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单位爱心捐款倡议书(实用5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在经历一些事情后所得到的一种感悟和领悟。
优质的心得体会该怎么样去写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
了一些优秀的心得体会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创作心得体会篇一

第一段：介绍牧笛创作的背景及意义（200字）

牧笛创作是中国民间音乐创作的一种传统形式，它以乡村音
乐为基础，融合了多种元素，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牧笛创
作是一种能够表达作者内心情感与思想的艺术形式，也是传
承与发扬中国乡村文化的重要途径。经过多年的发展，牧笛
创作已经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创作方法与风格，每一首牧笛作
品都是作者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

第二段：个人对牧笛创作的理解（250字）

在我个人对牧笛创作的探索中，我发现了一些重要的要素。
首先，牧笛创作需要深入了解乡村生活的真实面貌，以寻找
灵感的源泉。其次，牧笛曲调需要具有独特的旋律和节奏，
以打动人心。最重要的是，牧笛创作应该与时俱进，在保留
传统元素的同时，也要接纳现代元素，使作品更具时代感。

第三段：探讨牧笛创作的难点与解决方法（300字）

在进行牧笛创作时，我发现有一些难点需要克服。首先，如
何找到灵感并将其转化为音乐作品是一个挑战。对此，我常
常到乡村中去，感受大自然的美丽与宁静，从而获得启发。
其次，如何呈现牧笛的独特韵味也是一个难点。对此，我不
仅借鉴传统牧笛创作的技巧，还结合了现代音乐元素，使作
品更加富有个性化。最后，如何创作出与众不同的牧笛曲调
也是一个挑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会多听一些不同类型



的音乐，以开拓视听，拓宽创作范围。

第四段：牧笛创作的意义与价值（250字）

牧笛创作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传递文化与情感的重
要媒介。通过牧笛的音乐语言，人们能够感受到乡村生活的
美好与田园情怀。同时，牧笛创作也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传
承与创新，它通过与现代元素的融合，使传统文化更加富有
活力，更能够被现代人所接受。牧笛创作的意义与价值在于
它能够唤起人们对乡村生活的向往与回忆，同时也展示了中
国乡村文化的独特魅力。

第五段：总结（200字）

总结起来，牧笛创作是一种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是对乡村文
化的传承与创新。在创作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关注乡村生活
的真实面貌，注重旋律和节奏的独特性，从而打动人心。牧
笛创作不仅能够展现中国乡村文化的独特魅力，也是一种对
人们情感与思想的表达。通过牧笛的音乐语言，我们能够传
达自己内心的情感，并与人们建立起一种心灵的契合。牧笛
创作需要不断地摸索与尝试，只有不断超越自我，才能够产
生更加出色的作品。

创作心得体会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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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作心得体会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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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作心得体会篇四

第一段：引言（200字）

牧笛是一种古老的乐器，它的音色清脆悠扬，能够带给人们
平和宁静的心境。在我刚开始学习牧笛的时候，我只是抱着
一种兴趣和好奇心去尝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牧
笛不仅仅是一种乐器，更是我表达内心情感的媒介。在学习
和创作牧笛音乐的过程中，我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音乐创作的灵感来源（200字）

牧笛音乐的灵感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对自然和人文的感悟。
在创作的初期，我会选择一些富有情感色彩的主题，如大自
然的美丽、人生的坎坷等等。而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我对
于乡村田园风光的热爱如潮水般涌上心头，随后我开始尝试
创作一些牧笛曲，以表达我对乡村生活的向往。同时，我还
会观察一些独特的事物或者场景，从中提取出一些独特的音
符和旋律，以便于在创作中获得独特的个人风格。



第三段：创作中的技巧和方法（200字）

在牧笛创作中,抓住节奏和旋律是至关重要的。我会根据自己
的感受，通过牧笛的特点来选择合适的节奏和旋律。这样可
以更好地展现牧笛的音色魅力，同时也能够增加音乐的感染
力。此外，我还会利用和声和演奏技巧来丰富曲目的层次感。
和声可以给音乐增加一种深度和厚重感，而演奏技巧则可以
让音乐更加生动和富有表现力。

第四段：创作中的挑战与收获（200字）

在牧笛创作的过程中，我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战。其中最
大的挑战是如何与听众进行真正的沟通，让他们能够理解和
感受到我想要表达的情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会多听多
想，尝试用音乐来诠释自己的内心世界，并且与听众分享。
通过不断地反复演奏和调试，我可以准确地表达我的情感，
找到最适合的旋律和和声。当我看到听众们因为我的音乐而
流连忘返、陶醉其中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满足和幸福。

第五段：总结（200字）

在牧笛创作的过程中，我收获了很多宝贵的东西，包括技巧、
经验和感悟。我学会了用音乐表达自己的情感，学会了与听
众进行真正的沟通，学会了去观察和倾听生活中的细节。牧
笛不仅仅是一种乐器，更是我和世界沟通的桥梁。通过牧笛
创作，我不仅向他人传递着我的情感，也成为了更加敏锐的
观察者和感悟者。我希望在未来的创作中，继续发掘牧笛的
无穷魅力，创作出更多充满内涵和独特风格的作品。

创作心得体会篇五

作为一名创作者，我深知创作并非易事。在创作的过程中，
我积累了不少心得与体会，它们不仅令我的创作更加高效和
富有成果，也对我个人的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整个创



作过程中所获得的启示和领悟，可以总结为五个方面：培养
好奇心和观察力、勇于独立思考、保持毅力和耐心、倾听他
人的意见和建议、推陈出新的创造力。

首先，培养好奇心和观察力是创作的基石。寻找创作灵感的
源泉，就是从审视和探索周遭的世界开始。无论是什么主题
的创作，我们都需要细致观察和发现生活万千的细节。经常问
“为什么”和“为什么不”，并保持持久的好奇心，有助于
培养我们敏锐的观察力，发掘平凡事物中的非凡之处，从而
在创作中带来新鲜感和独特的视角。

其次，勇于独立思考是创作的重要素质。创作是一种对自身
思维方式的反思和扩展。在创作过程中，我们需要摆脱常规
思维模式，敢于质疑现状，以独特的思考方式进行创新和表
达。唯有培养独立的思维能力，我们才能摆脱“众人皆醉我
独醒”的思维陷阱，将自己的创作推向更高的层次。

第三，保持毅力和耐心是创作过程中的必备品质。创作往往
是一段漫长而寂寞的旅程。在创作的道路上，我们可能会遇
到挫折、瓶颈和困惑，但只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我们就
一定能够战胜困难，并取得成功。毅力和耐心是我们战胜自
己的利器，只有保持持久的努力，才能在创作中获得满足感
和成就感。

第四，倾听他人的意见和建议是创作的必要步骤。作为一名
创作者，我们时常会陷入自我的思维和情绪中，容易产生片
面和偏执的观点。然而，与他人进行交流和互动，听取他们
的意见和建议，能够让我们看到问题的更多角度，发现自己
在创作中的盲点和不足之处。真正懂得倾听并接纳他人的意
见，我们才能够在创作中进行自我反思和成长。

最后，创造力是创作的灵魂和衡量标准。无论我们创作何种
作品，创新和独特性都是永恒的追求。创造力并非井然有序
的生产力，而是需要通过灵感的激发、对事物的质疑和不懈



的实践来培养。只有保持创造力的活力和灵敏度，我们才能
在创作中不断突破常规，推陈出新，展现出属于自己独特的
艺术风格和个人魅力。

总之，创作的心得体会是一种宝贵的财富。培养好奇心和观
察力、勇于独立思考、保持毅力和耐心、倾听他人的意见和
建议、推陈出新的创造力，这些心得体会将给创作者带来成
功的路标和前行的动力。只有深入总结和应用这些体会，我
们才能在创作的道路上不断挖掘自身的潜力，成为更好的创
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