中忘却了生活中
的烦恼和压力。它也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让我们能
够感受到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秧歌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
它的表演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唤起了人们对传统文
化的热爱和探索的欲望。



学习山东秧歌心得体会篇四

大家上午好!

鲜花伴着希望尽情绽放，歌声载着心愿随风飞扬。在全区上
下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满怀豪情投身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新蓝图的关键时刻，我们相聚在河东乡，共同
举办第四届敦煌行〃丝绸之路国际旅游节暨“皇台杯”第六
届凉州民间文艺大赛河东片复赛。在此，我谨代表河东乡党
委、河东乡人民政府对各位领导和各位朋友的到来，表示最
热烈的欢迎!对向本届比赛提供大力支持的甘肃皇台酒业股份
有限公司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同时，我也代表全体来宾，向今
天参赛的全体演职人员表示最美好的祝愿!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党中央作出的重要决策部
署。人民群众是文化的创造者、传播者和分享者，创造的活
力在人民，创新的希望在基层。我们欣喜地看到，河东乡作
为传统文艺之乡，焕发出新的光彩，民间文艺改变了河东人
民群众的精神面貌，提高了河东人民的道德素质，促进了河
东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营造了政通人和的喜人局面。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文化是一种软实力，它与经济发展处
于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地位。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
行凉州区第六届民间文艺大赛河东片区复赛，这既是一次思
想文化觉醒，也是一次文化创新实践;既是河东片区5个乡镇
文化成果的集中展示和检阅，也是打造河东片群众文化品牌
的一次很好的尝试。河东乡党委、政府将按照党的指明的方
向，围绕当前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坚持一切为了
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结合人民
群众的文化需求，以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和谐为目标，
以建设文化人才队伍，创作优秀文化作品，完善公共文化服
务网络为重点，让群众广泛享有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把河
东打造成为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富有深厚文化底蕴的经济强
乡、文化强乡。



在此，我衷心地希望广大党员干部及人民群众让经济插上文
化的翅膀，进一步推动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
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为继续解放思想、坚持
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提供坚强思想保证、
强大精神动力、有力舆论支持、良好文化条件，把我们共同
的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同时，希望今天参赛的各位演职人
员用心去演、用情去演，尽情的展示自己的才艺，为观众奉
献一台高质量、高水平的文艺节目。希望全体评委和工作人
员遵循公开、公正、公平的竞赛原则，赛出友谊、赛出风格，
赛出水平!

最后，预祝各代表队取得优异成绩，预祝此次比赛取得圆满
成功!祝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父老乡亲们生活幸福，万事如
意!

学习山东秧歌心得体会篇五

秧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
艺术魅力。在看过一场精彩的秧歌表演后，我深深感受到了
秧歌所传递的力量和情感。秧歌不仅是一种表演形式，更是
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通过观赏秧歌，我们可以感受到浓厚的民族情感和团结力量，
以及丰富的艺术形式和技巧。秧歌之美让我深感赞叹，也让
我对秧歌的价值有了更深的理解。

第二段：秧歌的表演形式和艺术特色

秧歌作为一种传统民间舞蹈，具有独特的表演形式和艺术特
色。它不仅注重舞蹈的动作和节奏，更强调肢体的展示和舞
者的表达能力。在表演过程中，舞者们舒展着肢体，伴随着
激昂的音乐节奏，展现出矫健的舞姿和优美的舞蹈动作。他
们的表演充满了力量感和韵律感，给观众带来了独特的视觉
享受和艺术感受。每一个细节的精心设计和把握，都体现着
舞者们对秧歌艺术的热爱和追求，让我深深为之折服。



第三段：秧歌的情感和氛围

秧歌不仅是一种表演形式，更是一种情感的释放和传递。在
观看秧歌表演时，我深深感受到了舞者们身体中蕴含的力量
和情感。他们用舞蹈表达出对祖国的热爱和对生活的激情，
用舞姿展示出对人民的衷心祝福和对和谐社会的追求。在这
种氛围下，观众们也被秧歌的情感所感染，用热烈的掌声和
欢呼声回应舞者们的表演，共同营造出一种团结、热烈和欢
乐的氛围。秧歌的情感和氛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
我更加热爱这种优秀的传统文化形式。

第四段：秧歌的历史与文化底蕴

秧歌作为一种传统艺术形式，历史悠久，承载着丰富的文化
底蕴。它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丰富的民俗特色，融汇了多
种文化元素和艺术风格。秧歌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的祭祀
活动，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娱乐、祈福和寓教于乐的艺术
形式。在秧歌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和精
神追求，了解到乡土风情和传统生活的变迁。秧歌的历史与
文化底蕴让我更加珍视这一传统文化宝库，也让我更加渴望
了解和传承这一优秀的艺术形式。

第五段：秧歌的价值与未来

秧歌作为一种传统艺术形式，不仅有着丰富的艺术价值，更
具有弘扬民族精神和强化社会凝聚力的深远意义。通过秧歌
的表演和传播，我们可以传承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
弘扬民族精神和价值观念，强化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和谐社会
的追求。同时，秧歌的艺术形式和表演技巧也可以为舞蹈艺
术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启示。从一个艺术形式来创新和演
绎，可以让秧歌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也为舞蹈艺术的繁荣
发展贡献力量。秧歌的价值与未来让我充满希望和憧憬，也
鼓舞着我积极参与和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总结：

通过观看秧歌表演，我更加深入地了解并欣赏了这一传统艺
术的独特魅力和价值。秧歌不仅仅是一种舞蹈形式，更是一
种民族精神的体现和传递。秧歌的表演形式和艺术特色充分
展示了舞者们的热情和才艺，秧歌的情感和氛围让观众们深
受感染和沉浸其中。秧歌的历史与文化底蕴让我更加珍视和
传承这一优秀的传统文化，秧歌的价值与未来鼓舞着我积极
参与和推动传统文化的发展。通过观赏秧歌，我深刻体会到
了秧歌的魅力和价值，也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了更加
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学习山东秧歌心得体会篇六

1、学习秧歌步、秧歌十字步基本步伐

2、知道秧歌是一种传统的民间活动以及它的种类、用途等知
识

3、体验舞蹈的乐趣，培养幼儿美的表现力和创造力

活动准备：

1、舞蹈录象、录音资料

2、秧歌道具手巾花、绸带等

3、十字步图谱

活动过程：

幼儿在《纤夫的爱》的音乐中进入活动场地

一、观看录象，东北秧歌，引出课题



1、师提问：有谁能告诉我这个舞蹈的名称？录象中看到了什
么？（师小结：秧歌舞最早流行在东北，东北地区的人们在
喜庆的日子里，就会用扭秧歌的形式来庆祝，后来我们江南
的人们把秧歌改变成地方秧歌，因此手里的道具呢，用的最
多的是阿姨们用手绢花，叔叔们呢则用绸带。）

2、在看一次，提出要求：仔细看，试着学一学。（试试手，
脚的动作）

二、学习秧歌十字步

1、师：今天我们也来学一学秧歌的基本步伐，它有一个好听
的名字叫“秧歌十字步”（出示秧歌十字步大图示，为幼儿
讲解图示的看法，并让幼儿试着看图自己先走一走，老师指
导理解图谱意思）

2、老师示范秧歌步动作

秧歌步：第一拍，左脚起步向前交叉方向走，第二拍，右脚
向前交叉方向走，第三拍，左脚向后交叉方向走，第四拍，
右脚向后交叉方向走。注意，准备的时候，双脚站在小脚印
上，走步时，可以根据图谱上的口令提示走。注意脚步和颜
色的对应。

3、幼儿学习秧歌十字

师：小朋友们别着急，我们随着秧歌十字步图示，老师和小
朋友一起来学习，很快就能学会了！

幼儿人手一块十字步图谱，幼儿练习老师观察辅导

4、鼓励幼儿跟随音乐边唱边练习秧歌十字步，老师个别辅导。

5、小朋友们快看，老师给你们带来了道具，手巾花、绸带



男小朋友拿绸带，女小朋友拿手绢花，双手自由舞动听音乐
练习。

三、尝试听音乐男女对舞，鼓励幼儿创编造型。

四、小朋友们跳得真好，让我们回家表演给爸爸妈妈看好吗？

学习山东秧歌心得体会篇七

东北秧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充满了浓郁的
地方特色和民族文化，它时刻在我们心中承载着对家乡的思
念和对传统的热爱。参与学习、表演和观赏东北秧歌的经历
让我更加了解了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也使我对它有了更深
的体会。在与东北秧歌相伴的日子里，我领略到了它的魅力
和独特之处，深深地爱上了这个让人心旷神怡的艺术。以下
是我对东北秧歌的一些心得体会。

首先，东北秧歌的节奏感强烈。每一次表演，东北秧歌都以
强烈的节奏和鲜明的旋律引起观众的共鸣。在舞台上，舞者
们用优美的舞姿和饱满的情感展现了东北秧歌的独特韵律。
跳动的脚步声与欢快的音乐相互交织，形成了一幅美妙的画
面。这样的节奏感让观众们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了浓烈的
东北风情。

其次，东北秧歌的表情丰富多样。正是由于东北秧歌表演者
对角色和情感的深入理解，他们能够将各种表情充分融入到
舞蹈中。当他们跳跃、旋转、摆动时，脸上的表情时而庄重
严肃，时而天真烂漫，使观众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舞蹈背后的
深层含义。这种表情的刻画，不仅能够增强观赏者的审美享
受，更能够让人更好地感受到东北民族的骨子里所蕴含的独
特气质。

再次，东北秧歌所传达出的文化内涵值得深思。东北秧歌是
东北地区百姓生活的真实写照，其中融入了丰富的民间故事



和传说。无论是表达对大自然的崇敬，还是对天灾人祸的抗
争，东北秧歌都通过生动的舞蹈形式向观众们展示了东北人
民的智慧和勇敢精神。观看和学习东北秧歌，使我对东北地
区的人文风情，对东北人民的生活方式都有了更加深刻的了
解。

最后，东北秧歌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东北地区人民的精神寄托。在如今文化多元化的时代，东北
秧歌更是承载着与时俱进的历史使命。通过对东北秧歌艺术
的传承和创新，东北地区正不断发扬光大着这一传统艺术。
参与表演或欣赏东北秧歌的过程，让我倍感骄傲和自豪。这
不仅是东北地区人民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和表达，更是中华民
族文化传统的延续和弘扬。

在东北秧歌的世界里，我感受到了浓厚的家乡情怀和对传统
文化的热爱。东北秧歌不仅在舞台上展现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更在我们的心中播撒了一颗爱国爱家乡的种子。让我们共同
传承和弘扬这一中华民族的瑰宝，将东北秧歌的美妙艺术带
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爱上东北秧歌，爱上我们的祖国。

学习山东秧歌心得体会篇八

瑶瑶，快起床。”我睁开眼一看是姐姐在叫我起床，我穿好
衣服发现奶奶不在家便问姐姐：“姐，奶奶呢？”“去参加
一年一度的秧歌大赛了。”姐姐接着说：“快点起床，一会
去比赛现场观看比赛。”我飞速洗完脸、梳完头，连饭都顾
不上吃就和姐姐去比赛现场观看比赛了。

还没开始比赛就已经人山人海了。我和姐姐像两只小耗子似
的挤进人群中，走到了第一排，比赛情形一目了然。比赛开
始了锣鼓喧天，鞭炮齐呜。

比赛的节目分三类，一类是舞龙；一类是高跷，还有一类是
秧歌儿，舞龙的节目只有一队，是由十几人人组成的，这条



龙每一段就会有一根杆子。他们一个人一个杆子，左右摇动，
他们的动作那么协调、那么有序，把龙舞得活灵活现的。

高跷的节目也只有一队，他们衣着整齐，站在高跷上如履平
地，近看他们的服装你就会知道他们平时有多么累了。

轮到奶奶的队伍出场了，他们一场就响起阵阵欢呼声，叫喊
声连成一片。他们个个精神饱满、神采飞扬，他们穿着整齐
的服装，奶奶带着红帽子，穿的是绿色上衣和裤子，上衣还
乡着一条龙，亮眼极了。随着锣鼓声轻盈的舞动着手中的扇
子和手绢，现在的奶奶好象年轻了二十几岁。我和姐姐都暗
暗的想：奶奶一定会进前三名的。我们看见奶奶就向她招手
此时的奶奶笑着更加灿烂了。

最后爷爷、奶奶们用实力告诉我们他们是最棒的。人们都说：
“最美不过夕阳红。”他们让我看见最绚丽多彩的夕阳红。

学习山东秧歌心得体会篇九

随着岁月的流转，中国传统文化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有
一种艺术形式却一直在传承，并以其独特的形式和魅力吸引
着我——那就是秧歌。近日，我参加了一次秧歌课程，不仅
收获了艺术技巧，更体会到了秧歌所传递的精神内涵。以下，
我将从个人感悟、技能提升、秧歌的魅力、文化传承和艺术
追求这五个方面展开，分享我对秧歌课的心得体会。

首先，通过参加秧歌课，我有了一些个人感悟。秧歌不仅是
一种艺术形式，更是一种精神追求。在秧歌的舞蹈中，我能
感受到舞者们对生活的热情和对美好的渴望。每一个动作都
蕴含着对生命的礼赞和对幸福的追求。在参与其中，我不仅
发现了自己对艺术的热爱，更收获了对生活的一种积极态度。
秧歌的精神追求也启发了我对其他事物的思考，让我明白只
要我们怀着一颗积极向上的心态，无论在什么环境中，都能
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其次，参加秧歌课给我带来了技能的提升。秧歌舞蹈要求舞
者掌握一系列的动作，需要舞者具备良好的舞蹈技巧和协调
能力。在课堂上，老师耐心教授我们每一步的动作要领，细
致的指导让我受益匪浅。通过不断的练习，我逐渐掌握了一
些秧歌的基本技巧，从舞姿的端正到舞步的灵活，从手势的
饱满到节奏的把握，我都感受到了自己在不断成长的过程中
的进步。这种技能的提升不仅让我更加热爱秧歌，也增强了
我对自身能力的自信。

秧歌的魅力也是我在参加秧歌课中深刻体会到的。秧歌作为
一种民间艺术形式，以其独特的韵律和动感的舞姿吸引着人
们的眼球。在课堂上，老师为我们播放了不少优秀的秧歌表
演视频，让我们能够欣赏到这门艺术的魅力之所在。从舞者
们的激情飞扬到动作的精准与默契，每一次的表演都给人以
震撼。正是这种魅力让秧歌得以在千年不衰的岁月中传承下
来，并在现代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去加入其中。

秧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承载着历史文化
的瑰宝，也呈现了中华民族勤劳智慧的结晶。参加秧歌课让
我体会到了这份文化传承的责任感。秧歌不仅是一种舞蹈形
式，更是代表了一种价值观念和民族精神的传承。在课堂上，
老师向我们讲解秧歌的起源、发展历程以及文化内涵，让我
们更加深入地了解这门艺术。作为当代的年轻人，我们应该
传承和弘扬秧歌这一优秀的传统文化，在秧歌的舞蹈中承载
着历史的记忆，将其继承下去。

最后，我深信艺术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参加秧歌课，让我看
到了艺术的广阔天地和无限可能。秧歌课的每一次表演都是
对艺术追求的探索和挑战。虽然我还只是初学者，但我觉得
秧歌给了我一个表达自己的空间，让我能够通过舞蹈将自己
的情感和思想传递给观众。在秧歌的舞蹈中，我找到了一种
与自己对话的方式，从中得到了心灵的寄托和释放。这种追
求艺术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琢磨、不断进步的过程，我希望通
过秧歌这门艺术，不断地挑战自己，展示出更好的自己。



总而言之，参加秧歌课给我带来了很多的收获，从个人感悟
到技能提升，从秧歌的魅力到文化传承，以及对艺术追求的
体验，都让我对秧歌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我相信只要
我们坚持不懈，用心去践行，秧歌这门艺术将一直在我们生
活中绽放着最璀璨的光芒。

学习山东秧歌心得体会篇十

东北大秧歌，总是给人们的节日增添了喜庆的气氛，让人们
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小编整理了东北秧歌的表演形式介绍，
欢迎欣赏与借鉴。

大鼓秧歌在三种形式中流传最广，尤其以辽南地区的营口、
海城及盖县等地更为盛行。主要通过使用的道具来与小鼓秧
歌区分。

小鼓秧歌分“天津高跷”和“小鼓高跷”两种。表演者脚踩
一尺六寸左右的`木制跷腿，因为两者都以腰鼓和手锣伴奏，
所以统称小鼓秧歌。

地秧歌是一种不踩高跷表演的秧歌，现在我们在课堂上所学
的都属于地秧歌。地秧歌又叫“地蹦子”，主要流传于沈阳、
抚顺一带。

人们的思想、审美、情感、观念都随着这个社会的快速发展
而发展。作为一名舞蹈演员也深刻体会到社会的进步。中国
有五十六个民族，汉、蒙、藏、鲜、维等等，可想而知民间
舞的丰富多彩，同时也造就了不同的舞蹈风格。而这个风格
恰恰就是跳好民间舞的关键所在。东北秧歌也一样，有其特
定的风格，失去了这种风格就不再是秧歌舞。今天的东北秧
歌形式诙谐，风格独特，广阔的黑土地赋予它纯朴而豪放的
灵性和风情，融泼辣、幽默、文静、稳重于一体，将东北人
民热情质朴、刚柔并济的性格特征挥洒的淋漓尽致。稳中



浪(活泼)，浪中俏，俏中艮，总体归纳为“艮、俏、浪。同
时，花样繁多的“手中花”，节奏明快富有弹性的鼓点，这
些是东北秧歌的最大特点。

“艮、俏、浪”在东北秧歌的含义。只具有特殊的指导意义，
著作中对于 “艮”的介绍，少之又少，而且据我了解这
个“艮”有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意思，所以我查阅了很多关
于东北秧歌的资料但是释义很少。所以我凭自己在学习和实
践当中的不断总结我觉得应该是膝盖规律性的“顿劲”和舞
动翻转时的“利索劲”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特殊的动律，称为
“艮(gen)劲”。动作中最能体现东北秧歌特点的是前踢步、
后踢步和手绢花。

东北秧歌的前踢步，蕴含了许多特有的风格特征，比如：收
回正步移中心的那一瞬间，体现出了女孩特有的细腻与体态
表现了柔情似水的美感。其实舞蹈就像一道菜，同样的一道
菜，不同的人炒就会炒出不同的味道。因为每个人的理解不
一样，所以表达出的情感各不相同！

原来的东北秧歌以“小”为美。但是随着东北秧歌现代发展
趋势，对于东北秧歌的动作训练在课堂就已经按照舞台的感
觉、人们的审美观和发展趋势来要求。比如：以前东北秧歌
有很多幅度大的动作和幅度小的动作，但现在要求幅
度“大”的动作要更大。而幅度“小”的动作要更小。使其
更能适应现代舞蹈者的内心体验和意境追求。舞蹈是人类心
灵的表达，我觉得只有了解东北秧歌才能从内心真正感受到
风格。才能将风格展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