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统壁画心得体会(实用5篇)
当我们经历一段特殊的时刻，或者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时，
我们会通过反思和总结来获取心得体会。优质的心得体会该
怎么样去写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心得体会范
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传统壁画心得体会篇一

第一段：引言（100字）

传统壁画是我国独特的艺术形式之一，它是用彩绘的方式在
墙壁上进行表现的。我有幸参观了一次传统壁画展览，在欣
赏过程中不禁对其深深着迷。传统壁画不仅令我惊叹于其细
腻的绘画技巧，更让我感受到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文化
的沉淀。

第二段：绘画技巧（250字）

传统壁画作为一种彩绘艺术形式，具备独特的绘画技巧。比
如，在颜料的运用上，传统壁画善于运用鲜艳的色彩，使整
幅画面显得生动活泼。而在线条的勾勒上，传统壁画追求精
细和纤巧，通过精确的线条勾勒，使得画面更加逼真与立体。
此外，传统壁画还注重细节的塑造，通过精心的表达，使每
一个细节都显得栩栩如生，给人以极大的艺术享受。

第三段：文化内涵（250字）

传统壁画在艺术形式的背后，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比如，
壁画主题常常来源于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通过
绘制这些主题，传统壁画既展示了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又
传承了民间智慧与哲思。此外，传统壁画还代表了当时社会
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在表现形式上与当时社会相契合。因此，
传统壁画不仅具有艺术性，更是一种文化的表达和传承。



第四段：历史文化的沉淀（250字）

传统壁画通过其长时间的存在，积淀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作
为传统的艺术形式，壁画不仅具有观赏的价值，更是历史的
见证。比如，在古代的一些宫殿和寺庙中，保存有许多传统
壁画，这些壁画记录了当时社会的繁荣与衰落，是历史的重
要资料。传统壁画还通过其独特的绘画形式和题材内容，向
后人表达了当时的思想观念、生活习俗等。因此，传统壁画
不仅是艺术作品，更是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五段：个人体会（350字）

参观传统壁画展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深深感受到传
统壁画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和历史沉淀，同时也对传统壁
画的绘画技巧和表现手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传统壁画是一
种综合了文化、历史和艺术的创作形式，它激发了我对中国
传统文化的热爱和思考。通过参观传统壁画展览，我也更加
深刻地理解了中国古代艺术的博大精深。我相信，将来在我
自己的艺术创作中，一定会汲取传统壁画的精髓，融合自己
的想法，创作出更具有个人风格且富有内涵的作品。

总结（100字）

传统壁画作为我国独特的艺术形式，在绘画技巧、文化内涵
和历史文化的沉淀方面都具备了独特的优点。参观传统壁画
展览让我对传统壁画有了深刻的认识和体会，同时也激发了
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创作的动力。我相信，传统壁画
会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出新的魅力，并继续传承和发展下
去。

传统壁画心得体会篇二

1、知道我以前错哪了;



2、知道我以后怎么做了?那么先我就谈谈我的第一个如梦初
醒：

我的第一个如梦初醒就是对孝、忠、礼的重新概念：

很多人都说孝那谁不知道啊?以前呢，我也是觉得我非常懂孝，
就觉得自己挺孝顺父母的，有时发工资了给爸妈打点钱，有
时他们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网上给他们一买邮回去，或者
回去的时候买点吃的、用的，从小到大也非常听我爸我妈的
话，爸爸妈妈让去干的活也都会去做，而且我这个人不抽烟，
不酗酒，不赌钱，自我感觉也没有好吃懒惰的恶习，我总觉
得在同龄人中做的挺好了。但是学习了传统文化以后，我觉
得我就是老师口中所说的那个妖怪。我想起了我20多年从来
没有给我爸我妈洗过一次脚;想起了我高中的时候，在学校打
架斗殴、晚上去网吧上网玩游戏;想起了我大学时拿着父母的
血汗钱浑浑噩噩的活了四年;想起了自己那第一次和我爸抬杠、
吵架;想起了我妈每一次唠叨的时候，我总是很不耐烦。从来
没有注意到我妈眼角的鱼尾纹越来越深，皮肤也不再像以前
一样那么好;我爸的腰不知何时已经直不起来了，眼睛也不再
像以前那样有光芒。尽管我很不愿意承认，但是我却不得不
承认：他们真的老了。

1、孝就是爱惜自己。古人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
伤，孝之始也。我记得小时候，经常喜欢下河洗澡，因为安
康河特别多，但是我妈不让我去，只有她去河里洗衣服时才
带上我，有一次我就偷偷去了，结果第二天着凉生病了，起
都起不来，整个身体都是软的，难受的我直哭，那时我妈就
做我床边也哭，她就坐那边哭边说：难受也没办法啊，如果
我能替你难受就好了。就是这句话我记得特别深。所以说身
体是父母给的，不是我们自己的，那是咱们行孝的工具，如
果咱们抽烟、喝酒、打架、违法犯罪、和别人生气等等做出
一些不爱护自己的身体的行为，使身体有丝毫损伤，让父母
担心，这就是不孝。



2、孝就是养父母之身、父母之心、父母之志。养父母之身就
要关心爸爸妈妈的冷暖、温饱，要时时刻刻去关怀爸爸妈妈
的身体，年纪大了所以平常要多叮咛他们不可以吃太咸，不
可以吃太油，要多吃蔬菜水果等等，每年能带他们去医院检
查一次身体，抽时间应该去研究一些正确的养生之道，让爸
爸妈妈的晚年生活可以不用药物来度过。养父母之心就是恒
顺爸爸妈妈的心，就是要时时能够关注到爸爸妈妈的心情，
主动陪爸爸妈妈吃顿饭，做点家务事，聊聊天，让爸爸妈妈
不再为咱们操心，这就是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志呢?就是做
子女的给爸爸妈妈增添了光彩，为家族光宗耀祖，让爸妈脸
上有面子，因为在爸爸妈妈的眼中，他们一生的成就就是看
见咱们有出息，这就是养父母之志。所以，我们在企业一定
要好好上班、努力工作，只有拿到成果，才有能力养父母之
身、之心、之志。

3、孝就是不能等。有人说，那就等我拿到成果、功成名就、
衣锦还乡的时候，再去孝顺父母，其实不然。在我上大学时，
我加入了青年志愿者协会，有一次我们社团组织去敬老院看
望孤寡老人，那时候因为我们社团经费不怎么多，就买了一
些水果、米、面、油等日常用品去，一行三十多人就去了敬
老院，最开始我以为那些都是无人赡养的老人，去了之在和
老人交谈过程中，我才发现其实他们大部分都是有儿女，但
是由于儿女太忙所以只能委托敬老院，有的老人已经连续好
几年没有看见子女。我们给老人们剥香蕉、喂水果、演节目、
帮忙做饭。临走时，那些老人们眼里含着泪花把我们送了很
远很远，我在想他们的儿女就算是亿万富也不过如此吧，这
个在我空间都有照片……所以说其实孝是随时随地存在着的，
也许是偶尔的洗一次脚，也许是偶尔身边陪伴的身影，也许
是一个问寒问暖的电话，不见得赠与爸爸妈妈钱财万贯就是
孝顺，也不见得给他们买一个几十块钱的小礼物就是不孝，
虽然他们嘴上说乱花钱，其实他们心里是特别的高兴，最重
要的是我们在行动，爸爸妈妈年纪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唠叨，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嫌他们烦躁，陪他们说说话，聊家长里短，
他们会感觉到自己是被需要的。就像歌曲里唱的“我愿用我



一切，换你岁月长留”，不所以留下人生的遗憾就是的孝。

有人说，你说的第二点和第三点就是自相矛盾，既说是努力
工作才有能力孝养父母，又说是孝不能等，要多陪陪他们。
其实这两者一点也不冲突，为什么这么说呢，古话说“物极
必反”，而且咱们中国的“阴阳五行说”里也特别讲究的就
是两个字—平衡，这个平衡也就是所谓的道，春夏秋冬四季
交替是道，太阳东升西落也是道，火车脱离轨道就会车毁人
亡，飞机脱离轨道就会迷失方向道就是在正确的道路上做正
确的事，凡事都要把握一个度，所以说尽孝既要努力工作，
又不能等。

那么孝、忠、礼三者又有什么关联呢?孝道分为大、中、小三
类，小孝养之父母，中孝报效国家，大孝敬之天地宇宙。所
以在家行孝、在企业尽忠、在社会有礼，这才是所谓真正的
孝道。

我的第二个如梦初醒就是对工作的重新定义：

对于刚刚毕业一年的我来说，不知何时已经忘记毕业时的.豪
言壮志，更在蹉跎岁月中泯灭的曾经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记得刚进入莲花时，自己把未来的规划做过无数次推敲与肯
定，却从来没有想到会被时间这个小人吞噬了一切，在我的
每一个笔记本的第一页我都会写一句话“我不是在干工作，
我是在干事业”但是结果却恰恰相反。

我的第三个如梦初醒就是对义工的重新概念：

我的第四个如梦初醒就是对自己的重新定位：

自己的内心会给它一个最准确的判断：它是对，还是错。而
我需要做的就是身体力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为世俗
所奴役，把知道和做到之间的落差降到最低，努力做到知行
合一!再次感恩企业、感恩华学恩学、感恩老师、感恩义工、



感恩学长。

传统壁画心得体会篇三

壁画作为一种古老而神奇的艺术表达形式，经历了千百年来
的发展与传承。近日，我有幸参观了一次古代传统壁画的展
览，并对壁画的艺术特点和文化内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
此，我将通过总结、归纳和思考，为大家分享我对传统壁画
的一些心得体会。

首先，传统壁画的题材丰富多样，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在参观壁画展览过程中，我发现这些壁画作品大多将人物、
动植物以及日常生活等元素融入其中。其中，人物壁画给我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人物形象多以宗教、神话、历史等
为主题，以纪实或寓意的方式表达出各种深刻的心灵感受和
思想追求。这些壁画生动地展示了当时人们的信仰、价值观
以及社会风貌，成为了我们了解历史和文化变迁的重要资料。

其次，传统壁画的表现形式独特，技艺精湛。通过观察和研
究，我发现传统壁画在材料、颜色和技法的运用上具有一定
的规律和特点。材料方面，壁画常常以石灰岩、石膏等为地
壁，再在其上用天然矿石研磨成颜料，细致描绘出形象和纹
样。颜色方面，壁画多采用以蓝、红、黄、绿为主要色系的
明亮色泽，鲜艳的色彩让人耳目一新。技法方面，壁画常常
运用线描、点彩、立体表现和层次感等手法，使作品更具生
动感和层次感。这些精湛的技艺让人不禁为古人的智慧和创
造力所折服。

更重要的是，传统壁画能够唤起人们的审美情感和文化认同。
在欣赏壁画过程中，我被其独特的艺术形式所吸引，也感受
到了创作者的情感投入和艺术长河的流转。通过揭示出这种
独特的艺术形式，壁画将人们与历史和文化联系在一起，带
给我们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壁画给
予我一种思考、反思和深入挖掘的空间，让我感受到大自然



的魅力、人生的哲理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最后，传统壁画的保护与传承是我们的责任。正因为壁画带
给我们这么多的震撼和愉悦，我们更应该意识到其保护与传
承的重要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传统壁画作品因为自然
风化、人为破坏和生存环境的变迁而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因
此，我们应该加强对壁画的保护和修复工作，同时通过多种
形式传承和发展这项宝贵的艺术遗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
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壁画的魅力，让壁画在当代艺术中发出深
远的回响。

综上所述，传统壁画作为一种古老而神奇的艺术形式，具有
丰富的文化内涵、独特的表现形式和感人的艺术意义。通过
欣赏和思考，我深刻体会到了传统壁画的独特之处和对人们
心灵、文化认同的影响。同时，也意识到了我们作为后辈应
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能有更多的人
认识到传统壁画的独特魅力，通过共同努力，保护和传承这
一宝贵的艺术遗产。

传统壁画心得体会篇四

进入农历的腊月，欢度春节的气氛就越来越浓厚了，我的心
情也越来越兴奋了。考完试，放了假，安排好寒假计划，完
成了部分作业，我也融入了红红火火的过年气氛。腊月的节
点太多了。

首先是腊七腊八冻坏脚丫、泡腊八蒜、喝腊八粥等等，老人
说这就是过年的开始。春节渐渐临近，看着越来越薄的日历，
人们在高兴之余免不了发些感叹：“又是一年了”，“人生
天地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年龄越大，光阴流逝愈
快，感受愈深。一天又一天，当然太阳都是新的，但日子却
无声息地消失了，就像水滴融进了大海。虽说平日里每天都
撕下那一张，可是谁也理会不到那是自己的生命计量单位，
而它正象漏斗里的沙子一样越来越少。但心里仍有一丝激动，



那便是对来年的期望。

年望年望年年望，把希冀寄予来者，想必人同此心。成功者，
便就此满足了么?不!好戏还看明年，明年决计要锦上添花更
上一层楼，于是心便鼓动成一只壮壮的气球，努力地滚动着
飘忽着。劳而无获者呢?没说的，只待来年能重整旗鼓，再添
起色。然而，来年复来年，来年何其多，除非作古，哪一年
该是至善该是至美的呢?知晓的也恐怕只有希望。

很快到了腊月二十三“糖瓜儿粘”，人称小年，要祭灶，要
吃一种乳白色、味很甜、还粘牙的东西，叫“糖瓜儿”。大
人问我“粘不粘?”我说“粘(年)!”这是提醒大家要过年了!
长辈要讲许多过年的趣事和嘱咐许多过年的忌讳。真好玩!有
的我懂，有的我不懂，我总是好奇的听不够，问不够。

接着腊月二十四扫房日，二十五吃谷薯，二十六去割肉，二
十七宰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
宿。这段时间每天都有很多说法，我可长见识了。

腊月三十，也叫除夕，是辞旧迎新、继往开来的吉祥时刻，
此时进入春节的高潮，也是我最期盼、最快乐的时候。

白天大人们都忙着过年的`各种事情，放松了对我的管束，我
就彻底自由了，吃我爱吃的食品，喝我爱喝的饮料，玩我爱
玩的游戏……开心极了!

我们随手撕去的日历，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生命中的岁月，甚
至不仅仅是我们的岁月，而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每个人，不
但找不回失去的年华，而且连从前的我也都无影无踪了。一
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大门，哐当哐当地在你身后紧关闭，任你
哀求，嘶叫，拍打，岁月之门过去了就不会再开启。

晚上全家欢聚一堂。大家从厨房里端出美味佳肴放在桌上。
煎炒烹炸、鸡鸭鱼肉、特色食品、各种饮料……妈妈端来炖



鱼，说这是“年年有余”;爸爸端来饺子，说这是“交子元
宝”;姑姑端来拼盘，说这是“全家福”;姑夫端来米饭，说
这是“团圆饭”;奶奶端来一盘水果，有柿子、苹果、桔子、
香梨，说取它们的谐音：“事事平安、人人吉利”;爷爷端来
一盘年糕，有白米、黄面、双喜、八宝，说借它们的字
音“添岁增福、年年提高”，人的岁数和身体要长高、知识
也要提高。哈哈!我灵机一动，端来一摞奖状说这叫：“辛兔
祥瑞、龙腾虎跃”(我属虎)……全家人说这是一道最丰盛、
最如意的大菜。

全家人说说笑笑，尽享天伦之乐，尽尝美味佳肴。我不断举
杯，给各位长辈敬酒并针对每人说上几句不同的祝福话，大
家再次夸我懂事，给我加菜，有时还给我鼓掌，我心里美滋
滋的，那个兴奋劲儿就别提了!

几人合作先后放了“一千响”、“坐地炮”、“窜天
猴”、“夜明珠”。后来我胆子大了，也想过把真瘾，让爸
爸放好花炮，爷爷护着我去点，点着了我就跑，在我哈哈大
笑中花炮窜上了夜空，随着一声声巨响，绽放出五光十色的
礼花，有“百鸟争鸣”、“吉祥如意”、“火树银
花”、“万紫千红”，我高兴地手舞足蹈、心花怒放。

我们失去了童年，才知道长大;我们失去了岁月，才知道自己
是活着;因为我们变老，才知道不能挽留时间。面对这个节日，
我们不妨让灵魂、让思维再这里驻足一会，对生命来番清点。
面对那些还没有拉开序幕的崭新未来，多些设计，多些幻想，
让希望实在些，让幻想向现实靠拢。给父母多些孝心，多些
体贴，让她们岁岁平安天天快乐;给妻子(丈夫)多些温柔，多
些理解，直至地老天荒，恩爱如初;给孩子多些鼓励，多讲些
做人的道理，别盼成龙成凤，但求做个好人;给朋友多些祝愿，
大家年年有余，和气生财。

春节是喜气的年，总给人们一种十全十美的契机，一边从从
容容“临渊羡鱼”，一边又可以雄心勃勃的如何“退而结



网”。

春节是四季之首，我们的足迹将踩出新一行。生命的里程又
开始了一次始发，所以多一点期望，就多一份珍惜;多一点幻
想，就多一份激情。

传统壁画心得体会篇五

传统壁画作为一种古老而有魅力的艺术形式，深深吸引了我
的兴趣。近期有幸参观了一次传统壁画的展览，给我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通过赏析这些传统壁画，我不仅对其精湛的艺
术技巧深感佩服，还从中领悟到了生活的哲理和情感的表达。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分享一些关于传统壁画的个人体会和心
得。

第二段：壁画的艺术技巧

传统壁画在技艺方面可谓独树一帜。首先，壁画作为大型立
体绘画形式，视觉效果独特而震撼人心。其次，传统壁画运
用丰富的色彩和精细的构图，使画面栩栩如生，仿佛能让人
置身于其中。而在绘画技巧上，景深的运用和细节的描绘更
是让我叹为观止。这些技艺的运用使得传统壁画成为了一种
独特的艺术语言，让人们沉浸其中，感受艺术的魅力。

第三段：壁画背后的哲理

传统壁画不仅仅是艺术表达，更是一种人文的传承和情感的
表达。在展览中，我欣赏到了许多壁画作品中艺术家们对生
活和世界的思考。其中一幅作品引起了我特别的注意，画面
呈现的是一对老人手牵手漫步在田间的情景。这幅画让我感
受到了静谧、平淡却又无比宝贵的生活，同时也传达了对岁
月的温柔和对彼此承诺的坚守。通过这幅画，我意识到传统
壁画可以通过画面传递出深刻的情感和哲学思考，让人们反
思生活的意义和真谛。



第四段：壁画的古老历史

传统壁画作为一种古老的艺术形式，已经有着几千年的历史。
在展览中，我见到了许多古代壁画作品，这些作品通过图像
描绘了古人的生活、宗教信仰和社会风貌。这些壁画是古代
文明的见证，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通过观赏这些古老
的传统壁画作品，我不仅了解了古代文化和艺术，还能够感
受到古人们对美的追求和智慧的传递。

尽管传统壁画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它的当代价值并没有因此
而消失。相反，传统壁画通过与现代艺术形式的对话和融合，
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传统壁画不仅可以作为艺术展览和艺术
研究的对象，也可以在当代建筑和公共空间中起到装饰和陶
冶情操的作用。此外，传统壁画的传统技艺也需要传承和发
展，以保持其活力和创新性。通过参观传统壁画展览，我深
刻地认识到传统壁画是一门值得珍视和传承的宝贵艺术形式。

总结：

通过赏析传统壁画，我体会到了其艺术技巧的独特和多样性，
领悟到了其中蕴含的生活哲理和情感表达，了解了传统壁画
的古老历史和文化意义，并认识到其在当代社会中的重要价
值。传统壁画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不仅能够满足人们的审美
需求，还能够激发人们对生活的思考和对美的追求。对我来
说，这次传统壁画展览不仅是一次视觉和心灵的盛宴，更是
一次对艺术和文化的启迪和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