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文化苦旅的旅行 文化苦旅第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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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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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苦旅的旅行篇一

文化苦旅是一种令人兴奋又痛苦的旅程。它是对自己认知的
一次挑战，也是对世界多样性的一次探索。在文化苦旅的第
一篇中，我融入了不同的文化背景，与各国友人交流，领悟
到了许多宝贵的体验和心得，这些不仅拓宽了我的眼界，也
影响了我对自己和他人的看法。

第二段：接触不同文化的初始困惑

当我踏上文化苦旅的征程时，我对自己所处的文化背景感到
自信满满。然而，当我与来自不同国家的友人交流时，我意
识到自己对世界的了解还非常有限。我发现，我的思维习惯
和价值观与他们有很大的不同，这让我感到困惑和迷茫。

第三段：破除困惑的努力和收获

为了更好地融入异国文化，我开始积极努力地学习和适应。
我努力了解各国的风俗习惯、历史文化，以及他们的价值观
念。我也主动与当地人交流，尝试用他们的语言交流，并了
解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在这个过程中，我经历了很多的困难和挫折，但也收获了很
多宝贵的经验。我发现，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蕴藏着丰富的智
慧和美好。我开始意识到，仅凭自己的视角和经验来看待世



界是非常狭隘的，而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去接受和尊重他人的
文化。

第四段：对自身成长的思考

通过文化苦旅的第一篇，我能够更好地反思和调整自己。我
深刻认识到自己所处的文化背景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而在
这个广阔的世界中，还有无尽的可能性等待着我去探索和发
现。

我发现，拥有开放的心胸和包容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只有
抛开成见和偏见，我们才能真正融入其他文化，吸收新的思
想与观点，从而让自己变得更加全面和丰富。

第五段：结论和启示

文化苦旅的第一篇让我受益匪浅。我不仅看到了不同文化的
多样性和魅力，更懂得了如何尊重和包容他人的观点和习惯。
我相信，只有通过文化的交流和相互理解，我们才能建立更
加和谐和平的世界。

文化苦旅的第一篇给予我许多启示，也让我更加热爱旅行和
探索不同的文化。我愿意将这些宝贵的经历和心得分享给更
多的人，一起去发现世界的多样性，拥抱不同的文化，成为
一个更加开放和包容的人。

文化苦旅的旅行篇二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和参与文化苦旅，这一旅行
方式在旅游市场上日渐受欢迎。近期，我也有幸参加了一场
文化苦旅的第一篇，对于这次旅行，我收获颇丰。下面将通
过五段式的结构来分享我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感知之旅



作为一场文化苦旅，我充分感受到了旅行中的体验和感悟。
首先，我们走过了一座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感受到了古城的
宏伟、瑰丽和秀美；其次，我们参观了一些博物馆和文化遗
址，了解了丰富的历史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最后，我们也
和当地居民交流，了解到他们对文化的理解和信仰。通过这
些感知，我深刻意识到文化作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对于
一个地区的发展和繁荣至关重要。

第三段：自我反思

在这次文化苦旅中，我也对自身进行了一番反思。首先，我
意识到自己对文化的了解和认识还非常肤浅，很多历史事件
和文化细节都仅仅停留在表面。所以，我决心要加强对文化
的学习和了解，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其次，我发现自己在
与当地居民交流时，由于缺乏相应的文化背景知识，无法与
他们进行更深入和有意义的对话。因此，我要多读书、多看
报，丰富自己的视野和知识面。通过这次文化苦旅，我认识
到自己在文化方面的不足，也积累了提升自己的动力。

第四段：文化传承的重要性

在文化苦旅中，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文化传承的重要性。作
为一个民族或地域，如果不能对自己的文化进行有效传承，
就会失去独特性和核心竞争力。文化是一个民族独特的标识，
是一个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只有将文化传承
好，才能在全球文化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政府、学
校和社会各界应该共同努力，重视文化传承，为其提供有力
的保障和支持。

第五段：结语

通过这次文化苦旅第一篇，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文化的魅力和
重要性。文化不仅是一个人的素养和修养，更是一个国家和
地区的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重视文化



的传承和发展，不断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为文化的繁荣和
发展做出贡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文化交流中与世界各
国相互学习和碰撞，共同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

文化苦旅的旅行篇三

算起来，这本《文化苦旅》在我家的时间已经算够长的了，
大约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要母亲为我买书，她就帮我择了本
《文化苦旅》。

当时我并不知道余秋雨，也看不懂这本书，只是在写读后感
时，还似懂非懂地谈些感想，其实跟这书，关系不大。因为
因为感觉内容不是很通俗、有趣，所以我就把它撂在一边，
一晃就是六年。

六年中，我也曾试着去读，可都半途而废。

今年暑假，在整理书橱时，我发现发了它，并再一次打开了
它。我慢慢地被书中的历史、游记所吸引。从莫高窟的中华
民族痛失瑰宝到风雨天一阁那座仅存的藏书楼，从沙原隐泉
到洞庭一角，又从吴江船到牌坊。

作者走过的每一地方，似乎都蕴藏着那么多中华历史。有的
时候真想自己也能懂得中华五千年历史，每当走到1个地方，
都能想起此地过去的故事和故人的评价。

读这本书，就像和作者一起，从中国的西北走向江南。偶尔，
作者也会停下来，写一写腊梅或是写写自己的藏书，或者在
每个清静的雨夜里想起，夜雨诗意。

但是作者永远者没有忘记，真正的山水不光只是山水，更有
着"人文"。正如他自序中所说："每到1个地方，总有1种沉重
的历史气压罩在我的全身，要摆脱也摆脱不了。这是中国历
史文华的悠久魅力和它对我的长期熏染造成的。"



是的，在西天凄艳的晚霞下，我看见了王圆麓，那个敦煌石
窑的罪人;在罗池庙里，我看见了失落的柳宗元;在都江堰，
我看见了大愚又大智，大拙又大巧的李冰，在天柱山我看见
了华发苍然的苏东坡。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叫做文化苦旅?慢慢得，我明白，"苦旅"
苦在历史的重压，苦在历史的逝去，苦在古人的远离，更苦
在文人心里的敏感。

读了这本书，不仅让我略懂了作者，更让我读懂了中华民族
历史的一丝细脉。

文化苦旅读后感500字(七)

文化苦旅的旅行篇四

在一个斜风细雨的夏，轻轻翻开第一页，便再也无法自拔。

读过此书，我才知道；浙江有一个美丽的女子，叫“杭州”。
杭州的两名侍女分别叫“西湖”和“钱塘江”。

西湖的性子过于静柔，钱塘江的性子又过于汹涌。如不能将
她们的关系协调好，就无法平衡杭州的生态环境，更别提生
态文化。

于是，白居易走到了这里，多年后，苏东坡也两次到过此地，
这两位伟大诗人放下文化身份对杭州宣言，怀揣着信仰像一
名忠诚的侍卫、又像全包全揽的管家、摇身一变又成水利专
家和建城专家。

他们撇下惊世的才华，放下吟诗作对的闲情，忙忙碌碌的指
挥着庞大繁杂的工程。



还有最后用倾国之力锦上添花的吴越王、王钱镠…他们跨越
时代的沟壑，共同努力打造了让外国人马可•波罗咋舌、并称
赞为中国“最美丽，最高贵”的城市；杭州！

这位“最美丽，最高贵”杭州，像一位知恩图报的母亲，孕
育出了一个神仙般的女儿；“新白娘子”！

她这位女儿实在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而作为母亲，她
更是用一池清清亮亮的湖水，用一座宜雪宜雨的断桥，用一
座坍而又建的雷峰塔，来侍奉自己的孩子，为她塑造了一个
千古传奇的故事！

读过此书，我才知道；咱们中国历史上的东北地区，曾经来
过一批北方的少数民族，建立了盛极一时的“渤海国”，
被“李白醉书”的故事渲染着，开创了“大仁秀”时期仅一
百多年后就被契丹所灭。

读过此书，我才知道；在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中国最富足
的国家可能是山西，它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竟是中国的
贸易中心。

原来，黄土高原上飘荡的那首“哥哥你走西口……”后面，
不光有年轻恋人的依依不舍，还有男儿门踏步四方撑起的一
世纪繁华，在最贫乏的土地上创造了辉煌一时的“复盛公”
商号，奠定了整整一个包头市的商业基础。

余前辈说；“我怀疑，我们以前对这首民歌的理解过于肤浅
了，我怀疑，我们直到今天也未必有理由用怜悯的目光去俯
视这一对对年轻夫妻的别离。”

读过此书，我才知道；那个由范钦创建，并命令后代子孙严
格遵守的家规所维系的“天一阁”，现如今已是中国第一、
亚洲第一的古代藏书楼。仅居于世界第三！



这是历史留给后代子孙多么大的宝藏啊！

还有那位名叫绣芸的女子，为书而嫁，为书而亡。终究因为
范老祖宗的家规，临死也没有踏入“天一阁”半步，最终只
能嘱咐丈夫将自己葬在天一阁附近，愿化作一缕魂魄，靠得
近一些，再近一些，嗅着那千年诗书古朴的气息而不恋往生。

读过此书，我才知道；电视剧和小说里动不动就“流放宁古
塔”在清朝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事件。而曾经的宁古塔就在如
今的黑龙江省宁安市。

读过此书，我才了解到都江堰上那条李冰花八年时间才凿开
的石壁。

读过此书，我才数清了莫高窟门外、道士塔旁，那个湖北农
民出身的王圆箓是如何低价将中国千年孕育的文化、百年蕴
藏的诗经卖给几个外国人。

读过此书，我才勉强

窥见了中国历史长河中漂浮沉淀的几粒尘埃。

我常常在这样的段落间心血澎拜，不由得的停顿下来，抬头
深思。

脑袋里回荡起看过的一句话；人，看的书越多，越自觉自己
的无知。

谢谢余前辈，用厚重而感性的文笔，将历史轻轻一划而过，
另一端，直入人心坎。



文化苦旅的旅行篇五

文化苦旅是人们在游历旅途中所遇到的种种不便与困苦，从
而对目的地的文化产生了更深刻的体悟。在我的旅途中，我
曾经历过许多文化苦旅，这些经历不仅让我对文化有了更多
的认识，也使我更加珍惜身边的一切。下面我将分享我所体
会到的十个关于文化苦旅的心得。

第二段：文化交流的困扰

文化交流是旅行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在实际行动中常常会带
来困扰。语言的隔阂让我有时无法顺利与当地人沟通，感到
尴尬；在饮食上，我也曾因为不习惯当地菜肴而吃不下饭。
然而，与当地人交流的痛苦同时也是对文化多样性的领悟。
在努力适应、学习当地文化的过程中，我不仅能够更好地了
解他们，也可以在交流中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这让我更加
珍惜自己的文化背景。

第三段：文化冲突的困扰

在异国他乡，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与自己文化观念不一致
的事物。比如，一些传统习俗在我看来可能过于古板，而且
有时甚至让我感到迷茫。然而，与传统冲突的痛苦也让我更
加理解了文化的多元性。文化的碰撞和冲突，正是人们在思
想和态度上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的契机。我开始懂得以包容
的心态去面对不同文化，并认识到每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价
值。

第四段：文化遗产的损失

文化苦旅中也有一些痛苦是因为文化遗产的损失而导致的。
在某些地方，由于各种原因，许多古建筑和文物被破坏或消
失，这让我感到非常惋惜。然而，看到当地人怀着深情挽救
文化遗产的努力，我也意识到文化的可贵，并下定决心将保



护文化遗产的责任传承下去。这使我更加明确了自己的身份
认同，也激发了我对文化保护的热情。

第五段：文化差异的美好

虽然文化旅行中有许多不便和困苦，但它同时也给了我许多
美好的体验。在旅途中，我结识了许多热情好客的当地人，
并感受到了他们对待客人的真诚和友善。我还发现了一些精
彩而独特的文化表达方式，如民族舞蹈、传统音乐和手工艺
品等。通过这些美好的体验，我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了文化差
异的魅力，让我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和探索的欲望。

结论：

文化苦旅所带来的不便和困扰可能让人望而却步，但通过这
些经历，我收获了与文化深度交流的机会，也对自己的文化
身份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在接纳并学会尊重不同文化的过程
中，我发现文化的碰撞和冲突并不可怕，相反它让我们更加
宽容和理解。同时，文化遭受破坏和损失的痛苦也激发了我
保护本土文化的责任感。最重要的是，文化旅行也让我享受
到了文化差异带来的美好体验，以及对世界多样性的探索渴
望。在未来的旅途中，我将继续探索文化苦旅，并在经历中
不断成长和积累更多的心得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