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傣族心得体会(优秀9篇)
心得体会是指个人在经历某种事物、活动或事件后，通过思
考、总结和反思，从中获得的经验和感悟。我们如何才能写
得一篇优质的心得体会呢？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体
会范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傣族心得体会篇一

各位游客朋友，欢迎来到着名的傣族聚居区，橄榄坝，我就
是大家今天行程的导游，今天我将带领大家游览颇具少数民
族特色的着名旅游景区——西双版纳傣族园，希望我能让大
家满意。

傣族园并不就是一个人造的景区，而就是在原来的曼将、曼
春满、曼听、曼乍、曼噶5个保存最完好的傣族自然村寨组成
的基础上，兴建的人与自然文景区。景区面积339公顷，南临
澜沧江，北依龙得湖。这5个村寨现有居民326户1536人，他
们世世代代都就是以农耕为业，创造和传承了灿烂的本民族
优秀文化。在这里可以充分了解傣族悠久的历史文化，接触
神秘的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可以体验浓郁的傣家生活习俗，
观赏传统的手工艺制作、民间歌舞等多姿多彩的文化艺术，
也可以尽情去参与到欢乐的泼水节中。

曼将寨

我们参观的第一个村寨叫曼将。傣语曼，即寨子之意；将，
就是指篾圈或篾套，专用于搬抬大石头，曼将即“篾套寨”。
大家看这些原滋原味的傣家竹楼就就是传统的傣族民居，属
于干栏式建筑，分上下两层，下层用于堆放杂物、停放车辆
和关牲口，上层就是住人的。从前这儿还就是一片森林，常
有野兽出没，住在楼上可以防止野兽侵犯，并且可以防潮防
震。



现在，我带大家去傣家参观做客，大家注意，进屋之前要脱
鞋；傣家人行礼之后，各位要在胸前双掌合十，微微弯腰，
答礼致谢。

大家看着楼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是房东地位的象征，级
数越多地位越高，土司家的楼梯一般在9级以上。楼上分为三
个部分：阳台、客厅、和卧室。客厅和厨房就是一个大的通
间，这根柱子就是吉祥柱，据说摸一下可以带来好运！柱子
加工成多面体，就是为了防止毒蛇顺着柱子爬入房内。和客
厅一墙之隔的就就是卧室，这就是不允许外人参观的。因为
傣族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相信人有灵魂，一家人的灵魂就
关在卧室里，如果外人打开了门，就惊动了灵魂。进入卧室
有两扇门，靠里面的门就是供老年人出入的，靠楼梯的门就
是供年轻人出入的。卧室里面就是一个通间，傣家人隔帐不
隔墙，代表全家人的心永远相通，没有隔阂，只就是以颜色
来区分：老年人用黑色蚊帐，新婚夫妇用红色蚊帐，年轻人
用白色蚊帐。卧室里有根大柱就是升天柱，平时家里人不得
随便靠在上面，也不能挂杂物，只有当家中的老人死后才能
将遗体靠在这根柱旁沐浴、更衣，让死者的灵魂通过木柱升
天。

傣家人以“男善建筑，女善耕织”而闻名。各位现在看到这
纺车和织机就是傣族妇女用来织锦的，织出的锦叫“傣锦”，
在历史上就是中国名锦之一，史称“五彩娑罗布”。傣家的
织锦历史悠久，就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史料记载，唐代时傣族先民就用攀枝花纺纱织布。傣
家的女孩长到12岁时就开始学习织布绣花，她们织出来的图
案可分为几何图形和花草树木图案，造型抽象、夸张、变形，
十分神秘，尤其象征吉祥和睦的图案更加美妙。如织五颜六
色的筒裙就是为了纪念祖先，织成孔雀图案象征吉祥，织成
大象图案象征五谷丰登。

曼春满



一般傣族村寨的寨与寨之间，只有一条马路和一道门就能隔
开了。我们现在出了这道门，过了这条马路，就属于第二个
村寨了，这个村寨叫做曼春满。

春满的意思就是花沁园，曼春满就就是花沁园寨。西双版纳
的傣族全民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村村有佛寺，寺寺有佛缘。
待会参观佛寺时大家要注意一些禁忌，不该说的话不要乱说；
拜佛一定要诚心。不能摸和尚的头和袈裟，不能拍打和尚的
肩和身子，不能在佛像面前指手画脚，不能随意敲打佛鼓、
铓锣和其他乐器。

好了，大家现在看到的佛寺就就是曼春满佛寺，它始建于隋
文帝开皇三年。1400多年来，佛寺经过了很多次修复、重建。
这里就是橄榄坝的中心佛地，每逢重大的佛教活动日，坝子
里的信徒和各个佛寺的和尚都要前往朝拜，佛寺里的建筑修
复都就是靠村民和虔诚的信徒捐钱捐物来完成。

佛寺中间的这四根很粗的圆柱，有200多年的历史。大门里面
的两座佛台，专门用来摆放施舍给飞禽的食物，以示佛家的
博恩。金塔就是佛寺的标志，对着金塔的楼阁称为诵经阁，
就是和尚传授经文的地方，其他人员都不得出入。诵经阁四
角的地上有几个半截入土的金粉石，起标志作用，表示金粉
石以内为禁区，除佛爷、和尚以外，人们不得踏入。

佛寺大殿中较高的台阶叫僧侣台，就是佛滴水转运、栓钱祝
福的地方。寺庙内的高大塑像就是佛教里有重要意义，在佛
像背后有一颗高大古老的圣树——菩提树。菩提树在佛教里
有重要的意义，当初释迦牟尼就就是在菩提树下成佛的。佛
寺内悬挂的长白布条，就是傣家人祈求来年风调雨顺的象征。
佛像左边的画廊就是曼春满佛寺着名的20幅壁画，具有很高
的艺术价值，讲述的就是“召爹米转世”和“释迦牟尼的故
事”，生动地展示了傣族先民的生产、生活情景以及对佛的
形象化理解和敬仰。



大家看，佛寺前的三颗棕树就就是用来制作贝叶经的贝叶棕，
这种树能活六十年左右，一生只开一次花，花就是乳白色的，
花儿开放后就意味着将枯死。贝叶经就是傣族园内7项国家级
非文化遗产之一。傣文字就是拼音文字，由42个字母组成，
傣族的文字都就是刻写在贝叶上的，用贝叶记载傣族的史诗、
佛经、谚语、传说等，傣族的史诗、佛经、谚语、传说等都
就是靠这一片片的贝叶流传至今。据说曾经流传过的傣族书
籍有84000部，550部叙事长诗，现收集到的有3000余册。这
对于一个总人口只有100多万的少数民族来说，无疑就是一座
引以为骄傲的丰碑。贝叶经可以保存上千年的历史，时间越
久，字迹越清晰，一直流传至今。各位看到的这两位刻贝叶
经的老人就是佛寺里还俗的老佛爷。傣文字就是传男不传女
的，男子一生中要过一段脱离家庭的宗教生活，在他们七八
岁的时候，就要到佛寺里当和尚学习贝叶经。

路边这一片奇形怪状的树林就就是有名的铁力木林。铁力木
俗称“黑心树”，就是傣家人的柴薪林。每隔两年，傣家人
将树枝砍下做柴薪，这些树来年还会在发芽、抽枝。傣族种
植柴薪林就是值得称赞的，有了柴薪林，既可以方便取柴，
又可以减少对森林的砍伐。

曼乍寨

我们的下一站就是曼乍寨，即厨师寨，因为这个寨子过去就
是专门为土司衙门培养做饭菜的人而得名。村口的四棵古老
的菩提树，就就是傣家人的神树，树下草坪就是深受欢迎的
绿色舞台，五个寨子的村民在农闲时分，都要在此聚一聚，
自得其乐地表演民族艺术，既就是演员，又就是观众。

大家请注意听，这就是赞哈为你们献歌。傣语“赞哈”就是
歌手的意思，赞哈调较为固定，歌词即兴编成。傣家人贺新
房和举办婚礼时，都要请赞哈唱歌。她现在唱的大意就是：
欢迎远方的贵客来到傣族园，你们的光临，就是我们傣家的
荣幸，希望各位朋友在这里玩得开心愉快，祝各位朋友旅途



平安。

大家看这位波涛吹奏的管乐叫做“必”，也就就是竹
笛。“必”这种乐器村村寨寨都有，男女老少皆知。它就是
赞哈演唱时必不可少的一种乐器，没有“必”，赞哈开不了
口。老人们说：“歌声离开了必，就像菜里面没有盐巴。”
再看那边两个傣族男子握着拳头，蹬着腿，莫不就是在表演
武术？原来这就是他们在表演傣族民间舞蹈——拳舞。傣族
民间舞的特点就是：以膝部柔美的起伏，身体和手臂丰富多
彩的三道弯造型，柔中带刚的动作韵律，小腿的敏捷运用，
加上提气、收腹、挺胸和头部、眼神的巧妙配合，使它具有
浓郁而独特的民族风格。在这里，民间艺人还给大家表演葫
芦丝演奏、纹身舞、象脚鼓等节目。

曼听寨

傣族民间舞蹈丰富多彩，等一会到了歌舞剧场，我们可以尽
情欣赏。现在请大家坐上电瓶车前往曼听寨参观。

曼听译成汉语就是宫廷花园寨的意思，全寨有88户，426人。
曼听寺内的释迦牟尼塑像为橄榄坝之最，院内富丽堂皇的诵
经阁为一位泰国华侨捐资修建。离白塔不远处有一口不同寻
常的井——那就就是公主井。据说，兴建白塔时，曾得到老
挝公主南波罕的资助，公主亲自到曼听观察，并挖掘了这口
水井。只可惜她的生命太过于短暂，白塔刚建造完毕，她也
悄悄地告别了人世。村民们非常怀念这位美丽而善良的公主，
每逢月儿圆时，村民们都走近公主井，传说从水里可以看见
公主洗脸、梳头、照镜子。

公主井旁边有一处奇观，那就就是塔包树。这棵菩提树与静
静流淌的澜沧江紧紧相望，它与塔相融相依，形成塔包树奇
观，傣族村民一直把它视为神圣之树。其实这种景观属于一
种植物寄生现象，它就是先有塔，后有树。据说有一位泰国
老佛爷曾在曼听讲经，倍受村民崇敬，在他圆寂后，傣家村



民为了纪念他，就在此修了一坐塔。数年以后，塔的中间长
出了一棵被傣家人视为神树的菩提树。据傣家老人说，这种
景观就是一只小鸟惹的祸，因为它吃了菩提树的果子后，没
有经过消化，把粪便排到了塔顶上，于就是就形成了独有的
一种自然景观。菩提树就是一种榕树，它的根系比较发达，
现在正由内向外曼延，如果数年以后，大家还有机会再来的
话，说不定看到的就就是树包塔了。

勐巴拉纳西剧场与泼水广场

看完园内风物，请大家随我到勐巴拉纳西剧场，这就是云南
省旅游景区最大的露天剧场。在这里，大家可以一边休息，
一边观赏大型的傣家歌舞表演。丰富的傣族民间舞蹈孔雀舞、
蜡条舞、长甲舞、鱼舞、刀舞、棍舞、拳舞等，都具有独特
的民族风格，着名的傣族舞蹈家刀美兰和杨丽萍，就就是从
西双版纳这块土地上展翅高飞的金孔雀。

看完表演，我们在下午的时候可以在傣族园亲身体验东方狂
欢节——泼水节。泼水广场就是景区主要活动区，中心雕像
的名称叫做《王子出征》，讲述的就是傣家王子为了傣族人
民的和平，骑着大象出征，虔诚的和尚、傣家人民为他祈祷
祝福，小卜哨们泼洒清水为他祈求平安，期盼他早日归来。

傣族就是一个爱水的民族，泼水节就就是东方的狂欢节，它
就是傣族最隆重的节日，通常要过三天。第一天相当于除夕，
一般举行赛龙舟、放高升、丢包；第二天主要开展堆沙、斗
鸡；第三天也就就是最隆重的“浴佛”，以及大家相互泼水
祝福。每年四月中旬，这里都就是傣族人民举行傣历新年的
泼水狂欢场地之一。在傣族园我们还可以不受季节时间的限
制，随时都能感受“天天泼水节”的欢乐气氛。每天都有一
百多名傣家哨哆哩与游客们共享泼水狂欢的喜庆，接受傣家
小卜哨的美好祝福。



傣族心得体会篇二

舞蹈是人类文化的一种重要表达方式。在中国，丰富多样的
传统舞蹈与少数民族舞蹈为我们的文化积淀增添了无限魅力。
作为一名普通观众，我有幸观看了两个极具代表性的舞蹈作
品——雀之灵和傣族舞，并从中获得了很多心得体会。

第一段：雀之灵

雀之灵是著名舞蹈家云天明所创作的舞蹈作品，通过对金丝
雀的舞蹈表现，展现了自由、美、毅力和坚韧不拔的形象。
在舞台上，雀之灵群舞时的整齐划一、精神饱满，真正让我
感受到了团结合作的力量。当一个跳舞者在舞台上展示其个
人的精彩表现时，也不会脱离整体的支撑与驱动，这正体现
着人在集体中的人格塑造和品质升华。

第二段：傣族舞

傣族舞则是云南傣族人民表现生活、表达情感的舞蹈之一。
傣族舞蹈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花鼓舞”，表现打鼓和舞蹈的
高超融合。在舞蹈中，傣族舞者面容欢快自信，身姿轻盈柔
韧，迎风而舞，简直让人顿感神韵飘逸。通俗地说，这就是
傣族风格独特的“秀气灵动”之外所体现的。

第三段：重视情感表达

在我看来，舞蹈作为一种表演艺术，要抓住实现真实的情感，
不仅需要表现得协调美观，还要表达得精神充沛，传递出一
种强烈的情感。从雀之灵上可以看到，摆脱群体依赖的魅力，
来自于跳舞的团队所有人的流畅表现，也要来自于当下跳舞
者个人的情感表达与展现，在每一个动作里让观众感到独特
的个性。在傣族舞上，能够注意到在舞蹈动作上倚重的是一
种来自内心深处散发的喜悦，这是傣族人民宽厚的意趣和精
神。



第四段：体会舞蹈魅力

古人称：“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足以看出
人类对舞蹈的魅力和深刻的认识。在观看雀之灵和傣族舞时，
身心均感到舞蹈的魅力之处。同时，我意识到，除了在表演
中欣赏，我们也可以通过跳舞来感受舞蹈的魅力，并且不断
改进自己，让自己更加舒展自如。。如此，我相信，我们可
以用舞蹈这种优美的艺术形式来体现自身的人生态度和价值
观，同时也扩展自己的精神生活，并充分感受人生丰富多彩
的精彩。

第五段：总结

在雀之灵和傣族舞的表演中，我领悟到更深入的文化内涵，
也可以看到一种美好和闪耀的精神风貌，增强了我的文化自
信心和精神素质，使我更坚定了追求艺术的决心。相信类似
的文化艺术体验，每个人都会有自己领悟到的东西，通过这
些体验，让我们一起把握世间无尽的美好和精彩，也为自己
打开更广阔的人生视野。

傣族心得体会篇三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民俗节日。傣族人民最盛大的
节日就是泼水节。

泼水节一般在阳历４月中旬，也就是傣历6月，为期三四天。
第一天就相当于除夕．在这一天里，人们都去江边观看龙舟
比赛，长长的龙船两头尖尖的翘起，船舷上刻着精美的图案。
比赛胜利者将得到优胜大旗与奖品。人们还为他们端来一碗
米酒，洒去一把把糖果，跳起别具一格的＂依拉贺＂民族舞
蹈，为他们加油喝彩。

最后一天是元旦。‘元旦’这一天处处人山人海。人们都进
行着有趣的活动，比如深受人们欢迎的游戏‘放高升’



与‘丢包’。

中间相隔的空日是最隆重的泼水日。上午10时左右，男女老
少拎着水桶来到街上，路边早备有大量的清水，水上漂着片
片花瓣，有的甚至还滴入几滴香水，大家不分男女老少，也
不分拿个民族，都互相泼水，彼此祝福，以求消灭灾病，祈
愿风调雨顺。

傣族人民过泼水节的其目的就是为了伴与着欢声笑语，达到
快乐的最高潮。

傣族心得体会篇四

傣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之一，分布在云南、广西、贵州等地。
他们独特的文化传统深深吸引着人们的目光，而傣族歌曲更
是其中的一部分。作为傣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傣族歌曲
以其深情款款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展现了傣族人民朴实、
热情的民族特性。在接触与学习傣族歌曲的过程中，我有幸
体会到了傣族歌曲的独特魅力和人文内涵。

第一段：傣族歌曲的形式多样且富有鲜明特色

傣族歌曲是傣族人民表达情感、传颂历史的重要方式之一。
它们有各种各样的题材，如爱情、战争、自然等，形式多样，
包括独唱、合唱、对唱、颂歌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傣
族的花灯歌，它以其独特的演唱方式和韵律吸引了许多观众。
花灯歌通常在傣年新春时节流行起来，它伴随着缠绵悠扬的
歌声，展现了傣族人民对于生活的热爱和追求的幸福。

第二段：傣族歌曲的音乐特点以及文化内涵

傣族歌曲有其独特的音乐特点，比如轻柔、细腻、缠绵的旋
律、多变的节奏和以高音为主的歌唱方式。这些特点彰显了
傣族人民的热情和深情。在傣族歌曲中，我不仅感受到了音



乐的美妙，更体会到了其中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傣族歌
曲常常表达傣族人民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对生活的热爱。它们
用朴素的语言和简洁的句式表达情感，歌颂了傣族人民对于
家庭、亲人和爱情的珍视和追求。

第三段：傣族歌曲的艺术表现力和传承

傣族歌曲以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力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这
些歌曲在展现傣族人民深情的同时，也通过表演者的情感表
达和舞蹈的配合，将歌曲的意境和情感深度表现得淋漓尽致。
傣族歌曲的传承也是傣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傣族社区
和家庭中，长辈们会将歌曲的传统知识、唱法和技巧传授给
年轻一代，以保护和传承这一独特的文化遗产。

第四段：傣族歌曲对于傣族人民的重要意义

傣族歌曲对于傣族人民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傣族人民情感
宣泄的重要方式，也是展示傣族文化、传递历史和丰富文化
内涵的载体。如今，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傣族歌曲正逐渐遭
受流失和淡忘的风险。因此，保护和传承傣族歌曲的责任落
在了傣族人民和爱好者的肩上。只有通过积极的保护和传承，
才能让傣族歌曲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绚烂的光彩。

第五段：个人体会与总结

通过接触和学习傣族歌曲，我不仅对傣族文化有了更深刻的
认识，也加深了对于多元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傣族歌曲给予
我的不仅是音乐上的享受，更是一种文化的交流和感受。我
希望能够加入到传承和保护傣族歌曲的行列中，为傣族文化
的传播做出自己的贡献。

总之，傣族歌曲以其独特的形式、音乐特点和文化内涵，展
现了傣族人民朴实、热情的民族特性。它们是傣族人民情感
宣泄的方式，也是展示傣族文化和传递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积极的保护和传承，我们能够让傣族歌曲在新的时代焕
发出更加绚烂的光彩。

傣族心得体会篇五

傣(dai)族，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中华民族的一部分。那么
属于傣族的风俗习惯都有些什么呢?你了解过傣族吗?下面就
随着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傣族重大节日有“关门节”、“开门节”和泼水节。“关门
节”在七月中旬，这时正是农忙季节，佛教节日也大多集中
在这段时间，以便集中精力搞好生产，同时还要举行盛大
的“赕佛”活动，以食物、鲜花、银币、纸币等献佛。“关
门节”要持续三个月左右，到十月中旬的“开门节”为止。

泼水节期间，在宽阔的澜沧江上，要举行划龙船比赛，水船
扎以彩花，装扮成龙，孔雀，大鱼等形象，由数十男女青年
奋力划桨前进，两岸观众如云，锣鼓声、喝彩声响彻云霄。

夜晚，各村寨燃放高升，这是傣族人民自己制作的烟火。用
一根数丈长的竹子，在根部填以火药等配料，置于竹子搭成
的高架上。点燃引线，火药燃烧，竹子即如火箭一般飞入云
天，在空中喷放出绚丽烟火，犹如花团锦簇，群星闪耀，光
彩夺目，把节日的夜空装点得特别美丽。

泼水节是个迎新的节日，欢乐的节日，一般要过三至五天。

“赶摆黄焖鸡”是西双版纳男女青年以食传言的求恋方式，
即姑娘把黄焖鸡拿到市场上出售，如果买者恰恰是姑娘的意
中人，姑娘就会主动拿出凳子，让其坐在自己身旁，通过交
谈，如双方情投意合，两人就端着鸡，拎着凳子到树林里互
吐衷情;如买者不是姑娘的意中人，姑娘就会加倍要价。



“吃小酒”，在男女订婚时，男方挑着酒菜去女方家请客，
当客人散去后，男方由三个男伴陪同女方及女方的三个女伴，
共摆一桌共饭。“吃小酒”讲吃三道菜：第一道是热的;第二
道要盐多;第三道要有甜食。表示火热、深厚和甜蜜。新房落
成要贺新房，先上楼的是小伙子，抬着牛头，唱祝福歌，壮
年男子抬箱子，已婚妇女抱被褥，姑娘们端着饭菜依次而上，
然后在火塘上支好三脚架，摆桌置酒备菜，唱贺新房歌，乡
亲们还要给主人送一些象征吉祥的礼物。

婚礼之日双方家里都要举行婚礼，大都先在女家进行。婚宴
时，席桌上要铺上绿色的芭蕉叶，菜肴有象征吉祥的血旺(白
旺)、年糕及各式菜。宴前新郎、新娘要做拴线仪式，即由主
婚人用一根白线绕过双方的肩，又用两根白线分别拴在新郎、
新娘的手腕上，象征纯洁，然后由高龄老人将糯米饭捏成三
角形蘸上盐，置于火塘上的三脚架的.顶点上，任其火烧后自
然脱落，象征爱情像铁一样坚实。

傣族人居住竹楼的历史已经有一千多年了。这种建筑非常适
合南亚热带雨林的气候。竹楼分为两层。底层设有围墙，是
储藏杂物和饲养家畜的地方。楼上是家人居住、生活的地方。
每座竹楼都有一个阳台，家人们可以在这里享受清凉的微风，
也可晾晒衣物。屋内是一间大起居室，铺着竹席，家人用餐、
休息和接待客人，都坐在竹席上。屋子中央有个火塘，既可
烹煮食物，又可取暧，起居室连着卧室，一般有三到五间，
视家庭成员的多少而定。来访的客人通常不允许在卧室过夜。

屋里的家具非常简单，竹制者最多，凡桌、椅、床、箱、笼、
筐，都全是用竹制成。家家有简单的被和帐，偶然也见有的
毛毡，铅铁等器，农具和锅刀都仅有用着的一套，少见有多
余者，陶制具也很普遍，水孟水缸的形式花纹都具地方色彩。

建造新房是傣家人生活中的大事。建房开始之前，首先要选
好地址，下基石。接着要准备好八根主柱。由于整个竹楼都
是在这八根主柱上建成，选择柱子的材料就成为一件非常要



紧的事。当选好的木材从树林里抬进村里时，村民都要吹号
迎接，泼水祝福。八根柱子中还要分出四根“公柱子”和四根
“母柱子”，分别以男人的衣服和女人的衣服覆盖在柱子上
以示区别。建盖房子时，全村人都会来帮忙，这是傣家人的
传统。届时，主人要准备丰盛的酒菜招待来帮忙的村民和来
祝贺的亲戚朋友。整个气氛就像过节。

忌讳外人骑马、赶牛、挑担和蓬乱着头发进寨子;进入傣家竹
楼，要把鞋脱在门外，而且在屋内走路要轻;不能坐在火塘上
方或跨过火塘，不能进入主人内室，不能坐门槛;不能移动火
塘上的三脚架，也不能用脚踏火;忌讳在家里吹口哨、剪指
甲;不准用衣服当枕头或坐枕头;晒衣服时，上衣要晒在高处，
裤子和裙子要晒在低处;进佛寺要脱鞋，忌讳摸小和尚的头、
佛像、戈矛、旗幡等一系列佛家圣物。

卧室是不容许外人窥看的，过去的习俗规定，若主人发现外
人窥看主人的卧室，男人就要做主人的上门女婿，或到主人
家做三年苦工，即使是女客人也要到主人家服役三年。因此，
游客无论到傣家参观或做客，千万不要因神秘感而窥看主人
的卧室，虽说然现在打破了过去的俗规，但窥看傣家卧室始
终是不受欢迎的。

傣族的婚礼，民间称为“金欠”，含结婚宴请之意。婚期只
能定在每年的“开门节”至“关门节”(傣历十二月十五日以
后，至次年九月十五日以前)这段时间，婚礼以为新郎、新娘
祝福、拴线为主要内容。

成婚仪式在新娘家举行，届时要杀猪、杀鸡(有的人家还宰
牛)，备办丰盛的酒席宴请亲朋好友和本寨父老乡亲。举行婚
礼之日，在新娘家堂屋内设置“茂欢”(直译为魂桌)，摆上
一至三张蔑桌，用芭蕉叶铺面，上摆煮熟的雌雄子鸡一对，
和用芭蕉叶盛装的糯米饭以及米酒、舂盐棒、食盐、芭蕉、
红布、白布、白线等物。雌雄子鸡需用傣语称为“索累东”
的芭蕉叶做成的叶帽罩盖。作好举行婚礼的准备后，新娘的



女友，要陪伴新娘梳洗打扮，等待新郎登门。新郎亦在家中
梳洗更衣，在亲朋好友陪同下，到新娘的竹楼上举行结婚仪
式。

仪式开始时，主婚人端坐在“茂欢”后的正中位置，长者围
桌而坐，一对新人按男右女左的位置面对主婚人而跪，亲友
围于两旁。坐在“茂欢”跟前的人伸出右手搭在桌上，静听
主婚人念诵祝词。主婚人揭去盖在食物上的叶帽，先为新郎、
新娘祝福：“今天是个美好、吉祥的日子，现在是一天中最
好的时辰，你俩恩恩爱爱结成夫妻，金凤与铜凤结成一对，
日子会幸福美好，愿生子会得子，盼生女会得女，祝福你们
幸福美满，永不离分。”。

主婚人念完祝词以后，新郎、新娘各在桌上揪下一团糯米饭，
蘸点米酒、食盐、舂盐捧、芭蕉后摆在桌前。主婚人拿起一
条长长的白线，从左至右缠在新娘、新郎的肩背，将白线两
端搭在“茂欢”之上，表示将一对新人的心拴在一起。然后
再拿两缕白线，分别缠在新郎、新娘的手腕上，祝愿新婚夫
妇百年好合，无灾无难。在座的长者也各拿两缕白线，分别
拴在新郎、新娘手上，边拴线，边念些祝愿词。拴完线后，
婚仪基本结束，婚宴开始，新郎新娘向宾客敬酒致意。

结婚拴线，傣语称为“树欢”意为拴魂。这千古之俗至今未
改。关于拴线的来历，传说颇多，其中一种与婚姻有关。那
是在很早以前，一位年幼的傣族公主不知为何，找宫中一个
少年奴仆询问：“你知道我长大以后会嫁给谁吗?”奴仆张口
便答：“我就是你未来的丈夫。”公主怒起，将手中小刀甩
向仆人，割破了仆人的额头，仆人也因此而被赶出王宫。不
知经过多少周折，那仆人终于成为另一个王国的君王，并且
和他曾经入宫为奴的那个王国联姻。在举行婚礼的那天，公
司发现新郎额头上的伤疤，知道他就是当年被她用刀子划伤
的仆人，悔恨万分。她当即表示：“愿与丈夫心相印、魂相
依，永不分离。”并拿起一缕白线将两人之手拴在一起，表
示永不分离。从此，傣家人便有了结婚拴线之俗。



傣族结婚时，不仅要筹办婚宴，还要请歌手唱歌祝贺。参加
婚宴的人，一般也要送点礼物或礼线，表示祝贺。

傣族心得体会篇六

第一段：引言（150字）

傣族，是中国西南部一个古老而神秘的民族。他们世代居住
在美丽的云南高原，保留着独特的文化和传统艺术。在我参
观傣族艺术展览时，我深深感受到了傣族艺术的魅力和与众
不同之处。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分享一些我对傣族艺术的心
得体会。

第二段：真实与传承（250字）

傣族艺术是其文化的精髓之一。在我浏览傣族艺术作品时，
我被它们的真实性和传承性所吸引。傣族艺术作品通过精湛
的绘画和雕刻手法，展现了丰富多样的傣族生活和传统习俗。
从细致入微的刀刻作品到用鲜艳色彩描绘的壁画，每一件作
品都传递着傣族人的智慧和情感。在这些作品中，我看到了
傣族人对自然界和生活的虔诚和热爱，也看到了他们传承和
弘扬傣族文化的决心。

第三段：自然与灵动（250字）

傣族艺术作品中常常以自然元素为主题，它们展示了傣族人
对自然界的深刻理解和独特感悟。傣族绘画作品中经常出现
的动植物形象，鲜明地展示了傣族人对大自然生态的敏感和
热爱。花卉、树木和动物在他们的笔下变得栩栩如生，透露
出一种灵动的美感。同时，傣族艺术作品中还融入了傣族神
话和宗教信仰的元素，体现出傣族人与神灵的联系和傣族文
化的独特之处。这种自然与灵动的美感，使我对傣族文化产
生了更深的兴趣和探索欲望。



第四段：色彩与喜庆（250字）

傣族艺术作品以其鲜艳的色彩和炫目的图案而闻名于世。在
傣族人的眼中，色彩是生活的象征和表达内心情感的方式。
在我欣赏傣族壁画时，我被它们独特的色彩搭配和鲜亮的画
面所吸引。傣族人常常使用红色、绿色和金色等鲜艳的颜色，
来表达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喜庆的追求。无论是绘画、刺
绣还是服饰，傣族艺术作品都体现了傣族人性格开朗、热情
豪放的特点。这种色彩艳丽的风格使傣族艺术作品具有独特
魅力，也成为了我对傣族文化欣赏的重要方面。

第五段：艺术与生活（300字）

傣族艺术不仅仅存在于纸上或画面之中，更融入了傣族人的
日常生活。傣族人善于利用艺术来装饰和表达自己的情感。
他们将美丽的织锦、雕刻精美的木制品和带有傣族特色的服
饰融入到居住环境中，使得整个村落都呈现出艺术的氛围。
在我参观傣族村落时，我被那些色彩斑斓的房屋、精美的门
窗所深深吸引。这种艺术与生活相结合的理念给我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艺术不仅仅是一种创造力的体现，更是与我们
的生活息息相关，可以丰富我们的生活和提升生活品质。

结论（100字）

在参观傣族艺术展览后，我对傣族文化和傣族艺术有了更深
入的了解。傣族艺术作品所体现的自然与灵动、色彩与喜庆
以及艺术与生活相融的理念，给我提供了一种新的审美体验
和思考方式。通过欣赏傣族艺术，我对中国民族文化的多样
性和博大精深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傣族艺术是中国独特的文
化瑰宝，值得我们去尊重、保护和传承。

傣族心得体会篇七

西双版纳傣族园，集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于一体的风景区，



属国家4a级景区。傣族园并不完全是一个人造景区，而是在
原来5个保存较好的傣族村寨，曼将、曼春满、曼听、曼乍、
曼嘎的基础上建成的。景区面积336公顷，南傍澜沧江，北依
龙得湖，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傣族的历史文化和南传上座部佛
教文化，也可以体验傣家的生活习俗，还可以观赏传统手工
艺制作、民间歌舞等文化艺术。各位朋友，我们参观的第一
个村寨叫曼将。在傣语中，曼是寨子之意，将是指篾圈或篾
套，专用来搬石头的，曼将即“篾套寨”。

傣族的传统民居就是傣家竹楼，属于干栏式建筑，分上下两
层，下层用于堆放杂物、停放车辆和关牲口，上层用来居住，
这儿以前常有野兽出入，住在楼上不但可以防止野兽侵犯，
还可以防潮防震。现在我就带大家去傣家做客，在新中国建
立之前，竹楼的楼梯级数越多代表房东地位越高，土司家的
楼梯一般在9级以上。大家请注意，进屋之前要拖鞋，傣家的
楼上可分为三个部分，阳台、客厅和卧室。阳台上放着装水
的器皿，专供家人洗澡用；客厅里这根吉祥柱，据说摸一下
可以带来好运，和客厅一墙之隔的就是卧室，卧室是不准外
人进入的，因为傣族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相信人有灵魂，
一家人的灵魂就关在卧室内，如果外人进了卧室，就会惊动
了灵魂。

傣家人向来“男善建筑，女善耕织”，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
纺车和织机就是傣族妇女用来织锦的，织出的就叫“傣锦”，
在历史上中国名锦之一，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傣家
人世代用纺车纺成线，织成布，她们织出来的图案可分为几
何图形、花草树木图案和象征吉祥如意的飞禽走兽图案，不
同的图案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如五颜六色的筒裙是为了纪念
祖先，孔雀图案象征吉祥，大象图案象征五谷丰登。

一般傣族村寨的寨与寨之间，只有一条马路和一道门就能隔
开，我们现在出了这道门，过了这条马路，就是第二个村寨
了，这个村寨叫做曼春满，春满的意思是花蕊园，曼春满就
是花蕊园寨。



我们在曼春满重点参观的是曼春满佛寺，它距今已有千年，
曼春满佛寺是橄榄坝的中心佛地，重大的佛教活动日，坝子
里的信徒和各个佛寺里的和尚都要来此朝拜。

佛寺大门里面的两座供台，专门用来摆放施舍给飞禽的食物，
以示佛教的恩德。金塔是佛寺的标志，金塔对面的阁楼称为
诵经阁，是和尚传授经文的地方，其他人不准出入。寺内高
大塑像是佛主释迦牟尼，在佛像后面有一棵菩提树，菩提树
在佛教里意义重大，当年释迦牟尼就是在菩提树下成佛的。
佛像左边的曼春满佛寺著名的20幅壁画，讲述“召爹米转
世”和“释迦牟尼的故事”，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其中靠
右的一幅讲述“勐罕来历”，勐，指“地方”，罕，指“卷
起”，即卷起来的坝子。传说，佛主释迦牟尼到这个地方来
传教时，当地的让人们用白布铺地迎接，因为路太长而白布
不够用，人们就将白布铺了又卷，卷了又铺直到曼春满，释
迦牟尼感动至极，赐名勐罕。佛寺内还悬挂着长白布条，是
傣家人用来祈求来年风调雨顺。

下面我们参观一下傣家的贝叶经。贝叶经是傣族园内七项国
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傣族的文字都是刻在贝叶经上的，
用贝叶来记载傣族的诗经、传说等。

贝叶经可保存上千年，时间越长，字迹越清晰，一直流传至
今。

现在我们就进入曼乍，意为“厨师寨”，这个寨子因为过去
是专门为土司衙门培养做饭菜的人而得名。傣家人农闲时分，
常常自得其乐的表演民族舞蹈，大家既是演员又是观众。请
听，现在正是赞哈为大家献歌，赞哈在傣语里是歌手的意思，
赞哈调较稳定，歌词是即兴的，她现在唱的大意是：欢迎远
方的客人来的傣族园，希望各位朋友玩的开心，旅途平安。
现在奏的管乐叫做“必”，也就是竹笛，是赞哈演唱是必不
可少的一种乐器。



各位请看，那边表演的是傣族民间舞蹈，拳舞。傣族民间舞
蹈的特点是：以膝部柔美起伏，身体和手臂的三道弯造型，
小腿的敏捷运用，加上眼神的巧妙配合，使它具有独特的民
族风格。在这里，你还可以欣赏到葫芦丝表演和纹身舞等节
目。

接下来请大家和我坐上电瓶车前往第四个村寨，曼听。曼听
的意思是种花人居住的寨子，另一种说法“听”是停留的意
思。曼听大白塔建于唐朝，它的造型像一个串起来的葫芦。
寺内释迦牟尼佛像为橄榄坝之最，院内的诵经阁是一位泰国
华侨捐资修建的。离白塔不远处有一口井，这就是公主井。
相传，修建白塔时，曾得到老挝公主的资助，公主亲自到曼
听视察，很快挖掘了这口水井，可惜公主的生命太短暂，大
白塔刚建好，她就离开了人世。公主井旁有一奇观，就是塔
包树，这其实就是一棵菩提树长在塔里面，是一种植物寄生
现象，先有塔，后有树，傣族的村民一直把它视为神圣之树。

旁边这棵古树叫“将军树”，在树上栓一根红线，可保佑您
一生平安。

各位朋友，游览完曼听后，我给大家的讲解就结束了，接下
来的时间留给各位自由参观，你们可以去非物质文化遗产展
示区看傣族园内的七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可以去孟巴拉纳
西剧场观看精彩的歌舞表演，还可以去泼水广场参加泼水节。
今天和大家的相伴非常开心，在讲解中有很多做的不到位的
地方，谢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希望大家接下来有一个愉快
的旅程。

傣族心得体会篇八

第一段：引言（150字）

傣族是中国独特的民族，他们以其独特的艺术享誉世界。在
我这次参观傣族艺术展览之后，我对傣族艺术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傣族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其
独特的风格和深远的内涵使我深深吸引。下面将从绘画、舞
蹈、音乐和建筑四个方面展开，分享我对傣族艺术的心得体
会。

第二段：绘画（300字）

傣族绘画以饱满的色彩和独特的构图闻名。它们常常用独特
的颜料和工具创造出令人惊叹的艺术品。在我看到的一幅山
水画中，我被绘制明媚色彩的花朵和树木所吸引，它们生动
地体现了傣族人民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此外，绘画中富有情
感的线条和神秘的符号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学到的
一点是，傣族绘画不仅仅是描绘客观世界，更是通过艺术家
的感受和想象来表达他们对世界的独特见解。

第三段：舞蹈（300字）

傣族舞蹈是他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舞蹈通常以欢快
的音乐和精心设计的动作表演而著称。在我目睹的一场傣族
舞蹈表演中，舞者们身穿华丽的服装，在欢快的乐曲中起舞，
他们的动作优雅而流畅，充满了欢乐的气息。在观看舞蹈的
过程中，我感受到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的追求。我理解
到，傣族舞蹈是将他们独特的文化和价值观传递给观众的重
要方式。

第四段：音乐（300字）

傣族音乐以其独特的节奏和和谐的旋律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我曾听过一首傣族传统音乐，其中古典乐器与现代乐
器相结合，产生了独特的声音。旋律流畅，动听，令人难以
忘怀。傣族音乐深受自然界的影响，他们通常以鸟鸣、风声
和水的声音为灵感创作音乐。在欣赏傣族音乐时，我感受到
了大自然的力量和傣族人民对自然界深深的敬畏之情。



第五段：建筑（300字）

傣族建筑以其独特的风格和优美的外观闻名。他们通常使用
木材和竹子建造他们的房屋、桥梁和寺庙。傣族建筑倡导与
自然的和谐，他们将环境保护与建筑设计相结合。在我所参
观的傣族寺庙中，我看到了精美的雕刻和精心设计的细节。
这些建筑物不仅令人印象深刻，而且与周围的自然环境相辉
映。傣族建筑教会了我如何在设计和建造中充分考虑环境，
以及如何利用自然材料和传统工艺来创造美丽而实用的建筑
物。

结论（150字）

通过参观傣族艺术展览，我对傣族艺术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傣族绘画的色彩丰富，舞蹈充满欢快，音乐动听而和谐，建
筑庄重而优美。这些精神财富使我受益良多。傣族艺术不仅
是傣族人民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我们应
该珍惜和传承这些宝贵的艺术遗产。将来，我希望有机会能
更多地学习和探索傣族艺术，以丰富自己的艺术体验。

傣族心得体会篇九

泼水节是傣族最隆重的节日，泼水节是傣历新年，节日一般
持续3至7天。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作文，欢迎查阅!

清明前后是傣族泼水节的时候，此时，傣族人就会准备一口
大缸，装满水，在准备出几个水盆，泼水节便开始了。开始
是一段精彩的表演，表演后，泼水节的正式部分便开始了。
每个人都拿一个水盆，装满水，选中一个人，把水泼向那个
人，将自己的美好祝福送给他，接着又是一次……谁身上的
水最多，谁最幸福。

我曾经在北京民族园体验了一次傣族的泼水节，虽不是特别



正式，却仍能体会到傣族泼水节人们的激情。

同样，也是一场演出，后来，便开始相互泼洒祝福、快乐、
祝愿。一开始，一个圆墩墩的小胖子送了我一盆祝福，我也
友好地回敬了他一盆快乐，立刻，两的衣服便湿透了。我又
向一位大姐姐送上了祝福，他也回敬了我。过了不一会儿，
我便从头湿到了脚，风吹了过来，凉嗖嗖的，但我的心里却
暖暖的：我送了别人那么多祝福，也收到了这么多快乐!好幸
福呀!

泼水节不但让我体会到了傣族人的民风民俗，更让我知道了
相互给予是多少的快乐!

泼水节是傣族最隆重的节日，泼水节是傣历新年，节日一般
持续3至7天。节日清晨，傣族男女老少就穿上节日盛装，挑
着清水，就开始互相泼水，互祝吉祥、幸福、健康。人们一
边翩翩起舞，一边呼喊“水!水!水!”，鼓锣之声响彻云霄，
祝福的水花到处飞溅，场面十分壮观。

很早以前，一个无恶不作的魔王霸占了美丽富饶的西双版纳，
并抢来七位美丽的姑娘做他的妻子。姑娘们满怀仇恨，合计
着如何杀死魔王。一天夜里，年纪最小的姑娘用最好的酒肉，
把魔王灌得大醉，使他吐露自己致命的弱点。原来这个天不
怕，地不怕的魔王，就怕用他的红头发勒住自己的脖子，机
警的小姑娘小心翼翼地拔下魔王一根红头发，勒住他的脖子，
一用力，果然，魔王的头就掉了下来，变成一团火球，滚到
哪里，火就蔓延到哪里。竹楼被烧毁，庄稼被烧焦。后来，
魔王的头掉进了小河里，七个姑娘为了不让魔王再危害人间，
于是拿着魔王的头，但是魔王头上的脏水流了下来，于是村
民们用水来泼掉七位姑娘们身上的脏东西，终于在傣历的六
月把邪火扑灭了。乡亲们开始了安居乐业的生活。从此，每
年就有了泼水的习俗。现在，泼水的习俗实际上已成为人们
相互祝福的一种形式。在傣族人看来，水是圣洁、美好、光
明的象征。世界上有了水，万物才能生长，水是生命之神。



当泼水刚开始时，彬彬有礼的傣家姑娘一边说着祝福的话语，
一边用竹叶、树枝蘸着盆里的水向对方洒过去。“水花放，
傣家狂”，到了高潮，人们用铜钵、脸盆，甚至水桶盛水，
在大街小巷，嬉戏追逐，只觉得，迎面的水，背后的水，尽
情地泼来，一个个从头到脚全身湿透，但人们兴高采烈，到
处充满欢声笑语。一段水的洗礼过后，人们便围成圆圈，在
脚鼓的伴奏下，傣族人民不分年龄，不分职业，各自翩翩起
舞。激动时，人们还爆发出“水、水、水”的欢呼声。

傣族的泼水节就是这样喜庆，欢乐，美好的。

你觉得只有傣族才可以玩泼水吗?那你就错了。因为快乐作文
学校的老师也带领我们一起去了淇县古灵山，去体验泼水节
的欢乐。

到了那里，我们先休息了一会。没过多久，精彩的表演来了，
野人狂欢、竹竿舞、水枪舞……。就在水枪舞结束的一瞬间，
突然，水来了，还没等我反应我来，我就被冲了个“凉水
澡”原来我的好朋友靳一凡眼疾手快的用水盆浇了我一头水，
顷刻间，我成了一个正规的“落汤鸡”。接下来，我专心的
投入到了战斗之中。我们打的实在是不可开交。非常激烈。
让我记忆犹新的还是我和靳一凡一起攻打郝羽鸣的场面。我
们先用水枪互相“攻击”，没过多久，我们的“子弹”就都
仅剩无几了，为了节约时间，他们俩拿着水盆展开了决斗，
而我负责在后方支援靳一凡的任务。我们打了很久，双方
都“伤亡惨重”。最后，我们和好了，而且组成了一个队，
一起去攻打其他的人啦。不一会，泼水的人越来越多了，远
远望去那场面实在是人山人海，水花四溅。

泼水时间已经接近尾声了，可我的的心情还是平静不下来。
如果明年还有这个活动，我一定要来参加，继续成为一
个“落汤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