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完徐霞客怎写感想 徐霞客故居导游
词(通用8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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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徐霞客怎写感想篇一

各位游客，大家可能已经看到路边的霞客镇欢迎你。.现在霞
客镇由马镇周围几个镇合并为霞客镇。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
下杰出的旅行家、地理学家游记文学家徐霞客的生平。

徐霞客是1587年出生于江阴马镇南旸歧一个没落的士绅家庭，
1641年去世。他名宏祖，字振之，号霞客，生活在明朝末年，
自幼博览群书，不喜欢做官，立志考察名山大川。徐霞客
在22岁到55岁的34年间到过当时全国的16个省区，对各地的
山脉、水道、地质、地貌有详细研究并记载。特别是对湖南
云南一带的岩溶地貌的成因等有科学研究，是世界上最早研
究岩溶地貌的人。他的旅游日记后来被季梦良整理为著名的
世界奇书《徐霞客游记》。这是一部用生命书写的游记。

《徐霞客游记》能留存后世，还要多亏徐霞客的一位私生子
李寄。李寄的生母原先是霞客的侍妾，两情欢悦怀孕后，徐
家即便以“嫁婢女”名义将周氏嫡嫁到了李家，故取名“李
寄”，寓徐姓孩子寄养李家之意。李寄生于明末，长于清初，
“以介两姓，而历两朝”，故表字“介立”。曲折的身世，
给李寄蒙上了阴影，也造成就了他愤世疾俗、傲岸不群的性
格。在孤愤中成长起来的李寄，外貌性情、声容举止、品行
爱好，无不与霞客极为相似，更为重要的，也像霞客一样，
是位盛有文名、著称乡里的饱学之士。李寄与他父亲在心灵



是相通的，也没有埋怨徐家对他的不公正待遇。相反，李寄
以父亲为榜样，在困境中奋发，成为霞客四个儿子中学识最
渊博、成就最巨大、声名最远播的一个。

《徐霞客游记》在明末清初的战火中几乎散失殆尽。后来李
寄年迈时多方寻访，听说宜兴曹骏甫四十年前抄过游记全集，
连忙赶到宜兴搜集整理。现在传世的游记中的《滇游日记》
前三篇，还是李寄补入的。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徐霞客故居，它座落在南旸歧村的东首，
现有三进、两厢房，为明式建筑。为了纪念徐霞客，中央及
省市先后两次拔款，对故居进行修复。并于1987年11月竣工，
正式向社会开放。

故居门厅挂有陆定一同志题写的“徐霞客故居”匾额，屏风
上刻有北大侯仁之教授撰写的《徐霞客生平简介》。 二进是
轿厅，设有陈列展览，展出了徐霞客的传略、旅行线路图和
他对岩溶地貌、水道地理等论述及图片。柜内陈列了各种岩
溶标本和现代专家撰写的论文及其资料，供参观者了解徐霞
客的生平和伟业。三进为正厅，四周壁上挂展了现代名人的
字画。书房内展出了四十多幅“徐霞客到过的地方”的风光
照片。在正厅东南角的院墙内，据说是徐霞客少年时代亲手
所移栽的罗汉松。 原本这松是在盆里，一直长不大，后来霞
客把松树移到院中，就长得越来越大，生机勃勃。霞客就想，
松树在小花盆里不能成材，人不也是这样吗?好男儿志在四方。
后来在母亲的支持下游历名山大川。

现在我们出了故居，对门就是仰圣园，是江阴市政府为了纪
念徐霞客逝世360周年而建造的。2019年建成开放。

仰圣园是以《徐霞客游记》碑廊为主体的景点，介于故居和
晴山堂之间，将故居和晴山堂融为一体。仰圣园是典型的江
南园林建筑，园内水面开阔，体现了江南水乡的特点。环湖
有曲廊、水榭、扇轩、廊桥以及厅、亭等仿明式建筑。格调



简洁朴素，布局爽朗雅致，体现了徐霞客“一介布衣”的身
份和学养深厚的文化氛围。

我们走进长廊就看到《徐霞客游记》就镶嵌与曲廊之中。碑
廊以《徐霞客游记》中的名段佳句作为主体碑文，由总序、
游记、俯录、后记四部分组成。由作家艾若撰稿，中国书协
副主席刘炳森等书写，启功、沈鹏作诗代序。书写碑廊的书
法家阵容强大，代表了当今中国书法的最高水平。

走出碑廊，就是晴山堂了。

晴山堂位于沈塘河畔。是徐霞客在明万历四十八年，为了庆
贺母亲大病初俞而盖的堂舍，当时正是“四月晴和雨乍晴，
南山当户转分明”。这样的时日落成的堂舍，就命名为“晴
山堂”。并表达了愿母亲“寿比南山”的心迹。晴山堂石刻
原为纸文，这年，霞客开始请人镌刻于石，以示纪念。明崇
祯三年，徐母逝世后，霞客为纪念贤母，又请人镌刻于石，
并把它砌嵌在故居晴山堂内壁，故称之为“晴山堂石刻”。
晴山堂毁于兵燹，而刻石幸存。连同《晴山堂帖叙略》木刻
三方一并嵌砌于南旸岐小学校的专室壁间。1978年，在当年
徐霞客数次登船远游，又数次弃船归业的河埠头，建起了徐
霞客纪念堂，它是一座淡灰色围墙，黑色屋面的房院，座西
朝东，三面环水，一面碧野，景致幽美。堂院门前，并列的
是一对古老石狮，院门内，种着棕榈、桂花、迎春、盘红等
江南名枝佳卉。石刻堂前后均是落地长窗，三间相连，十架
进深，面积108平方米，堂中屏前陈放着1.8米高的徐母教子
像。徐霞客的母亲王孺人，是一位思想解放的家庭妇女。她
理解并支持丈夫和儿子放弃科举、外出周游的壮举，在家纺
纱织布，主动承担养家糊口的重任。明末江南已经有资本主
义萌芽，当时徐家已有好几架纺纱织布机。徐霞客二十二岁
出游时，徐母制作远游冠送儿子上路。八十高龄还陪儿子去
荆溪、句容游历。徐霞客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王孺人
的教育和鼓励。在晴山堂的北、西、南三面壁上整齐地嵌着
七十六块当年的晴山堂石刻和二块晴山堂帖叙略木刻，撰写



者系元末以至明朝全代三百的间的知名人士，共八十八人，
诗文九十四篇，集明代书法之菁英，著名的有宋濂、倪瓒、
祝允明、顾鼎臣、高攀龙、董其昌、文征明、米万钟、黄道
周等大家的手笔。石刻内容可分三大部分：(一)称誉霞客祖
上的诗文;(二)赞扬徐母教子的颂词;(三)记述霞客生平活动
的史料。《晴山堂石刻》经无锡和江阴的徐霞客研究者整理
后于199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以《晴山堂法帖》出版。

晴山堂石刻，具有较高的历史，科学和书法艺术价值，为后
人研究徐霞客的身世和活动，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实物资
料。2019年已由国务院通过正式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晴山堂石刻后院，安放着徐霞客的移葬明式墓，墓前竖有清
初原碑，顶端横刻着“十七世”三字，是徐氏家族第十七代
的意思，中间直书“明高士霞客徐公之墓 ”。碑前有青砖侧
砌成的祭台，祭台下有三级麻石台阶，有三条砖、石铺砌成
的甬道，从纪念堂通向墓地。墓地四周种石楠、环柏、丝兰、
广玉兰等江南名枝佳卉，墓前立着一尊高2.70米徐霞客全身
雕像，整个墓地显得庄严肃穆，令人肃然起敬。。

出了晴山堂，我们接下来就要去看看当年徐霞客历次乘舟出
发的胜水桥了。

胜水桥，位于南旸岐村前号称“三百六十为荡”的水网内河
要道貌岸然上，是徐霞客故居的名胜之一。始建年代不详。
民国十三年(1925年)5月重建。又于1985年整修。

石桥题名“胜水”，取对这一带屡遭水患之地能胜水吉祥的
意思。胜水桥几经毁坏，当地人民为了纪念徐霞客几经整修，
保存至今。石桥共有石阶二十四级，桥面上保留着四只石栏
墩子。大家注意看一下，在桥的内外两侧的石刻对联，至今
仍清晰可见。内侧对联是：“曾有霞仙居北垞，依然虹影卧
南旸”;外侧的对联是：“ 胜境重新舟驶人行通海宇，水影
依旧清流激荡映天然”。这就把霞客故居的风光和位置，以



及人们对他的爱戴怀念之情，描摹得清清楚楚。

胜水桥是霞客出游启航和归途船只的停泊之处。想当年，新
婚不久的娇妻许氏和贤慧的母亲王孺人，就在这胜水桥畔为
霞客壮行。霞客的首次出游是在万历丁未年(公元 162019年)。
是年，正是霞客与江阴许氏的新婚之年，婚后不久，霞客
便“始泛舟太湖，登眺东西洞庭两山，访灵威丈人遗迹”。

霞客就在这胜水桥畔，头戴远游冠，毅然告别了慈母娇妻，
乘舟远行，畅游神州。胜水桥畔，洒下了多少思念、相思之
情。

看完徐霞客怎写感想篇二

徐霞客是一位不朽的旅行家和学者。他穿行在江西、湖南、
广西、四川等地，不辞辛苦，用自己的双眼观察和探索，记
录下了大量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作为一名旅行者，我们
可以从徐霞客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以下是我对他的一些心得
体会。

第一段：选定一个目的地

徐霞客是按照一定的计划进行旅行的。在他的旅行中，除了
观察自然和人文景观，他还以调查各地的自然资源、人口、
民俗、生产、军事建设等为主要任务。通过他的实地考察，
徐霞客总结出了许多地理、地质、植物、动物、民族、社会
和历史等方面的科学知识。因此，我们在旅行时也可以按照
旅游计划来安排自己的行程，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目的地，探
索并学习当地的文化、历史和科学知识。

第二段：探索自然景观

徐霞客最为重视的，就是探索和记录自然景观。他曾建议大



家可以"以逸代劳"，在游玩过程中可以结合起伏地形和目的
地的情况，从自然的角度出发，来欣赏美丽的自然景观。在
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沉醉于自然的景色对身心健康非常有益。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感受自然和探索自然，改善自己的心情。

第三段：学习人文历史

作为一名旅行者，了解当地的历史和文化也是非常重要的。
徐霞客以他的文化气息为切入点，深刻理解了他所看到的自
然和人文风景。他不仅描绘了许多古迹、城堡和寺庙等，还
记录下当地人民的生活方式。我们也应该在旅行时了解当地
人的文化和从那里出生的在线文物的历史渊源。通过了解不
同的文化和历史，我们可以促进心灵的交流和启发创新思考。

第四段：传递爱与友谊

旅行，本身就是与他人交流的过程。徐霞客是一个热爱自然
和生命的人。在他旅行的过程中，他总是喜欢和当地的人交
流、合作，并留下深刻的友谊印象。在我们旅行时，也应该
学会知行合一，将自己的心与当地人民，合作发展旅游业和
文化遗产的保护。旅行团队成员之间，应当互相关心、互动
友好，推动旅游事业。

第五段：回访并分享

旅行并不是结束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回访和分享自己的经验。
徐霞客通过他在路途中所拍摄的照片和手稿，记录下了自己
所经历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并与众多学习人分享。在我们旅
行结束之后，要把所看到的美好留在心里，与身边的朋友和
家人分享，在别人的故事和微笑中发现生命的存在。

小小徐霞客心得体会，让我们明白了自然和历史对于旅行的
重要性，以及旅行中的交流与友谊对于人生发展的全部意义。
如果我们在旅行中获得了这些体验，那么旅行就不仅是一段



行程，更是一种修行和成长。

看完徐霞客怎写感想篇三

文本是阅读教学的载体，因此教师要善于深入钻研教材，预
设有价值的问题，激发学生的情感。而积极的思维活动是课
堂教学成功的关键，所以教师在课堂上应运用启发性教学来
激励学生的思维活动。充满情趣的问题能够有效地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引起学生对新知识的热烈探求。如：本课中，
我借学生之口扣住了中心句提出了有一定的难度，又具有一
定探究和讨论价值和开放性的问题：徐霞客是一位奇人，写
出了《徐霞客游记》这本千古奇书。他人“奇”在哪里？
书“奇”在哪里呢？从而引导学生们默读课文把自己感受深
的词语和句子画出来，反复读一读，在旁边批注。这个有价
值的问题，激发了学生的兴趣，使学生主动地与文本对话，
主动地去探寻隐藏在文字背后的情感。这是一个由表及里、
由浅入深、由内容到中心、由外在到内心的过程，使学生处
于一种兴奋状态，积极地去思考、去表达，迸发了智慧，同
时情感受到了熏陶。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文本之间进行
了这样的对话，学生自然融入其中，做到了以情激趣，以趣
诱知，情知和谐。

教师要善于运用语言进行情境渲染。在教学课文时，当学生
抓住文章的第二段“此后30多年……”这些句子理解时，我
用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事例激情渲染——为了祖国的解放
事业，英勇顽强的红军战士不怕牺牲，排除出万难完成了震
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而徐霞客只身一人为了自己醉心
的考察研究，历尽30年，行程九万里！这真是前无古人，后
无来者啊！而当讲到第4 自然段谈到徐霞客奇在他的不避艰
险求真求实时，我又运用语言进行渲染：一路上，志同道合
的朋友不辞而别，服侍他的仆人偷走了他仅有的行囊，面对
土匪的掳掠他毫不畏惧，面对死亡的威胁他也毫不动摇，他
真是一个卓尔不群的奇人啊!在总结学生发言的情况下，梳理
了学生的思维，及时提升学生的情感，这时候再进行有感情



朗读指导就有水到渠成的感觉。

语文学习源于生活，还要结合生活、回归生活。例如，学生
在结合事例谈到徐霞客探寻的两处山洞时，他们可以很容易
的体会到徐霞客锲而不舍的精神。但是当我再次补充资料说，
徐霞客为了进行详细的考察和科学的记述，仅在中国广西、
贵州、云南三省区，亲自探查过的洞穴便有270多个，而且都
有具体的'记载时，学生对徐霞客的印象就更加深刻，能更鲜
明地体会到他的“奇”。 并且在本课教学中，我设计在引导
学生理解了课文的主要内容后，再次回归到课题：为什么叫他
“阅读大地的徐霞客”？学生谈到：徐霞客在考察大地，他
把大地当作书一页一页、一步一步刻苦的读着，徐霞客的足
迹遍布三江五岳，横跨了16个省份……此时我出示地图课件，
通过看到中国的政区图，使得16个省市的印象丰满起来。之
后请同学们再来对比明朝地图，明朝我国的版图远没有现在
大，使得学生对“徐霞客的足迹遍布了大半个中国”这句话
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总而言之，教师在教的过程善于运用各种方法把住情感的命
脉,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才能使教学合一,达到更高妙的境界。

看完徐霞客怎写感想篇四

第一段：徐霞客的生平简介（200字）

徐霞客（1807-1890），字季和，号西华山人，江苏南通人，
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旅行家和地理学家。徐霞客年轻时痴迷于
山水之美，终生都以探险旅行为己任。他独自或与同伴穿越
山川大江，寻找美景胜地，游历了中国的各个角落。他以其
广博的知识和精准的观察力，在地理学的发展和推动上做出
了极大的贡献。

第二段：徐霞客的勇气和决心（200字）



徐霞客作为一个旅行家，需要面对种种困难和挑战。他常常
独自穿越险峻的山脉和危险的江河，冒着狂风暴雨和波涛汹
涌的海洋去寻找新奇的景观。他的旅程中充满了艰辛和危险，
但他从不畏惧和退缩。徐霞客以他的勇气和决心向我们展示
了一个真正的探险家该有的品质和精神。

第三段：徐霞客对中国的贡献（200字）

徐霞客的旅行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刺激和冒险的经历，更是为
了为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做出贡献。他使用科学方法进行观测
记录，绘制详尽的地图，系统地记录了山川河流、人文景观
和自然景观等等。他通过地理学的研究，促进了中国地理知
识的推广和提高，为中国人民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国家提供了
基础。

第四段：徐霞客的品质和人格魅力（200字）

除了他的旅行成就外，徐霞客更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他的品质
和人格魅力。他一生崇尚简朴的生活方式，拒绝滥用权力和
钱财。他对自然和人文景观的敬畏之情让他始终保持谦逊和
平和的态度。徐霞客以其广博的学识、高尚的品质、顽强的
毅力和诚恳的态度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称赞。

第五段：徐霞客的启示和影响（200字）

徐霞客的探险历程告诉我们一个人应该拥有追求真理和知识
的热情，勇于面对挑战和困难，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他
通过实际行动向我们证明了只要有勇气和决心，就能够克服
一切困难，创造出令人惊叹的成就。他的品质和人格魅力是
我们每个人应该追求和学习的榜样。徐霞客的事迹和精神鼓
舞着我们，让我们更加热爱生活，勇敢探索，追寻自己的梦
想和目标。

总结：徐霞客通过自己的勇气和决心，以及对中国地理学的



贡献，展示了他作为探险家和学者的独特价值。他的品质和
人格魅力让我们从他的事迹中汲取启示。徐霞客的影响将永
远铭记在心，鼓舞着我们勇往直前，为自己的梦想而努力。

看完徐霞客怎写感想篇五

徐霞客幼年受父亲影响，喜爱读历史、地理和探险、游记之
类的书籍。十五岁那年，他应过一回童子试，没有考取。父
亲见儿子无意功名，也不再勉强，就鼓励他博览群书，做一
个有学问的人。徐霞客的祖上修筑了一座万卷楼来藏书，这
给徐霞客博览群书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他读书非常认真，凡
是读过的内容，别人问起，他都能记得。家里的藏书还不能
满足他的需要，他还到处搜集没有见到过的书籍。他只要看
到好书，即使没带钱，也要脱掉身上的衣服去换书。有一次，
在读书时一个小虫钻进他的衣服领口，由于书中描写诱人，
他都没觉得身上痒。

徐霞客从小热爱祖国壮丽的山河，书中有关描写祖国山河秀
丽的内容，常常引起他浓厚的兴趣。

“百闻不如一见”。他从少年起，立志要游遍祖国的名山大
川、边防要塞，亲自参加考察，求得丰富的地理知识。

徐霞客22岁时，便开始了他长期旅游考察的生涯。在完全没
有政府资助的情况下，先后游历了江苏、安徽、浙江、山东、
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
广西、贵州、云南等十六个省。东到浙江的普陀山，西到云
南的腾冲，南到广西南宁一带，北至河北蓟县的盘山。他到
过泰山、嵩山、华山、黄山、庐山等名山；
考察过长江、黄河等大河，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

当时交通很不方便，既没有火车，也没有汽车，长途跋涉全
靠两条腿走路，连骑马乘船都很少，还经常自己背着行李赶
路。他寻访的地方，多是荒凉的穷乡僻壤，或是人迹罕见的



边疆地区。他不避风雨，不怕虎狼，与长风为伍，与云雾为
伴，以野果充饥，以清泉解渴。沿途没有旅馆、饭店，就风
餐露宿。他几次遇到生命危险，出生入死，尝尽了旅途的艰
辛。他不怕艰难，坚持考察，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腿疼，两腿
发软，一躺下就不愿再起来。但是，他有坚强的毅力，为了
探索大自然的奥秘，他白天外出考察，夜晚在油灯下记录一
天旅途的经历和观察所得。

在这漫长的生活中，他几十年如一日，攀绝壁，过河流，顶
酷暑，冒严寒，祖国山川到处留下他的足迹。他就这样坚持
了30年，终于完成了把科学和文学溶合在一起的《徐霞客游
记》这部地理学名著。

徐霞客热爱祖国，热爱科学，在科学事业上奋勇攀登的精神，
是值得后人永远学习的。

看完徐霞客怎写感想篇六

徐霞客是中国明代的一位著名地理学家、农学家和探险家。
他经常游历中国的山川、江河，并写下了详尽的游记，记录
了很多珍贵的历史信息和地理知识。徐霞客的游记，成为了
我们了解中国自然资源和文化遗产的一大重要资料。今天，
我们小学生学习的历史、地理等知识，都离不开这些宝贵的
游记。

第二段：阐释游记的意义

徐霞客的游记远不止是一本地理旅行日记，它更是一份珍贵
的文化遗产。通过游记，我们可以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认
识到很多美丽的风景，话题也可以看到各种民族的文化传统。
游记展示了中国的自然、文化和技艺的瑰宝。徐霞客留下了
深刻的记录，让我们可以深入了解历史，更好地研究中国的
传统文化和价值观。



读徐霞客的游记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启示。他的勇气和毅力、
他的对自然和对人的爱、他的奉献精神，都是我们应该学习
的。徐霞客不怕艰难险阻，不怕遭受困境，追求自己的目标，
勇往直前。 在这个过程中，他了解了地球上各地的自然风景、
探索生物学、安置土地并推广农业技术。徐霞客带给我们启
发，启迪我们更有效地面对问题、探索事物和适应环境。

第四段：建议如何学习徐霞客游记

如果我们想要学习到更多徐霞客的内容，可以用我们现代化
的数字化方式去获取这些文献。我们可以使用互联网查找在
线文库或电子书，这样我们既不需要购买全套游记，又可以
轻松方便地阅读这些宝贵的资料。 同时，我们还可以趁暑假
或假期去亲自走一走徐霞客的路线，亲身感受众多精神和体
力的考验，由此发现自己的潜能和课间外的大自然。

第五段：总结

在文字中、网上或现实中都能学习到徐霞客游记，我们要想
办法把这些文明遗产为己所用，通过阅读学习、实践感受及
体验收获等方式，了解中国历史、地理和文化。在成长的路
途上，仿佛还有着徐霞客的人生启示，督促我们茁壮成长、
不断成熟和发展，成为一名既有知识又有智慧的小学生。

看完徐霞客怎写感想篇七

1586年，徐霞客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一个风景秀丽的村庄。
他从小就爱看记载天文地理、名山大川的书籍。22岁那年，
他告别家人，外出游览祖国山水，探索自然奥秘。他的足迹
遍布我国华北、华东、华南和西南，尤其是他晚年到大西南
的探索，更富有冒险性。1637年正月，徐霞客到了湖南衡阳，
在准备游览湖南茶陵麻叶洞时，当地老百姓告诉他：“麻叶
洞里有神龙虎怪，从来没人敢进去。”徐霞客听到这个情况，
不但没有被吓住，反而非常高兴，他向来喜欢搜寻奇险美景，



于是决定做麻叶洞的第一个探索者。徐霞客想找个向导带路，
却没人敢冒险。人们劝他：“实话告诉你，洞里确有神龙虎
怪，没有法术万万进不得。”徐霞客没有理睬这套迷信说法，
他出高价找到一个向导，可是正当准备进洞的时候，向导听
说徐霞客是个读书人，并不懂法术。吓得他连声说：“好家
伙!我还以为你是法师，才敢给你领路，你既不是法师，我这
条命可赔不起……”说罢，转身就走了。徐霞客要进麻叶洞
的消息传出，轰动了周围的乡亲，短时间里砍柴的拿着镰刀，
种田的拿着锄耙，烧饭的'停下烟火，织布的停住机梭，甚至
连十几岁牧童也十分好奇地赶来，密密麻麻地把洞口包围起
来。当徐霞客准备下洞时，围观的人群一下子沸腾起来了，
有人说：“洞中有神龙。”有人说：“洞中有精怪，不会法
术的人是不能降服这些东西的。”众人你一言，我一语，探
头下望，没有一个人不为徐霞客担心。然而徐霞客却毫不畏
惧。他从容地脱下衣服，拿着火把下洞进行探察。在洞中，
他不仅没有遇到人们传说的各种神龙精怪，反而亲身感受
了“石幻异形，肤理顿换，片窍俱灵”的另一番大千世界。

当徐霞客考察完毕回到洞口时，充满着疑虑、焦急地守候在
洞口的近百人一下子将他围了起来，他们的疑惑和担心烟消
云散，无不对徐霞客的惊人之举投以敬佩的目光。

徐霞客告诉老百姓，洞里没有妖魔，而是各种各样的石灰岩
地形，有石钟乳、石笋、石柱等。南方气候潮湿，石灰岩接
触或渗进了含有二氧化碳的水，就会发生化学反应，引起石
灰岩溶解。经过漫长的地质年代，石灰岩被塑造成千姿百态
的峰林、洞穴、洼地等。地理学上对此有个统一名称，叫喀
斯特地貌(旧称岩溶地貌)。当地老百姓看到这千姿百态的地
形变化，还以为有什幺妖魔法术。徐霞客以亲身的实践和科
学的道理，解开了当地人心中的疑团。

徐霞客对我国西南地区石灰岩地貌的考察和研究，是他在地
理学上的最大贡献。他的研究成果——《徐霞客游记》，至
今是我国17世纪地理学上最卓越的成就。他比欧洲最早描述



和考察石灰岩地貌的爱士培尔要早150年，比欧洲最早对石灰
岩地貌进行系统分类的罗曼要早200多年。因此，徐霞客被今
天的地理学家一致公认为是我国乃至全世界最早研究岩溶地
貌的伟大先驱者，他的《徐霞客游记》也被推崇为世界最早
的有关岩溶地貌研究的宝贵文献。

看完徐霞客怎写感想篇八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人类的认知和探索也从未停止过。在
中国古代，徐霞客是一位闻名遐迩的旅行家、地理学家和自
然科学家，他以其卓越的勇气和执着精神，创造了一小小历
史的奇迹。徐霞客志在天下，他的行程遍及华夏四方，遇见
了中国的大江大河、古老的山脉、丰富的草原，也目睹了大
自然的变幻莫测。作为一个曾经到访过无数地方的旅行家，
他深刻地理解了中国文化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本
文中，将通过探究徐霞客志在天下的精神内涵，来发掘在当
代，我们对待旅行如何借鉴徐霞客的心得体会。

第一段：徐霞客的丰功伟绩

在明朝之际，徐霞客走出了家门，开始了属于自己的人生旅
程。他不仅是一位旅行家，更是一位擅长地理、气候以及人
文的学者。他的人生旅途穿越华夏大地，穿越了中国七个省
份，踏足了几乎所有的重要山脉、河流、湖泊、盆地以及名
胜地，甚至进入了境内的少数名族地区。在他的旅途中，徐
霞客深入调查、测覆各种地图、编纂志等巨大工程，最终完
成了一部《徐霞客游记》，它也因为历史价值而称为一部不
可超越的地理科学著作。

第二段：徐霞客的精神力量

徐霞客是一个有着坚毅信念和决不言败的人，他在面临困难
时始终保持高昂的斗志。在他的旅途中，他经历了诸多艰难
险阻，包括生病、被盗、深夜行进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仍能坚持不懈地完成自己的旅程。这种精神力量在如今有
着同样的价值，一个不屈不挠、勇于挑战自我的人往往可以
展现出卓越的能力，更得以卓越自我和得到社会的赏识。

除了作为一位旅行家和地理学家，徐霞客还是一位具有文化
深度的学者。在他的旅途中，他与各种各样的文化交流相遇，
包括不同民族、不同语言和不同宗教信仰。他在其游记中对
各种文化现象做了深入的分析，对于不同文化间的异同落实
到他的旅行记录中，充分展示了对文化、哲学、风俗异闻等
方面的深刻理解。

第四段：徐霞客的自然科学研究

徐霞客并不仅仅是一位旅行家和地理学家，在自然科学领域，
徐霞客也有其卓越的研究成果。在他的旅途中，他不断对自
然景观、动植物之类的事物进行观察和研究，并将其记录在
自己的笔记中。他对风化作用、水文地质学等自然科学现象，
《徐霞客游记》中均有描述，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早期自然科
学研究的先驱之一。

第五段：对待旅行的启示

徐霞客的志在天下，因为他敢于挑战自己，寻求探索未知的
勇气和行动力，并把这些体验通过书写永久记录下来。在当
今的社会中，他所体现的精神多少有些被遗忘，人们对旅游
产生了新的信心，除了感受外，更多的是自我认知和提升。
徐霞客的志在天下，提醒着我们不断发掘自我、尝试新的挑
战和方式，从而去触及到外部世界，实现真正的自我认知。
同时，徐霞客的历程也强调着向独立性思考和深思熟虑，培
养自己的胆量、勇气和决心不去害怕未知的前行的勇气。

总之，徐霞客的志在天下，不是为了名利，也不是为了权力，
他所追求的是自己独立思考的勇气和坚定的信仰。作品《徐
霞客游记》不仅是一部中国文化巨著，更是旅行者的心灵史



学。当我们谈及旅游，我们不仅是要体验，更是在自我提升
和人生经验方面上做出更多的贡献，用最优秀的形式去展示
这么美丽的世界，在旅途中强化我们独立思考和自我认知的
能力。这不仅要求我们勇气，也同样需要我们的专业知识和
热忱。正视徐霞客形象，引领我们的旅游观念走进人生的另
一种可能性，实现一种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