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鸟的天堂的导游词(汇总6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接下
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
看一看吧。

鸟的天堂的导游词篇一

亲爱的游客朋友：

大家好，今天我要带你们去参观的地方是美丽的鸟的天堂。
我是你们的导游，我姓x，叫我x导就可以了。

你们现在看到的是一棵巨大的榕树。它历史悠久，已经活
了500多年了。据说从前天马村有权势的人一定要把为抗旱开
辟的河流堵上，这里扒成个小土堆，当地居民在上面插了一
支榕树枝，没想到第二年竟长出新芽来!这样经过年复一年的
生长，终于长成了现在这样了。这树的树冠大得出奇，枝繁
叶茂，笼罩着18亩左右的河面，独木成林。

大家试着从近处看，这里像不像一座森林?等会从远处看，就
会感觉是浮在水面的绿洲了。

你们听见了吗?到处都是鸟声，那悦耳的歌声在四面八方传出
来，真像是所有的鸟正在“叽叽喳喳”地举行大合唱呢!

你们看见了吗?这棵榕树上的鸟成千上万，品种也很多，有毛
鸡、白鹭、白鹤、灰麻鹤等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白鹤和
灰麻鹤。白鹤是早晨飞出觅食，傍晚归巢;而灰麻鹤正好相反，
晚上飞出觅食，天亮时归巢。它们每天早晚一进一出，盘旋
飞舞，交互更替，很有规律。



走进天堂，亲近小鸟，让我们一起去拥抱自然，我希望各位
朋友能够用心感受这一切的美好!虽然有些不舍，我们还是要
离开了，谢谢大家配合!

鸟的天堂的导游词篇二

各位旅客：

你们好！我们现在位于广东省新会县天马村的天马河上，将
向们介绍驰名中外的绝世佳景――鸟的天堂。

们看，那就是鸟的天堂――也是岛上绿洲――美丽茂盛的.大
榕树。现在们乘船到榕树附近仔细欣赏吧！

这棵榕树的树龄说出来会感到不可思议，它已经500多岁了！
榕树是适应于生长在亚热带地区的常绿乔木，树叶呈圆状，
花黄色或淡红色。

们知道吗？这河中心的小岛在500多年前是一个大泥墩，上面
生长着一棵榕树。这棵树可不是一般的树，它树干生枝，树
上生要根，根伸进泥土里又成树干……就这样五百年的繁衍
才形成这独木成林的希世景观。而今，仅榕树绿荫覆盖面积
已有20多亩。后来这里成为旅游区，经过扩建，现在整个旅
游区面积达40多万平方米。们先来看那美丽的枝叶，那么多，
一簇堆在另一簇上面，不留一点缝隙。那么绿，看那叶尖上
挂着晶莹剔透的露珠，在阳光的照耀下，每一片绿叶上都有
一个新的生命在颤动。

天马河这一带一年四季潮湿，这里是鱼、虾等水生物的乐园，
因而这儿的鱼虾种类繁多，坐在小船上行驶在河面上，能看
到那成群的鱼虾在水中嬉戏，伴随在小船的左右。那感觉绝
对是一个字――爽！

现在一定会问：“鸟的天堂”怎么不见鸟儿呢？朋友别急，



听慢慢解说。

就在这棵枝繁叶茂的大榕树的怀中，有成千上万的鸟儿。因
为这里环境优雅，才引来这数以万计乃至数十万的鸟儿在这
儿安家落户，繁衍后代。那蓝的、花的、黑的鸟儿，甚至那
洁白的天鹅、白鹭，欢快的云雀，优雅的黑颈鹤……都在这
里居住。看那几对鸳鸯在水中畅游，悠然自鸣。还有那各色
各类的鸟儿它们有规律地朝出暮归或暮出晨归，依食有序，
互不惊扰，和谐相处，好不亲热。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明天清早有一个百鸟聚会的景观，如
有兴趣你可以到南边的观鸟楼上去观赏，就会看到那难得一
见的奇观――查鸟展翅齐飞，翻飞起舞，让你目不暇接。要
是运气好还能碰上百鸟歌后――百灵鸟和小巧玲珑的画眉鸟，
它们会为你亮出婉转的歌喉会不由自主地为之鼓掌叫绝。

好了，今天就介绍到这儿，正面为大家献上几句不成文的诗，
以此来与朋友们分享愉悦的心情：

鸟的天堂真是美，树繁鸟多令人醉，绿叶碧水如翡翠，晨观
暮赏不觉累。众鸟玉树来聚会，皆因此处天堂美。画眉献歌
百鸟舞，夜忆此景难入睡，遥看清纯天马水，犹如醇香酒一
杯。游客荡舟碧波上，未曾举杯人先醉。天然景观天堂美，
神仙至此不思归。

鸟的天堂的导游词篇三

尊敬的游客们：

你们好，我是一只美丽的鸟儿鹭鹭，欢迎你们来到我们鸟的
天堂，我是你们的导游，我将带领你们游览我们小鸟的天堂。

大家现在所看到的河中心是否感觉像一只大乌龟呢?其实那不
是一只乌龟，而是一棵大榕树，这棵榕树的树叶茂密，枝干



粗大，它已经有390多岁了。

这里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呢!早在500多年前，这儿年年闹干
旱，农田干涸，庄稼歉收。乡亲们为了抗旱，开了一条人工
河——天马河，引进珠江的水灌溉农田。可是年景不见好转，
当地有权有势的人硬说是天马河开坏了，把风水给破了，强
迫村民把这条河堵上。村民们含着泪水，把挑来的泥土用船
载着倒在河心，不久堆起了一个土墩，成了河心小岛。当时
有个村民在土堆上插了一根榕树枝，用来系住船只，想不到
第二年这根榕树枝长出根儿，发出新芽。由于水分充足，榕
树越长越高，每年从枝上长出了许多细根倒垂下来，钻进泥
土里。过些日子，入土的根儿长成了新的枝干，枝干长粗了
又垂下许多细根来……这样年复一年的不断生长，树干多得
不可计数!

经历数百年生长，一棵榕树长成了一片林子，覆盖全岛，占
地达20多亩，就像原始森林，这就是我们鸟的天堂里的奇观
之一。

我们鸟的天堂里还有两大奇观呢!古榕树的枝繁叶茂，令数以
万计的鹭鸟在此筑巢栖息，其中灰鹭和白鹭最多，他们的生
活习性截然不同，白鹭早出晚归，而灰鹭暮出晨归，近年来，
由于白鹭数量不断减少，灰鹭数量不断增多，所以早晨离巢
的少，归巢的多，一早一晚便形成了百鸟归巢和百鸟离巢这
两大独特的自然景观。

1933年，著名作家巴金来到这里游览后，有感而发，写出了
脍炙人口的散文——《鸟的天堂》，小鸟天堂，从此得名。
这里是小鸟的天堂，也是你的乐园。

鸟的天堂的导游词篇四

目前，我们已进入了天马村天马河，正前方的那一座小岛上，
有株巨大的榕树，这就是巴金笔下的“鸟的天堂”。



“鸟的天堂”其实是一株有五百多年树龄的古榕树。看，它
的枝干的数目不可计数，枝上又生根，有许多根直垂到地上，
伸进泥土里。一部分树枝垂到水面，你从远处看去，就像无
数棵树卧在水面上呢！

更难得的是当地的农民，绝不允许别人去打扰榕树上的鸟儿，
更不允许去捉它们，人们像对待自己的朋友一样善待鸟儿。
也许，正是有了这份关爱，鸟儿们在这儿搭窝做巢，生儿育
女，自由地生活。这棵大榕树就成了鸟的天堂！

快看！一只黑色秃鹫飞了起来，是那样的苍劲有力，得意自
在；一只布谷鸟轻松掠过树枝，是如此的小巧婉转，灵动亮
丽。看这头，正在给小雏儿喂食的，不正是为人间送来福音
的喜鹊妈妈吗？瞧那边，白头翁正在为配偶梳理毛发呢！不
甘寂寞的百灵鸟，为我们的到来献上了一首又一首优美的歌
曲哩！

游客朋友们，你们说这“鸟的天堂”，是鸟的天堂吗？

鸟的天堂的导游词篇五

亲爱的游客朋友们：

大家好!我是你们本次的导游，我姓刘，大家叫我刘导好了。
很高兴为大家服务，这次我们要去一个美丽的景点那就是鸟
的天堂。

鸟的天堂在我的家乡，我们现在乘船去鸟的天堂，鸟的天堂
其实是一棵大榕树。在距广州市100公里外的新会县天马河的
沙心州上，有着一棵500多年历史的奇特大树。它浓荫覆盖着
天马河心上的20多亩地。这里的“居民”—小鸟在那居住，
那里热闹非凡。

请大家抬头向前方看，呈现在你们眼前的就是鸟的天堂。这



大榕树真像浮在水面上的绿洲啊!大家猜这是几株?嘿嘿!你猜
错了。这是一株大榕树，独木成林，枝叶茂盛的大榕树。

看这些叶子绿的那么新鲜，那么亮，绿的逼我们的眼睛。大
家来的正是时候。听小鸟在欢叫!这棵树上栖息着成千上万只
鸟雀。如白鹤、麻鹤，白鹤、麻鹤朝出晚归，灰鹤则夜作昼
息。

大家跟我一起拍手让鸟儿们出来吧!起拍。一只鸟，两只
鸟……你们瞧成千上万只鸟飞出来了。到处都是鸟声，到处
都是鸟影。这是灰鹤，这是百灵……是不是让你们眼花缭乱
呀!

著名作者巴金来这游玩后，写下了鸟的天堂，现已发表在小
学四年级的语文课本里，回去看看儿女的书就能看到巴金眼
中的鸟的天堂。

下面让我们周游鸟的天堂和鸟儿亲密接触。

鸟的天堂的导游词篇六

各位游客：

大家好！

我是你们今天的导游，你们可以叫我张导。我们今天的目的
地是鸟的天堂。好，现在请大家上船，我们出发去鸟的天堂。
趁大家坐船的时间，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鸟的天堂吧：鸟的天
堂指的是一株五百多年树龄的古榕树，位于广东省新会市，
天马村天马河的一座小岛上。榕树的树冠大得出奇，笼罩着
十八亩左右的河面，独木成林。

好，现在我们隐隐约约看到那棵大榕树了。这时，你们可能
会说，那不是一片树林吗？怎么会是一株大树呢？好，我们



现在到达目的地了，看！真是一株大树，枝干的数目不可计
数，枝上又生根，有许多根直垂到地上，伸进泥土里。一部
分树枝垂到水面，从远处看，就像一株大树卧在水面上。那
么多的绿叶，一簇堆在另一簇上面，好像每一片绿叶上都有
一个新的生命在颤动。

游客们，现在你们会不会提出一个疑问：不是说这里是鸟的
天堂吗？怎么连一只鸟也没有呢？如果会，那我们现在就来
拍一下手吧。只要拍一下掌，鸟就会蜂涌而出，看！大的，
小的，花的，黑的，有的在扑翅膀，有的在喂小鸟，有的在
梳理羽毛。听！那只画眉鸟唱的歌真好听！

大树上虽栖息着成千上万只鸟，但最引人注目的是，白鹤和
灰麻鹤。白鹤早晨飞出觅食，至傍晚归巢，而灰麻鹤是晚上
飞出觅食，天亮时归巢休息。他们每天早晚一进一出，交互
更替，场面颇为壮观。

为什么鸟的天堂会威名远扬呢？这要感谢我们的巴金先生了，
他写了一篇文章：《鸟的天堂》，到现在那篇文章还在我们
的小学四年级课本上呢！

好了，我的介绍到此为止，现在，请大家去观鸟楼自由观赏
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