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游览古镇心得体会 古镇文化心得体会
(优质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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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心得体会怎
么写才恰当呢？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关于学习心得体会范文，
希望会对大家的工作与学习有所帮助。

游览古镇心得体会篇一

古镇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的历史
长河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风貌。我有幸能够走进一座
古镇，近距离感受到这种文化的魅力和独特之处。在与古镇
的相处中，我不仅深受其独特的建筑风格、美食文化和传统
手工艺的感染，还体悟到了古镇文化对于当地居民生活的影
响和地区文化的传承。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分享我对古镇文
化的心得体会。

首先，古镇的独特建筑风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建
筑通常采用木结构，以灰色砖石和红色木材搭配，形成了古
朴典雅的风格。走进古镇，我仿佛步入了古代中国的传统街
道，感受到了那种古老而独特的氛围。与摩天大楼和现代建
筑相比，古镇的建筑更加亲近自然，与周围环境和谐共生。
我发现，这种独特的建筑风格不仅美观，而且非常实用。这
些古老的建筑保留了过去的智慧，经过了时间的考验而依然
稳固耐用。这让我深深体会到，传统文化的智慧和价值是不
容忽视的。

其次，古镇的美食文化吸引了我对这里的探索。每到一座古
镇，我总是迫不及待地去品尝当地的特色小吃。古镇的小吃
以本地特产为主，以其口味独特、制作工艺精细而受到游客
的喜爱。无论是糯糯甜甜的桂花鱼还是醇香可口的臭豆腐，
每一种味道都令我流连忘返。除了小吃，古镇的传统特色菜



肴也是让我印象深刻的一部分。通过品尝这些美食，我不仅
感受到了当地人对食物的热爱和用心，也感受到了古镇独有
的人文氛围。

古镇还以其传统手工艺在世界上享有盛名。在古镇的街头巷
尾，我看到当地居民正在制作精美的刺绣、漆器和木雕等传
统手工艺品。这些工艺品体现了中国民间艺术的独特风格和
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现代工业生产的标准化产品相比，这些
手工艺品更加独一无二。通过亲眼目睹和与手工艺人交流，
我更深刻地理解到了传统手工艺与当地文化之间的密切关联。
这些手工艺品不仅是当地人传递文化的媒介，也是他们保护
和传承传统文化的一种方式。

最后，我深切感受到了古镇文化对当地居民生活的影响和地
区文化的传承。在古镇中，我见到了许多居民仍然生活在传
统的建筑中，坚守着古老的生活方式。他们在古镇中生活工
作，从事着与古镇文化相关的行业，如旅游业和手工艺品制
作。在他们的故事中，我看到了古镇文化对于他们的生活意
义和传承文化的努力。这让我深刻反思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
活方式和大众化的文化现象，更珍惜和重视传统文化的重要
性。

总的来说，通过与古镇的接触和体验，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古
镇文化的独特之处和深厚的底蕴。古镇的独特建筑风格、美
食文化和传统手工艺体现了传统文化的智慧和价值。而古镇
文化对于当地居民生活的影响和地区文化的传承也让我对传
统文化保护和传承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希望在未来
的日子里，我能够更多地走进古镇，继续体验和感受中国传
统文化的魅力。

游览古镇心得体会篇二

“此地山清水秀，胜似吕梁龙门”。东汉名士严子陵曾这样
赞叹龙门的美景，古镇因此得名。又是一年五一假期，我和



妈妈跟随牛通社小们一起去期待已久的龙门古镇游玩。

我们到达了古镇，映入我眼帘的是一块历经千年风霜的巨石，
上面长满青苔，但是还清晰地刻着两个大大的字“龍门”。
听导游介绍，龙门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还有更深的文化概
念。原来龙门90%以上的村民都是三国东吴大帝孙权家族的'
后裔，难怪叫“千年古镇”呢!

接下来，我们先后参观了孙氏宗祠、思源堂、诚德堂，还参
加了有趣的“插秧苗”游戏，尝过了美味的“牛锅”。感到
真的不虚此行。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龙门古镇的精华——孙
氏大宗。孙氏大宗由孙氏宗祠、明前园戏台及广场组成，面
积庞大，建筑雄伟，广场上的戏台非常高大，上面有演员唱
着具有当地特色的戏曲。孙氏宗祠旁边有一个天子堂，里面
不仅有孙权的塑像，三面墙上还有精美的壁画，导游津津有
味地给我们讲述着历史故事。

不知不觉到了下午时分，该返程了。看一眼，小朋友的脸，
被太阳晒得像红红的花儿一样，看一眼红红的花儿，那是小
朋友的脸。我们也成了古镇美丽的风景线!美丽的龙门古镇，
再见!

游览古镇心得体会篇三

美丽的唐玺古城，典型的南方小桥流水。

抬头望唐玺古镇的大门，徽派设计，白墙、蓝灰小瓦、三层
屋脊，清新典雅；一座高大的木质镂空门楼挂着两排红灯笼，
喜庆吉祥。

踏进大门，一池清水清澈见底。几只篷船，悠闲地靠在岸边，
与风吹出来的银白色涟漪悄悄互补。建在水中的高大剧场建
筑，真是空中楼阁，古色古香。池边的垂柳在风中摇曳，陶
醉在这种诗意中。



继续走，拐个弯，一条小河突然出现在你面前。河两岸仍在
使用徽派建筑，呈阶梯状排列，层次分明，典雅宁静，回荡
在河对岸。河边，家家户户都挂着红灯笼，美丽而醒目。船
在船夫的摇摆下缓缓移动，有的船夫还亮着嗓子唱着古曲或
民谣，与海峡两岸的景色是那么的和谐。

沿河的步行街比较窄，只能容纳两个人并排走。街道两边都
有小型家庭商店，出售当地特产、小吃、纪念品、古董、玉
器等。人流如车流，摩肩接踵，都被这琳琅满目的商品所吸
引。

下雨的时候，雨就停了。雨大的时候，滴答滴答的雨声听起
来像琵琶，让人沉醉，街道上马上就会布满五颜六色的伞花。
雨小的时候，如细毛丝线，让人任由雨珠随意亲吻抚摸，心
中充满惬意。雨儿不能阻止人们玩耍的兴趣，心里也没有一
些兴趣。不一会儿，雨停了，天空变亮了，人们的脚步继续
在这美丽的景色中穿梭。

拐过弯，河水改变了方向，与前一条形成了t型，几座三孔石
桥倒映在水中，宛如大月亮。桥上，桥下，人来人往，走着
看着，笑着排队，多好啊！

唐玺古镇有着浓厚的文化氛围。《诗礼》、《吹玉侯坤》、
《江山永兴》等。字画、篆刻、实木雕花家具，“江南瓦”和
“纽扣”的由来，无不透露着深厚的底蕴。站在楼上俯瞰街
道，似乎伸个懒腰就能摸到左右墙壁。屋顶上的青苔和青草
依然生机勃勃。

慢慢融进人流，渐渐融进这个热闹优雅的世界，让整个身心
都闲下来，让思绪飞扬，让灵魂游走，让身体漂移。

路灯亮着，人影长长，桥、水、人仿佛静止，进入甜蜜的梦
境…



游览古镇心得体会篇四

据说西塘是一个美丽古老的水乡。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是
吴越与中国的交汇处，所以被称为“吴根越教”和“越教世
家”。今天终于能感受到它的魅力了！

当我们来到古镇时，我们首先坐了一艘遮阳篷船。渔夫悠闲
地划着桨，挥动着桨。我们顺着水流游进古镇，真的很惬意。
坐在船上欣赏沿途独特的风景，——河环绕着房子，墙边长
着青苔；岸上的人熙熙攘攘；客栈里的客人一边吃饭一边欣
赏风景；船从石拱桥下经过，不知不觉就把我们送到古镇中
央河边的长廊。我看到的是白墙黑瓦的老河滨房子，屋檐是
延伸出去的游廊，总长近千米，几乎堪比颐和园的长廊。这
是烟雨走廊。因为这条长廊，在西塘旅游，雨天不会淋湿，
晴天也不会晒到太阳。于是我们下了船，继续参观。

小镇的街面铺着青石板，表面被人们的鞋底打磨得非常光滑。
街道的一边挨着一栋栋的低层住宅。房子的门窗是木制的，
雕刻着精致的图案。屋顶覆盖着一排排整齐的瓷砖，上面覆
盖着深绿色的苔藓。许多房子的主人把沿街的房子改造成了
各种商店，包括经营当地小吃的餐馆和出售各种手工制品的
杂货店，为古镇增添了一些商业气息。

西塘的各种桥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里的桥大多又小
又窄，但都有自己的特点。最值得注意的是卧龙桥，据说有
几百年的历史了，桥面的石板被岁月冲走了。从卧龙桥望去，
你可以看到几乎一半的唐玺古城。下午游览时，突然下起雨
来，雨水滴落在游廊顶上，沿着门廊，形成一条长长的雨帘。
整个西塘沉浸在烟雨之中，如梦如幻。真的有独特的魅力。

西塘，像一幅宁静祥和的水墨画，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游览古镇心得体会篇五

古镇速写是绘画的一种形式，以快速捕捉古镇的魅力为主要
目的。在进行古镇速写的过程中，我深深感受到了古镇独特
的魅力和历史的沉淀。通过速写，我不仅学会了捕捉瞬间的
美，还体会到了艺术创作带来的快乐。以下将从古镇的魅力、
速写的技法、心流体验、艺术创作的快乐以及速写体验的启
示和收获这五个方面分享我对古镇速写的体会。

首先，古镇速写带给我深深的魅力。在古镇里，古色古香的
建筑、窄窄的巷道、青石板铺成的街道、热闹的集市等一切
都散发出浓厚的历史香味。在速写的过程中，我用画笔捕捉
到了这些独特的元素，感受到了古镇的独特魅力。每一笔每
一画都帮助我更深入地了解古镇的历史和文化，让我更加被
这里吸引。

其次，速写的技法是我在古镇速写中的关键。速写是一种快
速且简洁的绘画技法，要求画家能迅速而准确地捕捉到景物
的本质和特点。在古镇速写中，我学会了用简洁的线条勾勒
出建筑的轮廓和细节，用明暗对比描绘出光影的变化。通过
不断的练习和尝试，我渐渐领悟到速写的真髓，不再拘泥于
细节，而是追求形与神的结合。

第三，古镇速写给我带来了心流体验。心流是指人在投入一
项活动时，完全沉浸其中，忘记时间和周围环境的状态。在
进行古镇速写的过程中，我沉浸在艺术创作中，忘却了一切
压力和烦恼。我专注于眼前的景物，绘画带给我的乐趣和满
足感让我完全沉浸其中。这种心流体验不仅能够提升我的绘
画水平，还能使我得到内心的宁静和平和感。

第四，从艺术创作中我得到了快乐。参与古镇速写让我感受
到了艺术创作带来的乐趣和满足感。在绘画的过程中，我可
以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对古镇的感受。每一次完成
一幅画作，都是一种成就感的体验。我发现，通过绘画，我



能够释放内心的情感和压力，同时也让我更加热爱生活。

最后，古镇速写给我带来了启示和收获。通过古镇速写，我
深刻认识到了心灵与环境的和谐关系。古镇的美丽景观让我
重新审视了自然的魅力，使我更加热爱大自然。此外，速写
也启迪我去观察和理解周围的事物。在捕捉瞬间的美的过程
中，我学会了用不同的视角看待事物，体会到了生活的多样
性和丰富性。

在古镇速写的练习中，我不仅欣赏到了古镇的独特魅力，更
学会了速写的技巧和心流体验，领悟到了艺术创作的快乐。
同时，我也在艺术创作中得到了启示和收获。这些经历将会
伴随我终身，不断激励我去探索更多美的风景，并用画笔记
录下属于自己的故事。

游览古镇心得体会篇六

古镇速写是一种将古镇特色景观以及人文气息通过绘画来表
达的艺术形式。这种形式不仅仅具有美感，更是一个可以让
人深入体验和感受古镇文化的方式。近日，我有幸参加了一
场古镇速写活动，深有所得，下面我将分享我对古镇速写的
心得体会。

首先，古镇速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视觉印象。我仔细观察这
个古老的小镇，每一个市井巷弄都流淌着独特的人文气息。
我感受到了传统建筑的魅力和古朴的人文氛围。在我速写的
过程中，我通过细致地勾勒每一个建筑物的线条和纹理，描
绘出了这个古镇独有的韵味。我的画笔穿梭于小巷之间，记
录下了每一个古老的街头巷尾。这些速写作品让我更加深入
地感受和理解了古镇的文化底蕴。

其次，古镇速写也是一个深度体验古镇文化的过程。 在绘画
的过程中，我不仅仅在感受古镇的美，还在感受着古镇文化
的独特魅力。这个古镇承载了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我在画



作中捕捉到了这些文化元素。我画下了整齐划一的瓦片，曲
线婉转的廊亭，以及宽阔的河道。我通过绘画，看到了这个
古镇的传统手工艺的辛勤劳作和现代技术的融合。每个画作
都记录了我对古镇文化的认知和感受，使我更加深入地体验
了这里独有的文化魅力。

古镇速写也让我收获了对细节的敏锐观察力和表现力的培养。
在速写的过程中，我仔细观察古镇的每一个细节，并用线条
和色彩加以描绘。这个过程培养了我的观察能力和表现力。
我在绘画中学会了捕捉光影、纹理和空间感，这些都是我之
前没有注意到的细节。通过反复的练习和观察，我的速写作
品越来越精准，越来越有表现力。这不仅使我在绘画技巧上
有所提高，也让我在日常生活中更加注重细节，更加独立地
观察和思考。

另外，古镇速写也让我与传统艺术进行了一次对话。在绘画
的过程中，我不仅仅是在模仿古镇的景观，更是在与传统艺
术进行一种对话和探索。我将古镇的景观融入到我的绘画作
品中，同时也在绘画中加入了一些现代的表现手法和想法。
这种对话让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传统艺术的魅力，并使我的创
作更富有创新性。这样的对话和探索不仅丰富了我的艺术经
验，也让我更加深入地了解并传承了古镇文化。

综上所述，古镇速写是一种独特的绘画形式，通过绘画和体
验来展现古镇的美和文化魅力。参加古镇速写活动让我对古
镇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体验。这次活动不仅提高了我的绘画
技巧，更加使我对细节的观察和表现力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通过与传统艺术的对话，我在古镇速写中找到了自己的艺术
方向和创作灵感。因此，我相信古镇速写将成为我继续探索
艺术和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

游览古镇心得体会篇七

久闻的古老西塘人家，那一座座紧挨在一起的房屋，古朴典



雅而又古色古香。浓墨淡彩的江南水乡风光，当然少不了小
桥流水的点缀了。一块块方块石铺着的小石路一条连着一条，
碧波荡漾的河面上行驶着一条条小船，不时地诉说着西塘古
镇近千年来的苍桑。

那天，朦朦胧胧地下起了小雨。使古镇的风韵散发地淋漓尽
致，置身其中如梦似幻。一条条幽幽的小巷，吹来阵阵凉风。
飘来了阵阵芡实糕的香味，听见了一声声淳朴的吆喝声，闻
到了令人怀念的臭豆腐香味。

先映入眼帘的是小桥，它像一条白玉带一样，系在小河的腰
间。它的上面还有一些图案，刻得栩栩如生。有刻着龙、凤
凰等寓意吉祥的东西。小桥上的台阶一阶一阶的，每一阶
约40厘米。桥下，便是那潺潺的小河了。小河倒映着蓝天的
光辉，因此变得更加漂亮。桥下偶尔还会经过几条悠悠行驶
的小船，渔夫悠闲地划着船，摆动着船桨，坐在船中甚是惬
意。欣赏着这一路独特的风景线——小河环绕着房屋，墙沿
上长出了绿绿的青苔;一路上的人熙熙攘攘，路口汇成了“人
流”;客栈里的住客边吃饭，边欣赏风光;河里一只只小动物
与我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

接着，我的目光被那一排排紧挨着的古色古香的木屋吸引住
了。窗户是用木头精心雕刻的，门也是用木头仔细加工而成
的。门上的框井然有序，你若凑近去闻一闻，还有一股别具
一格的香味。走进去，总要跨过一个门槛。屋内，没有华丽
的装饰，只有古色古香的家具。近看，不管是椅子的棱角还
是桌子的棱角都被岁月抹平了。可见所经历的岁月有多么长，
才得以保存下着岁月的见证。

哦!西塘古镇——你就是一幅现代的“清明上河图”，更是西
塘人民心中那颗一直在闪闪发光的明珠，为嘉善添上了一抹
灿烂。



游览古镇心得体会篇八

古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和
历史文化底蕴吸引了无数艺术家和游客的目光。作为一位热
爱绘画的人，我最近有幸来到一座古镇进行速写练习。通过
这次经历，我不仅感受到了古镇的魅力，更从速写的角度获
得了许多启示。

第一段：古镇的历史与文化

古镇以其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而闻名。它们通常是
被古老的城墙所围绕，保存着许多古老的建筑和传统的手工
艺品。在我的速写练习过程中，我有幸参观了一些历史悠久
的庭院和宅基地，并且能够近距离观察到木雕、砖雕等各种
手工艺品。这些传统的建筑和手工艺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
瑰丽和丰富，对速写者来说，是绝佳的练习对象。

第二段：速写练习的观察力培养

速写是一种通过快速而精确的画笔勾勒来准确捕捉场景的绘
画技巧。在古镇的速写练习中，我不断培养自己的观察力。
由于时间有限，我不得不速成地观察整个古镇的构造和细节，
并将其迅速呈现在纸上。这种练习对于绘画技巧的提升是非
常重要的，因为只有准确观察和迅速表现，才能在短时间内
将古镇的魅力尽可能地表达出来。

第三段：速写带来的情感体验

绘画是一门让人深入思考和感受的艺术形式。在古镇速写的
过程中，我不光是在观察和练习，更是在感受和思考。每一
幅速写作品都是我对古镇的情感表达，我通过绘画表达了我
对古镇繁忙市井和宁静巷弄的理解，对古镇人文景观和生活
方式的赞美。在这个过程中，我不仅发挥了自己的艺术天赋，
也体验到了与古镇之间的情感交流。



第四段：与他人的互动与交流

速写是一种独立的绘画方式，但在古镇练习中，我也有机会
与其他艺术家和游客进行互动和交流。我们互相研究彼此的
作品，分享绘画技巧和经验，互相激励和借鉴。这种互动不
仅丰富了我的绘画见识，也增进了与他人的友谊。通过分享，
我得以从不同的视角看待古镇，并对自己的创作有更多的启
迪。

第五段：速写练习的意义和价值

通过古镇速写的练习，我不仅提高了自己的观察力和绘画技
巧，还受益于情感体验和交流互动。速写使我更加注重细节
和观察，也让我更加专注于绘画创作。在传统文化的加持下，
我对古镇的历史和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并将其转化为自己
的艺术表达。古镇速写不仅仅是一种绘画练习，更是一种身
心灵的修炼，让我更好地理解和传承传统文化的责任和使命。

总结：古镇速写是一种独特的艺术体验，通过观察、练习、
情感体验和交流互动，我从中获得了许多启示和收获。古镇
的历史和文化，让我对传统文化有了更深的认识和理解；速
写练习的观察力和技巧培养，让我在短时间内能够准确捕捉
场景；与他人的互动和交流，使我从不同的视角思考和创作。
通过古镇速写的练习，我不仅提高了自己的绘画水平和艺术
表达能力，也更好地理解和传承了传统文化的价值与魅力。

游览古镇心得体会篇九

去古镇，最想感受的是那份古朴与安静，可是现在有太多的
古镇被商业侵袭，被游人埋没;比如乌镇、周庄、同里、西塘、
南浔等等。而真正有古味、古风、古气的古镇在中国也不在
少数，远离商业化的包装，今天给大家推荐9个冷门但景美的
古镇，趁人还少快出发吧！



大圩古镇

大圩古镇在漓江东岸，是一座有千年历史的古镇，如今这里
商业痕迹却很少，少到连公厕都很难。远在6前，大圩以
其“大”，成为广西四大圩镇(宾阳的芦圩、苍梧的戎圩、贵
县的桥圩)之最。

古老的大圩老街顺着漓江绵延2公里长，不宽的街道上铺着青
石板，石板路两边是保存完好的老房子。始建于明的单拱石
桥万寿桥，仍雄跨镇南;清代建筑的高祖庙、汉皇庙和广东、
湖南、江西会馆等，以及长达5里的青石板路，镇上的青砖青
瓦楼房，都成为古老圩镇的见证。

地理位置：广西桂林市东南18公里处，距灵川县城30公里，
地处漓江中游

偏岩古镇

坐落在华蓥山脉西南面的两支余脉之间，因镇北处有一岩壁
倾斜高耸，悬空陡峭，故名偏岩镇。古街沿黑水滩河铺就，
一路木舍错落，小桥流水，绿树掩映。偏岩古镇历300余年，
保存较完好。自古镇中段，一青石板桥横跨小河连接镇外，
以桥为界，主街被拦腰分为上、下街。上街当交通要冲，店
铺林立，其北端为公众集合之地，现存武庙、禹王庙、戏楼，
上、下街尾均构临河半廊接村野，是集交通、交往兼赏景、
休闲的好地方。

地理位置：重庆市北碚区东北部，华蓥山西南麓，地处领水、
合川、渝北的交通要冲。

查济古村落

查济是泾县一个具有明清风格的古村落，它的规模之大，在
皖南堪称第一，也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民居群之一。它破败



颓废的沧桑之美，能让人看见中国乡村时代辉煌的历史。在
查济，除了居住需要外的民居之外，现存的遗迹主要是祠堂
和牌坊，它们都深深地打上了氏族时代里彰显孝道和祖先崇
拜的烙印。在查济，祠堂众多，因为所在之地查姓人群非常
庞大。

地理位置：安徽省宣城市泾县西城60公里处厚岸乡

黔阳古城

黔阳古城是全国保存最为完好的明清古城之一，古城三面环
水，是湘楚苗地边陲重镇，素有“滇黔门户”和“湘西第一
古镇”之称。比云南丽江大研古镇早1400年，较湖南省内的
凤凰古城早900年。各种文化在这里交融，“一片冰心在玉
壶”的经典诗句就是王昌龄写就于当地芙蓉楼前。

地理位置：湖南省怀化市洪江市(原黔南县)

和顺侨乡

和顺侨乡位于腾冲城西3公里，古名阳温暾村。和顺的名称源于
“云涌吉祥，风吹和顺”的诗句，寄托了当地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自古以来，和顺就是一个文化发达，地灵人杰的
地方。和顺乡村中随处可见门楣上高悬着多年烟尘遮掩不住的
“书香世荫”、“诗礼传家”等匾额，无一不记载着侨乡曾
经繁盛一时的历史和传统深厚的文化积淀。

地理位置：云南省腾冲县城西南3公里处

铅山县

shan。早在明朝中叶，铅山已发展成为江南地区五大手工业区
域之一，以手工造纸业与松江的棉纺、苏杭的丝织业、芜湖
的浆染业、景德镇的制瓷业齐名。



地理位置：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

寺登街

滇藏“茶马古道”形成于公元六世纪末至七世纪初，寺登街
便位于坝子中心，是沙溪经济、文化中心，是从古到今沙溪
贸易往来的集散地，远远望去，寺登街古树掩映，瓦舍人家
古朴清幽，“小桥流水人家”的景致秀美而雅丽，堪称“茶
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古集市。

地理位置：云南省大理州剑川县南部沙溪镇

丙安古镇

古镇建于赤水河畔陡峭的危岩之上，背倚青山，三面环水.砌
石为门，垒石为墙，依山而建木质悬空吊脚楼，历经百年风
霜，仍然稳如磐石。古镇迎客瀑从百年榕树脚下泻出，好似
白龙投水，跃飞河上。惊险古湍的大丙滩下丙滩渡悬流数十
丈。古镇沿河峭壁悬岩河畔的房舍建筑都是吊脚风格，悬空
楼、虚脚楼、无底楼、独柱高脚楼，参差不齐，错错落落，
别有风韵。

地理位置：贵州省赤水市，距离赤水市区25公里

漳州赵家堡

座落在漳浦县湖西乡硕高山麓，距漳州市区90公里。不是一
座普通的赵姓城堡，它是宋朝灭亡后，赵家皇族后裔在元兵
追杀下隐姓埋名，为思慕祖宗帝业，仿照北宋故都汴京城的
立意布局建造而成的，是现存世界上唯一的灭国王族建居的
城堡。

地理位置：福建漳州市漳浦县湖西乡硕高山麓，距漳州市
区90公里



游览古镇心得体会篇十

荡口古镇位于中国江西省鹰潭市，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独
特文化的古镇。我有幸在最近的一次旅行中来到了荡口古镇，
这个古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次旅行中，我不仅领
略了这个古镇的美丽景色，还感受到了古镇居民的热情和淳
朴。以下是我在这次旅行中的体会与收获。

第一段：古镇的历史文化

荡口古镇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自公元八世纪开始就有
人居住在这里。在古镇的中心，有一座古老的城楼，这座城
楼是古镇的象征。城楼是由青石砌成的，给人一种古朴而庄
重的感觉。在城楼的周围，还保存着一座古老的石拱桥，这
座桥是古镇的交通枢纽。除此之外，荡口古镇还有许多明清
时期的古建筑，这些古建筑保留着当时的建筑风格和特色，
让人仿佛穿越到了过去。

第二段：美丽的自然景观

除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荡口古镇还有着美丽的自然景观。古
镇被群山环抱，这些山峦云雾缭绕，给人一种恬静而宁谧的
感觉。在市区最繁忙的地方，有一条小河，这条小河悠然流
淌，河水清澈见底。在河边有一处古老的码头，码头上停靠
着几艘小船，仿佛在等待着前往远方的旅人。此外，古镇还
有一片茂密的竹林，漫步其中，清风拂面，让人心旷神怡。
这些美丽的自然景观与古镇的历史文化相互辉映，令人流连
忘返。

第三段：淳朴的民俗风情

来到荡口古镇，我还感受到了古镇居民的淳朴和热情。古镇
的居民们衣着朴素，生活简单，他们保持着传统的生活方式
和习俗。在一个小巷子里，我遇到了一位老头，他向我介绍



了古镇的历史和文化，并邀请我品尝当地的美食。他告诉我，
古镇的居民都非常重视与人交流和沟通，欢迎来自世界各地
的朋友。在古镇的街头巷尾，我还看到许多当地居民在搬运
货物、耕地和打渔，他们的勤劳和朴实让我感到敬佩。

第四段：传统手工艺的发展

荡口古镇还以其传统手工艺而闻名于世。在古镇的街道两旁，
有很多小店铺，出售着当地手工制造的艺术品。这些艺术品
精美绝伦，充满了浓厚的历史气息。我走进一家小店铺，看
到店主正在制作陶器，他熟练地用双手捏制泥土，然后放入
窑中烧制，最后用刀雕琢出精美的图案。店主告诉我，这种
传统的制陶技艺已经传承了几百年，他们希望能够通过销售
这些手工艺品，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到这种传统文化。

第五段：对古镇的思考与感悟

来到荡口古镇，我深深被这个古镇所吸引。在这个喧嚣的世
界中，荡口古镇给我带来了一丝宁静和放松。我能够在这里
远离城市的喧嚣，静下心来欣赏古镇的美景和感受古镇居民
的生活。这次旅行不仅让我对江西的历史和文化有了更深的
了解，也让我明白了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和珍贵性。我希望未
来能够保护好荡口古镇这片净土，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到
这个美丽的古镇。

以上是我在荡口古镇旅行中的心得体会。荡口古镇有着独特
的历史文化底蕴、美丽的自然景观、淳朴的民俗风情和传统
手工艺的发展。我相信，荡口古镇一定会继续吸引更多的游
客前来欣赏它的美丽与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