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作儿歌实践心得(优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下
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
看吧。

创作儿歌实践心得篇一

每一个人的人生之路都各不相同，可谓沧桑岁月，淬沥情怀。
如似千山万岭，奇峰异彩。大海江河，惊涛波澜。田田绿野，
耕耘万代。唯独自己的心田，看似弹丸之地，却连着宇宙的
空间，无尽的思绪缠绵。追求梦想的实现，撇下繁花醉香的
世界，执着的怀揣信念，一路走向理想的。艰难前沿。

当我走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当我几乎所有同龄的亲朋好友都
沉浸在含饴逗孙的乐园中时，我却爱上了我从小就喜欢的文
学。当我终于下定决心拿起我的这枝秃笔时，我已是一个双
手颤抖的连一个字都不能写的老妪了。但梦想在提升我的信
心，科学在滋润着我的理念。我可以用键盘来输入我想和天
地万物之间的交流和情感！因为我感到，人是万物之灵，实
为天地之心。古代文学精英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的精辟阐
述，“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为三才”。

当一个人被自己的梦想所醉倒时，就会朝日不息的向着那条
永无止境的地平线狂奔而去。在那迷人的天地无法吻合的空
间中，唯独你可以安躺在宇宙的怀抱，静享着天地带给你那
美丽无比的春夏秋冬。你就可以用人类的那种无与伦比的灵
性，写出神奇的语言和奏出如似一切自然界中的雨声击磐，
鸟鸣夏蝉之韵音。人类之间的情感交流，爱的语言如似琴瑟
和弦，感天动地的爱情传说，慈善救赎的真情所在，无不是
激励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典范。

但一切在实现自己理想的同时，对自己的所爱必须要有执着



的理念。因为要实现自己的梦想，没有真才实学是难以做到
的。世界上没有一件事可以随手而得，天上会掉馅饼？天方
夜谭！唯独灯下细读前人的箴言，用心领会其精髓的道理要
点，日积月累，可谓十年寒窗苦，收文获益臻呀！

在你想要用文字来描述天玄地黄，天圆地方，日月星辰的光
芒时，你才会觉得自己的文才浅薄的去了。但又当你用心领
悟到一件事情的真谛时，你可以轻而易举的写下了你的感悟
而没有半点阻碍，这就是心的灵感，卓然而立。这也给自己
在创作上留下了一条明灼的哲理，那就是刘勰的名言：“若
妙识所难，其易也将至：忽以为易，其难也方来”。

在你能安静的阅读着先祖的文言和清幽雅趣的美丽诗词时，
你自然而然的会被他们的文采而醉倒，小楼容我静，才思刚
起帆。可谓先人一步前，后人千步远，不读古文诗，人生一
世憾。

故此，在我一步一步走向生命最后的时光里，我仍如似在学
的儿童，也一步一步的在追求着我的梦想。又似执鞭下的学
儿，斟字酌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深会其义，留存心底。
告诫自己，你没有能力高屋建瓴，那就低首耕耘。你没有能
力跨度长江大海，你就心怀小溪。慧眼去赏识别人的奇文异
彩，伏案斟酌自己的只语片言。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也是我最爱看书的时候。窗外月光明
瑞，脑海集思涌来，偶闻窸窣之声，如似尊师传言，求学必
当磨砺，方能受益匪浅！

这就是我在执着追求梦想的同时，也是我的创作心得和灵感！

创作儿歌实践心得篇二

正如闫校长所说：“若你能像关爱自己的孩子一样关爱自己
的学生，相信我们的教育一定会有新的景象。”是啊，作为



新时代的教师，首先要做的便是转变教育思想。要放下所
谓“师道尊严”、“教师至上”的观念，真正和学生打成一
片，走近学生与他们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去了解他们的
需要，掌握他们的喜好，从而有针对性的制定自己的教学策
略，方可取得最佳的教学效果。

转变思想当然还包括对学生的严要求。领导在培训会上明确
指出：关爱学生不等于放纵学生，对于基础知识一定要过严
过实，对于基本技能一定要严格训练。这一点正是自己在教
学中最大的失误，平时教学在对学生要求不够严格，得过且
过，是造成自己所代学科成绩不理想的最重要的原因。所以
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定是听从领导的教导，从严要求学生，过
实每个知识点，为提高成绩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离开了安全一切工作对免谈，作为一名班主任教师，要时刻
把学生的安全放在心上，时时处处讲安全，事事时时提安全。
要把安全工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要位置，从学生身边的小事
关注起，关注学生的日常生活，起居学习，确保学生安全健
康快乐的成长，为他们的学习提供安全的氛围。

首先要改变教学观念和教学方式。严格遵照县局提出的讲练
时间去上好每节课，消除由于教师讲得过多、学生参与过少
而导致的靠大量课后作业完成教学任务的问题，逐步解决忽
视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实现的问题。其次，认真学
习，积极参与校本研训。勤于反思自己的教学，发现自己在
很多情况下，对课标与课本的学习与研究的不足，积极参与
校本研训，学习同事先进的教学方法，研究解决实际教学中
的困惑，不断提高自己驾驭课堂的能力，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向课堂要质量。第三，关注学生，有针对性的备好课。反思
自己从前的备课，只习惯于备教学内容，而忽视学生。试想
如果不去研究学生对所教内容的掌握情况，不去研究学生的
个体差异，一切从本本出发，课堂教学的适切性就会大打折
扣，课堂教学的高效更无从谈起。总之，一切都要从学生的
需要出发，不断强化自身学习与研究，根据自己学生的特点



不断创新教学方法，努力让自己的每一节课都是高效成功的
课，向课堂要质量，向方法要质量。

总的来谈，能过培训，我认识到今后的教学中必须切实转变
思想，立足于学生，创新方法，努力实现有效的、多向的、
高质量的课堂互动，从而达到优质高效的课堂教学这一目标，
最终实现教学质量新飞跃的终极目标。

创作儿歌实践心得篇三

人们熟知苏东坡的一句诗，“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
其实，东坡还说过：“有道而无艺，则物虽形于心，不形于
手。”胸中之竹，毕竟不等于手中之竹。王国维所说的大家
之作“其辞脱口而出”，白石老人作画的所谓“一挥”，都
是学化于才、熟而能巧的结果。齐白石早年临摹金农的画作，
惟妙惟肖;为了画好昆虫、鱼虾，他长时间地观察写生。老人
的画，那几片叶茎，看似粗犷随意，却搭配得那么精巧，你
要移动一点点都不行。这些，充分说明“大家之能得心应手，
正先由于得手应心”。傅山说“宁真率、毋安排”，不是说
不要谋篇布局、意在笔先，其意应是“极有布置而了无布置
痕迹”，徐青藤的这句话透露了天机，正像韩退之诗中所描
绘的那样：“草色遥看近却无”。

东坡论书“无意于佳，乃佳耳”。学习书画的人，没有不想
自己的笔下呈现佳作的。长期艰苦地学习训练正是“有意于
佳”的真实写照。但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对于具备一定水平
的书画家来说，只有在放下思想包袱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意
笔交融，心手两忘，从而造就真正的佳作。“有意于佳”只
是基础，“无意于佳”才是境界。一个为获得更大市场份额
而改变初衷讨好买主的作者，他丢失了艺术家最为宝贵的东
西，又怎能产生真正的佳作?刘熙载早已指出，“书非使人爱
之为难，而不求人爱之为难。盖有欲无欲，书之所以别人天
也。”



此外，一件作品的成功往往不在作者的有意处，而在其无意
处。戴熙说：“有意于画，笔墨每去寻画。无意于画，画自
来寻笔墨。有意盖不如无意之妙耳。”陈曼生也说：“凡诗
文书画，不必十分到家，乃见天趣。”有时，有意着力的地
方，偏偏导致了天趣的流失，在战术上，虽属锦上添花;在战
略上，已是画蛇添足。

即便是优点，过分地强调或表现得不是地方，也会变质变味。
恽南田论画“习气者，即用力之过”，强调“宁恒见不足，
毋使有余”，正是这个道理。相反，局部的瑕疵，有时并不
妨碍作品整体的成功，恰如黄庭坚所言：“殊不知西施捧心
而颦，虽其病处，乃自成妍”。

中国书画注重功夫，熬出来的功夫。宜乎日积月累，水滴石
穿;最忌浅尝辄止，一曝十寒。学生抱怨老师：您老是要我夯
实基础，别人的墙已经砌得老高了!他不懂老师对他的殷切期
望和良苦用心!

岁月的力量不容忽视，《书谱》所谓“通会之际，人书俱
老”，哲理深刻。以为别人几十年走完的路，自己几年、几
个月就能走完，是幼稚。艺术学习、艺术创作和艺术发展自
有其规律，这些规律又是无情的。违背规律的催长、“打
造”和走捷径，只会得到与初衷相反的结果。

从较长的时间看，书画家们对艺术的追求，好比接力赛，更
像是“马拉松”。起跑时人头攒动密密麻麻，能跑完全程者
却已不多，能打破纪录者更是寥寥。那些开始不久就在领跑
的选手，往往难以“领”到最后，甚至难以跑到终点。有人说
“赢在不该赢的地方，比输在不该输的地方，输得更彻底”，
不无道理。

一种艺术风格、一种个人面目的成立，既要得到人们的认可，
更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陆游在《学书》一诗中说得
好：“即今讥评何足道，后五百年言自公。”要想真正在艺



术上取得成就的人，必须具备这样的眼光和气度，不计较一
时一事，而能够“咬定青山不放松”，坚持不懈、自甘寂寞。

创作儿歌实践心得篇四

昨晚有幸蒙德发老师青睐，得以在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报告
厅聆听德发老师关于《传统文化与文学创作》之讲座，虽然
昨晚老师仍在感冒中，但丝毫没有影响这场让广大同学们和
文学爱好者怦然心动的唯美视听盛宴。

赵氏德发公，昆仑之良师诤友，有感昨之讲座，昆仑有感言
一二。

老师对于传统文化的界定、审美，以及在弘扬传统文化的文
学创造功力上可谓无人不服，吾辈或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老师在关于弘扬传统文化的意义上用了“补皮、补气、补
天”这三重境界来说明，这无疑是在教化心灵的戒尺上裹上
一层厚厚的绒布。老师心地良善，为人中庸，处处本末兼顾
与人为善，但昆仑就不这么良善了。愚以为今日之中国国学
式微，众人皆尚西方舶来文化，虽有众人不明之愚，更有明
者不言之责。

老师在讲座中也曾言道我们一直是强国，只是到了近代我们
才衰落。老师只说了上半句，这没说的下半句我来说好
了——衰落了什么？不是什么汽车、手机，也不是摇滚、丁
客，是我们的文化衰落，或者说被文化入侵，而且是被低等
的文化入侵，执笔于此昆仑心如刀搅。

想想我们的先贤们，前有先秦百家争鸣，中有汉唐星光灿烂，
为什么传承到近代汉文化就“阳痿”了呢？看看充斥在街头
巷尾的那些迷失的人群，他们在西方的舶来文化面前如痴如
醉，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早已成为弱势文



化的牺牲品。

强势文化造就强势民族，弱势文化造就弱势民族，如果你要
问我什么是弱势文化，那就看看哪些纸醉金迷，而且庸俗简
单，方便流行的，那就是弱势文化。

我们不是没有强势文化，大家看看经史子集，琢磨琢磨前秦
的繁荣，汉唐的辉煌就会发现一个强悍的民族究竟需要什么，
不需要什么。

中国先贤们留给我们的强势文化里有这么一件瑰宝——知行
合一。知行合一告诉我们知识与实践是一个统一体，既不是
先有知而后有行，也不是先有行而后有知，这就如同一本书
的正反两面，缺一不可。

当我们决心去做一件事的时候，不必瞻前顾后，大可放手去
做，只要你开始去做，就必须需要知道指导这种行为的知识，
所以掌握这种知识的决定权从你开始去做这件事开始，就不
以你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它会在整个实践中指引你如何去学
习、掌握、运用，除非你意志不够坚定，那就另当别论。

有没有那种只知而不行的人呢？肯定有，而且大有人在，那
种疯狂的梦想家可以在脑子中天马行空，成为瞩目的巨人，
但在行动上却是可怜的侏儒，最终一无所成。

有没有只行而不知的人呢？肯定有，这种人最大的特点就是
在一个坑内摔倒无数次，我们亲切地称之为失败者。

我经历过有知无行，也经历过有行无知，那是在我还不知道
我是我的时候，当我知道我是我的时候，我开始实践知行合
一，从那一天起我开始做回我自己，开始写作，开始获得快
乐。

我的朋友们啊，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的强势文化，是中华民族



面对魍魉鬼魅巍然不惧的中流砥柱。

弘扬国学，重振中华魂魄，从你我做起，赢得今天，从孩子
们抓起，赢得未来。

有志者事竟成，眼到、心到手到、处处皆道。

创作儿歌实践心得篇五

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记录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
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一段话，“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
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
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
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
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

在范稳老师的《小说创作》这堂课上，用写作就像在大地上
找矿一样来为我们阐述小说创作之道。回想自己最初的创作
之路，使得自己更加感同身受。我的祖父解放前为了讨生活
从建水老家到个旧走厂，我家几代人的喜怒哀乐“围着矿、
绕着山”，四世同堂便是我写作的最初的源泉，让我从回忆
与发现中找到创作的途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观察的重心
偏离。让自己写作遇到瓶颈，除了写作技艺和知识局限之外，
更主要的还是腰弯得不够，没有俯下身子细微去发现生活中的
“富矿”。

文艺创作者可以算作一柄笔杆子，但是锋芒之后无米下锅是
青年文艺创作者的“硬伤”，要如何才能保证创作的激情与
质量源源不绝，善于钻研是解决之道。

怎样钻研？范稳老师在课堂与我们分享到，小说创作中其中
一项便是发现探索式，美国著名作家欧内斯特·米勒尔·海
明威便是这个类型的代表。他在欧洲见证了西班牙内战，创
作了《丧钟为谁而鸣》，在非洲探险，创作了《乞力马扎罗



的雪》，在古巴创作了20世纪最出名的小说《老人与海》。
在他看尽世间百态，其实正是不断扩大了学习的范围与空间。
立足自身，我们应当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与修养，破万卷书，
提笔之时才会文思如泉涌。在学习之余更需练就一双“慧
眼”，去发现生活之美，发现群众中更加有特色的东西。

其次还需多思考，勤动脑。创作首先思考、定主题、列提纲、
多修改，再定稿。就如绘画一般，画一个人首先要明确他的
性别，性别确定以后就要画出他的骨架，整个主题就初步成
形，但是要赋予它鲜活的生命力，需给予他血肉和灵魂，不
然就只是一副空架子，血肉和灵魂有了后，又要想让他漂亮
一点于是就需要化个妆、穿上漂亮的衣服妆扮一下，这样就
更有内涵更漂亮。写文章亦是如此，需要用心的加以修饰和
妆扮。

再者要多写，勤动笔。“纸上得来终觉浅，得知此事要躬
行”，无论是学富五车还是口若悬河之才，对于写作都没有
捷径，必须苦练写作之功，才会有成就之日。于我最初创作
之时而言，写出来的东西没有营养，我便在思考的基础上不
断修正，一段时间之后成效便十分显著。俗话说“事不经不
懂、脑不用不灵、笔不练则疏”，只有多练多写，才会越写
越顺，越写越有感觉。

最后还要多思多悟，感受文字的魅力。语言是人与人之间沟
通的桥梁，文字却是人对人情感的表达，内心的一种诉说，
情感的一种表述，古代有多少诗人用文字来表达感情的寄托，
表达内心的喜怒哀乐。屈原决然投江，写下"长叹息以掩涕兮，
哀民生之多艰"，屈原爱国的激情牵动着通古至今多少闻名中
外的华夏子女的心。鲁迅弃医从文的决绝，是因为爱国节操
的驱使，一支笔划开万丈天幕，使长夜无明的旧中国透射出
点点星光，他用文字唤醒中国的民族意识；他以笔代刀，令
魔鬼无处躲藏；他以正义的声音穿越百年时空依然振奋人心。
但文字的魅力绝不止于此，从古至今，文字传承了中国文化
的博大精深，昭显出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文字又作为时代



文化演变的一种媒介，更是不容置疑的一种凭据。

总结是一门学问，同时也是文艺创作者要进步最坚实的基础。
秦国蜀郡太守李冰潜心钻研水文，设计建造了“独奇千古”
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总结出“深淘滩，低作堰”的治水六字
诀、“遇湾截角，逢正抽心”的八字真言，泽被后世。楚霸
王项羽自矜其功，直到四面楚歌时仍执迷不悟，发出“天亡
我，非用兵之罪也”的喟叹；而汉高祖刘邦清醒自知，
将“所以取天下”的原因归结为“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

在吴然的课上，吴然老师与我们分享了他从一名普通电工成
长为一名儿童文学作家的艰辛历程，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
勤于总结便是吴然老师成才的秘籍心法之一。自我总结，要
敢于直面自己的缺点与不足。心理学中认为，当人意识到自
己身上存在问题之时，会本能地选择逃避或推卸，以拒绝痛
苦情感的折磨。一个人在舒适区待久了，就如同“温水煮青
蛙”，长此以往，只会踟蹰不前、能力退化。勇敢面对难题、
善于剖析自我、学会总结得失，才能增长心智、提升认知，
更好地适应当下和未来。

本次培训圆满落幕，于我自己学习的脚步将永不停止。我作
为一名业余文学爱好者，想要取得开启文学之门的钥匙还任
重道远。我将潜心聚力，用崭新的姿态在这条道路上走的更
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