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学京剧心得体会 唱京剧心得体
会(精选5篇)

当我们备受启迪时，常常可以将它们写成一篇心得体会，如
此就可以提升我们写作能力了。心得体会对于我们是非常有
帮助的，可是应该怎么写心得体会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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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京剧心得体会篇一

第一段：引入京剧的独特魅力（大约200字）

京剧作为中国传统戏曲的代表之一，拥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
特的艺术魅力。我有幸参与了唱京剧的学习和演唱，深深感
受到了这种艺术形式的美妙与精妙。京剧音乐的韵律和节奏
让我陶醉其中，扮演不同角色的时候，我能够体验到人物情
感的变化，这是其他形式的演艺难以比拟的。

第二段：表达对京剧学习过程的感悟（大约300字）

在学习唱京剧的过程中，我深感到了其艺术的精致和复杂。
首先，京剧的音调非常独特，需要我用不同的嗓音和声腔去
表现不同的情感。要演唱出优美动听的京剧唱腔需要长时间
的练习和不断的修正。其次，京剧的动作和化妆也是非常考
究的，每一个动作和妆容都有着特定的含义，需要我对角色
本身和舞台表演有更深入的理解。最后，京剧还要求演员有
精湛的演技和一些特殊的技能，如发声、运气和打击乐器等
等。这些全面的要求让我深深感受到了艺术的广度和纵深。

第三段：对京剧角色扮演的心得（大约300字）

唱京剧的过程中，我有幸尝试过不同的角色扮演，每一个角



色都有独特的性格特点和情感表达。在演唱时，我需要通过
语调、节奏和嗓音的变化来传达人物的内心世界，同时通过
动作、表情和化妆来塑造角色的特点。其中最有挑战性的是
唱忠臣的角色，他们通常有着坚定的信仰和对国家的忠诚。
在演唱忠臣的角色时，我需要通过细腻的音色和沉稳的动作
来表现出忠诚和坚定的品质。而反派角色则需要我展现出狡
猾和阴险，更需要我通过嗓音和表情来刻画出斗争的激烈和
复杂。无论扮演哪个角色，都要求我细心观察，深入理解人
物，运用自己的技巧与情感去准确表达。

第四段：对京剧文化的感受与思考（大约300字）

在学习唱京剧的过程中，我不仅仅是学习一种艺术形式，更
是接触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京剧承载了中国古代文化
的多样性和深厚性，它融合了音乐、舞蹈、戏剧等多种艺术
形式，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力。同时，京剧的演唱
和角色扮演也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对于品德和道德的重视。
在唱京剧的过程中，我不仅学会了表演技巧，更体悟到了中
国文化传统和精神内核，感受到艺术对于人心的激荡和触动。

第五段：结语（大约200字）

通过学习和演唱京剧，我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和
体会。唱京剧是一项对于技巧、情感和人格力量的全面考验，
要求我们不仅要精心培养自己的技能，还要锻炼自己的人格
魅力。在今天这个快节奏和浮躁的社会中，唱京剧为我提供
了一个静心、陶冶情操的舞台。我相信唱京剧不仅可以帮助
我们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更可以塑造我们的人格和灵
魂，使我们成为一位更有内涵和修养的人。唱京剧是我心灵
的愿望，我将会继续沉迷于这一艺术，并通过不断的学习和
努力，让它成为我一生的追求和兴趣。



学京剧心得体会篇二

院长还介绍了京剧脸谱，让我明白了从脸谱的颜色可以分辨
角色是英雄还是坏人，是聪明还是愚蠢，是受人爱戴还是遭
人厌恶。红色脸象征忠义耿直，如“三国戏”里的关羽;黑色
脸即表示性格严肃、不苟言笑，又象征威武有力、粗放豪爽，
如“包公戏”里的包拯，“三国戏”里的张飞;白色脸体现的
是奸诈多疑，如“三国戏”里的曹操;紫色脸表示严肃稳重，
富有正义感;绿色脸表示勇猛，金色脸象征威武庄严，银色脸
表示神仙妖怪......色彩在京剧脸谱中被赋予了不同的使命。
真是不听不知道，京剧真奇妙!

演出开始了，在一阵鼓乐声中，演员陆续登场，色泽缤纷的'
戏服，浓重的中国气息，一个甩袖犹如一道和煦的春风，将
京剧气息纷撒至剧院的各个角落;一个台步让人身临其境般地
进入了京剧的大殿;一个亮相瞬间把观众的注意力带进了剧情.
.....京剧的魅力令人沉醉。观看演出的整个过程，我如痴如
梦，那优美的唱腔，有的高亢，有的纯净，有的跌宕起伏，
有的婉转典雅，有的俏皮诙谐，余音袅袅，回味无穷，使我
瞬间懂得了什么是“余音绕梁”。

演员们精彩的表演，院长通俗易懂的讲解，让我深深地记住
了那天演出的四幕剧：《捉放曹》、《打虎归来》、《红楼
二尤》、《大闹龙宫》。四大名著在舞台上的精彩演绎，让
现场所有的人都觉得兴奋，就连坐在我身边的外国人，都一
直神情专注，尽管他可能并不完全明白唱的是什么......

鼓乐声不知什么时候停了下来，大幕也缓缓地落下，人们却
依然沉浸在剧情中，品味着那动人心弦的故事……一阵寂静
之后，场内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操琴司鼓奏皮黄，字正腔圆韵味香;念白抑扬含顿挫，唱腔委
婉透激昂;须生花脸朝靴厚，老旦青衣水袖长;京剧奇葩天下
秀，明朝国粹更辉煌!这就是独具魅力的京剧，这就是动人心



弦的京剧，这就是雍容华美的京剧，这就是中华经典——京
剧!

现在，京剧已经成了我的精神家园，课余空闲时我总会情不
自禁地哼唱几句，有时还会拿起笔画一画京剧脸谱。唱京剧，
画脸谱，让我的生活中又多了一份情趣。

学京剧心得体会篇三

京剧课是初中八年级15册梨园金曲里的'一堂戏剧欣赏课。很
多老师都说京剧课很难上，其主要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第
一，很多老师自己对京剧了解不够，甚至知之甚少，更不用
说会唱京剧了；第二，我们南方的学生们大多都不了解、不
喜欢听京剧，再加上又是有很多唱段的欣赏，想吸引初中学
生的兴趣也实在是很难。下面结合自己的课堂教学实践，谈
谈自己对上好一堂初中京剧欣赏课的几点经验和体会，也是
对自己初中京剧欣赏课教学实践的一个总结。

俗话说：要给学生一杯水，老师得有一桶水。要教好学生，
让学生喜欢首先要自己会，自己喜欢。大多数初中老师对京
剧都不是太专业，对我来说也一样。要想掌握更多京剧知识
就只有学习，为此我拜访请教了本地戏剧协会的京剧演员，
还利用网络视频自学了几个京剧选段。当然有条件的老师最
好能跟专业老师学上几段，这也是一个专业音乐老师的基本
素质。

现在学生最感兴趣的是上课看电脑视频了，那就利用视频手
段。如果把京剧视频用到这节课的教学上，那就是用京剧本
身的魅力去感染学生吧，比自己唱效果可能会更好些。如果
能做到这一点，那教学效果也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如
何可能让京剧本身去感染学生呢？我想关键还是要找到学生
感兴趣看的视频。于是我又在网络上搜索大量京剧的相关视
频，终于决定选择以中央台少儿京剧表演的节目视频。因为
这些小孩子有些是他们的同龄人，还有些比他们的年龄还要



小得多，但表演都很精彩，又很可爱，这样不但能激发他们
欣赏的兴趣，还能从年龄上给他们产生自叹不如的感觉，当
然也得好好学习学习了。从而能从视觉、听觉甚至心理上去
震撼他们、感染他们、陶醉他们。把课堂营造成少儿京剧艺
术才艺表演欣赏会，给他们营造一个浓厚的艺术气氛，让他
们在这样的气氛中去体验京剧的魅力。设想已定，于是，我
花了不少时间专门搜索了下载了很多个以少儿为主的京剧表
演视频，以及一些现代气息和表演性比较浓的京剧节目。

本课是属于欣赏课，其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对京剧艺术感兴
趣，喜欢聆听和观看京剧，愿意探索与京剧艺术有关的文化
艺术知识，并能初步地分辨京剧的行当、角色，知道京剧音
乐中的文场戏、脸谱、服饰等京剧文化知识，加深对京剧的
兴趣、提高鉴赏京剧的能力，培养热爱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
情感。其重难点也是培养学生对京剧艺术的了解和兴趣 ，初
步了解和分辨京剧的行当、角色、脸谱等文化知识，而不是
要求学生学唱京剧，所以教师千万不要把目标的重难点放在
教唱京剧上。

教学是一门艺术，它需要创意，音乐课教学更是如此，更需
要创意。学生往往把每周一节的音乐课视为“一周最美好的
时刻”。但如果我们教法呆板，一成不变，索然无味，较难
吸引学生，学生就会失去学习的兴趣，而学生的兴趣和欲望
往往来自于教师富有创意的教学构思。还有教师应当根据本
课的教学内容和目的任务，将难点、重点、音乐知识等，形
象而生动地融入到课的主体中去，让每堂课都有“新鲜”感，
学生的兴趣、欲望才能“长盛不衰”。这节课，对学生学习
来说很难激起他们的兴趣，那就更需要老师的创意设计了。
我就是利用学生感兴趣的视频及少儿京剧演唱表演等穿插进
京剧课的课堂教学中。让学生感觉到京剧不只是大人们或老
人们看的，京剧也有那么多的同龄人在学唱。从而达到吸引
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的目的，让学生在欣赏
中自己去感受京剧的真正魅力，从而能喜欢京剧课，喜欢京
剧。



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欲望，是完成音乐教学任务的关键。
音乐课以其特有的载体和形式传递情感和思想，视觉、听觉
等因素在激发人对音乐的情感体验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利
用多媒体视频应用到教学中是音乐课教学的一个重要教学手
段，应用好这些手段能够更好地抓住学生的心理特征和兴趣
点。就这一节课来说，通过多媒体视频，学生不但能听清唱
腔特点，还能把演员表演、演唱时的动作表情等看得明明白
白，更好地让学生了解唱、念、做、打等。而且还能利用录
像的暂停、重放等功能，让学生进行反复欣赏和模仿，以达
到更好的学习目的。这样就使教学更加丰富、更加形象，能
大大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性。

在多年的音乐教学实践中，我深有体会：音乐课应该让学生
每堂课都沉浸在美妙的艺术气氛中，沉浸在快乐的学习气氛
中，而不是只上好一两节公开课。对音乐老师来说，首先要
真正认识到音乐课对学生成长的重要作用，然后才能综合应
用各种教学手段认真精心设计好每一堂课，这对音乐老师来
说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每一堂好的音乐课，不但能让学生沉
醉在音乐艺术的魅力中，也能让老师自己受到同样的感染，
并感受音乐教学带来的快乐，忘记教学工作的辛劳，这也可
以说是我们精心设计每一堂课得到的回报之一吧。

学京剧心得体会篇四

京剧是我国主要剧种之一，至今已有将近两百年的历史。它
是在徽戏和汉戏的基础上，吸收了昆曲、秦腔等一些戏曲剧
种的优点和特长逐渐演变而形成的。徽戏进京是在公元1790年
(清乾隆五十五年)，最早进京的徽戏班是安徽著名的“三庆
班”，随后又有“四喜”、“和春”、“春台”诸班进京，
合称“四大徽班”。四大徽班进京后与北京剧坛的昆曲、汉
剧、戈阳、乱弹等剧种经过五、六十年的融汇，演变成为了
京剧。京剧也称“皮黄”，有“西皮”和“二黄”两种基本
腔调组成，但也兼唱一些地方小曲调(如柳子腔、吹腔等)和
昆曲曲牌。



京剧是一种综合性表演艺术，集唱(歌唱)、念(念白)、做(表
演)、打(武打)、舞(舞蹈)为一体，通过程式的表演手段叙演
故事，刻画人物，表达各种不同的思想感情。

京剧角色的行当划分比较严格，早期分为生、旦、净、末、
丑、武行、流行(龙套)七行，以后归为生、旦、净丑四大行
当，人物还有忠奸之分、美丑之分、善恶之分。

京剧形成以来，涌现出大量的优秀演员，他们对京剧各方面
的革新、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优秀的演员形成了许
多影响很大的流派，如老生谭鑫培、汪桂芬、孙菊仙、汪笑
侬、王鸿寿，刘鸿声等;武生俞菊笙、李春来、黄月山等;小
生程继先、德?如、姜妙香等;旦角陈德霖、王瑶卿、梅兰芳、
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等;老旦龚云甫、李多奎等;净角何
桂山、金秀山、裘桂仙、金少山等;丑角萧长华、傅小山等;
琴师孙佑臣、梅兰田、徐兰沅等;鼓师杭子和、白登云等。

京剧真不愧是中国的国粹啊!

学京剧心得体会篇五

京剧是我国优秀的传统艺术形式之一，以其独特的表演形式
和精湛的技艺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近期，我有幸观看了一
场京剧演出，使我对京剧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体会。京剧的
表演技艺、音乐演奏、唱腔以及人物性格的塑造，都给我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通过这次观剧，我不仅体会到京剧的魅力，
还对其背后的文化内涵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

首先，京剧的表演技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京剧表演
中，演员们通过精妙的动作和独特的手势，将人物形象栩栩
如生地展现在观众眼前。他们准确的动作和舞台台词的配合
让我感受到京剧表演的独特魅力。此外，京剧的表演还注重
面部表情和眼神的运用。观看京剧时，我能够从演员的面部



表情中感受到人物情感的真实和细腻，让我深入了解到江湖
戏曲中独有的表演技巧和表现形式。

其次，京剧的音乐演奏也让我深感震撼。京剧的音乐演奏是
一种以乐声为中心的表演艺术形式，通过乐器的演奏来表现
人物情感和场景变化。在演出中，乐队的演奏中充满了激情
和活力，与演员的动作相呼应，使整个舞台气氛更加紧张。
尤其是京剧的锣鼓，音质高亢激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外，京剧中的拉丁、慢板、快板等音乐形式也让我印象深
刻，展现出它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艺术的独特之处。

京剧的唱腔是展现人物性格的重要形式之一，其中经典的高
亢韵味更是京剧的特色之一。在京剧演出中，观众可以通过
演员的唱腔来对人物进行判断，了解人物的性格特点和情感
变化。京剧的唱腔以其高亢响亮的声音和丰富多变的音调给
观众带来了视听上的享受。京剧的唱腔也强调字正腔圆，声
音高亢激烈，在表演时显得既激情澎湃又优雅柔和，使观众
充分体会到京剧的表演艺术之美。

最后，京剧的人物性格塑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京剧
中，演员通过细腻的表演和音乐演奏，塑造出各种类型的人
物形象。京剧创作注重对人物性格的塑造和表现，每个人物
都具有独特的情感和特征。例如，川剧中的丑角可以通过夸
张的动作和滑稽的台词来表现，使观众不禁笑出声。而英雄
角色则展现出豪杰的气质和勇敢的精神。通过观看京剧，我
了解到京剧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不仅包括表演和唱腔，还
涵盖对人物性格的细腻描写，让人物形象更加鲜活。

综上所述，京剧的表演技艺、音乐演奏、唱腔以及人物性格
的塑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通过观看这场京剧演出，
我不仅感受到了京剧的独特魅力，还对其背后的文化内涵有
了更为深刻的了解。京剧作为我国优秀的传统艺术形式，不
仅展现了千年文化的积淀，更融合了戏曲之美、舞美之美和
音乐之美，给观众带来了视听上的享受。我相信，在不断推



进文化传承的同时，京剧这一瑰宝依然能够发扬光大，为我
们留下更多的艺术瑰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