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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体会(优质8篇)

心中有不少心得体会时，不如来好好地做个总结，写一篇心
得体会，如此可以一直更新迭代自己的想法。我们想要好好
写一篇心得体会，可是却无从下手吗？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
一些优质的心得体会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参观博物馆的心得体会篇一

今天下午，老师带我们到浙江自然博物馆去参观。里面的一
切好像是真的一样，四周独特的灯光与一声声亮丽婉转的鸟
叫仿佛给馆内又披上了一层清幽，连游人们的说话声也轻了，
生怕盖过了这美丽的声音。

我们走进了这美丽的“大自然”，许多许多的小动物在“山
坡”上，好像是真的一样，都用水灵灵的眼睛看着我，好像
我就是一个森林之王。许多地方，都是完全仿真的!连白天和
黑夜都会加上。白天，鸟叫声一点也不间断，而晚上也不是
毫无生气的，青蛙呱呱地叫，时而还有一两声猫头鹰的大叫。
一个个展馆排列得十分有序，一楼是鲸鲨、海龟、翻车鱼、
灰鲸几个动物的模型。讲解员给我们讲了一块挂在墙上的长
方形海百合，这是生活在几亿年前的动物，它分为两种，一
种是扎根在深海底的，而另一种是在大海里飘浮的，所以它
不是植物而是动物。

第二层讲了生命的演变过程，让我们做了一次生命的旅行。
我们从宇宙大爆炸说起，地球已经有了海洋，但是生命是怎
么出现的呢?在这个问题上，有的人说由于地下有海底烟囱，
周围温底很高，微生物众多，很可能出现生命;另外的人则认
为地球的生命是来自外星的陨石。这至今也是个谜。我也思
考这这个问题，可不知不觉就出现了生命。第一个发现的动
物是埃迪卡拉动物群。随后，澄江动物群也陆续出现，这是



寒武纪大爆发的典型代表，有三叶虫等甲壳类动物。奥陶纪，
海螺繁盛，角石、菊石等海螺出现，它们是鹦鹉螺等软体动
物的祖先。泥盆纪，是鱼类繁盛时期，泥盆纪晚期，两栖动
物登上了陆地，在陆地上繁衍后代。石炭纪，大片大片地出
现了蕨类的森林。二叠纪，最早的爬行动物出出，异齿龙，
基龙都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别看它们名字后面跟了一
个“龙”，就把它们归到恐龙那一类，它们只不过是大蜥蜴
罢了。三叠纪到白恶纪，是恐龙的天堂，有了恐龙，这可是
进化史上的一大飞越哦!渐渐地，我们步入了新生代，哺乳动
物出现了。我们也结束了生命之旅。

第三层就是最有意思的模拟野外，在一条条幽径的深处，有
几个解说器，有一台机器最有趣了，它可以放出各种鸟叫的
声音了!上面有一个类似雷达的东西，四只小鸟在屏幕上，我
点了第一只小鸟，呜——雷达转了起来，不一会儿，一声清
脆明亮地鸟叫声传出来，咕噜......克哩，最有趣的是那只
大角的声音：咕嘟嘟嘟嘟......让人不禁发出笑声。

继续向前走，我们走进了一个深不可测的土洞，里面黑黑的，
什么出看不见，里面发出时断时续的蝙蝠叫，我感到背后一
阵凉，最后还是鼓起勇气走了进去，四周一片黑乎乎，不远
处突然出现了一个亮点，走近一看，哎!不是出口啊!我叹了
一口气，是一个展台的光，那是五步蛇的产房!里面有只五步
蛇标本虎视眈眈地瞪着我，虽是标本，但我也感到了害怕，
它为什么那么凶狠呢?原来，它是在保护自己的蛋宝宝啊!虽
然是蛇，但也有深深的母爱啊!

这次实践活动给我的收获真大，让我明白了许多动物的习性
和出现的时间，使我受益非浅!

参观博物馆的心得体会篇二

今天上午，我和几位同学代表港北区建设小学去参观贵港市
博物馆，为此感到非常的荣幸！这次参观主题是“行走的课



堂：探索文物的奥秘”。

到达博物馆门口，从馆外观望，博物馆雄伟壮观，气势恢宏。
主馆建筑南北长73米、东西宽57米、上下高15米，占地面
积3847.65平方米，总建筑面积9961.43平方米。真不愧是博
物馆呀！这么大的博物馆有什么样的文物呢？我不禁这样想。

走进博物馆，工作人员为我们童心圆小记者准备了马甲、帽
子、采访本、笔、小记者证等物品。整理好这些装备后，我
和妈妈跟随着我们的带队老师与讲解员姐姐，一同参观这奇
妙的博物馆！

馆共有三层楼，每层楼都有不同的展厅。其中，一楼主要
为“罗泊湾一号汉墓复原室”，通过讲解员老师的介绍，我
们了解到复原室是由发掘的罗泊湾一号汉墓整体保护、修复
并迁移而来，是岭南地区同时期墓葬的代表性墓室。复原室
完好地展示了墓葬的规模和结构。

二楼为临时展厅和系列展厅，主要有“西江明珠·古郡遗
珍——贵港历史文物”陈列展，展品大部分是汉代墓葬出土
文物，并以汉代陶器和青铜器为主要特色。

三楼是系列展厅和专题展厅，集中介绍了贵港各民族的基本
情况及人文历史。展品里，形形色色的民族文化工艺品琳琅
满目，人物模型惟妙惟肖，生动形象的展现了我市灿烂辉煌
的民俗文化风采。

参观完展览厅后，我们小记者最兴奋的时刻到了，那就是抢
答环节。抢答时，同学们积极举手。随后我们观看了古筝表
演，谭老师还现场教我们画陶器。活动结束时我们集中到博
物馆门口拍照留念。

通过这次的参观，我觉得自己收获到了很多，让我开阔了视
野，更加珍惜现有的文物，更多的是感受这样博大精深的文



化，今后更需要增强自身文化底蕴的培养，身临其境的去感
受更多不同的文化气息，真正让自己的心灵得到升华。

参观博物馆的心得体会篇三

假如你喜欢在都市中漫游，却忽略了光顾博物馆，你的损失
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

假如你喜欢到书海中遨游，内心深处肯定有过很多感动和追
忆，会与“鲁迅”这个名字紧密相联。

那么，不妨在一个天朗气清的日子，到鲁迅博物馆寻觅先生
的足迹，你收获的将是意想不到的丰饶。

坐落在阜城门内的鲁迅博物馆，是一个闹中取静的传统园林
式庭院，绿草如茵，佳木葱茏。先生的白色半身雕像伫立在
风中，长长的围巾似乎翩然起舞，触动着你的思绪翻飞。他
侧目凝视着东南方——那是故乡浙江绍兴的方向。他的脸部
线条呈现出一贯的硬朗，双眉微蹙，好像直到今天也一刻没
有停止过思索。

今天，是个阳光明媚的冬日，我和妈妈来到了鲁迅博物馆，
参观了鲁迅先生的生平。走进展厅的一层，鲁迅先生作品中
的经典名句被镶刻在墙壁上。《阿q正传》、《呐喊》、《狂
人日记》……“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
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

我还从未读过先生的书，我似懂非懂地看着……展厅的二层
按照先生生活的足迹一一做了介绍：南京、上海、日本、厦
门、北京……我知道了先生的童年、知道了先生为什么“弃
医从文”、知道了先生用他犀利的笔对封建旧思想、旧传统
的抨击。我也理解了为什么在他病逝后，灵柩上覆盖着一面
上海民众敬献的白色旗帜，沈钧儒先生题写“民族魂”纪念
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参观博物馆的心得体会篇四

寒假来了，终于有足够的时间依照自己的兴趣做一些自己想
做的事，真好。

恰好深圳博物馆有特别的展览——吉金铸史——青铜器里的
古代中国，专门展览青铜器的。青铜器，古时称“金”
或“吉金”，是重要的文物研究门类之一。最近我特意去市
民中心东翼的博物馆新馆，参观这些神奇的“铸史”。

说到博物馆，我并不陌生。还记得我第一次去博物馆是在小
学一年级，那时，我刚知道博物馆这个地方，恰好父母带我
去参观。第一次相遇博物馆，我以为那里挺好玩，就邀请相
好的同学一起去。我们俩因为学识浅薄，并不知道那玻璃罩
下的一件件文物有何价值，有什么意思。即便我从小对历史
有兴趣，喜欢听历史故事，我还是走马观花，并没有仔细参
观。

记得当时看那一件件文物，我只看好看的，尤其是那些玉石
宝石，而青铜器陶器因为不光鲜耀眼而被我忽略了。岁月流
逝，我日渐长大，一年又一年的学习与积累，使我对青铜器
有了新的认识。虽说它没有玉石金子闪亮好看，但也有自己
的价值与美。我渐渐喜欢上了青铜器，也喜欢去博物馆了。

如今，我再次来到博物馆展厅，看到一件又一件青铜器，大
小不一，形态各异，用途不同，我倒觉得亲切起来。

看到在《国家宝藏》上介绍的文物，妇好尊，我不由得心生
敬意。尊的主人妇好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位文武双全的
女战神，战绩辉煌。我想象着她辅佐商王武丁的传奇，似乎
她的智慧和勇气能穿越时空，令我敬佩。

展品大多刻有铭文，我凭借自己对文言文的一些了解，细细
读起那文字。依据铭文，我大概知道了器物的主人是谁，它



是用来干嘛的，那时发生了什么事。我还能从中知道很多我
未学过的知识，我也更有兴趣了解这些古代文物了。

再看外形，这些青铜器无不做工巧妙，其细腻的纹路让我惊
叹，真的难以想象在那个落后的年代居然能造出如此精巧的
器物，这不能不令现代人折服。

参观博物馆，欣赏吉金铸史，我在青铜器里认识古代中国。
这些承载着中华民族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辉煌文化的各类器
物，实在值得我们去珍惜，去传扬。这个寒假能参观这
么“遥远”的展览，我深感幸运，以后假期也会多多亲近博
物馆。

参观博物馆的心得体会篇五

18月9日至8月16日，我在开封市博物馆进“纸上得来终觉浅，
绝知此事要躬行。”作为一名文科生，一名历史爱好者，我
怀着满心际中，我毅然地参加了“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实施及
现状调期待开始了这份义工工作。开封，这座七朝古都，生
活学查”赴麻城小分队。作为一名光荣的预备党员，应当自
觉习中便不知不觉浸润出颇为广博的文化视野，我也期待用
地给大家起到一定的模范带头作用，因此我主动担任了小我
在历史文化上的一技之长来回报这座生我养我的城市，分队
队长一职，带领小分队一行九人在麻城市圆满的完成让我在
工作中和奉献中体会到感恩社会的快乐。

要做一名合格的博物馆义务讲解员，离不开博物馆辅导老师
的谆谆教诲和亲身实践，让我感叹于家乡文化博大精深的同
时，在短时间内掌握了讲解技巧和礼仪规范，9日至11日这三
天培训中，我深切体会到了工作人员的谦和大度和博闻广识，
他们对于观众的亲善和耐心，对于文物如数家珍的滔滔不绝
都让我由衷敬佩，并立志在这之后的几天独立讲解中向老师
们看齐。8月12日，我迎来了由我独立接待的第一批观众——
一批来自市二师附小的小学生。第一次为观众讲解，迎来的



是十几双好奇又友好的眼睛。因为观众是小朋友，在讲解时
我便挑选轻松易懂的内容，用生活化的语言告诉他们，并在
其中适时插入一些古代流传的有关的神话志怪以调动孩子们
的好奇心，看到他们为繁华的盛世图景而赞叹，为靡丽的昏
庸君王而叹息，为英勇的民族英雄而敬仰，我也深深体会到，
作为一个历史的讲述者和文化的传承者，肩头肩负着的责任。

8月15日已对讲解工作熟悉的我，又迎来了一项挑战——给外
宾讲解。这是四个来自荷兰的留学生，对中国文化颇感兴趣，
我便针对他们介绍一些功用简明且流传较广的文物，并尽可
能用我已知的英文词汇描述出来。出乎意料的是，他们听着
讲解越来越感兴趣，不时还有问题，我们交流起来几乎没有
障碍，当然也有他们包容我漏洞百出的语法的缘故。这次的
经历十分宝贵，不但让我结识了四个荷兰朋友，也让我意识
到作为中华文化的传承者肩上担子的重量。这一个星期时间
在忙碌充实的工作中飞快掠过，当捧着博物馆辅导老师的评
语，当我看到观众对我报以感谢的笑容，当我与外国朋友亲
密合影并对我竖起大拇指时，那份是收获的喜悦难以言表。
经历了这次博物馆难忘的义工经历，在今后的大学生活中，
我也会利用课余时间多参与义务工作来锻炼自己回报社会，
也为四川大学这个精神家园做出我的贡献!

诉我们，一个理论，是否正确的反映了客观现实，是不是真
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如果没有这次社会实践，我们
就不会遇到这样的难题，但却也无法检验我们所学的知识是
否正确。实践是把主客观联系起来的桥梁，人们只有在改造
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才能把主观认识和客观现实紧密结合
起来，并加以对照，才能正确的认识客观世界。因此，坚持
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我们解放思想，坚持实
事求是的思想有着重大的意义。对于我们大学生而言，实践
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实践中，我们可以与所学的理论知识结合起来，提高自身
的应用能力;我们可以再实践中磨练自己的意志，锻炼自己社



会实践能力;我们可以为将来进入社会打下良好的实践基础。
总的说来，实践不仅可以提高个人的动手能力，而且可以增
强思维分析能力等。我们大学生应当学会学以致用，在实践
中不断完善自我，提高自我，更好地为国家和社会贡献自己
的一份力量。

参观博物馆的心得体会篇六

8月9日11点50分左右，“20xx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万里行”的吉
利文化使者车队伴着一丝丝清风，缓缓驶入湖北博物馆的大
门。我们透过车窗，一眼望去，整个博物馆尽收眼底，仿古
的建筑，青灰色的瓦片，四方的屋檐，阳光的照射下，更显
古朴，那一砖一瓦似乎述说着悠长而古老的故事。

湖北省博物馆藏有反映湖北省从原始时期以来各个历史时期
的社会制度、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各类文物、标本14万余
件，位居全国省级博物馆前列。这些藏品绝大多数既有浓郁、
鲜明的地方色彩，又具有时代特征， 反映着湖北地区古代文
化的面貌，一部分器物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也居有举足
轻重的地位。馆藏文物品类丰富，器类齐全，器类主要有陶、
瓷器，青铜器，漆木器，简牍、兵器、古乐器、金玉器，古
代字画，古钱币等。

浪漫诗意的青花瓷

所有展出的瓷器中，浪漫而富有诗意的青花四爱图梅瓶和康
熙款青花十二月令花杯最受吉利文化使者们的关注。青花四
爱图梅瓶高38.7厘米，口径6.4厘米，底径13厘米。瓶身肩部
饰凤穿牡丹，腹部饰青花“四爱图”，即王羲之爱兰，他所作
《兰亭集亭》被后世推为“天下第一行书”。陶渊明爱菊，
其咏菊名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千古流传。周敦
颐爱莲，其名篇《爱莲说》中的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
不妖” 脍炙人口。林和靖爱梅鹤，他隐居于杭州西湖，以植
梅养鹤为乐，人称“梅妻鹤子”。其“疏影横斜水清浅，暗



香浮动月黄昏”的诗句，被誉为千古咏梅绝唱。青花四爱图
梅瓶足部饰仰覆莲纹。三层纹样以卷草纹、锦带纹为界。白
釉泛青，色彩青翠艳丽，是罕见的元青花精品。不愧为湖北
省博物馆誉为镇馆之宝。

康熙款青花十二月令花杯则是十二件一套的青花压手杯，以
十二月份的当令花卉为题。分别以一月迎春花、二月杏花、
三月桃花、四月牡丹、五月石榴、六月莲花、七月兰花、八
月桂花、九月菊花、十月月季、十一月梅花、十二月水仙。
配合花卉书写咏赞诗句。讲解员告诉我们，杯底有“大清康
熙年制”楷书款。这套青花十二月令花杯，将诗、画、书法、
篆刻多种艺术形式与瓷器工艺完美结合，可谓是清朝官窑瓷
器的珍品。

穿越千年的编钟声

在湖北省博物馆里，吉利文化使者们有幸听到了穿越千年的
编钟声。在整个大厅里，都弥漫着楚文化。微弱的灯光渐明，
舞台上演员们身着古装，编钟演了一曲曲动人的乐曲，有渲
染上朝时庄严凝重的氛围的《朝乐》;展现梅花迎风摇曳，高
洁安详的姿态的《梅花三弄》;表现高山流水的自然风光的
《流水》。一曲《楚骚》更是将楚人长袖细腰三道弯的舞风
演绎得淋漓尽致。那敲击所发出的自然的清脆的响声，那碰
撞所震动出的美妙的音符，在演出厅特殊的结构下，形成的
忽长忽短的回声，是哪个现代技术也模仿不出来的，就算是
录音，也没有这种震撼。演员们的精彩的演奏博得了吉利文
化使者们的阵阵惊叹和热烈掌声。

曾侯乙编钟。它迄今发现的最完整最大的一套青铜编钟。它
出土时震惊了中国、震惊了世界，被认为是世界音乐史上的
重大发现。立即被誉为“世界奇观中独一无二的珍
宝”、“古代世界的第八奇迹”。钟架为铜木结构，呈曲尺
形。横梁木质，绘饰以漆，横梁两端有雕饰龙纹的青铜套。
中下层横梁各有三个佩剑铜人，以头、手托顶梁架，中部还



有铜柱加固。铜人着长袍，腰束带，神情肃穆，是青铜人像
中难得的佳作。以之作为钟座，使编钟更显华贵。此外，更
为神奇的是，一般的物体只能发出一个乐音，但是编钟的每
件钟都能发出两个乐音，并且互不干扰。在两千多年前就有
如此精美的乐器，如此恢宏的乐队，在世界文化史上是极为
罕见的。曾侯乙墓编钟的铸成，表明我国青铜铸造工艺的巨
大成就，更表明了我国古代音律科学的发达程度，它是我国
古代人民高度智慧的结晶，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参观的时间虽然有限，但古人留给我们的这些财富，反映出
中国古代文化的悠久传统和深厚底蕴是无限的。此行不仅能
让我们了解我国古代的珍贵文物，而且还教给了我们许多知
识。历史如一条长河，涓涓的从古流到今，永远没有止尽。
历史文化遗产需要我们去保护，去传承与发展。

参观博物馆的心得体会篇七

北京的四月天，乍暖还寒，尤以风大为特色，仿佛要将所有
渴望接触春天的人们都赶回屋去。然而国家博物馆重新开放
的消息让我有些心里发痒，早想去一睹为快。于是不顾那一
天狂风呼号（吹得刚发芽的嫩柳都为之疯狂），我一头钻进
地铁，赶往国博！

新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是在原“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基址上
扩展和改进起来的，于20__年底竣工。

在我的印象中，它为于天安门广场的东边，和人大会堂相对，
是一座暖灰色、带有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初建时期特色的宏
伟建筑（它是建国十周年“中国十大建筑”之一）。那一天
下午，当我钻出地铁站的`那一刻，首先感受的也还是它
的“宏伟”：它依旧是带着沉稳的浅黄颜色，伫立在阳光灿
烂的蓝天下，给人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

我在服务人员的指引下找到了入口，外面有一尊9.5米的青铜



孔子像，在我看来，他似乎带着一丝来自远古的微笑，迎接
着世界上所有仰慕这座建筑和里面珍宝的人们。

那是一个和建筑外观几乎一样高、一样长的大厅，百米左右
宽，乳白色的基调，间或有浅咖啡色的墙壁装饰，整体感觉
非常明亮、优雅，却又让人意外的感觉到安静——这在一个
人多又大而封闭的建筑内部是不容易做到的。

环顾四周，我看清了各个展览的导引图，移步向前，我并没
怎么留意左边买纪念品的柜台，就左转去寻觅“中国古代佛
造像艺术”和“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展馆。

大多数展馆都在三层。巨大、宽敞的台阶直通建筑的高处，
上行和下行两条扶梯把台阶分隔开。沿扶梯上去右转进入一
条敞开式走廊，然后是一个被走廊分成两半的展厅——比较
大，而且初看之下，只能感受到黑暗中散发着点点亮黄色的
光芒——那是这个展厅左侧的佛造像在灯光下的视觉效果！

踩着厚厚的地毯，流连于魏晋、隋唐，及至宋代、清代的造
像之间，那残留在石造像上的华丽色彩、巨大然而缺损或者
裂隙的“背光”，以及每一尊佛像的迷人神态，都让我深深
为之感叹。

造像馆对面是青铜馆。隔着昏暗的走廊，一方巨大、颜色深
邃的商代青铜鼎正对着一尊两米高的宋代菩萨造像！也许只
有在那种环境的感染下，你才能直接的感受到中国古代的人
民是多么富有造诣，他们对神的敬仰，对安定生活的渴望，
都活灵活现的通过石像、青铜传达的淋漓尽致！

我站在这青铜鼎和造像之间时，我突然感受到课本中“中华
五千年”的具体意义：一个宋代，一个商代，都放在当代中
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里！文化，跨越了时间、空间，
毫无保留的向每一个愿意去了解和赞叹她的人散发着她们各
自独特的魅力！



带着对石造像和青铜器那种质朴的感怀，我进入了下一处国
博的长设馆：中国古代瓷器艺术馆。

一个八零后爸爸抱着他三五岁的儿子，正谆谆教导着：“这
是龙泉窑…….；这是釉里红……；这是耀州窑的……”孩子
的小手轻轻指点着玻璃柜里瓶瓶罐罐，似懂非懂的重复着那
些词汇——这一幕令我深受触动，仿佛看见文化化身成真实
的血脉，代代相传。

离开三楼，沿阶而下，到二楼往左一转就是一张四米高的油
画招贴：德国画家希克的作品《海因里希.丹内克》，画中年
轻妇人单纯的眼神和红白蓝三色的衣裙十分有视觉冲击力。

这个馆是德国柏林、德累斯顿及慕尼黑三家国家博物馆与中
国国家博物馆的合作的产物，是中德文化年的延续活动之一。
整个展厅转下来，除了十八、十九世纪的油画风景、人物还
算见过，其它的东西都很奇特，吸引人的眼球：比如能手摇
的长颈鹿模型、19世纪的欧洲妇女服饰（工艺及其复杂！）、
18世纪的钢笔插画等等，感觉展品种类丰富、独特，好像每
转过一个拐角都有一个惊喜！

说实在的，转了这么久之后，说身体不累是假的——但是我
的好奇心被所见所闻调动起来了，身体的疲惫都暂时被忘掉。
带着一种兴致勃勃的感觉，我回到一层，又辗转上了一个隐
秘的半层高的台阶，寻觅到了“李可染、黄胄和潘天寿艺术
大展”展馆。

这三个馆是独立的，馆外照例有大师们的画册出售，价格不
菲。黄胄和潘天寿两个馆我只是粗粗转过，之后就把目光停
在了李可染馆中的多媒体屏幕上：那是李可染之子李小可先
生为父亲制作的生平简介，以及一段大师的绘画录像。

在这面幕墙前，我逗留了一个小时，慢慢的把它看完——李
可染的画作非常吸引我，对我自己的绘画也有很大的启发。



他是所有近代国画家中，少数能把画面做的气势磅礴而又细
如发丝的一位人物。看过展厅里他的真迹，再细细品味大师
的生平，及创造这些画作的过程，让我体会到一点：“认真
对画，认真做人”。对待喜欢的事物，真的需要潜心研习，
并且在承继传统的过程中追求创新、不断探索。

我印象最深的一张画，是他的代表作《万山红遍》。那宣纸
上的红，面积那么大，却一点也没让人感到“堵”。红颜色
无论在国画还是西画里都是很难控制的，他却能运用的这么
自然，丝毫没有造作之感，真令人叹为观止！

国家博物馆真是一个汇集各方精华的地方！无论从历史、文
化，古代还是现代，都有能打动你的内容。我带着这样的感
慨走进了国博最著名的展馆：复兴之路馆。

那是一个让每个中国人重温建国历史的地方，走在展馆的一
张张老照片、一件件沾满先烈鲜血的遗物之间，我忽然想起
了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我们万众一
心，……前进！前进！”——是啊！我们的民族从愚昧、被
动挨打，到革命、建立独立的国家，再到觉醒、建设富强的
中国——整个过程，两百年，历尽艰辛，多少人为追求真理
失去了生命，又有多少人正在为当代中国百姓的生计和幸福
而恪尽职守，默默奉献。看着安静的展馆，看着悠然的观看
展品的人，我心里暗自感恩，感谢先辈的牺牲换来的中国的
独立和和平，也感谢当今那些为中国社会的和平、安定、进
步作出自己贡献的千千万万的人们！

走出国博的时候，我心里带着这种种的感慨，回想古代中华
灿烂的文明，回想国外美术的趣味以及与中国的不同，回想
中国的近代历史——走出国博的时候，我回头看了看那依旧
宏伟的建筑，突然又想起初见它时心里的那种种莫名的自豪
感。

这自豪感从何而来？因为这座建筑：中国国家博物馆，是我



们中国的象征，但不仅是当代的，更是从久远走到今天，那
全部的岁月的象征。它象征着中华文化、中华民族；象征着
中国政府、中国的人民回归自我、面向世界的风貌；它象征
着过去，更象征了未来！

我想，在中国的首都有这样的一座建筑，可以说真的是值得
我们每个中国人自豪的一件事呢！

参观博物馆的心得体会篇八

20__年7月份，我参加了旅协赴许昌博物馆社会实践队，在
这15天的社会实践生活中，我学到了很多的东西，也有了很
多的感悟。

我们到达博物馆后就开始进行工作的分工。经过简单的分组，
我负责的讲解的展厅是夏都之源，之前我自己也来过博物馆，
但再次走进我负责的展厅时，自己用一种更加认真的态度来
欣赏和了解这些文物，我们的工作内容也包括写讲解词。所
以对博物馆的文物有了大概了解之后，我就开始着手写我的
讲解词，通过查阅资料所以来到博物馆之后，我们就进入了
自己的展厅，对自己的文物进行进一步的熟悉，拿着手里的
讲解词，感觉自己的责任很大，因为很担心自己讲解不到位
或是因为自己准备不足而不能准确的解答游客的疑问，我觉
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背稿子的空闲时间，
都会进行模拟的讲解，通过彼此间提问各种问题，来使自己
的讲解词更加完善和具体。我觉的这是我们在准备期间必须
要做好的功课，俗话说，台下十年功，台上一分钟，正是因
为我们在平常的不断努力与练习，所以我们在讲解时才能给
游客一个更加深刻的一个感受，通过我们的.讲解，会让他们
觉得这是参观的感受很好，而不是说，通过我们的讲解，会
让他们觉得这次参观博物馆的经历很失败，我们希望我们的
志愿者讲解员的价值就是在于给人们提供一个更好的参观感
受，我们是一个媒介，通过我们让一些不了解许昌历史的人
们知道，原来许昌是有这么悠久的一个历史，这些感受都只



有是参观后才能感受到的，当在给人们讲解的时候，听到他
们说的那一句谢谢，我觉的就是对我们最好的肯定。

准备讲解词，修改讲解词，背稿子，熟悉展厅，这是我们一
直在做的工作，因为在博物馆实践的时间很短，所以我们更
加注重对时间的把握。经过前几天的准备与训练，我们的能
力也得到了提升，不再是简单的要求自己能够把博物馆的文
物讲出来，而是更加注意以怎样的语言和表达形式让游客来
更好的理解我们所要表达的内容，讲解的最终目的就是让游
客来更好的认识和了解文物的内涵和它的历史意义，我觉得
这就是讲解的真正价值所在。在这几天的社会实践生活中，
我们每一天都在进步，虽然进步很小，或许是肉眼看不到的，
但是当我们静下来回想起来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从一开始
对文物的一无所知到有所了解到逐渐掌握。我觉得这就是一
种进步，当我们真正努力做一件事情时，很小的进步都会使
我们欢呼雀跃很久。我们在付出的过程中，会有一种很特别
的感受。

当你真正的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永远都不会知道自己的
潜力究竟是有多大，所以当我们在付出的时候，我们可能会
遇到各种挑战，各种困难，但是因为你想把它做好，所以你
会尽自己的最大能力去做好它，或许你从来都不喜欢和陌生
人打交道，但因为你想做，所以你就会克服你所认为的困难，
而这个过程就是我们所说的成长的过程。所以在这段社会实
践的过程中，我很开心，因为自己不仅学到了很多知识，而
且还收获了友情与欢乐，我觉得这就是参加活动的价值意义
所在。

通过我们的讲解，会让他们觉得这是参观的感受很好，而不
是说，通过我们的讲解，会让他们觉得这次参观博物馆的经
历很失败，我们希望我们的志愿讲解的价值就是在于给人们
提供一个更好的参观感受，我们是一个媒介，通过我们让一
些不了解许昌历史的人们知道，原来许昌有这么悠久的历史，
这些感受都只有是参观后才能感受到的，当在给人们讲解的



时候，听到他们说的那一句谢谢，我觉的就是对我们最好的
肯定。所以我也会继续努力，希望能讲的更好。不过看着自
己呆了十几天的展厅，还是感觉有一点不舍，不过生活就是
这样，有得也会有舍，希望下次有机会还能来到这里，和大
家一起进行实践，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收获了欢乐和友情，也
付出了汗水和努力，这些都都是对等的，在付出的同时得到
回报，可能有时候是一种情感上的回报，但我们还会感到十
分的开心与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