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美术史的心得体会 美术史论心得
体会(实用5篇)

学习中的快乐，产生于对学习内容的兴趣和深入。世上所有
的人都是喜欢学习的，只是学习的方法和内容不同而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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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秀心得体会范文，供大家参
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美术史的心得体会篇一

美术史与美学是美术领域中的两个重要分支，美术史是对美
术的历史和文化发展进行系统性的研究，而美学则是对于美
术本身的形式和内容进行深入的探讨。在学习美术史与美学
的过程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对于这两个领域所涉及的知识
进行深入的理解与学习，并且要时刻保持对于艺术的热爱与
感悟。

第一段：对美术史的理解与认识

美术史是对美术发展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它包括对于不同时
期的艺术风格、作品特点以及艺术家的思想与作品进行分析
与研究。通过学习美术史，我们可以了解到人类文明发展的
历程，以及不同时期的艺术表现形式与文化属性。在学习美
术史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对于历史的背景和文化特点进行了
解，才能更好地理解不同时期的作品和创作背景。

第二段：对美学的理解与认识

美学是对于艺术形式、内容、美感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探讨，
它探讨的是艺术的本质和艺术家的创作过程。美学分为意境
美学和形式美学两个层面，其中意境美学强调作品所表达的
思想、情感和文化内涵，而形式美学则注重艺术形式、结构



和创作风格。学习美学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艺术的内涵和
表达方式，并可以提高我们的审美能力和欣赏水平。

第三段：学习美术史与美学的重要性

学习美术史和美学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了解历史文化和艺术形
式，更在于提高我们对于艺术的鉴赏能力和欣赏水平。只有
通过对于艺术的深入研究，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艺术家的想
法和表达，从而更好地欣赏和理解艺术作品。此外，通过学
习美术史和美学，我们也可以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得到启发
和借鉴，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和艺术表现能力。

第四段：学习美术史与美学的方法和途径

学习美术史和美学的方法和途径可以多样化，可以通过阅读
专业书籍、参观艺术展览和现场教学等方式进行。其中，参
观艺术展览和现场教学是非常重要的学习途径，可以让我们
与真实的艺术作品进行接触和欣赏，从而更好地将理论知识
与实践相结合。此外，互联网时代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学习
美术史和美学的方便和途径，我们可以通过在线课程和视频
学习等方式进行学习。

第五段：对美术史论的心得体会和感悟

在学习美术史和美学的过程中，我深刻地感受到了艺术与文
化的关系对于艺术形态和创作流派的重要性，不同的历史背
景和文化内涵在艺术上的体现也是非常显著的。此外，我也
深刻地认识到了艺术的形式和内容对于艺术欣赏和创作的重
要性，一个艺术作品不仅要有内在的美感和意境，也要有一
定的艺术技巧和创作风格。最后，学习美术史和美学需要我
们时刻保持对于艺术的热爱和感悟，只有通过内心的感悟与
表现，才能够真正理解艺术的本质和内涵。



美术史的心得体会篇二

这学期我学习了中国美术史的读书摘后中感受，通过这段时
间对中国美术史的学习和认识，了解了祖国灿烂、悠久的美
术史，并有了很深的感触与心得。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古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
一，在中国传统美术源远流长，从远古到今留下了丰富的艺
术文明。

远古时代即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他们艺术的体现在石器
的运用和陶器的产生，总而言之远古美术的产生是艺术与实
用功能的完美的结合。如当时人们劳动的工具生活的工具都
是劳动的产物，可以说是来源于劳动的。在新石器时代其文
化发源于黄河流域那便是彩陶，其类型有半坡型彩陶，庙底
沟型彩陶其最著名的是青海大通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彩陶
盆》其主题其唇部及内外壁均有彩绘：主题纹样由三列相同
的舞蹈场面组成。每组五人，手拉手跳舞，排列整齐，动作
协调，面向左侧，两腿略有弯曲，呈踏歌状，下体的尾饰甩
向左侧。场面欢快热烈，描绘简略稚拙，却又清晰动人。除
了彩陶山东的黑陶也有着别具一格的灿烂文明!

从殷商时期由于青铜器的产生便进入了奴隶社会，青铜器在
商代最为鼎盛，青铜器的用途大致是：乐器、武器、煮饮工
具还有是礼器，礼器是青铜器最主要的功能，因为它象征着
皇权，所以当时有些成语"一言九鼎"等。青铜器由于具有礼
器的性质，所以在造型上和纹上显示特别的狰狞，其用意是
体现皇权的威力与至高无上的政治特征。最著名的有《司母
戊大方鼎》其重875公斤，也是我国历史上最重的青铜器。

在平列式构图中对人物关系的处理体现了人的情思及精神状
态，其画法与画理均体现了现实主义的美学特征。其代表作
品有《洛神赋》《烈女传》《史女箴图》。



五代十国周文矩，顾宏中等

宋代时文人画的苗头开始探出苗头，其最著名的有风俗画作
品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苏轼，方同等

元明清时期是文人画发展的最高峰时期其形式是诗书画印，
诗情并茂!

纵观关于形中国美术史发展中国画中对于山和水的描绘并不
是基于客观真实的首先它没有光影效果,实际上就提出了画面
的客观立体感.其次,没有焦点透视,空间表现依靠主观的散点
透视和纯艺术的形式把握.山的走向,树木怎么长,长在什么地
方,石头用什么质地的表现,都是主观抽象的既然失去了光影
和焦点同时法则,失去了西方风景画的空间关系,那么,山和树
和水的表现也就变成了一种符号.在中国传统绘画教学传统中,
临摹是主要手段《芥子园画谱》便是把各种物体做了最为主
观最为抽象的概括,使之程式化和符号化,山石的皱法有荷叶
皱,披麻皱,斧劈皱等不同形式,树叶有"个"字点,圆叶点.都是
具有中国传统精神的符号系统.后人学习就从这些符号开始,
在符号系统内进行再创造.

关于色中国画没有应用科学的色彩分析法,讲究主观壅塞,大
多数就是单色黑白关系.但是这种黑白关系有着很强的新联诗,
"运墨而五色具.""五色"说法不一,或指焦、浓、重、淡、清;
或指浓、淡、干、湿、黑;也有加"白",合称"六彩"的实际乃
指墨色运用上的丰富变化.清代林纾用等量的墨汁，放置在五
个碗内分别加以不等量的清水，用以作画来区分浓淡，理解
不免机械。所谓墨分五色,即黑白关系蕴藏着丰富而抽象的色
彩关系.即使青山绿水画也是极为主观的用色而非真实的用色.
就连最为写实的工笔画也只是描绘物象的固有色,而不是科学
的光影环境色,从理论上说仍是主观的墨彩中的清而有神.是
由其它深浅不同的墨彩衬托出来的换句话说,也就是在一幅画



的空白部分,画出某种事物的清淡影子,而这清淡影子,在这幅
面面上却具有极其重要的表现价值,它反映着某一时间空间
的`特点,使看的人深入画里,想像着这些影子里,埋藏着许许
多多的事事物物.所以我们对这种画,认为是有余不尽,耐人寻
味的(如图二).这样的墨彩画完全符合我们对好的抽象画的理
解和要求.

关于标准中国画强调纯艺术的,合乎法则的生机勃勃的美,而
不是所谓逼真的美."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
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
传移模写是也."这种标法主要是根据唐代美术理论家张彦远
《历代名画记》的记述:"昔谢赫云：画有六法：一曰气韵生
动，二曰骨法用笔,三曰应物象形,四曰随类赋彩,五曰经营位
置,六曰传移模写.""气韵生动"或"气韵,生动是也",是指作品
和作品中刻画的形象具有一种生动的气度韵致,显得富有生命
力.气韵,原是魏、晋品藻人物的用词,如"风气韵度"、"风韵
遒迈"等,指的是人物从姿态、表情中显示出的精神气质,情味
和韵致.这也正说明了它应用抽象绘画形式的一面.如说"气韵
有发于墨者，有发于笔者","气关笔力,韵关墨彩".这已不是
谢赫原意，而是后代艺术家、理论家根据自己的体验、认识
对气韵的具体运用和新的发展。气韵与传神在说明人物形象
的精神特质这一根本点上是一致的,气韵则更多的指人物的全
体尤其姿致谈吐所传达的内在情性,或者说内在情性的外在化.
在谢赫时代,气韵作为品评标准和创作标准,主要是看作品对
主体表现的因素，气韵就指的是作为主客体融一的形象形式
的总的内在特质了.能够表现出物我为一的生动的气韵，至今
也是绘画和整个造型艺术的最高目标之一.。

我们常常为中国悠久的文明、精湛的艺术感到骄傲.诚然,祖
先智慧与经验的结晶,是我们宝贵的财富,但不应该成为艺术
创作的禁锢.宋人为躲开唐诗这座高峰的阴影,独辟蹊径——
作词;元代文人更抛开诗律与词牌——制曲.循规蹈矩或许不
功不过,但久而久之,便会使原本鲜活的艺术僵化."创"，是艺
术领域里永恒的话题.



美术史的心得体会篇三

平时利用空余时间翻阅了中国美术史这本书。刚开始,接触这
本书时,看着厚厚的一本我还担心没有信心看完它,但当我真
正翻阅的时候,才发现这本书真的很精彩,不仅可以了解中国
的美术,还把我国的历史也研究了。

美术包括:建筑,雕塑,绘画,工艺美术.可是在中国美术史上还
包括了书法和篆刻两大类.光绘画这一个门类就经历了从石器
时代---汉代的壁画---汉唐的宫殿壁画(由于时代的久远,很
多没有保存下来,留下来的只是墓室壁画和一些画像石,画像
砖),还有很多宗教美术保存在石窟中,到了唐末又出现了很多
屏风画和卷轴画。

我国是从旧石器时代漫漫演化过来的,光是从旧石器时代到新
时代就经历了上万年的历史,在石器时代我国就出现很
多“美”的事物,当时的磨制石器和陶器上的花纹更是当时人
民艺术的结晶.其中彩陶和黑陶标志着古代美术创造的第一次
高峰。

宋是我国陶瓷发展的高峰时期.当时以青瓷和白瓷为主,但也
发展了彩绘以及产生窑变的彩釉陶。著名的五大名窑是:官窑、
哥窑、定窑、钧窑和汝窑。其中汝窑以青瓷为主，釉色有粉
青、豆青、卵青、虾青等，汝窑瓷胎体较薄，釉层较厚，有
玉石般的质感，釉面有很细的开片。汝窑瓷采用支钉支烧法，
瓷器底部留下细小的支钉痕迹。器形多仿造古代青铜器式样，
以洗、炉、尊、盘等为主。汝窑传世作品不足百件，因此非
常珍贵。官窑是宋徽宗政和年间在京师汴梁建造的，窑址至
今没有发现。官窑主要烧制青瓷,大观年间，釉色以月色、粉
青、大绿三种颜色最为流行.官瓷胎体较厚，天青色釉略带粉
红颜色，釉面开大纹片。这是因胎、釉受热后膨胀系数不同
产生的效果。瓷器足部无釉，烧成后是铁黑色，口部釉薄，
微显胎骨，即通常所说的"紫口铁足"。



定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为民窑。始建于唐，兴盛于北
宋，终于元代，烧造时间近七百余年.窑址分布于河北曲阳县
磁涧、燕川以及灵山诸村镇，这里唐代属定州，故称为定窑.
定窑以烧白瓷为主，瓷质细腻，质薄有光,釉色润泽如玉。黑
釉、酱釉称为"黑定"、"紫定"，也别具特色，制作精湛，造
型典雅.花纹千姿百态，有用刀刻成的划花，用针剔成的绣花，
特技制成的"竹丝刷纹"，"泪痕纹"等等.出土的定窑瓷片中，
发现刻有"官"、"尚食局"等字样，这说明定窑的一部分产品
是为官府和宫廷烧造的.。钧窑分为官钧窑、民钧窑.官钧窑
是宋徽宗年间继汝窑之后建立的第二座官窑。

钧窑广泛分布于河南禹县(时称钧州)，故名钧窑，以县城内
的八卦洞窑和钧台窑最有名，烧制各种皇室用瓷.。钧瓷两次
烧成，第一次素烧，出窑后施釉彩，二次再烧.钧瓷的釉色为
一绝，千变万化，红、蓝、青、白、紫交相融汇，灿若云霞，
宋代诗人曾以"夕阳紫 翠忽成岚"赞美之.这是因为在烧制过
程中，配料掺入铜的气化物造成的艺术效果，此为中国制瓷
史上的一大发明，称为"窑变".哥窑是宋代南方五大名窑之一，
确切窑场至今尚没有发现.据历史传说为章生一、章生二兄弟
在两浙路处州、龙泉县各建一窑，哥哥建的窑称为"哥窑"，
弟弟建的窑称为"弟窑"，也称章窑、龙泉窑。有的专家认为
传世的宫藏哥窑瓷，实际上是南宋时修内司官窑烧制的。哥
窑的主要特征是釉面有大大小小不规则的开裂纹片，俗称"开
片"或"文武 片"。细小如鱼子的叫"鱼子纹"，开片呈弧形的
叫"蟹爪纹"，开片大小相同的叫“百圾碎”。

到了元明清时期,我国的制瓷中心转入了江西景德镇.成功创
制了色釉瓷器和彩绘瓷.这为我国的瓷器事业打开了另一座宫
殿,其中有元朝的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明代的斗彩鸡缸
杯和清朝的各色五彩大瓶,他们不仅造型新巧,胎骨精细,图案
华丽,色彩缤纷,而且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陶塑是在同一时期发展起来的,而且技术水平也相当高超.按
材质分:陶塑,石塑和泥塑.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汉代的俑类雕塑,



样式趋于多样化.如:杂技俑盘表现了一组形式各态的表演者,
活灵活现,好象真的有那么多乐师在表演特别是说唱俑更始把
表演者生动化了,夸张的表情令人着迷.还有唐朝的随葬俑类,
主要是哪个时期实行陪葬政策,所以当时的这类俑很多也很细
致精美。其中唐三彩更是文明全世界。如:猎骑胡俑。

读了中国美术史瓷器和陶器篇,不仅被那些历史所迷住,更被
那些艺术品和人们丰富的想象力所震撼。

美术史的心得体会篇四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
国之一、作为世界四大文化体系之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
的发展源源流长。美术是人类的一种创造性活动及其成果，
是对生活的一种能动的审美的反映，美术史是对美术现象和
对具体美术作品及与之相关的历史事实的学术性研究，是各
个时代的审美意识和文化特征，所以应把握美术史发展的基
本规律。时代在变，同样美术史发展进程中审美观念也在变
化着。

恩格斯说，"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同样，有了人，
也变有了美术。我们的祖先在长久岁月的实践中，在改变自
然界的同时逐渐产生发展自己的思维能力、审美能力和美术
创造能力。

在原始社会中，人类产生的是炙剩的生殖崇拜及生殖崇拜文
化这一思想内涵。从遗留下的位于新疆呼图壁县城西南的天
山山脉中的岩画可以看出：男像大多数清楚地显露出艺术夸
张的生殖器，女像则刻画得宽胸、细腰、肥臀，有的亦显示
出生殖器管，又有群列的'小人，这些形象十分明白地表现出
原始社会的生殖崇拜，这和当时的饿自然条件、天灾人祸是
分不开的，是原始人类对审美观念的反映。

当历史跨过了石器时代、金石并用的时代，就迎来了金属时



代——青铜时代——奴隶制时代。青铜工艺美术是我国古代
美术史上的一大高潮。最能体现当时人们审美观念的是青铜
礼器——狮身人像，把人鬼神化，把人置于鬼怪的威严之下，
是在极端地贬抑人性的基础上高扬"神性"的，是当时社会的、
政治的、宗教的审美意识、审美观念的反映。历史在发展，
时代在进步，我国进入了封建社会。由《人物龙凤帛画》、
《人物御龙帛画》可以看出我国时期人物肖像艺术成就的一
斑，楚国贵族妇女的基本特征和"楚王爱细腰"的审美时风。

也可见这时不仅追求外部形貌的肖似，而且通过外部形貌的
描绘来揭示对象内在的东西，体现出了"形具而神生"的理论。
三国及西晋时期的壁画，宣扬儒家思想的三皇五帝、忠孝节
义、祥瑞之类的题材仍占重要地位。以世俗生活为题材体现
新思潮、反映老庄思想与清谈玄学和佛教思想的绘画也开始
出现。曹不兴所画的佛像被称为"曹家样"，其风范被弟子卫
协发扬光大，从审美观的角度看，绘画从汉代古拙、雄壮、
阳刚之美转化为巧密、婉约、阴柔之美。也正是时代精神、
人们审美心理和审美态度转化的外化形式。到了南朝，顾恺
之提出了"传神写照"、"迁想妙得"的美术思想，把中国绘画
推向新的里程碑。中国的早期佛教艺术具有阴深、苦难、悲
惨性的特色。

从本生故事《尸毗王本生图》《须大孥太子本生图》《鹿王
本生图》可以了解到，他们的主题思想是所谓的"忍辱牺牲"
无原则的"施舍"，其美学性格就是内容所表现出的"崇高的苦
难"和未失童真魅力的艺术形式。所反映的是劳动群众在黑暗
长夜对善和幸福的热情向往和执着追求。

到了唐代，佛教壁画在艺术上呈现焕然求各、光彩一新的景
象。由欢乐明亮代替了阴森血腥，从中可以看出这时的社会
现象、宗教思想与人们的愿望。

如《净土变》、《药师净土变》等壁画。唐代已不把"清赢示
病之容"作为审美理想，而在"示病之容"的反面找到了"丰腴



华贵"，从张萱、周舫的倚罗人物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张萱
画的妇女形象丰腴硕体，服饰艳丽，描绘的是盛唐贵妇的欢
乐情绪。如《武后从行图》周舫所画繁荣仕女具有"衣纹劲简、
色彩柔丽""以本为体"的特点。如"簪花仕女图》等。历史的
车轮滚滚前进，到了宋代，文人画风出现，中国绘画从原始
时代到汉是个质朴、后拙、粗略的时代，魏晋南北朝以后，
绘画向精密、精确、华丽、逼真方面发展，到了唐代达到一
个高峰，宋代文人画家在适应这种形式的要求下，力求变革，
强调主观感受在笔墨上的流露，都在"笔墨情趣"中披露自己
的心境，在技法上注重"写意"，所苏轼认为绘画不是不要形
似，而是认为形似并不是绘画的终极目的，"写物之功在于传
神"，只有神似才是绘画品评的最高法则，苏轼非常重视构思，
注重"意在笔先"以梅、兰、竹、菊"四君子"为专门题材的绘
画出现。

北宋的山水画以高山流水为主体，以中原画派为主流的院体
山水画形成，所反映的是重视生活，给予人们的审美感受宽
泛、丰满而不确定，到了南宋。画家们弃北宋以来的以主峰
为中心的高山急流式构图和细密繁复的笔墨，而创新为简单
化、单纯化的形式，创造出第二种艺术境界，诗意的追求和
细节真实同时并举，同时，对称走向均衡、空间更具有意义，
以少胜多、以虚代实、以白当黑、以一当十、以简化繁中国
艺术的境界美在这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山水画也随着人
们的审美观念发生着变化。元代，文人画的兴起，促进了中
国绘画的发展，使他们的表现技法更丰富多彩，更富有浪漫
精神，意境更为广阔、更加丰富，充实了中华民族的文艺园
地和人们的精神世界，强调了绘画的文学化，画上题字作诗
蔚然成风，强调诗书画意，构成审美观笔墨跟随时代。代表
人物为赵孟甫。到了清末，海派绘画作品已具有商品的性质，
卖画几乎成为画家维持生活的基本手段，他们生活在动荡不
安、爱国主义思潮日益高涨的日子里，其作品透露着不安、
苦闷、愤怒与反抗的时代精神。在审美价值取向上既不失文
人画的优雅、含蓄的底蕴，又考虑到市民阶层的欣赏水平，
因而具有"特大写意"、"雅俗共赏"的时代特征。如任百伯年



等。时光在流逝、事物在发展，中国的美术史有着蓬勃的生
机，随着历史的进程，时代的变革，人们审美观念的变化而
不断变化着，也将日新月异!

美术史的心得体会篇五

美术史是艺术脉络的继承和延续，人类前进的历程中，艺术
史一直在为其添砖加瓦。而美术史论，“艺术史的哲学”，
也是一种学术体系的积淀和传承。学习美术史论给我们提供
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学术视角。在学习的过程中，
我收获了不少思考和启示，下面将分享我的心得体会。

一、美术史学不同于艺术鉴赏及学科训练。学习美术史中国
际关载着深刻的哲学内涵，其中包括艺术与社会、文化、历
史的关联方法。美术史学习不仅限于对艺术作品的鉴赏欣赏，
还要探讨其中内涵，其思考的深度和层次高于艺术作品的解
读。因此，美术史学习是具有宏观的视野和总体的叙述框架
的科学探究。

二、美术史学习需要用心。美术史学习需要耐心、专心和思
考。要真正领会美术史的内涵，每一部分的内容要理解得透
彻。一定要投入全力去研究和思考，善于捕捉艺术作品与思
想的联系，发现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才能做到真正深
入浅出，有收获的学习。

三、美术史学习可以让我们更进一步地了解艺术作品。没有
美术史理论的知识支撑，我们对一些艺术作品往往只是眼前
一闪而过的感觉，不了解艺术作品背后蕴藏的深厚内涵。而
美术史理论知识就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和理解这些艺术
作品。因此，学习美术史论不仅会丰富我们的知识面，还可
以为我们解密众多艺术大作带来新的灵感和启示。

四、美术史论学习可以激发我们更大的创造力。美术史理论
知识的学习过程，可以让我们认识到艺术史动态的变化、不



同国家的艺术表现形式以及不同文化的艺术价值取向等等。
在每一步的理解中，我们会发现艺术是多样性、多元化、多
维度的。通过美术史学习和理解，我们能够好好利用这些多
元的属性，将之与自己独特的创造性与想法相结合，从而更
好地发挥出艺术作品的水平和层次。

五、美术史学习是一种艺术性探究的表现方式。艺术家们可
以因此找到更多的想法和创意，也因此学生们在学习过程中
吸收了更多的艺术元素，这些元素可以让我们在日后进行艺
术创作时受到更多的灵感和启示，而且理解、掌握美术史理
论知识也可以促进我们对艺术作品进行更好的评价和实践探
究。

综上所述，在学习美术史论过程中，我们能够更深刻地领悟
到艺术的学科性质，找到艺术的关联，理解艺术作品背后所
包含的文化内涵，激发和提升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美术
史学习是心理和知识上的一种提高，体现了学习与思考的重
要性。作为一名艺术爱好者，美术史论学习让我更加深刻自
己的爱好和热爱，同时也让我更清晰地认识到艺术作品蕴含
的丰富内涵，这也成为我今后创作艺术作品的更多灵感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