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旅游文化心得体会总结(精选5篇)
体会是指将学习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反思学习
内容并记录下来的文字，近似于经验总结。好的心得体会对
于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心得体会以下是
我帮大家整理的最新心得体会范文大全，希望能够帮助到大
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旅游文化心得体会总结篇一

xxx民族文化已成为xx旅游业发展的重要资源，但在少数民族
地区发展旅游业可能会削弱民族文化，导致民族文化商品化、
庸俗化以及价值观的退化与遗失，因此在开发xx民族文化旅
游资源的同时，应注重对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

首先，旅游者到一个地方旅游，不仅要亲眼目睹，还要亲自
参与当地人的活动，观看歌舞表演，品尝地方食品，购买民
族手工艺品等。与此同时，必然也把自己的文化带到旅游点，
这样当地文化就容易被影响、被侵蚀、被破坏。尽管旅游业
的发展是一种双向性活动，旅游者与旅游文化间的交流和影
响是相互的，但事实上，旅游者对旅游地社会的影响远大于
他们所接受到的旅游地社会的影响。一方面，就xx目前的民
族旅游地区而言，旅游者一般来自经济较发达地区，而大多
数旅游者传承的是汉民族文化。而民族旅游地区是经济相对
落后地区，所以旅游者所带来的汉文化对当地文化有较大的
冲击力；另一方面，旅游者与当地居民的接触短暂而相对肤
浅，接触范围有限。但对当地居民来说，他们同旅游者的接
触是长期不断的，他们接触的不是某个旅游者，而是不同时
期前来旅游的旅游者群体。所以民族文化相对于外地汉文化
而言，往往成为弱势文化。在整个文化交流中，旅游地的民
族衣着风格、建筑形式、饮食习惯、思想观念都因吸收着外
来文化中的某些成份而发生较大的改变。他们向旅游者吸收
得越多，向旅游者传输得就越少，文化的不平等交流由此产



生。这种不对等交流还会因旅游者的个人动机、文化特征、
旅游者与当地居民的交流时间和空间等因素的变化而不同。
特别是大规模的旅游开发，将经济运行模式、科学管理文化
和现代观念带进当地，对当地的民族文化产生不可估量的影
响，如xx旅游业发达地区xxx等地的青年已普遍着穿汉装，使
用塑料、金属制日用品，而且，价值观、生活方式也因现代
用品的进入而发生变化。因此，旅游业的开发势必使外来文
化对当地少数民族文化形态、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带来冲击，
导致民族文化的蜕变和消失。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者对民族文化的向往，使当地居民
发现自己文化的价值，意识到自己文化的重要性，而旅游带
来的利益促使当地居民开始修建历史建筑；开始抢占那些濒
临灭绝的传统文化：他们开始穿起节日盛装，向旅游者展示
和表演歌舞，而这些歌舞表演以前要在特殊的场合和节日才
举行；他们开始创造和重新发展手工艺品，这些手工艺品以
前只是为满足生活所需而制作的，但现在完全是为了满足旅
游者的需要而制作；他们开始举行一些仪式，这些仪式对当
地人来说具有神圣的意义，但现在也是为了满足旅游者的愉
悦。总之，他们创造或再现的种种文化，都因为迎合旅游者
的喜好而有所变化，失去了往日原文化中的某些意义，有时
仅仅是一种形式。如傣族的泼水节原是一典型的宗教仪式，
每年的这一天，傣族男女老少都穿起盛装，把清水泼向佛寺
和佛像，然后彼此泼水，因为他们相信泼水能除去邪气而给
他们带来吉祥与幸福。节日期间，到处充满喜庆气氛，热闹
非凡。电视画面里的泼水节场面对各地的观众产生了强烈的
吸引力，使人产生到西双版纳旅游的'欲望。随着旅游业的发
展，泼水节已变成一种群众性的民俗文化活动，且由于它的
表现形式有趣，人们往往将傣族文化与泼水节联系在一起，
提到傣族便想到了泼水节。为了满足一年四季到西双版纳的
旅游者的需要，形成了“每日泼水节”，这种形式上的泼水
节仅仅是表演性质的，有限的几个演员的表演无法再现节日
的盛况与气氛，更不可能表现宗教意义。因此，“每日泼水
节”的活动削弱了旅游者对这一仪式的向往和期望。



（一）民族物质特征的趋势和保留

在旅游业中，民族文化因素中具有民族特色的建筑、服饰、
饮食、器皿等物质特征满足了旅游者求新求美求异的精神文
化需求，激发了其前来旅游观光的热情，这使旅游业带来的
外来文化或多或少的削弱了民族特色。但旅游业的发展，带
来经济水平的提高，使少数民族居民必然采借先进的生活技
术和便利的生活设施。我们不能阻挡这种趋势，但能对传统
文化中失去存在价值的部分做有益的保留，并赋以其新的功
能——旅游吸引物，并采取行之有效的方式对传统文化中正
在趋同的物质特征进行保留，如传统的民族服饰，先进的生
活用具、建筑形式等。在这方面，丽江的经验值得借鉴。丽
江在大地震后重建纳西古城时，完全保留了纳西民居的建筑
特点，连原来用水泥铺盖的路面也铲掉，重新换上了五彩斑
烂的彩石路，当旅游者脚踩石夹路，在流水潺潺的街头漫步
的时候，莫不感到身处古城的新奇与愉悦；此外，xx在保留民
族服饰方面做得很成功，让学生统一着装民族服饰，既避免
了与成年人同时着装民族服装的尴尬，又使纳西服饰自然出
现在街头巷尾。正是自然、浓郁的民族特色使丽江成为旅游
热点，并保持着强劲的可持续发展势头。

（二）民族精神文化因素的趋势与保留。

少数民族的节日礼仪、风俗习惯、宗教仪式等属精神文化因
素。旅游业的发展对宗教仪式、节日礼仪的表现形式和内容
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些原本只有在特定时间、场合并按
传统内容和方式才能举行的仪式经过舞台化、程序化的包装，
打破了传统的规定被出售给旅游者。而且，内容上也被压缩，
在一定程度上使其失去了原有的文化内涵。那么如何做到出
售文化形式，但保存原文化的内在精神呢？应采取“分离”
的措施，“分离”是指出售给游客的文化内容与真正存在本
地居民间的文化形式相区别，以防止传统文化形式的内含价
值受到扭曲削弱。把出售的传统舞蹈和仪式作恰当的修改，
使其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意义。如大理的“三道茶”因其



与深刻的人生哲理“一苦、二甜、三回味”相联系，成为大
理旅游产品中的一重要的文化形式之一。旅游者荡扬在洱海
上边观看歌舞表演，边品尝“三道茶”时，回味无穷，印象
深刻。所以恰当的修改可以使民族文化得到加强与保护。

总之，开发云南民族文化旅游大有可为，但开发必须合理有
度，只有保持民族文化的特色，才能使云南旅游具有持久的
生命力。

旅游文化心得体会总结篇二

培训旅游文化是现代人们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它不仅可以
让我们了解不同地区的风土人情，还可以让我们开阔眼界，
增加知识储备。在参加培训旅游文化的过程中，我收获颇丰，
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体会。下面，我将针对培训旅游文
化的主题进行总结和反思。

二、培训前期

在培训旅游文化之前，我对这一方面的知识了解甚少。然而，
我对此充满了好奇和憧憬。在了解到培训旅游文化的机会之
后，我开始主动寻找相关的书籍和资料进行学习。通过阅读，
我对各个地区的历史背景、风土人情有了初步的了解，并且
对即将到来的培训旅游活动充满了期待。

三、培训过程

培训旅游的过程中，我学到了许多有关文化历史、地理环境、
名胜古迹的知识。在导游的带领下，我深入了解了各个地区
的文化底蕴，亲身感受了各个地方的风土人情。例如，在乡
村旅游中，我了解了当地人民的农耕技艺和传统文化；在海
滨旅游中，我感受到了海浪的喧嚣和沙滩的柔软；在山区旅
游中，我欣赏风景名胜区的壮丽景色和民间传说。通过亲身
参与和实地学习，我深入了解了培训旅游文化的特点和精髓，



也领略到了不同地域的魅力。

四、收获与体会

培训旅游文化给我带来了许多宝贵的收获与体会。首先，我
学到了很多实用的知识和技能，例如如何做好导游解说、如
何摄影记录旅行点滴。其次，我提升了自己的文化修养和综
合素质，通过亲身接触和学习，我对传统文化和地方风情有
了更深入的了解。再次，我和同伴们一起度过了愉快的培训
时光，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培养了团队合作和交流
能力。最重要的是，培训旅游文化让我领悟到了生活的真谛，
让我深感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珍贵性。

五、结语

通过培训旅游文化的经历，我得到了非常珍贵的收获和体会。
它让我了解了更多不同地区的文化特色，也让我增长了见识
和眼界。在今后的生活中，我将继续加强学习和研究，提升
自己的培训旅游文化素养，为更好地传承和继承中华文化做
出贡献。我相信，培训旅游文化将成为我人生中一段重要的
回忆，并且对我未来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旅游文化心得体会总结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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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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文化心得体会总结篇四

第一段：对旅游文化的重要性及意义的认识

旅游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旅游文化，人们
可以了解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历史传统和艺术表达方式，
增进跨文化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对大学生而言，旅游文化不
仅是一种休闲娱乐的方式，更是一次深入了解社会的契机。
在大学期间，我有幸参加了几次旅游文化体验活动，其中的
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段：在旅游中领略历史文化的魅力

从古建筑到文物古迹，历史文化是旅游中重要的一环。我曾
去过西安参观了兵马俑、古城墙等文物古迹。在观赏兵马俑
时，我不禁想象着秦朝的盛景和古人的聪明才智。而站在古
城墙上，俯瞰着这座古都，我能感受到历史的厚重和文化的
魅力。通过这些旅游体验，我深深地意识到，保护和传承历
史文化是每个人的责任和使命。

第三段：旅游中的风俗习惯和地域特色

每个地区都有其独特的风俗习惯和地域特色，旅游正是了解
和体验这些特色的好机会。我曾去过云南的丽江，走过丽江
古城的街道，看到了白族的传统服饰和建筑风格。这里的纳
西族也保持着自己特有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传承。而在四
川的稻城亚丁，我看到了藏族同胞们独特的日常生活和信仰。
这些旅游体验让我更加了解了我国各地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第四段：旅游中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

旅游不仅让人们了解历史文化和地域特色，更重要的是，在
旅游中体验着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我在一次去青海的旅行
中，发现当地生活条件艰苦，生活方式与我所知的城市截然
不同。然而，当地的居民却依旧保持着笑容和乐观。我深受
触动，也由此认识到，旅游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欣赏美景的机
会，更是对弱势群体给予关怀的责任和义务。

第五段：旅游文化对个人成长的深远影响

旅游文化的体验和认识对于个人成长具有极大的意义。通过
旅游，我学会了独立思考和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在旅游中，
我经历过迷路、遇到困难的情况，但也正是这些困难让我成
长，培养了我的应变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通过旅
游，我也认识到了身边朋友和同伴的重要性。旅游时，我们



可以互相扶持、互相帮助，共同度过困难和享受美好。这一
切，成为了我人生中最珍贵的财富。

总结：通过旅游文化的体验和认识，我深刻认识到了历史文
化的魅力、风俗习惯和地域特色的丰富性、人文关怀和社会
责任的重要性，以及个人成长的深远影响。旅游文化不仅给
人们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旅行体验，更让我们更加热爱祖国、
热爱生活、热爱人民。因此，我相信，通过旅游文化的传承
和发展，我们能够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
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旅游文化心得体会总结篇五

很多故事的开头总是写着："在很久很久以前，在很远很远的
地方„„"。 看来，人们似乎总是对远方充满了期待。都说熟
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熟悉的地方，很少能发生新奇的思索。
大的思考需要大的舞台，大的背景。旅行让我们去接近名山
大川，看万米高空上的雄阔景致，看奔涌不息的大海，这都
将强有力地刺激我们的思维。的确，相同的人，相同的事，
相同的路，相同的天空，待久了会心生麻木，而旅行却能给
人带来感观上的刺激、心灵上的释放。

喜欢戴佩妮的一首歌《一个人的行李》：“我要一个人在希
腊梦见苏格拉底，我要一个人的通宵看完鲁迅的背影，我要
一个人去纽约纯粹看雪景，我要一个人去巴黎喝咖啡写信，
我要一个人呆呆地在浴缸里思考阮玲玉。我要一个人去北京
探望孟姜女，我要一个人的书局和志摩谈情„„”旅行其实是
一个灵修的过程，旅途中，不仅可以饱览沿途的风景，更能
抛掉世俗的烦恼，安静地享受别样的景致带给我们的视觉上
的享受和心灵的震撼。所以，每一次旅行，都是一次心灵的
洗礼，洗掉在钢筋水泥的大城市里所沾染俗气，成就一次全
身心的蜕变。所以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大概也
就是这个深意了。



一个人旅行对我来说还是很有难度的，似乎还缺少那份勇气。
放假的时候，叫上几个好友，一起跑到陌生的地方，带着好
奇的心态去发现，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埃然而，世上的奇事
美景无穷尽，你注定永远也看不完。看遍天下美景，永远都
是年少轻狂和不谙世事的孩子的豪言壮语，我们永远只能带
着一份欣赏的心情去尽力发现身边及远方的美。

一块石头，一缕空气，一片白云，一寸土地，其实，每个地
方，都有它独特的魅力。而旅行的意义也并非仅仅为了某处
风景，为旅行而旅行，更是一种心情的释放与心灵的憩息。
旅行的乐趣也在于路上所有的不可预测的事情的.发生与那些
意料不到的风景。旅途上尝到的美食，开启的灵感，落下的
糗事，爆出的笑料，邂逅的美丽，犯下的错误，与留下的遗
憾，都是旅行的魅力所在。就像那句广告语“人生就像一场
旅行,不必在乎目的地, 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
情”。

站在陌生的角落，看古朴的建筑，在雨水的滴答下，奏响历
史走过的风韵;看一片白云在风中舒舒散散，听大地上轻轻重
重的脚步踢踏的声响，想像一座城市经历的沧桑。一个镜头、
一片景象、一段历史，成就了一种厚重的美丽。

旅行是一种学习，它让你用一双婴儿的眼睛去看世界，去看
不同的社会，让你变得更宽容，让你理解不同的价值观，让
你更好地懂得去爱、去珍惜。

开学伊始，怀着好奇的心理我选择了《旅游与文化》这门选
修课。因为我从小就喜欢自然地理与中国历史，喜欢我国辽
阔土地上的大山大河，更喜欢在这块土地上孕育了五千年的
中华文明。

在课堂上，经过老师的介绍，我了解到，在潜心地研究本国
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适当取舍吸收一些外来文化
精心加工、组织和开发，以供旅游者观赏或享受旅游文化产



品创造了旅游文化。因此所谓旅游文化实际上是以一般文化
内在价值为依据，以行、吃、注游、购、娱六大要素为依托，
以旅游主体、旅游客体、旅游介体和旅游研究之间相互关系
为基础，在旅游活动过程中业已形成观念形态及其外在表现
总和。它既是物质也是精神。且旅游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外延
也相当宽泛“既涉及历史、地理、民族宗教、饮食服务、园
林建筑、民俗娱乐与自然景观等旅游客体文化领域;又涉及旅
游者自身文化素质、兴趣爱好、行为方式、思想信仰等文化
主体领域;更涉及旅游业服务文化、商品文化、管理文化、导
游文化、政策法规等旅游介体文化。

旅游是一种审美与身心愉悦的集中体现，而且可以锻炼身体，
旅游的发展空间巨大，被现代人成为无烟工业;旅游也是物资
生活丰富后精神的另一种需要，远离城市的宣泄，感受身临
其境与大自然的零接触，陶冶情操。如穿梭于西北大沙漠，
沿着丝绸之路寻找历史的痕迹，探索楼兰古国的消失之谜;再
荡舟于漓江，欣赏甲天下的桂林山水，更一路东来感受周庄
的古典淳朴，另有姑苏城外寒山寺外，富春江畔的闲情垂钓。
这些无一不美，无一不是人生的最高享受，更无一不穿插着
文化的足迹。

文化是形成旅游吸引力最核心的因素，也是最不易改变、不
易模仿的因素。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享受文化，消费文化，
体验文化;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者进行旅游最终是对文化
的消费。

而旅游文化的本质在于创新旅游文化不是旅游和文化简单相
加也不是各种文化大杂烩它是传统文化和旅游科学相结合而
产生全新文化形态，是现代社会的产物。

就如蚌埠市的“花鼓灯嘉年华”就将花鼓灯这一传统文化加
入了现代元素后活用到了旅游中，形成了蚌埠市独有的旅游
文化。再如北京的电影旅游城就将古代建筑与现代特技影棚
相结合，不但拍出了许多部脍炙人口的电影还形成了自己独



有的旅游特点与文化。

另外，发展旅游文化还有许多积极的影响：

如，第一，促进了接待地的对外文化交流。文化交流是文化
发展的前提。旅游在客观上起着促进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乃
至不同国度文化之间的相互沟通作用。首先，它是一种人群
之间的直接交往，而不是以文字、有形物品等形式或者以个
别人为代表的间接沟通或信息传递。其次，旅游体现着各种
社会文化现象的交叉和渗透、其中不同文化主体间的沟通内
容涉及甚广，几乎无所不包。再次，旅游是人类的和平交往，
是人类文化最理想的交流方式。

第二，促进了接待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复兴。由于体验
和了解不同的文化是旅游者的主要动机之一，接待地在旅游
开发中就有可能会重视自己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和利
用，以便尽可能多的吸引旅游者。文化是人类在长期的生存
繁衍与劳动、生活中创造出来的物质与精神产物。由于不同
地区的创造与发展、拥有了不同的文化，因此民族传统文化
也是一个地区的重要组成部份，甚至是一个地区区别于另一
个地区的重要标志。文化权是一个地区拥有自己地区文化得
到保持、保护与发展的权力，对于衡量地区平等及一个地区
的生存与发展、地区间的互相尊重与团结都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第三，促进了接待地社会文化的现代化。首先，旅游能促进
接待地社会文化在物质层面上的现代化。为了适应旅游业发
展的时代需要、吸引游客前来参观访问，接待地会不断的改
进自己的物质条件，新的文化设施会有所增加，文化环境不
断优化。旅游促进了一些城市独特风貌以及其他皮具创造性
的人文景观的形成，为接待地增添了新的文化风采。其次，
旅游能促进接待地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科学技术的发展是
旅游活动产生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但旅游发展过程中又不断
对接待地科学技术提出新的要求，要求与旅游活动有关的交



通运输工具、通讯以及旅游服务设施和设备等更加快速、便
利、舒适和安全。再次，在旅游活动的影响下，接待地社会
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会发生演变，这种演变在总体上会趋
向开放，趋向更加国际化、现代化。

总而言之，在旅游文化学的课堂上我学到了许多，更了解了
旅游文化的内涵。这让我更加热爱祖国的秀丽山河与灿烂的
文化，这两者相结合所爆发出的绚丽的美感让人目眩神迷，
陶醉不已。因此我热切的希望更多的旅游文化被挖掘出来，
好填充这山河、壮丽这秀色;好让我更深深为之而倾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