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游文化心得体会 乡村文化旅游心得体会
(实用5篇)

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受到启发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
心得体会，这样我们可以养成良好的总结方法。通过记录心
得体会，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借鉴他人的经验，规划
自己的未来，为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
绍一下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心得体会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旅游文化心得体会篇一

近年来，乡村文化旅游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喜爱。我最
近有幸参加了一次乡村文化旅游活动，深切体会到了其独特
的魅力和价值。以下是我对乡村文化旅游的心得体会。

首先，乡村文化旅游让我感受到了浓厚的文化底蕴。在城市
生活的繁忙中，人们很难有时间去体会传统文化的魅力，而
乡村文化旅游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我曾去过一个古老的
村庄，那里保留着许多传统的建筑和习俗。在那里，我亲眼
见到了传统编织工艺、农耕习俗等等。这些都让我有了更深
刻的认识和了解，让我感受到了乡村文化的深厚底蕴。

其次，乡村文化旅游让我体验到了宁静与自然的美。城市的
喧嚣和压力常常让人疲惫不堪，而乡村文化旅游则让我找回
了内心的宁静。我曾去过一座小山村，勤劳的农民们生活在
清新的空气和绿色的大自然中。在那里，我体验到了晨曦的
美丽和黄昏的宁静，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力量和温柔。这种亲
近自然的体验让我心身俱佳，能够更好地面对城市的繁忙和
压力。

除此之外，乡村文化旅游也让我与乡亲们建立了深厚的情感
联系。在乡村旅游中，我有机会与当地的乡亲们交流和沟通。
他们热情好客，让我感受到了家的温暖。我曾和他们一起品



尝农家菜、学习农耕技术，甚至参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在这
个过程中，我建立起了与他们的情感联系，感受到了淳朴和
纯真的乡土情感。这种情感的建立，让我在乡村文化旅游中
体验到了人与人之间的真挚和和谐。

此外，乡村文化旅游还提供了一个了解乡村发展的机会。随
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的发展问题也逐渐受到关注。
作为城市居民，我通过乡村文化旅游了解了许多农村发展的
问题和挑战。我曾参观过一座小型农庄，了解到他们的土地
利用和农业生产方式。在那里，我看到了一些创新的农业技
术，如智能农业和农村电商。这些了解让我更加关注农村发
展问题，也让我明白到农村的发展需要我们的关心和支持。

通过乡村文化旅游，我深刻地体会到了其中的魅力与价值。
它让我感受到了浓厚的文化底蕴，体验到了宁静与自然的美，
建立起了与乡亲们的深厚情感联系，同时也提供了了解乡村
发展的机会。总之，乡村文化旅游是一种独特而丰富的旅游
方式，值得我们去尝试和支持。通过乡村文化旅游，我们能
够更好地了解和关注我们的家乡和乡亲们，也能够为乡村的
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旅游文化心得体会篇二

《天仙配》这部戏曲电影，相信大家一定知道，它拍摄于安
徽省的唐模古村。

这趟徽州之旅，当然也少不了素有“风雅山水田园”的唐模
古村。刚进村子，我就看到了小桥流水人家的生机画面。道
路正中间是一条清澈的小溪，可以看到三五成群的鸭子嬉戏
水中，一两个妇女在岸边捣衣的情景。溪水两边一座座古宅
祠堂并排而建，我又仿佛看到了：“昼出云田夜绩麻，村庄
儿女各当家”的农忙景象，就连东边鸡西边狗也没能闲下来。

行走间，我的目光停留在了一户人家的对联上。上书：“事



事让三分天宽地阔，心田存一点子种孙耕”。在和朋友相处
时，应时刻为彼此着想，包容别人，这样才能扩大与朋友交
往的空间。心里应该有一颗善良的`种子，让后代继承善良的
品质，有所收获。

在唐模像这样的对联，还有很多。这一副副精美的对联不仅
书写工整，而且寓意深刻。就如对联所讲，我们应该心田存
一点，子种孙耕，传承老一辈的优良品质，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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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文化心得体会篇三

通过此次培训：

一、提高了理论水平。

二、发现了差距，明确了方向。旅游业需要通过跨界思维来
进行创新，需要用绿色理念引领全域旅游发展。

三是转变发展方式实现融合发展。一方面在旅游景点的`开发
时，要充分考虑到当地的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另



一方面应加速旅游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

对于我县旅游发展思考与建议：

一是做好全县的旅游发展规划。

二是加大建设资源整合。

三是加强政策引导。

四要做优服务。

五要做大宣传。

进一步加强与肥西、巢湖兄弟县市间的合作，打造区域间的`
文化旅游联盟，不断扩大庐江文化旅游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旅游文化心得体会篇四

文化旅游是一种特殊的旅游方式，它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的
一部分。文化旅游可以让我们不仅体验异国文化，还可以感
受到鲜明的文化差异，增加我们的见识与阅历。文化旅游不
仅仅是旅游，更是一种心灵上的享受和精神上的提升。本文
将分享我的文化旅游心得体会。

第二段：文化的震撼

文化旅游的过程中，我深刻体验到了文化的震撼。在旅游过
程中，我发现了不同民族与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生活的不同
理解方式以及各具特色的文化表达形式。例如在日本的寺庙
中，我感受到了日本人的佛教文化，深刻体会到了日本人的
清新自然之美与朴素人文之韵。在香港的街头巷尾，我感受
到了香港文化的开放包容与独特个性，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



第三段：历史的沉淀

文化旅游除了可以感受到文化的震撼，还可以探秘历史的沉
淀。在旅游的过程中，通过对历史与文化的了解，我对文化
与历史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与理解。比如在北京的皇城根下，
我体会到了中国五千年历史的沉淀，感受到了故宫中华文化
的瑰丽传承。在台湾的古镇小巷里，我学习到了台湾的历史
渊源，深刻体会到了台湾欣欣向荣的人文气息。

第四段：人文的魅力

文化旅游的最大收获是人文的魅力，人文的魅力可以让我们
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善意。在旅游的过程中，我遇到
了许多热情友好的流浪汉，他们不仅给了我指引，更给了我
一份真挚的友谊。同时，在文化旅游中，我也学到了人性中
最美好的品质，包括诚信、善良、助人为乐、虚心学习、文
化自信等。

第五段：结论

文化旅游是一种独特的旅游方式，它带给人们独特的体验与
精神上的享受，为我们增加了见识和阅历，同时也传承着不
同国家或地区的文化与历史。在文化旅游过程中，最重要的
是要虚心学习、感受人文魅力，欣赏历史与文化之美。文化
旅游带给了我无穷的感动与收获，让我对生活充满了更多的
热爱与希望。

旅游文化心得体会篇五

怀着一丝好奇，以及对世界历史文化名城的憧憬，在学期开
始我就毫不犹豫的选择了“世界历史文化名城与旅游”这门
课。就这样我就成了众多学生中的一员。

第一次上课，老师给我的印象很深。老师年龄很大，操一口



地道的孝感话口音，我还是听的懂。一语一言都是那么的自
然与亲切，每每讲到某个城市的景点习俗时，我都会竖起耳
朵听，生怕漏过了美好的画面，因为以后我还想到那些地方
去，老师一边讲一边在黑板上写，我的手都写累了，但我愿
意，因为我喜欢这门课，仅仅第一次我彻底被它折服了。

我对上课老师所说的“渊源”"习俗"之类的内容，深感陌生，
但还是感谢老师教给我对这些方面的一个框架性的了解。也
许现在会觉得那些知识离我有点遥远，但以后真的要用上时
也不会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即使没用上，也拓宽了视野，
增长了知识。

老师给我们讲了许多中国名城，但我最感兴趣的应该是杭州
和苏州。打从小时候起，每个暑假看的最多的是电视剧新白
娘子传奇，里面的白娘子与许仙每每漫步于断桥苏堤雷锋塔
下，还有西湖夕照，我就会产生一种人间仙境的感觉，进而
无比神往。在西湖古今诸多大小桥梁中，断桥的名气最大。
据说，早在唐朝断桥就已经建成，时人张祜《题杭州孤山寺》
诗中就有“断桥”一词。在《白蛇传》中，白蛇娘子与许仙
在此雨中相逢，借伞定情；又在此邂逅重逢，言归于好。因
这段人与神之间的奇情奇事，断桥名望冠于西湖且蜚声天下，
享湖上第一情人桥之誉。断桥观瞻，四季美不胜收，尤以冬
日雪残时分最为销魂。人们常说的：晴湖不如雨湖，雨湖不
如月湖，月湖不如雪湖，断桥是最精当而又生动的注解。

体会还算深的吧，然未能去成，但在电视与图书上看的多了，
只要手中有张地图，从家乡到杭州的具体线路我都搞熟悉了，
说不准这个暑假就会去旅游。

当然了，没去过杭州，苏州我却去过的。那是初中时的一个
暑假爸爸带我去的，当时爸爸要出差有事，然后我就和他同
事的孩子一起到处瞎逛。印象最深的还是苏州园林，记得当
时我淘气，和小伙伴闹着一不小心掉进了荷池里，还惹的一
顿打。



有谓“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苏州素以园林
美景享有盛名，这些园林可分为宅地园林，市郊园林和寺庙
园林三大类。苏州园林多为宅地园林，由贵族、宦官、富商
等所建，精致优雅。这些园林反映出历代园林的不同风格，
同为中国园林艺术的代表作。“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
州之所以获得“天堂”的美称，在很大的程度由于它拥有一
批全国以至世界知名的古典园林。有这些园林拙政园，沧浪
亭，狮子林，留园，网师园，怡园，耦园。苏州古典园林作
为传播东方文化的使者，在1979年首先在美国纽约建造
了“明轩”庭园，开创了中国园林出口的先河。其深厚的影
响不断延伸，进而在加拿大、新加坡、日本、美国、西班牙、
南非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建造苏州古典园林，出口单体建筑、
小品陈设和园林微缩模型。成为“中国的长驻文化大使"。

无数的遐想无数的向往，只等待着能重游一次，但绝对不是
在梦中。现在已经是大三了，大四一过就要毕业，我已经想
好了，毕业后要去苏杭发展，不管工作是否对口，可能是环
境比较熏陶我，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吗。那现在我努力的学
习也是为了以后作铺垫。只有不停的往前赶才能进入成功的
状态。

很多人都在埋怨选修课学不到什么实际性的东西，其实每样
事物存在都有它存在的道理。选修课同样也有它的存在价值，
关键是你的态度如何，有没有去学，学了就不会什么都没学
会，只可能说是没达到你期望得到的程度而已。我感觉这门
课对于开阔学生的知识视野，培养学生的能力和陶冶情操，
提高素养方面都已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感觉到该课程并
非仅仅局限在扩充学生的地理知识，也决非是一门单纯知识
型的选修课，其教学内容的潜在教育价值可以充分地挖掘和
深层加以开发。

“知之深而爱之切”。对我国旅游资源的认识和对一些世界
级、国家级的旅游景点的了解，无疑是熏陶了我们学生爱国
主义情感的有效途径。因此从更重要的意义上而言，通过教



学使我们了解祖国的美好河山及灿烂悠久的文化来达到热爱
祖国、树立民族自豪感应该是该课程最重要的教育目标。尽
管有不少同学已有相当丰富的旅游活动经历，但却体验不深，
领悟不够，这是由于已有知识的融合能力不足和文化修养视
野不广有关。提高欣赏旅游风光的水平是一个美育的过程，
在此课中不仅让学生了解一些著名景点的特色，更重要是帮
助其树立高尚的审美观，健康的审美情感和正确审美方法，
但我认为这门课老师没有帮我们培养这种方法，这是一个缺
陷。

一学期快要结束了，也马上要考试了。我们原则上是不能为
了学习而学习，就象老师曾经说过"为了学分，我给你一百分
都可以，但有实质性意义吗？"每个人都应该把眼光放远一点，
努力学习并且终身学习，我们应该将考试作为学习的继续而
不是学习的终结。还有就是跟老师提一点建议，在教学过程
中，可以结合学生在各地的考察活动的实际体验和相当一部
分同学外出旅游的阅历，使教学过程引起学生浓郁的兴趣。
老师在那么大的教室那么热的情况下跟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
一课，真的是很感谢您！老师您辛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