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苦旅心得体会 读文化苦旅的心
得(实用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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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体会可以帮助
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通过总结和反思，我们可以更清楚地
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足，找到自己的定位和方向。下面我帮
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心得体会范文，我们一起来了
解一下吧。

文化苦旅心得体会篇一

《文化苦旅》是余秋雨的一本散文集，主要经过描述地理风
物以及文化历史胜迹来寻求文化灵魂和人生真谛，例如莫高
窟、宁古塔、寺庙、黄州突围等，向我们展示了中国人的人
格特性和历史命运。读了这本书，让我受益颇多，尤其是对
于历史的思考和探索，让我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得到了很
多启发，“以史为镜，能够知兴替”在那里得到了完美的展
示。

也让我见识到了古人的智慧和文化的魅力，获益良多，这真
是一本好书！

文化苦旅心得体会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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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苦旅心得体会篇三

张掖的名称也是有说法的，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元鼎六年，
汉武帝下令拆分酒泉郡，设立张掖郡，希望“断匈奴之臂，
张中国之掖”。可见，张掖诞生之初，就肩负重任，被寄予
厚望。

张掖在汉匈战争中的重要性，在于其地理位置。祁连山中部
有一个山口，叫扁都口，海拔3500多米，扼守蒙古与青藏高
原交通的要道（祁连山的垭口）。而张掖正好位于扁都口以
北，占领这里就能切断匈奴与羌的联系。东西向来看，想出
阳关、玉门关通西域，张掖也是必经之地。

原计划此次出行是只想前往七彩丹霞景区，机缘巧合下也前
往了平山湖大峡谷，从地理地质的角度而言，这两个地方确
实可全权代表中国北方丹霞地貌，甚至在世界丹霞地貌上也
有一席之地，七彩丹霞景区在20年冬天刚刚被评为5a景区，
同时也归录为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其影响力愈渐增大，平山
湖大峡谷位于甘肃省张掖市和内蒙古阿拉善右旗的交界处，
之前因为高速公路没有建设，一直不为众人所知，今年春，
高速公路全线通车、基础建设也进一步改善，其知名度也在
增加，被《中国地理杂志》誉为“比肩张家界、媲美美国科
罗拉多大峡谷、丝绸之路新发现”，亿万年的风雨沧桑，大
自然神奇造化，使得这里峡谷幽深，峰林奇特。

平山湖大峡谷海拔高度约1500至2550米，其地质构造属于红
层地貌，也就是丹霞地貌，即发育与中生代侏罗纪至新生代



第三纪沉积形成的红色岩系，峡谷以流水沟壑为基本特征，
山势低且平缓，以沙石山为背景。和张掖的七彩丹霞不同的
是，平山湖大峡谷更多的是典型的西北风光，苍凉萧瑟，在
峡谷中一路行走一路感受，不知不觉就会让你想起庄子
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一次次前往，一次次出发，在游
历于山水之间后，你会发现自己的胸襟、视野视乎也在一次
次变得开阔、明朗起来。

随后，驱车前往七彩丹霞景区，在来之前，关于七彩丹霞的
美景已经关注了许多，多到近乎有些腻了，甚至想直接前往
敦煌，但当自己身临其境的时候，还是被震撼到了。作为地
理人，错过确实可惜。

它表现的视乎更多的是南方水乡多彩景色，很难想到自己置
身于荒凉大漠之中。它是中国发育最大最好、地貌造型最丰
富的地区之一，是丹霞地貌中的精品。你会看到七彩峡、七
彩大扇贝、七彩练、火海、刀山等奇妙景观，层理交错、色
彩斑斓，十分绚丽。

文化苦旅心得体会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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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苦旅心得体会篇五

《华语情结》是一本书，有美丽的文字，但有意义的文字。
这本书让我南北旅行，带我穿越时空，经历了唐宋元明清的
历史。这本刻印的是中国著名的名胜古迹和风土人情，可以
说是游记；其中记载了许多前朝；也可以说是历史可考；全
书中其的喜怒哀乐、诗画，使这本书成为一部非常好的散文
集。

狂奔在中华民族的土地上，作者用自己独特的观察和洞察，
对这个古老民族的深层进行了深刻的思考，用他细腻的笔触，
进行了一次“苦涩的旅行”，对中华文化进行了审视。这本
书里有太多的心路历程，让我难以承受，无法亲身经历。苦
涩的味道，在看到《文化苦旅》之前，不会想到一个引人入
胜的景点和历史遗迹背后会有如此深刻的含义；作者把他的
精彩文字和干净优美短文的散文结合成精彩的文章。走进书
中的情境和反思，不禁认真起来。我像一个被押送的孩子，
被流放到一个我不宅地熟悉的工业用地，这迫使我前进。我
眼前莫高窟有洞窟。洞穴依旧壮观，石像壁画依旧光景。我
静静的看着投射只见在岩壁上的光影变化，就像他们静静的
看着千年敦煌的变化。千年前的`第一刀，千年此后开启开启
了雄伟的莫高窟。它遭受了浩劫：王道士手里的一串钥匙守
护了敦煌几百年，却把它留在外人手中，而华夏亲族也抛弃
了它。那辆文物古迹马车和装载文物的马车被出口到外国。
多年后的今天，这个神秘而有意义的洞穴为什么能吸引所有
的目光？它不是一种耀眼的外表，而是一种仪式，一种人性，
它的深层内涵。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美也有一个宗教的世
界，它是一个千年中国的标本，一个同样美的标本，尽管它
曾经是不完整的、无情的、任意的改造。

苦和甜属于一个家庭。苦为先，甜为后。就像余虞丘拿冠军
一样《文化苦旅》！但是苦难之中处处有希望。



文化苦旅心得体会篇六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处处都有值得人去思考的地方，如果说
中国文化是太平洋的话，那么余秋雨就是一个航海家，而我
也勉强算得上是他的小追随者。

一路上，余秋雨引领着我去踏遍祖国的大江南北，领略着大
自然的美好风光，深思着中国文化的发展。他的探索之旅不
像陈景润那样在字母的世界中遨游，可以说是飞翔，从山脚
飞向山顶，从江南飞向那更远的地方。

第一站，我们来到了道士塔。青砖黄泥，这再普通不过;细细
探探，才知道它大有玄机，可是这也是一种耻辱。道士塔只
是个普通的佛教地方，可当那王道士开掘了一门永久性学问
的洞穴后，这儿再也不普通。王道士也成了达官贵人宠
的“妃”，王道士的古文物，不，是正用在阿谀逢迎的官场
的中国的古文物，它们的清白也渐渐被抹黑，更糟的是：外
国友人的不客气，王道士的傻笑，中国古文物就此一车一车
地安全运出国境，王道士与外国友人的寒暄，唉!伤心欲绝!
经历如此难堪的旅途，思的多了，得的也多了。

再乘船去那个三峡吧，离开道士塔，去找李白和刘备罢了。
也许三峡之流正是为了这两股主流而日夜不息地争流着。放
眼现在，三峡大坝工程的逐步完工，中国人逐渐满足了自己
对能源的需求，这无不是三峡的功劳。无论怎样，三峡蕴藏
着无限的能源和智慧。

苦旅，也不算太苦，只是思想上受点儿跌宕而已。对文化的
追思和探索是无休止的，那是因为人生也是个无休止的边界。
就正如智者说“不在乎你拥有多少钱，就在乎你花了多少钱"。
同样不在乎你有多聪明的头脑，就在乎了有多少有内涵的思
想，好的思想多了，人就富了。

不管是春温秋肃，还是大喜大悲，最后都是要闭上眼睛，回



归于历史的冷漠，理性的严峻罢了。

文化苦旅心得体会篇七

在文化苦旅这本书中，作者为我们呈现了一个跌宕起伏的生
活故事。而在这本书的单独章节中，作者更是详细地讲述了
自己的心得体会。这些章节不仅给予了读者更多的细节，更
展现了作者对人生的思考和领悟。接下来，我将从不同的角
度展开对这些单独章节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作者对自我寻找的探索

在文化苦旅的单独章节中，作者通过描述自己对心灵的寻找
和探索，向读者传递了对于人生意义的思考。在面对生活的
起伏和迷茫时，作者选择了远离尘世喧嚣，置身于自然的怀
抱中。这种寻找和探索的过程，不仅帮助作者找到了内心的
平静，更让她明白了生活的真正意义所在。通过感受大自然
的美丽和力量，作者呼吁人们要保持对自然的敬畏之心，以
此来拨开内心的迷雾，找到生命的真正价值。

第三段：作者对文化交流的理解

文化苦旅的单独章节中，作者还详细地描述了她对文化交流
的理解和体会。作者通过与不同文化的人们相处和交流，意
识到了文化之间的包容与交融。在文化的碰撞中，作者发现
每个文化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和价值。通过相互交流和学习，
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尊重不同的文化。这种文化交流不仅
能够拓宽我们的视野，还能增进各国之间的友谊和合作。因
此，作者呼吁人们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去探索和接纳不同文
化的魅力。

第四段：作者对心灵成长的启示

在文化苦旅的单独章节中，作者通过自己的经历，给予了读



者对于心灵成长的启示。作者描述了她在面对挫折和困难时
如何积极应对，并从中汲取力量。通过这些经历，作者告诉
我们，每一次困难都是一个机会，是我们成长和进步的契机。
只有在与困难抗争中，我们才能发现自身的潜力和价值。因
此，作者呼吁人们要勇敢面对生活中的挑战，相信自己的力
量，并不断努力追求内心的成长。

第五段：鼓励读者去体验和探索

通过文化苦旅的单独章节，我们能够感受到作者对于生活的
热爱和对于人性的思考。这些章节给予了我们在追求梦想和
理想的道路上的指引和鼓励。因此，我呼吁读者们要积极地
去体验和探索，去发掘自己内心的渴望和梦想。只有主动去
寻找，我们才能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意义和价值。同时，
也要保持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去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和信仰，
从而实现个人与世界的和谐共存。

总结：

文化苦旅的单独章节中，作者以自己的经历和体验，向读者
传递了对于人生意义、文化交流和心灵成长的启示。这些章
节不仅给予了读者更多的细节，更让我们思考并思绪万千。
通过理解和领悟这些心得体会，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和
他人，更有力量去追逐梦想和实现人生价值。希望大家能够
积极地去阅读并体会这些单独章节，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人
生方向和愿望。

文化苦旅心得体会篇八

第一段：介绍文化苦旅的背景和目的（200字）

文化苦旅是一种独特的学习方式，它不仅让我们了解不同地
区的文化，还能够带领我们享受旅行的快乐。在这次文化苦
旅中，我们选择了第一篇作为起点，希望通过深入了解文化



的基础知识，来打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通过这次旅行，我
学到了很多知识，也得到了一些宝贵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文化苦旅的收获和感悟（300字）

在文化苦旅的第一篇中，我们深入了解了传统文化的源起和
基本概念。我认识到每个文化都有它独特的价值观和生活方
式，这些多样性使得我们的世界更加丰富多彩。通过参观当
地博物馆、历史建筑和文化遗址，我对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
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同时，我也感受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
相互影响和交流，这让我深信文化的多元性是人类社会进步
的基石。

第三段：文化苦旅的启发和启示（300字）

在文化苦旅中，我发现不同文化对待时间、空间和价值观的
态度存在很大差异。有些国家重视规划生活和工作，注重时
间的精确度和效率；而有些国家则更加注重放松和享受，对
时间较为灵活。这种差异使我意识到，每个文化都有它独特
的价值观和观念，对待生活的态度也因此不同。这给我带来
了一些启发，让我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重新审视我对时间
和价值的看法。

第四段：文化苦旅的困难与挑战（200字）

尽管文化苦旅是一次丰富的学习经历，但也存在一些困难和
挑战。语言障碍是其中一项主要挑战，有时候我们在与当地
人交流时会遇到沟通困难。此外，适应不同的饮食、交通和
住宿条件也需要一定的耐心和适应能力。然而，这些挑战都
是锻炼我们的机会，通过克服困难，我们能够成长和提高自
己的适应能力。

第五段：文化苦旅的意义和期待（200字）



文化苦旅让我对不同文化充满了好奇和兴趣，也加深了我对
多元文化的尊重与理解。通过与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和交流，
我相信自己会变得更加包容和开放。我期待着未来的文化苦
旅，希望能够继续扩展我的视野，不断拓宽我对世界的认知。
我相信这种学习方式不仅能丰富我的知识和经验，还能够培
养我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未来的发展打下坚实的
基础。

总结：

文化苦旅第一篇的心得体会使我获益匪浅。通过深入了解传
统文化的源起和基本概念，我不仅学到了很多知识，也结识
了许多有趣的人。同时，文化苦旅也让我认识到了文化的多
元性和相互影响，让我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和兴趣。尽管存在
一些困难和挑战，但我相信这些经历将对我未来的发展产生
积极的影响。我期待着未来的文化苦旅，希望能够继续深入
了解不同文化，不断拓展自己的视野。

文化苦旅心得体会篇九

《文化苦旅》是一本文字优美却又言之有物的书。这本书让
我游历了大江南北，带我穿越时空，领略唐宋元明清的历史。
本书写的是中国名处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可按以说是一
本游记;而在其中又记录了许多史实;也可以说是一部史记;而
全书流露出的喜怒哀乐、诗情画意，又使这本书成为一部很
不错的散文集。

走在中华民族的土地上，作者用其独特的观察力和洞悉力去
深思这古老民族的深层文化，用心思细腻的笔触，为这趟巡
视华夏文化的「苦旅」，这本书里头有太多不忍与亲身体验
的辛酸。苦苦的味道，未看过《文化苦旅》之前，大概也不
会想到，一处处令人流连忘返的风景名胜与历史古迹在它们
的背后会有如此深层的涵义;而作者运其妙笔，以干净漂亮的
散文，组合成了一篇篇绝妙的文章。走进书中的情境与思考，



我不禁严肃起来。像一个被流放的孩子，流放到一块自己不
熟悉的土地，逼使我不得不走向前去。眼前出现了莫高窟的
石洞，石洞依旧壮观，石像，壁画依然不言，我静静看着光
影投射在石壁上的变化，如同它们静静地看着敦煌千年的变
迁。千年前的第一刀划下，开启了千年后莫高窟的壮丽。它
曾遭遇浩劫：王道士手中一串钥匙把守了千年的敦煌，却任
其流落在外人手里，而中华子孙却也将之弃而不顾，那一马
车，一马车的文物输往外国。多年后的今天，那神秘又充满
意义的洞窟，为何能引起大家的注目它并非外表炫丽，而是
它只是一种仪式，一种人性的，及它深层的蕴藏。我们在这
儿看到，美，也有宗教的天地，以及它是中国千年的标本，
一样美的标本，纵使它曾经残缺，被人无情的，任意的转换。

在柳侯祠前，由一尊石像追想柳宗元的一生，从他的文才想
至他的被贬，既遭贬谪，而永柳二州又是荒远之地，因此他
自放于山林水泽之间，将其困厄感伤的心境，完全寄托在游
赏山水之间与文章创作之中，使中国文学史上拥有了「永州
八记」这样出色的山水文学，这样的一代士人的气节与傲气
让后世学者不得不去尊敬他的文化意识及人格，带着崇敬和
疑问来瞻仰这位大文豪。

苦与甜本是一家，先苦后天，才知甜滋味。正如余秋雨把书
名取作《文化苦旅》!但苦中处处有希望的曙光。

文化苦旅心得体会篇十

初看到《文化苦旅》的目录时，我以为是游记一类，只是莫
名奇妙游走在这些山水间怎么能称作“苦旅”呢？读起来才
知道书中的足迹都是些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较深足印的地方，
这些山水已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了。

我跟着余秋雨的足迹从大西北的敦煌起步，转到武侯祠、都
江堰、三峡，再到天柱山、天一阁，最后的落脚点竟是东南



亚的埋葬日军的坟地。我被作者带领着面对一堆堆文化的断
壁残垣，心情不仅仅是沉重、还有寒冷、忧伤、沉默、悲愤。
我们几千年的文明古国的博大文化竟经历了这么多的沧桑与
悲苦！阅读此书我不仅获取了大量的历史、文化知识，而且
被作者带领着一起思索和感悟。所以，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已
不是潇洒飘逸传统散文了，而是充满了厚重的历史和文化底
蕴沉思录。

还记得初读《道士塔》“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
比之于被官员大量糟践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
宁肯放在伦敦博物馆里！这句话终究说得不太舒心。被我拦
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
能让它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读到此处，我和作
者一样要高喊：“我好恨！”，我恨愚昧无知又贪婪的王道
士为了几块银元就拱手送走了国宝，我恨清朝官员没有历史、
文化的责任感那么目光短浅，我恨外国冒险家用“童话”对
我国进行的文化掠夺，恨自己未能早生几百年？？我恨即使
我早生几百年却也只能在沙漠里大哭一场。擦干泪，我才知
道生在今天的我们对祖国文化肩负着的'历史责任。也许作者
想告诉我们祖国传统文化的根源，也许想借历史告诉我们肩
负的责任，正如《风雨天一阁》结尾叙述的：“你来了吗？
你是哪一代的中国书生？”我也在问着自己。

《文化苦旅》的读后感13

王道士和我一样也姓王，但读了余秋雨先生所着的《文化苦
旅》中的《道士塔》后，我不知是该为他辩还是该骂他，或
者说既不辩也不骂。作为原本是湖北麻城的一个农民，他大
概小时候因家贫没有读过什麽书，或者说是没有接受过系统
而规范的教育，以至于不太明白眼前这些敦煌文物的价值。
一个没有学过什么知识的农民又能对他苛求多少呢?对于一个
贫困的农民来说，眼前这些文物是不能喂饱肚子的，远没有
那些洋大爷们口袋里沉甸甸的银元来得实惠。至少那些银元
可以换来粮食和土地，甚至这一辈子都不敢想有的老婆与孩



子。

一个农民又能想得多远呢?无非是一家人的温饱或者是一个人
的温饱罢了，而洋大爷们呢?用几个小钱就能骗取人家的国宝，
当然是非常之乐意与这样一位中国传统的农民老道做一笔有
赚无赔的划算买卖的。所以罪不在王道士，或者说敦煌文物
大面积遗失之罪不能全怪在王道士一人之身上。

外国人能够如此轻而易举的从王道士一人手中，用极少的银
元购走大批敦煌莫高窟里价值连城的文物，这与当时清政府
对敦煌文物的漠然视之，有直接的关系。一个农民有如此的
胆量与权利出卖世界级文物，晚清政府对敦煌文物的轻视程
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如果余老先生认为不喊一声我好恨!不足以解心头之恨的话，
那么我觉得，愚昧无知的王道士固然是该恨，即使他是笔者
的家门，笔者我也绝不会对他有任何的姑息。但签署丧权辱
国条约的清政府就更可恨!因为有这样无能的政府，才会有这
样肆无忌惮的农民，因为有这样肆无忌惮的农民才最终导致
了敦煌文物的大量流失。这些都不是单个的事件，这是晚清
政府的无能和腐败所必然导致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