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参观古城墙感悟(通用5篇)
学习中的快乐，产生于对学习内容的兴趣和深入。世上所有
的人都是喜欢学习的，只是学习的方法和内容不同而已。那
么你知道心得感悟如何写吗？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最新心
得感悟范文大全，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吧。

参观古城墙感悟篇一

我的家乡——泉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也是海上
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这里处处风景，人人文明，生活在这
样的城市里，我觉得十分幸福、快乐。

听了妈妈的话，我总不太相信。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我
看到了“，印象泉州”的图片展，我才知道妈妈说的的的确
确都是真的！图片不会说谎，二十年前的泉州，真的就是妈
妈讲的那样！

看看现在的泉州吧，街道宽敞笔直，黑色的路面上，那些白
色的'交通标线显得格外清晰。公路上车来车往，不过人们再
也不用担心路上会飞溅起泥浆了。人们早已经告别了低矮的
石头房子，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楼房了。家里的电器琳琅满目，
应有尽有，我们的生活非常方便、幸福。

为什么短短不到二十年，家乡泉州会完全变了模样？我心里
不禁产生了一个大大的问号。爸爸告诉我，因为党的政策好，
鼓励人民依靠自己的城市劳动法区创造更多的财富。而家乡
泉州的人们又素有“爱拼才会赢”的精神，所以靠着这样的
精神，家乡的人民都过上了富裕的生活。

听了爸爸的话，我如释重负。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家乡泉
州一定会更加美丽，人们的生活一定会更加幸福！



参观古城墙感悟篇二

何为爱心，爱心的意义就是有一慈爱的心，今日我在电视中
看见了贫苦的孩子，见到了孩子的愿望。

这个世上有千千万万的人在受苦，如果我是一位施舍者，就
会有金钱来帮助他们;如果我是一位画家，我会有我的画来帮
助他;然而我什么都不是，我只能有那平凡的文字来帮助他
们;我记着电视中两位主持人各猜的是一个学习机、录音机。
可你们想不到他要的是台灯，一定有人会问你这么好的机会
要一个台灯是不是有点可惜了，不，你们错了他之所以要台
灯，是因为他的父母早就去世了就剩下他和他的`哥哥相依为
命，是他的哥哥让他上了学，他放学回来帮他哥哥干活，直
到深夜才有功夫学习，可我们现在的学生有几个像他这样的，
我们现在是衣来张手饭来张手。之所以要一盏台灯就是为了
晚上能学习。

我还记着一位记者来灾区，这位记者到的时候正在上课，走
进了教室，可没有一位学生站起来、嚷嚷。下课记者问他们
你们怎么不高兴一位学生回答我们不是不高兴我们在上课不
管有多大的诱惑我们;还有在灾区的孩子没有学校他们去在救
灾的帐篷里学习;还有的孩子在废墟里拔出了学习的课本继续
来学习。这种学习的精神我们有吗?我们现在是恨不得有人来，
这样我们就不用上课了。

我们写完了学生在写一写老师。

老师是我们的榜样。我们是树苗，老师是修剪我们的员工。
有一些老师不为金钱留在山区只为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学生，
还有一些老师自动成为老师，培养一批又一批的学生。还有
老师为了交学生走上几里路来到学校教学。

我在这里向爱心人士来帮助他们。



参观古城墙感悟篇三

近日，我有幸前往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参观，这次的经历让
我深受震撼和触动。在这个古城中，我不仅感受到了优美的
自然风光和丰富多彩的文化底蕴，更重要的是，我体会到了
古城的生命力和魅力。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分享我的参观心
得以及对古城的感悟，希望能够为读者们带来一些启发和思
考。

第一段：观赏美丽的自然景观

古城周围环境优美，山青水秀，这也是我受到最大的惊喜之
一。在古城的高处，我可以俯瞰整个城市的美景，山峦连绵，
河流蜿蜒，宛如一幅美丽的画卷。尤其让我难以忘怀的是，
在某个午后的阳光下，我漫步在古城的小巷中，看到了一种
难以言表的祥和之美。草木葱茏，小桥流水，古城散落着独
具特色的古民居，仿佛走进了一个童话世界。这一切的美景
都使我心旷神怡，深深体会到自然环境对人们的影响。

第二段：感受浓厚的文化底蕴

这座古城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底蕴，每一个角落都
弥漫着浓厚的历史气息。在古城的博物馆中，我见证了这里
文明的源头，了解了古城的建筑风格、传统产业、民间艺术
等方方面面。通过观看文物、研究资料，我对古城的文化底
蕴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在古城的街头巷尾，我还真实地感受
到了人们对于文化的传承和崇尚。不论是传统的传统演出、
古老的手工艺品，还是民俗活动，都展示出了这座古城独特
的魅力。

第三段：探寻古城的生命力

古城作为一个活力四溢的地方，吸引了无数的游客和居民。
人们的生活中充满了乐趣和激情。无论是年老的居民还是年



轻的游客，都在古城中寻找着自己的精神寄托。我看到了很
多艺术家在街头创作、民间舞蹈家在广场上展示才艺、手工
艺人在店铺中专注地制作手工艺品。这些都体现了古城的生
命力和创造力。每一个人都是古城中生活的一部分，人们的
创意和热情为这座古城增添了无穷魅力。

第四段：思考古城的保护与发展

面对古城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不能仅局限于欣赏和参
观。如何保护和发展这座城市，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
我思考着，保护古建筑应该完整地保留其原貌，而不是过度
商业化。除此之外，政府和社会公众应共同参与文化教育和
宣传，提高人们对古城的认知和重视。同时，也需要加大对
古城建设和管理的投入，提高服务质量，吸引更多的游客，
为古城带来更多的机会和发展。

第五段：个人体会与启发

在古城参观的过程中，我深受启发，对生活和价值观也有了
新的认识。古城中的人们生活虽然简朴，但是却充满着幸福
和满足。古城不仅是一座文化古迹，更是一个精神家园。我
意识到，在现代社会的繁忙和忙碌中，我们也需要寻找属于
自己的那份宁静和内心的寄托。同时，我也意识到，我们每
个人都有责任保护和传承我们的历史文化遗产，这是我们为
子孙后代留下的宝贵财富。

总结：

通过参观这座古城，我不仅欣赏到了美丽的自然景观，还感
受到了浓厚的文化底蕴以及古城的生命力和魅力。古城的文
化遗产不仅是宝贵的，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去传承和保护。
通过思考和行动，我们能够为古城的发展做出贡献，并从中
获得更多的体验和启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走进古城，
感受古城的魅力，并将其传承和发扬光大。



参观古城墙感悟篇四

古城是历史的见证，是文化的载体，每一座古城都有着深厚
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历史故事。近日，我有幸参观了一座古
城，通过观察、感受和思考，我深深体会到了古城的魅力。
下面，我将从古城的历史价值、建筑风格、文化艺术、人文
氛围以及个人感悟等五个方面进行叙述与体会。

首先，古城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古城就像一本厚重的历史
书籍，承载着一个时代的记忆和文明的沉淀。在古城中，我
看到了古老的城墙、古老的街道、古老的建筑，它们都怀揣
着数百年的故事。比如，在这座古城的城墙上，刻满了许多
历史事件的痕迹，每一个刻痕都是一段历史，一次血与火的
岁月。这些历史的痕迹让我深刻认识到，古城不仅是繁华的
现象，更是历史的真实写照。

其次，古城的建筑风格别具匠心。古城中的建筑多数是传统
的木质结构，屋顶翘起的角度和雕花的图案都展示着独特的
美感。这些建筑不仅具有实用性，更体现了人们对于美的追
求。在古城的街道上，我看到了许多别具一格的门楼，它们
不仅增添了古城的氛围，更展示了古代人们的智慧和艺术造
诣。而且，在古城的巷道中，古老的青石板路从我脚下延伸，
仿佛将我带入一个时光隧道，穿越到了古代。

第三，古城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也令人着迷。在古城的各处，
我发现了许多文化氛围浓厚的小巷、博物馆和艺术展览。我
参观了一座著名的古代艺术博物馆，里面陈列着丰富的古代
艺术品，让我对古代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我还参观了一场
古代戏曲表演，那些充满韵味的唱腔和精妙的动作给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这些文化艺术让我感受到了古城的魅力和独
特之处。

第四，古城散发出浓厚的人文氛围。古城的街道上时常可以
看到各类特色小吃和手工艺品，当地的居民们热情款待着游



客，向他们介绍古城的历史和文化。我还有幸遇到了一位擅
长古诗词的老人，他将自己的一首诗送给了我。这种人情味
和温暖让我深深感受到古城的人文魅力。古城的居民们将自
己的文化传承给游客，让他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古城的历史和
文化，这种人文关怀让我备受感动。

最后，古城参观给我带来了深深的思考和感悟。在古城的参
观过程中，我不断思考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的进程以及
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古城让我重新审视了现代社会的繁
华与浮躁，也让我重新思考了文明与发展的关系。我明白了
古城的价值不仅在于历史的记忆，更在于对于当代社会的映
射和提醒。我希望能够践行古城所传递的理念，将传统文化
传承下去，并在今后的生活中反思和改进。

古城参观让我收获良多，历史的价值、建筑的风格、文化的
艺术、人文的氛围以及个人的感受，这些方面渗透在我的心
灵深处，让我对古城充满了敬意和热爱。通过这次古城参观，
我不仅增长了见识，更收获了心灵的滋养。古城的美与历史
交织在一起，给人以无穷的感慨和思考。我相信，在未来的
日子里，我会将古城参观的心得与体会带入我的生活，并将
其转化为实际行动。

参观古城墙感悟篇五

山西平遥古城导游词诸位游客，大家好。

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平遥就要到了，右前方那高耸的砖墙就是
我国现存较为完整的四座古城池之一平遏城。1997年12月3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通过决议，将我国云南省
丽江古城、山西省平迢古城和江苏省苏州古典园林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现在大家可以观赏一下古城的远景和比较完
整的外观。

平遥古城，历史悠久。据载：西周时期周宣工为抵御北方游



牧民族的侵扰，曾派兵北伐萨犹，并修建了京陵城。京陵城
就建在今平远县城东北约7公里的京陵衬，京陵二字作为地名
一直沿用至今。这可以说是平遥建城的开端，也是现在乎迢
城的前身。从那时起，至今已有2800年左右历史了。现在这
座平送城始建于何时，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大约在北魏太
武帝朽跋燕时，为避名讳，将原来的平陶县改为乎迢县。并
把县治从别处迁到这里。建城时间应该是这以后的事。

在湿长的历史岁月中。这里曾有过她的繁华，也曾多次道受
战火的破坏。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城墙，是明代洪武三年，即1370年把原
来的土城墙加高加厚加砖扩建而成的，明清以来虽曾数次维
修，但风格未变。

平遥古城内古建筑保存很多，像文庙大成殿、清虚观、市楼、
城隆庙、武庙戏台等。就是街道民居，也基本保存明清时代
风貌。

漫步街头，还会看到各种古色古香的院门、院埔、秸雕细刻
的古建筑装饰，甚至还能看到门前的接马石桩、下马石等，
一派古城风貌。

平遏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名人辈出。是敢于不顾“满门抄
斩”的恐吓、秉笔直书的若名晋代史学家孙盛、以“映雪读
书”流传千古的孙康等古代名人，当代已故中科院历史研究
所所长侯外庐、已故语言研究所副所长侯秸一、已歇中国文
学研究会会长王瑶、著名画家李苟、著名歌唱家郎兰英等都
出生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平适古城不愧为历史文化名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