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古典音乐十大名曲 学习中国古典舞
心得体会(模板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
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中国古典音乐十大名曲篇一

中国古典舞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独
特的魅力。作为一名爱好者和学习者，我从中汲取了许多宝
贵的经验和体会。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将分享我的学习心
得和体会。

首先，学习中国古典舞需要耐心和毅力。这个过程既充满挑
战，也充满乐趣。初学者可能会遇到困难，例如记不住舞蹈
动作或掌握不了身体的平衡。然而，只要保持耐心和毅力，
我们就能克服这些问题并取得进步。反复练习和不断尝试是
取得突破的关键，通过不断地修正和改进，我逐渐能够感受
到舞姿的优雅和舒展。

其次，学习中国古典舞需要理解中国文化的背景知识。中国
古典舞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美学。因此，了解中国
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在学习舞蹈动作时，
我了解到每个动作都有其独特的含义和象征意义。这个理解
帮助我更好地表达舞蹈的意境和情感。同时，了解古代诗词
和戏曲也有助于理解中国古典舞的艺术特点和意境。

第三，中国古典舞对身体的要求非常高。舞者需要具备良好
的柔韧性、力量和平衡感。为了培养这些身体素质，我每天
坚持进行舞蹈训练和拉伸。舞蹈训练包括坐姿训练、站姿训
练和舞蹈技巧练习等，这些训练帮助我提高了舞蹈的技巧和



表现力。此外，饮食和休息也是保持身体健康的重要因素，
我学会了合理安排饮食和睡眠时间，以保持良好的体态和状
态。

第四，中国古典舞注重舞者的内在修养和情感表达。舞者不
仅需要具备良好的舞蹈技巧，还需要通过舞蹈表达自己的情
感和情绪。通过舞蹈，我学会了如何通过身体语言传递情感，
如何展示舞蹈的内在美和韵律感。每个舞蹈都有其独特的情
感表达，因此，我不仅需要学习舞蹈动作，还需要理解舞蹈
的情感和意境。通过不断地练习和演出，我逐渐提高了自己
的情感表达能力，并找到了自己在舞台上的独特风格。

最后，学习中国古典舞让我更加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古
典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珍宝，它体现了中国人对美的追求和
精神的表达。在学习舞蹈的过程中，我不仅对舞蹈本身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也逐渐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形式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我开始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中国各个历
史时期的文化特点和艺术风格。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
和了解，使我更加深入地理解和热爱中国古典舞。

总之，学习中国古典舞是一段充满挑战和乐趣的旅程。通过
不断地练习和学习，我在舞蹈技巧、舞蹈意境、情感表达等
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同时，学习古典舞也让我更加热
爱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的历史和艺术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我相信，通过持之以恒的学习和努力，我将能够在古典舞的
道路上不断进步，为传承和发展中国古典舞做出自己的贡献。

中国古典音乐十大名曲篇二

1．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明代谚语

（译：一句良善有益的话，能让听者即使在三冬严寒中也倍
感温暖；相反，尖酸刻薄的恶毒语言，伤害别人的感情和自
尊心，即使在六月大暑天，也会让人觉得寒冷。）



2．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论语》

（译：三个人在一起，其中必有某人在某方面是值得我学习
的，那他就可当我的老师。我选取他的优点来学习，对他的
缺点和不足，我会引以为戒，有则改之。）

3．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论语》

（译：见到好的人，生怕来不及向他学习，见到好的事，生
怕迟了就做不了。看到了恶人、坏事，就像是接触到热得发
烫的水一样，要立刻离开，避得远远的。）

4．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三国志》

（译：对任何一件事，不要因为它是很小的、不显眼的坏事
就去做；相反，对于一些微小的。却有益于别人的好事，不
要因为它意义不大就不去做它。）

5．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论语》

（译：君子总是从善良的或有利于他人的愿望出发，全心全
意促使别人实现良好的意愿和正当的要求，不会用冷酷的眼
光看世界。或是唯恐天下不乱，不会在别人有失败、错误或
痛苦时推波助澜。小人却相反，总是“成人之恶，不成人之
美”。）

6．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

（译：作为君子，应该有坚强的意志，永不止息的奋斗精神，
努力加强自我修养，完成并发展自己的学业或事业，能这样
做才体现了天的意志，不辜负宇宙给予君子的职责和才能。）

7．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



（译：自己不想要的（痛苦、灾难、祸事……），就不要把
它强加到别人身上去。）

8．当仁，不让于师。——《论语》

（译：遇到应该做的好事，不能犹豫不决，即使老师在旁，
也应抢着去做。）

9．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

（译：君子不会夸夸其谈，做起事来却敏捷灵巧。）

10．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

（译：见到有人在某一方面有超过自己的长处和优点，就虚
心请教，认真学习，想办法赶上他，和他达到同一水平；见
有人存在某种缺点或不足，就要冷静反省，看自己是不是也
有他那样的缺点或不足。）

11．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周易》

（译：君子就算有卓越才能超群技艺，也不会到处炫耀卖弄。
而是在必要时刻把才能或技艺施展出来）

12．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论语》

（译：干活抢重的，有过失主动承担主要责任是“躬自厚”，
对别人多谅解多宽容，是“薄责于人”，这样的话，就不会
互相怨恨。）

13．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

（译：如果我有某些成就，别人并不理解，可我决不会感到
气愤委屈。这不也是一种君子风度表现吗？）



14．言必信，行必果。——《论语》

（译：说了的话，一定要守信用；确定了要干的事，就一定
要坚决果敢地干下去。）

15．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周
易》

（译：同心协办的人，他们的力量足以把坚硬的金属弄断；
同心同德的人发表一致的意见，说服力强，人们就像嗅到芬
芳的兰花香味，容易接受。）

16．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

（译：讲事实，不凭空猜测；遇事不专断，不任性，可行则
行；行事要灵活，不死板；凡事不以“我”为中心，不自以
为是，与周围的人群策群力，共同完成任务。）

17．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

（译：君子总是责备自己，从自身找缺点找问题。小人常常
把目光射向别人，找别人的缺点和不足。）

18．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

（译：君子心胸开朗，思想上坦率洁净，外貌动作也显得十
分舒畅安定。小人心里欲念太多，心理负担很重，就常忧虑、
担心，外貌、动作也显得忐忑不安，常是坐不定，站不稳的`
样子。）

19．不怨天，不尤人。——《论语》

（译：遇到挫折失败，绝不从客观上找借口，绝不把责任推
向别人，后来发展为成语“怨天尤人”。）



20．满招损，谦受益。——《尚书》

（译：自满于已获得成绩，将会招来损失和灾害；谦逊并时
时感到了自己的不足，就能因此而得益。）

21．小不忍，则乱大谋。——《论语》

（译：不该干的事，即使很想去干，但坚持不干，叫“忍”。
对小事不忍，没忍性，就会影响大局，坏了大事。）

22．小人之过也必文。——《论语》

（译：小人对自己的过错必定加以掩饰。）

23．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

（译：有了过错而不改正，这就是真的过错了。）

24．不迁怒，不贰过。——《论语》

（译：犯了错误，不要迁怒别人，并且不要再犯第二次。）

25．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

（译：君子认为说得多做得少是可耻的。）

26．三思而后行。——《论语》

（译：每做一件事情必须要经过反复的考虑后才去做。）

27．多行不义必自毙。——《左传》

（译：坏事做得太多，终将自取灭亡。）

28．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左传》



（译：人都有可能犯错误，犯了猎误，只要改正了仍是最好
的人。）

29．不以一眚掩大德。——《左传》

（译：评价一个人时，不能因为一点过失就抹杀他的功劳。）

30．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中庸》

（译：人家一次就学通的，我如果花上百次的功夫，一定能
学通。人家十次能掌握的，我要是学一千次，也肯定会掌握
的。）

31．知耻近乎勇。——《中庸》

（译：知道什么是可耻的行为，那就是勇敢的好表现。）

32．以五十步笑百步。——《孟子》

（译：以为自己的错误比别人的小，缺点比别人少而沾沾自
喜。）

33．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孟子》

（译：君子最大的长处就是用高尚、仁义的心去对待别人。）

34．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

（译：只要肯努力去做，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那样的大圣人。
）

35．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

（译：君子致力于根本，确立了根本，“道”也就自然产生。
）



36．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诗序》

（译：提出批评意见的人，是没有罪过的。听到别人的批评
意见要仔细反省自己，有错就改正，无错就当作是别人给自
己的劝告。）

37．良药苦于口而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孔
子家语》

（译：好的药物味苦但对治病有利；忠言劝诫的话听起来不
顺耳却对人的行为有利。）

38．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

（译：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应当说不知道，不弄虚作假，
这才是明智的行为。）

39．千经万典，孝悌为先。——《增广贤文》

（译：千万种经典讲的道理，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是最应该
先做到的。）

40．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
焚。——《韩非子》

（译：千里大堤，因为有蝼蚁在打洞，可能会因此而塌掉决
堤；百尺高楼，可能因为烟囱的缝隙冒出火星引起火灾而焚
毁。）

41.学而不思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

（译：只学习却不思考就不会感到迷茫，只空想却不学习就
会疲倦而没有收获。）

42.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劝学》



（译：年轻的时候不知道抓紧时间勤奋学习，到老了想读书
却为时已晚。）

43.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韩愈

（译：事业或学业的成功在于奋发努力，勤勉进取。太贪玩，
放松要求便会一事无成；做人行事，必须谨慎思考，考虑周
详才会有所成就。任性、马虎、随便只会导致失败。）

44.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朱熹

（译：用心思考，用眼仔细看，有口多读，三方面都做得到
位才是真正的读书。）

45.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

（译：努力学习却不感到满足，教导别人不感到厌倦。）

46.善恶随人作，祸福自己招，——《增广贤文》

（译：好事坏事都是自己做的，灾祸幸福也全是由自己的言
行招来的。）

47.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

（译：想看到更远更广阔的景物，就要再上一层楼。想学到
更多更深的知识，你就要比原来更努力。）

48.强中自有强中手，莫向人前满自夸。——《警世通言》

（译：尽管你是强者，可是一定还有比你更强的人，所以不
要在别人面前骄傲自满，自己夸耀自己。）

49.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礼记学记》



（译：玉石不经过雕琢，不能成为有用的玉器；人不经过学
习，就不懂得事理。）

50.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荀子》

（译：不把半步一步积累起来，就不能到千里远的地方，不
把细流汇聚起来，就不能形成江河大海。）

中国古典音乐十大名曲篇三

一、古典诗词的基本概念

所谓中国古典诗词，是指汉语言所独有的、有韵的、最为凝
练含蓄地表达思想感情的一种文 体。

这个定义包括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两个方面。

第一，它是一种凝练、含蓄地表达思想感情的文体。我们知
道，一般意义上认为，文学体裁有四种，诗词、散文、小说、
戏剧。诗词是其中之一。

诗词、散文都是直接抒发情感的文体，但诗词是最凝练最含
蓄的。这一点，就把散文（包括杂文类）与诗词区别开来。

所谓凝练，主要指诗词的篇幅字数而言；所谓含蓄，主要指
诗词的各种表达技巧。而最主要的技巧之一就是语言的运用，
所谓遣词造句。

第二，它是有韵的文体。因此，没有韵或者押韵不正确的，
不能划归诗词范畴。当然，在诗词产生的初期一些未成型的
文字、现代的新诗（尤其某些探索中的东西）以及由外国文
字翻译过来的作品，因为有着根本的文化差异，不能同日而
语，可以不争不论。有韵使诗词的独有性体现出来。而有韵



的最集中体现则是诗词的音乐美、节奏美即格律美。因此，
格律是中国古典诗词的生命。

因此，要读懂诗词、赏析诗词并最终创作诗词，就必须讲究
章法、技巧和语言的优美和谐与统一。

二、阅读、赏析、创作古典诗词的三大门径

第一，诗词是语言的艺术。因此，诗词的语言不仅要优美、
含蓄，还要凝练。优美、含蓄、凝练，是诗词所独有的美，
与一般的文学语言和口语有着很大的不同。

诗词的含蓄美，就是不能直说，要绕个弯子。作者的想法和
感受，不是自己说出来的，而是通过你“所造的景或借景所
造的某个意象”这一特定的内容，让作者从中读出来、感受
到的。所谓凝练美，是指语言要有高度的概括能力。一首绝
句二十几个字，一首律诗几十个字，就是一首长调的词也不
过一两百字，要表达作者常年积累的情感，没有高度的语言
概括能力，是不能完成的。

还有一点，即诗词特有语言的音乐美。含蓄的特点，散文可
以具有；凝练的特点，其他文体如谚语、对联、超短散文等
等也可以具有，可以这样说，这两点都不是诗词所固有的特
点，惟独语言的音乐性，才是诗词作为语言的艺术所特有的。
没有了音乐性，也就是不符合格律的作品，无论好坏，都很
难叫诗。相信大多数理解中国古典诗词的人，是很容易理解
并接受这一点的。因此，要想用优美的语言写出优美的诗词，
必须掌握格律。

第二，诗词有一定的章法。章法就是谋篇布局的能力，即先
写什么后写什么。我们知道，写作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
要准确地表达作者的思想感受。因此，不同的文体，就有不
同的布局方法。



诗词与一般的文体不同，它是跳动的叙事方式。如果按部就
班，就显得呆板。但如果跳跃得厉害，就容易混乱。因此，
如何既艺术又清晰地表达出自己的观点，把原因结果等等交
代清楚，既要写出自己的感受，又要让读者略得要领；既要
受格律、对仗等的约束，又要受字数等制约，确实是件很难
的事情。

第三，诗词有一定的技巧。关于技巧的内容有很多，比如传
承有序的赋比兴，以及常用的修辞技巧如双关、象征、暗示、
影射等等方法，都是属于技巧的范围。使用技巧的目的只有
一个，就是要尽可能地把文章做得更好。

对于阅读、赏析、创作诗词者，语言功夫最重要，也最难把
握。掌握诗词的语言技巧或者功夫，大致要分三步走。

第一步，知律但不适应，但要有勇气写出符合格律要求的句
子；

第三步，律熟窍通以后，就要再进一步的熟悉技巧，打通三
昧，使句子灵巧、精警、有味道。

做到语言的含蓄与凝炼，要比熟悉格律困难许多。其中的困
难之一，就是作者的古文功底和读书的多少问题，所以才有
活到老学到老这一说。

总之，只有熟练掌握并使用了诗词的语言，才有可能写出不
错的诗词来。晚唐诗人卢延让说：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
这说明，没有一定修为与努力，要达到一定的语言熟练高度
是较困难的。而语言的问题，又不仅是关乎功夫的问题，还
是一个关乎各种经历、寄寓、情怀、境界的问题。

所以，中国古典诗词是一种极致的艺术，要寻门就径、登堂
入室，需要付出超乎寻常的努力。



三、有关读、赏、作诗的三句似应牢记与运用的话

第一、读诗要有“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书生意
气；

第二、赏诗要有“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的文人情怀；

第三、作诗要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的丈夫胸襟。

这三句话，虽然分别对应于读诗、赏诗与作诗三个不同的精
神活动领域，但实际上它们既泾渭分明又一团和气；既各难
相让又互无轩轾；既分领其事又共通其奥。

总之，从读诗进而赏诗、赏诗进而作诗之始，就要将自身浸
染在这三句话的大笼罩中，视身如天地一沙鸥，不卑不亢；
视诗词如春秋事业，我行我素，虽千万人吾往矣。

2012年2月24日星期五 于 养源山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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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睡不消残酒。

试问卷帘人，

却道海棠依旧

知否，知否?

应是绿肥红瘦。

李清照(1081─1155?)号易安居士，济南(今属山东)人。李清
照是我国宋代一位著名的女词人，是宋朝词坛的一颗明星。



她以他自成一格的词作，独树一帜，赢得了当时和后世的好
评，在诗歌使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这首小令是李清照的奠定“才女”地位之作，轰动朝野。传
闻就是这首词，使得赵明诚日夜作相思之梦，充分说明了这
首小令在当时引起的轰动。又说此词是化用韩偓《懒起》诗
意。韩诗曰：“昨夜三更雨，临明一阵寒。海棠花在否?侧卧
卷帘看。”但李清照的小令较原诗更胜一筹，入木三分地刻
画了少女的伤春心境。

这首小词，只有短短六句三十三言，却写得曲折委婉，极有
层次。词人因惜花而痛饮，因情知花谢却又抱一丝侥幸心理而
“试问”，因不相信“卷帘人”的回答而再次反问，如此层
层转折，步步深入，将惜花之情表达得摇曳多姿。《蓼园词
选》云：“短幅中藏无数曲折，自是圣于词者。”可谓的评。

中国古典音乐十大名曲篇五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

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

萦损柔肠，困酣妖眼，欲开还闭。

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

晓来雨过，遗踪何在? 一池萍碎。

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

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