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娄山关心得体会 娄山关之旅心得体会
(优质5篇)

体会是指将学习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反思学习
内容并记录下来的文字，近似于经验总结。我们想要好好写
一篇心得体会，可是却无从下手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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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娄山关心得体会篇一

娄山关作为我国古代的一大关口，历史上曾经屡次承受外来
侵略的洗礼，是中华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前段时间，
我有幸参加了娄山关的一次旅行，深入了解了这座名关的文
化内涵，留下了深刻的感受和体会。下面，我将从参观景点、
感受历史、领略文化、品尝美食、交流心得五个方面来谈谈
我的心得体会。

一、参观景点

娄山关的景点非常丰富，其中包括碧霄殿、南望山、关山牧
场等许多著名的文化景观。我们在参观中，特意注意到了碧
霄殿这一重要景点。这里保存着丰富的文物和历史文化遗迹，
细看碧霄殿的历史和文化，真是让人叹为观止。在这里，我
们不仅清晰了解了娄山关的防御历史，也更加深入地了解此
地的文化底蕴。

二、感受历史

在走访娄山关的过程中，我们不由徜徉于历史的大海中。深
深感受到这座名关曾经承担了什么样的重要历史使命。娄山
关曾经屡次被外族侵略，经历了暴戾，反抗和成长，历经历
史的洗礼，逐渐形成了一代代娄山关人坚毅、勇敢、忠诚、



智慧的行为方式。这些历史遗迹不仅让我们了解这里的历史
变迁，更重要的是熏陶着我们的情操和了解我们的责任。

三、领略文化

娄山关的文化历史非常丰富，特别是和关内的文化有着密不
可分的关系。这里的文化还有许多是属于传统文化。我们在
谈论中听到了许多西原的风俗民情和历史事件，通过了解这
些，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西原。有远足、摄影、田间采摘、群
众广场舞和餐饮等许多娱乐活动，这些都是旅游文化的重要
环节，使我们更好地领略到当地的文化魅力。

四、品尝美食

在娄山关之旅中，我们品尝了当地独特的美食，非常诱人。
南瓜糕、羊肉串、山城面条和崇明蟹粉等，都是当地特色的
美食。为了品尝这些美食，我们也深化了对地方文化的了解
和印象，地方特色美食不仅有美味，更重要的是对地方文化
特征的体现。

五、交流心得

此次娄山关之旅，我们还结识了许多旅游的朋友，开展了许
多交流。通过旅游交流，我们更清楚地认识了不同地方的文
化和特色，让我们在通过旅游了解其他地方文化的同时，也
发现了自己身上的文化底蕴，让我们在回来后更好的传承家
乡的文化。

总之，此次娄山关之旅非常精彩，通过旅游体验，让我们更
好地了解了这一历史文化名关的故事和传说。同时，也增长
了我们的见识和提高了我们的文化品位。希望娄山关的历史
文化和自然景观能一直保持浓厚活力，为我们的后代留下更
多的韵味和回忆。



娄山关心得体会篇二

开学的第一周，我们迎来了新学期里的第一堂课--电子工艺
实训课。对于新学期里的新课程、新知识，我有种迫不及待
的感觉。

在这一学期里，我们首先接触的是对电子元件的初步认识，
还有电路的结构和布局。而这一实训课里最重要的东西便是
日常生活里所见到的电焊。在课堂上，老师指导了我们对电
焊的使用，由于在焊接过程中，加热的电焊是比较具有危险
性的，如果使用不当会对自己或别人造成伤害。所以我们必
须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正确的使用方法去使用电焊，避免烙
伤事故的发生。

当我们初步掌握了电子元件的焊接方法技巧之后，便可以开
始尝试焊接一些电路板元件了。其中电子元件的布局是很重
要的。因为它关联到电路连接的方便简洁。

实训课已渐入尾声，通过这一次，我们又收获到了很多珍贵
的`知识，而这与老师的辛勤是离不开的。在此，我和全体同
学对老师说一声谢谢!老师您辛苦了!

娄山关心得体会篇三

娄山关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嵩县娄山关镇，是中国历史上重要
的关隘之一。身为一个文化爱好者，我一直对娄山关有着浓
厚的兴趣。最近，我有幸到娄山关旅行，亲身体验了这个历
史悠久的地方。在这次旅行中，我深深感受到了娄山关的神
奇魅力，并从中收获了许多宝贵的体会和心得。

第一段：历史的魅力

来到娄山关，我首先被它悠久的历史所吸引。据史书记载，
娄山关始建于公元前685年，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这座



关隋唐时曾经是很重要的关口，不仅能够阻挡北方游牧民族
的侵略，还是宋代兵家必争之地。站在娄山关顶上，我能够
俯瞰远处的山脉，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和悠远。在这里，我
能够看到古代士兵曾经奋勇争斗的场景，想象他们曾经的英
雄事迹。历史的魅力让我对娄山关产生了深深的敬意和向往。

第二段：自然的美景

娄山关的美不仅仅在于其历史，还在于它周围的自然景观。
这里山清水秀，风景如画。走在娄山关古道上，我能够看到
绵延的山脉和峻峭的悬崖。在石阶上攀登时，我仿佛进入了
一个神话世界，大自然的美景让我为之着迷。特别是在娄山
关附近的嵩山上，我还有幸登上嵩山主峰，俯瞰四周的美景。
这种大自然的壮丽景色让我感受到了生命的活力和美丽。自
然的美景让我更加喜爱娄山关和它周围的环境。

第三段：文化的瑰宝

作为一个文化爱好者，我最喜欢的是娄山关所蕴含的丰富的
文化。娄山关不仅有着庄严的古建筑，还有众多的传统节日
和民俗活动。关内的建筑和纪念碑都带有浓厚的历史氛围，
令人陶醉其中。而在娄山关镇上，每年都会举办一系列庆典
活动，例如娄山关古道文化节和娄山关镇民俗文化节等，让
人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娄山关的文化和历史。在这里，我不仅
学到了很多历史知识，还体验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文化的
瑰宝让我感受到了娄山关的独特魅力。

第四段：人文的情怀

娄山关不仅仅是一个美丽的旅游景点，更是一个有着浓厚人
文情怀的地方。在这里，我有机会与当地的居民交流，并了
解了他们的生活和思想。他们友好热情，乐于与我分享他们
的故事和见解。他们的热情和真诚让我感到宾至如归。此外，
娄山关附近还有一些传统手工艺品店铺，我在这里购买了许



多精美的手工艺品，作为纪念和礼物。这些人文情怀让我与
娄山关产生了深厚的情感联系，使我更加喜欢这个地方。

第五段：心灵的启迪

综上所述，娄山关带给我的不仅仅只有美景和历史，还有丰
富的文化和人文情怀。这次旅程让我对娄山关有了更深入的
了解和认识。通过亲身体验，我深深感受到了娄山关的神奇
魅力，并从中获得了心灵的满足和启迪。我相信，娄山关这
个历史悠久的地方将会一直留在我的心中，成为我生命中重
要的一部分。

娄山关心得体会篇四

【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诵并背诵课文。理
解诗意及蕴含的思想感情。

1．针对单元重点和教材内容，我认为本文的教学重点是：感
受红军的大无畏精神、英勇豪迈的气概。领略毛泽东作为诗
人的豪情和作为一代伟人的博大胸怀、高昂气质。

采用多媒体教学，利用图片、音乐、视频等多媒体素材。
【课时安排】

一课时（40分钟）【教学过程】

一、复习导入：

师：复习《沁园春长沙》

（课件展示）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并背诵课文。理解诗意及蕴含
的思想感情。

2、感受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
英勇豪迈的气概。

3、学习作者从容不迫的气度和博大胸怀。

二、弄清标题，了解背景 师：我们常说：“标题是文章的眼
睛”。我们拿到一首诗词，首先要读的也是标题。明确：忆
秦娥是词牌名，源于李白的词“秦娥梦断秦楼月”，而娄山
关是本词的题目，也是本词的写作地点。师：1935年在娄山
关究竟上演了一段怎样的历史呢？（教师介绍，课件展示图
片）

又名太平关，位于大娄山脉的主峰，海拔1400余米，娄山关
关口地势险要，四周崇山峻岭，悬崖峭壁，群山中只有一条
盘山公路通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有“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之称。关南50公里为遵义市城区。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战略性大转移--长征。初期，王明等
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军事上遇敌硬打硬拼，使红军处于被动挨
打的局面。1935年1月，红军遵义会议后，纠正了组织和军事
上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军的领导地位。从此，红军改
变了以往的被动局面，在战略上转入主动的态势。1月中旬，
红军离开遵义，过娄山关，娄山关在贵州省遵义城北娄山的
最高峰上，是防守贵州北部重镇遵义的要冲。上任伊始的毛
泽东求胜心切，敌情未明而猛攻四川土城。没料到四川兵十
分打得，红军折兵数千，败下阵来。此时蒋介石集结重兵，
封锁长江，严守川黔边境。毛泽东当机力断，决定放弃和张
国焘会合的这一长征初始目标，回贵州攻打战斗力薄弱的黔
军。这是长征途中最重大的战略转折。彭德怀亲自带兵急行
军在2月26日下午抢占娄山关，接着几天，又在娄山关周围歼
敌二个师，取得了自从惨败湘江，损失一半人马以来的长征



途上的第一个大胜利。也是遵义会议后的第一个大胜利。这
首词作于2月26日左右。

三、初读全词

1、生自由读：

2、指读（教师给予鼓励指导，提示学生注意节奏的把握。）

3、教师范读

4、听配乐诵读，整体感受词的意境。

5、齐读

四、品读鉴赏

师：同学们都能准确地读出词了，但若要真正地读好它，还
需要我们细细品读，才能走进诗词，走进作者的内心深处。
首先让我们透过诗歌的意象体悟意境。

1、透过意象，体悟意境

师：请大家带着这个问题自读这首词。

师：这是什么时候的看到的情境？娄山关战役胜利归来 明确：
在我们的眼前出现的是一幅胜利越关图 师：让我们在歌声中
体悟这首词的意境。

播放歌曲，给学生创设氛围，让学生再次体悟那诗中的画面。

2、推敲词语，品味精妙。师：读毛泽东的词，如读一幅幅画，
一幅幅山水画，一幅幅逼真的、动感十足的画。《沁园春长
沙》一个“看”字让我们看到毛泽东指点江山的情境。在这
首词中又有什么词用得如此精妙呢？（学生分析，教师归纳）



（1）“碎” ：是马蹄声断断续续、时断时续、零零落落，
是零碎、杂乱、急促的，说明走在崎岖不平山道的红军马匹
之多和红军行军之急。（师生共同用手指体会万马平川奔腾
的声音与万马在崎岖道路上奔跑的声音，从而理解“碎”的
妙处。（2）“咽”：喇叭声时断时续，低沉呜咽。

（3）漫道：不要说，表达了对险阻的蔑视，对据险顽抗之敌
的鄙视。（4）“铁”：充分体现雄关的坚不可摧。
（5）“越” ：形象表现了红军翻越时的雄姿，表达红军再
次跃过娄山关的胜利豪情。（可请学生表演“越”的动作）

[设计意图：让学生通过自身体验体会词中用词的精妙。]

3、通观全词，把握情感。

师：毛泽东在自注此词时说：“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
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板书沉郁）

板书：亦喜亦忧 “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师（总结）：有
同学认为这两句只写眼前所见之景，有同学认为这是借眼前
之景抒发娄山关战争的胜利，因为长征的前期一直都打败仗，
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是遵义会议后的第一次
胜利，长征中的第一次胜利；还有同学认为这是借眼前之景
暗写红军排除外难取得胜利，预示未来斗争的艰辛与曲折。
每个同学都能从中读到属于自己的见解，这就是诗词的最大
魅力。这就是我们说的“诗无达诂”。

五、布置作业，课外拓展

1、背诵全词。

2、收集自己喜欢的毛泽东诗词。（课件出示）【板书设计】

毛泽东



上阙：

西风、长空、雁群、霜、冷月、马蹄声、喇叭声

碎：马蹄声断零碎、杂乱、急促

咽：喇叭声时断时续，低沉呜咽

下阙：

雄关、苍山、残阳

漫道：对险阻的蔑视，对据险顽抗之敌的鄙视。

铁：体现雄关的坚不可摧

越：翻越时的雄姿

胜利豪情

霜晨行军图

沉郁

胜利越关图

亦喜亦忧

娄山关心得体会篇五

娄山关是我国著名的关隘之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宜阳县境
内。近日，我有幸到娄山关游玩，深刻感受到了这个古老关
隘的历史魅力和自然风光。在这次旅行中，我收获了许多宝
贵的心得体会。



第一段：历史印记

娄山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东汉时期，至今已经
有数千年的历史。这座关城曾是中原地区与西北地区的重要
交通要塞，也是对抗北方民族入侵的前沿防线。站在古城漫
长的城墙上，我仿佛看到了历史的印记，感受到了曾经那些
身经百战的古人的勇猛心志。娄山关的历史令我深感震撼，
更加珍惜现在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

第二段：壮丽山川

娄山关位于汝河两岸，是太行山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的
山川壮丽，群山奇峰、沟壑纵横，给人一种恢弘大气之感。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关城东、西两侧的奇峰，如关于东侧的东
庙山、李白岳，以及西侧的塔子山、李白洞等。我爬上了塔
子山，俯瞰娄山关全景，只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仙境之中。
壮丽的山川带给我无穷的想象力，激发了我对大自然的热爱
之情。

第三段：文化艺术

娄山关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这里有着丰富的
人文历史，是许多文人墨客的红尘游记。以唐代著名诗人杜
甫和李白为代表的文化名人，都曾在此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
篇。在娄山关内，我参观了李白洞，洞内有着李白墨迹众多，
其中的《娄山关吟》称颂了娄山关的壮丽景色和英勇歌颂。
这些文化遗产让我感受到古人的智慧与才情，也深深激励了
我学习和创作的热情。

第四段：民俗风情

娄山关地势险要，民风淳朴，保留了许多传统的民俗风情，
令人神往。我游览了宜阳县的农田风光，被那一片片金黄的
麦浪所吸引。在农村小屋里，我还亲身参与了一些民间活动，



比如学习剪纸、打豆腐。这些活动不仅增加了我的亲身体验，
也让我更加了解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和民族精神。

第五段：环境保护

在这次旅行中，我也意识到了娄山关所面临的环境保护问题。
尽管有许多保护措施在进行中，但仍然面临山体滑坡、生态
破坏等问题。我认为，保护娄山关的生态环境是我们每个人
的责任。我们应该加大环境宣传教育，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
积极参与到保护娄山关环境的行动中去。

总结：

娄山关的历史悠久、山川壮丽、文化底蕴深厚、民俗风情浓
郁、环境保护亟待加强。这次旅行让我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自
然风光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增添了我更多的心得体会。我
将会把这些体会融入生活中，更加热爱祖国，关注环境，为
保护娄山关的美丽与独特作出应有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