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民风民俗摘抄段落 民风民俗心得
体会(通用8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
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
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民风民俗摘抄段落篇一

民风民俗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独特的文化符号，反映了人民的
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我最近在一次旅行中对某
地的民风民俗有了一些新的体会和理解。通过这次旅行，我
深感民风民俗不仅是一种文化传承，更是一种宝贵的财富，
它让我重新认识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启发了我对生活的思考，
为我积累了宝贵的人生经验。

首先，这次旅行让我感受到了民风民俗深深融入人们的日常
生活。无论是那人们敬拜神明的庙宇，还是举办庆典时的欢
呼声，都展现了人们对民俗的热爱和参与。例如，在一次祭
祀活动中，我看到了人们向神灵献上美食，表达对神灵的崇
敬之情。这种活动不仅是一种信仰，更是一种把人与自然相
融合的方式。这让我认识到民风民俗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它
不仅限于某种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而是贯穿在人们的日常生
活之中。

其次，我在这次旅行中体验到了民风民俗背后的文化意义和
价值观。民风民俗反映了一个地区独有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态
度。例如，在某地的传统婚礼中，我看到了尊重长辈、注重
亲情和友情的价值观。在这个婚礼上，新郎和新娘向长辈敬
献茶水，并接受长辈的祝福。这个环节不仅是一种尊敬，更
是一种传统的表达方式，体现了对家庭和长辈的尊重和感恩



之心。这让我深刻认识到我们要传承和发扬自己的文化，因
为文化是人们智慧的结晶，是我们与祖先的血脉相连。

第三，这次旅行让我体会到了民风民俗的多样性和包容性。
在同一个地区，不同的城市和小镇都有各自独特的民俗传统。
我看到了北方地区独有的过年习俗，南方地区独有的庙会活
动，东部地区独有的民歌民舞等等。这种多样性让我感受到
了民俗的魅力所在，也让我明白了文化的丰富和多样性的重
要性。而这些不同的民俗活动之间并不相互排斥，而是彼此
融合、互相影响。这让我领悟到了文化的包容性，我们应该
尊重并欣赏不同地区的传统文化，同时也能够从中汲取营养，
丰富自己的思想和生活。

最后，这次旅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人生经验。通过亲身参与
和观察民风民俗的活动，我得以认识社会的复杂与多变。我
看到了人们在民俗活动中所表现出的热情和创造力，也看到
了人们在面对困难和危机时所展现出的勇气和智慧。这让我
深信，民风民俗不仅仅是一种娱乐和传统，更是一种思维和
生活方式的体现。它能够启发人们创造力，帮助人们面对生
活中的困难和挑战。因此，我们应该珍视和传承民风民俗的
精神，用它来激励自己，指导自己在生活中追求更高的目标。

总的来说，这次旅行给我带来了很多关于民风民俗的心得和
体会。我认识到民风民俗不仅是形式上的传统，更是文化内
涵和价值观念的传承。它教会我尊重自己的文化，欣赏他人
的文化，也让我明白了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最重要的是，
它让我积累了宝贵的人生经验，使我能够更加洞察社会、更
加勇敢面对生活的挑战。通过这次旅行，我意识到民风民俗
是一种珍贵的财富，我们应该继承和弘扬它，为自己的人生
增添更多的色彩和意义。

民风民俗摘抄段落篇二

民风民俗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独有的文化特征，反映着这



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近日，本人进行了一次关于
民风民俗的调查，并从中深刻地体会到了民风民俗对于一个
地方乃至一个国家的重要意义。本文将介绍我所观察到的民
风民俗和我的一些体会。

首先，调查对象是我所在的一个小镇。在这次调查中，我发
现该小镇的民风民俗丰富多样，令人惊叹。首先，该小镇有
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这里保存着许多古建筑和
传统的手工艺品，如瓷器、织布等，这些都是民风民俗的重
要组成部分。其次，该小镇还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每年
春节，这里都会举行盛大的庙会，吸引了大批游客和当地居
民前来观看和参与。此外，该小镇还保留着一些传统的习俗，
如婚礼、葬礼等，这些都是民风民俗的重要体现。

调查中，我还特别关注了该小镇居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
我发现居民们非常注重家庭和睦、邻里和谐。他们经常组织
一些社区活动，如聚餐、户外运动等，增进彼此的交流与了
解。他们对于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热爱和尊重，传统节日时
会举办庆祝活动，并邀请周围村民一同参与。这种传统的生
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使得这个小镇充满了温暖和亲切的氛围，
让人感到宾至如归。

通过这次调查，我深刻地认识到了民风民俗对于一个地方的
重要意义。首先，民风民俗是一个地方文化和历史的重要组
成部分，它反映着这个地方的特色和价值观念。正是因为有
了民风民俗的传承和发展，才使得一个地方有着独特的魅力
和吸引力。其次，民风民俗是一个地方保持特色的重要方式。
在全球化的今天，各地的文化差异越来越模糊，但是民风民
俗却是一种独有的文化符号，是一个地方与众不同的象征。
通过传承和发展民风民俗，一个地方不仅能够保持自己的特
色，还能吸引更多的游客和投资者，推动经济的发展。最后，
民风民俗是一个地方人民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节
日和习俗能够让人们感受到归属感和自豪感，从而增强民族
意识和文化自信。



通过这次调查，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一个小镇的民风民俗和
当地居民的生活态度。在这个全球化时代，保持并发扬传统
文化是每个人的责任，也是保护我们的民族精神家园的必要
举措。只有通过传承和发展民风民俗，才能让我们的文化更
加多元、更加丰富，并为我们的后代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和研究民风民俗，为保护和传承我
们的传统文化做出自己的贡献。让我们共同努力，让民风民
俗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绽放独特的魅力！

民风民俗摘抄段落篇三

在青藏高原上，居住着藏族人民，他们以从事畜牧业为主，
兼农业。

藏族人民最喜爱白色，这与他们的生活环境、风俗习惯有着
密切的关系。天祝草原四周为白茫茫的雪山环绕，看上去一
片银白;地上的羊群和牦牛，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一起，远远望
去，像一张白毛毯;以及喝的羊奶、穿的皮袄、戴的毡帽，也
都是白色。所以藏区人民喜爱白色，并视白色为吉祥、胜利
的象征。

西藏的酥油茶的确好喝，因此你可别忘记它的原产地——牦
牛啊!牦牛是一种浑身是宝的牛类，它的“脸皮”可厚了!听
说连子弹都打不进去呢!话说这个头较粗重，额宽平，面稍凹，
眼圆有神，嘴方大，唇薄的大家伙，还是藏族人民的“宠
物”呢!别看笨拙的样子，它还有识路的本领，也难怪西民总
是牵着它去草原上散步。

这就是藏族，一个暗藏着宝贝的少数民族。

“雪顿节”是藏族人民最快乐的一个日子，在这天人们都在
吃酸奶，还在一起比赛呢。瞧，这摆放酸奶的桌子一眼望不
到头，人们都争先恐后地来到桌子前，每个人都有三十个碗，
碗里盛满了酸奶，看谁在最短的时间里喝完这么多酸奶。来



参赛的人有老人、中年人、青年人、小孩，各色各样的人都
有。人们来参加比赛并不是为了吃的，而是为了使场景更热
闹点，让别人更开心一点。

藏族的民风民俗有吃有喝有玩，真是有趣极了。

文档为doc格式

民风民俗摘抄段落篇四

在茫茫的的大草原上，响彻着蒙古族男儿的声音。这就是蒙
古族的一年一度的那达慕大会。

“那达慕”是蒙古语，“慕”是蒙语的译音，意为“娱乐、
游戏”，以表示丰收的喜悦之情。是蒙古族人民喜爱的一种
传统体育活动形式。每年六月初四开始。“那达慕”有着久
远的历史。据铭刻在石崖上的《成吉思汗石文》记载，那达
慕起源于蒙古汗国建立初期，早在公元122017年，成吉思汗
被推举为蒙古大汗时，他为了检阅自己的部队，每年7～8月
间举行“大忽力革台”，将各个部落的首领召集在一起，为
表示团结友谊和祈庆丰收。起初只举行射箭、赛马或摔跤的
某一项比赛。到元、明时，射箭、摔跤比赛结合一起，成为
固定形式。后来蒙古族人亦简称此三项运动为那达慕。

摔跤是蒙古族特别喜爱的一种体育活动，也是那达慕上必不
可少的比赛项目。蒙古语称摔跤为“博克巴依勒德呼”，称
摔跤手为“博克庆”。摔跤手要身着摔跤服“昭德格”。最
引人注目的是，摔跤手的皮坎肩的中央部分饰有精美的图案，
图案呈龙形、鸟形、花蔓形、怪兽形，给人以古朴庄重之感。

射箭是那达慕最早的活动内容之一。在公元800多年以前，蒙
古人分为许多不同的部落，他们的经济生活大体可分为游牧
经济和狩猎经济两种。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以后，虽然狩猎



经济的部落逐渐转向了游牧经济，但狩猎时期长年积累下的
拉弓射箭的本领却保留了下来，以防外敌侵略和野兽袭击畜
群。射箭比赛的规则是三轮九箭，以中靶箭数的多少定前三
名。

那达慕大会一般举办7至9天，蒙古族的男女老少都沉浸在欢
乐之中。

民风民俗摘抄段落篇五

民风民俗是一个国家、地区或社会的文化瑰宝，通过调查了
解和研究民风民俗，可以深入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
习俗和生活方式，有助于增进人们对彼此的理解和认同。在
这篇文章中，我将分享我参与的一次民风民俗调查，以及我
在调查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和心得体会。

第二段：调查背景和方法论

本次民风民俗调查是由我所在大学的社团组织策划和进行的。
我们选择了一个具有独特民俗的农村地区作为调查对象，希
望通过实地走访和面对面的访谈，收集详实的资料和数据。
我们团队分工合作，制定了调查问卷和访谈提纲，并进行了
预备调研，以便更好地理解和准备。

第三段：实地调查中的发现和感受

在实地调查中，我们发现了农村地区保留了许多传统的民俗
活动和习俗，如农民们在春节期间的庙会表演、元宵节的龙
狮舞和赛火炮等。这些活动不仅热闹喜庆，而且富有民族色
彩和时代特色。在调查中，我们采访了许多农民朋友，他们
向我们分享了他们的习俗，以及对乡土文化的热爱和传承的
决心。这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农村地区丰富多样的文化氛围
和对传统的尊重。



第四段：对比与思考

然而，与传统民俗相比，现代农村地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正
在发生改变。农村城镇化的推进和经济发展，导致了一些传
统民俗活动的衰落和消失。一些年轻人追求时尚和现代化的
生活方式，缺乏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理解。这引发了我对传
统文化保护和传承的思考，我们应该如何平衡经济发展和文
化传统的关系，如何激发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热爱。

第五段：心得体会和展望

通过这次民风民俗调查，我深刻地认识到了传统文化的珍贵
和重要性。作为一名大学生，我将积极加入到保护和传承传
统文化的行列中，努力传播传统文化的魅力和价值。同时，
我也认识到了文化保护和传承面临的挑战和困境，希望政府
和社会各界能加大对文化传统的支持和保护力度。只有共同
努力，才能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活力
和魅力。

总结：通过这次民风民俗调查，我对我所在地区的传统文化
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同时，也认识到了保护和传承
传统文化所面临的挑战和困境。我将积极行动起来，加入到
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的行列中，为我们的传统文化注入新的
活力。同时，我也希望政府和社会各界能够加大对传统文化
的保护和支持力度，让我们的民风民俗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
展。

民风民俗摘抄段落篇六

第一段：引言（提出调查目的和重要性）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各地
的民风民俗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民风民俗是一个国家、一
个地区或一个民族的独特文化符号，它反映了人们的生活方



式、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为了更好地了解和保护我们的传
统文化，我参与了一次民风民俗调查活动，并从中得到了许
多宝贵的体会和启示。

第二段：调查目的和背景

为了深入了解我国的民风民俗，我选择了一个历史悠久的古
城作为调查地点。在这个城市的老街上，民风民俗得到了较
好的传承与保护。我制定了详细的调查计划，包括走访当地
居民、参观博物馆和艺术院校等，以收集民风民俗的相关信
息。

第三段：调查结果和体会

在调查过程中，我发现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非常重
视。许多小巷里的老房子仍然保存着原有的样子，这让我感
觉到时间仿佛在这里静止了。在老街的庙会上，我看到了许
多传统手工艺品和节日习俗的展示，这让我对我们的传统文
化更加自豪。我也发现，在城市的一隅，一些已经破败的民
居却暗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并通过这些能反映当地生活的
物品，悄悄地向我们诉说着过往岁月的风云。

第四段：民风民俗的重要性

民风民俗是一个地区的独特文化标志，它不仅仅是旅游景点，
更是一个城市、一个民族的身份证明。各地的民风民俗在保
护与传承中，可以激发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同时，
通过了解、学习和传承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我们能够更好
地形成自己的文化自信，建立自己的国家形象。而丧失了民
风民俗的传统城市则可能失去了独特的文化内涵和吸引力。

第五段：个人体会和反思

通过这次调查活动，我不仅对我国的民风民俗有了更深入的



了解，还对我们的传统文化和自己的国家有了更强的认同感。
作为一名大学生，我们应该时刻关注并学习自己民族的传统
文化，传承和保护好我们的民风民俗。在大力倡导现代化的
同时，不能忽视了保护和传承的重要性。只有将传统文化与
现代科技相结合，才能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共生共赢，
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芒。

民风民俗摘抄段落篇七

春风送暖人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

描绘了我国人民欢度春节盛大的喜庆情景。爆竹声响就是辞
旧迎新的标志、喜庆心情的流露。经商人家。放爆竹还有另
一番意义：他们在除夕之夜大放炮仗就是为了新的一年大发
大利。不过，据旧习认为，敬财神要争先，放爆竹要殿后。
传说，要想发大财者，炮仗要响到最后才算心诚。

我的故乡浙江和全国许多地方一样，过年时都有一样的风俗。
如：

守岁

我国民间在除夕有守岁的习惯，俗名“熬年”。守岁从吃年
夜饭开始，这顿年夜饭要慢慢地吃，从掌灯时分入席，有的
人家一直要吃到深夜。根据宗懔《荆楚岁时记》的记载，至
少在南北朝时已有吃年夜饭的习俗。守岁的习俗，既有对如
水逝去的岁月含惜别留恋之情，又有对来临的新年寄以美好
希望之意。

吃年夜饭



……

除了这些以外，我的家乡还有一些不同的民俗。我就举其中
一个来说吧。

照田蚕

也叫“烧田蚕”、“烧田财”，这就是流行于江南一带的民
间祈年习俗。腊月二十五这一天将绑缚火炬的长竿立在田野
中，用火焰来占卜新年，火焰旺则预兆来年丰收。

民风民俗摘抄段落篇八

民风民俗是一个国家不可或缺的文化遗产。它是由一个地域
的人们长期以来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生活方式。了解一个地
方的民俗习惯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当地人的思想和行为
方式。今天让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个人对于了解民风民俗的心
得和体会。

第二段：民俗习惯主题

民风就是一群人的风气，它是由社会中的人们长期形成的、
嵌入人们眼中的基本观念、价值判断和生活实践的总和。在
中国这个拥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国家里，每个地方都有着
独特的民风民俗。比如说，重庆就是一个诞生了许多民俗的
城市。而在重庆的千家万户中，春节期间表演“舞狮”、婚
礼结婚时抛撒糖果、端午节晒艾草、腊八吃腊八粥等等，都
是重庆独特的民俗文化。

第三段：民俗文化的重要性

民俗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拥有独特的文化形态。
它能够提高人们的文化内涵，扩大人们的视野，加深人们对
祖国文化的认识。同时，它也是表达当地文化特色的一种重



要方式。只有通过了解这些民俗文化，在自己的文化中吸收
融合，才能使我国文化变得更加充实和多样化。

第四段：体验文化魅力

去旅游是一个非常好的了解民俗文化的方式，因为当地的民
俗文化会在各个方面展示。比如说，在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
中，可以亲见色彩斑斓的张家界、亲身体验处于高山之中的
日子。在众多的傣族村寨中，可以发现异域特色与奇妙文化，
感受到傣族人的热情好客。这些民俗文化都能够让人重新认
识到自己的文化自信，感受到中华文化的魅力和多样性。

第五段：结语

了解当地的民俗文化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这不仅有助于
锤炼我们对中华文化的认识，也能够让我们在实现国家繁荣
和团结的过程中更好地开展工作。同时，民俗文化也会随着
时间的推进，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我们需要不断去了解、
去探索、去体验，感受到洋溢在这个社会中的人情味和故事。
从而更好地把握每一次机会，在学习当中展现出新的魅力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