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观故居文案 参观故居的心得体会(汇
总7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
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参观故居文案篇一

第一段：介绍背景和目的（约200字）

参观故居一直是我心中的一个愿望。这次我有幸去参观了一
位名人的故居，并在参观中收获了很多感悟和体会。故居是
一座具有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建筑，它不仅满足了我对名人的
好奇，更重要的是，通过参观故居，我能更好地了解这位名
人的生活和思想，从而得到一种深入的心灵感悟。

第二段：描述故居的环境和布置（约200字）

进入名人故居的瞬间，我仿佛穿越了时光隧道。这座故居充
满了历史的气息，沉淀了岁月的痕迹。故居分为前厅、内厅、
后厅和花园等不同区域，每个区域都有着独特的文化内涵和
艺术韵味。墙上挂着名人的画像和手迹，书架上摆满了他的
藏书，屋内摆放着他常用的家具和物品。这一切都展现了名
人曾经的生活和工作状态，让人不禁对他的智慧和才情产生
了更深的敬意。

第三段：体悟名人的生活和思想（约300字）

参观故居不仅让我了解到名人的外在生活，更重要的是让我
领悟到他内心的思想和追求。通过观察故居的布置和摆设，
我感受到了名人勤俭节约的生活态度，他在简约中蕴含着对



艺术和审美的追求。故居中的书籍和字画显示了他对文化和
学识的重视，让我明白了名人是如何通过不懈的学习和努力
培养自己的才情的。此外，故居中还展示了名人的一些随笔
和手迹，从中我感受到了他对社会和人民的关怀和呼唤。这
些都让我深深地敬佩和景仰名人的思想和追求。

第四段：体味故居中的历史文化（约300字）

故居本身就是一座具有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建筑。参观故居，
不仅是了解名人，更是领略历史文化的精髓。在故居中，我
看到了许多代表当时社会风貌的物品和艺术品。故居中的家
具、书画、器皿等都是那个时代的珍贵文物，它们记录着历
史的变迁和人民的生活状态。通过观察这些文物，我更加深
刻地认识到历史文化的珍贵和重要性，也更加懂得了要传承
和保护好我们的传统文化。

第五段：个人的心得和启示（约200字）

参观故居让我受益匪浅。透过名人的故居，我不仅了解到他
的思想和生活，更得到了一种心灵上的启示。名人的故居展
示了勤奋、智慧、宽容、真诚等优秀品质，使我更加明白了
追求卓越和人生价值的重要性。同时，故居也警示着我们要
珍惜当下，在每一个细微处去体验生活的美好。参观故居不
仅是一种文化的修行，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我会将故居的
感受和体会融入到自己的生活中，并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
有思想、有修养、有情怀的人。

总结（约100字）

参观故居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它让我更深刻地了解了名人的
生活和思想，也提醒着我要珍惜历史文化的传承和保护。通
过这次参观，我懂得了培养自己的才情和追求卓越的重要性，
也体悟到了生活的真谛和内涵。参观故居不仅是一次文化之
旅，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



参观故居文案篇二

10月6日，我和妈妈一起去参观了位于北京阜城门内宫门口二
条19号的北京鲁迅博物馆。通过这次参观，我和妈妈都对鲁
迅博物馆有了更多更新的感受。

北京鲁迅博物馆1956年落成开放的，它新中国最早建立
的“人物传记性博物馆”。这座博物馆是鲁迅故居中保存最
完好，唯一对外开放的故居。这是一座普通的小四合院，青
灰砖墙、朱红门窗。南北房各三间，东西房各一间，一直保
持着当年先生居住时的模样，南房是会客室，北屋东西两房
间分别为鲁迅的母亲和朱安夫人的住室，中间一间为餐厅，
北屋当中一间向北凸出一小间，北京市鲁迅中学，面积仅8平
方米，是先生的卧室兼书房，即著名的“老虎尾巴”，先生
自称“绿林书屋”，陈设十分简朴。东厢房辟为展室，鲁博
的展厅很大，地上一层地下一层，以时间顺序记录鲁迅的一
生，图文并茂，还有很多先生生前的衣物、文房四宝以及仿
制书房博物馆馆藏文物3万余件，其中包括鲁迅先生的手稿、
藏书、拓片等珍贵文物。在展馆的精品中有鲁迅地质佚文手
稿、《阿q正传》的唯一一篇残稿、鲁迅先生20多岁时所写
《自题小像》手稿、鲁迅在仙台医专时的解剖学笔记等等，
都是十分珍贵、难得一见的珍品。在陈列馆中还展示着“三
味书屋”以及鲁迅先生在上海住宅中卧室兼工作室一角的复
原模型。博物馆中还展出了一些日常用品，那些都是鲁迅先
生及其家人使用过的原物。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院内有鲁迅先生亲手种植的白丁香，
已经历了70多年的风风雨雨，仍枝繁叶茂。微风拂过，白丁
香昂首挺立在阳光之下，她们就像一个个身着素装，头戴面
纱的少女，仿佛在动情地讲述着鲁迅先生生前的丰功伟绩绩。

提起鲁迅可能大家得先从他的文章说起,鲁迅一生爱好写作他
写的文章不记其数。鲁迅的`精神被称为中华民族魂，并且是
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而他的作品无不让后人欣赏。



而最家喻户晓就我们熟悉的有《彷徨》《呐喊》《狂人日记》
等这几部是我们在中学课本上学到的，让我们又深刻了解和
挖掘鲁迅先生的好作品有了很大的动力。

从那时起鲁迅这位中国的文学家、思想家和无产阶级革命家，
深受我的喜爱。鲁迅离开了人世已经七十多年了，他的作品
却历久弥新，说明他是成功了。鲁迅揭露了封建社会和人剥
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他的作品所以深受广大人民的喜爱，
同时也影响着我们这一代人的性格发展。他是现在人们学习
的楷模和榜样。

参观完鲁迅博物馆，我的情绪一下子高涨了起来，戏中的敬
佩崇敬之情油然而生。我突然知道为什么鲁迅先生会被誉
为“战士”。我想他当之无愧。这次参观之行让我收获颇多。

参观故居文案篇三

作为一名文化爱好者，我前往新疆参观了著名文学家，会诗
文家翁同龢的故居——啸仙故居。听从了导游的详细介绍，
我对故居的历史文化以及翁同龢的人物形象有了更深刻的了
解。这次旅行也使我更加深刻地认识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和人性的多样性。

第一段：啸仙故居的历史和文化

啸仙故居建于翁同龢的晚年，并在1963年开始对外开放。故
居占地面积约8000平方米，分为前庭、后庭和附属房屋。这
座故居保存了翁同龢的生活文化遗产和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
的珍贵文物。我们可以看到故居内壁上挂满了赵朴初、梁启
超等名人题写的对联，故居还保存了他的书籍、信札和字画
等重要文化遗产。

第二段：啸仙故居的建筑风格



故居建筑风格典雅秀美，庭院错落有致，主体建筑以青石砌
成，带有巨大的喷水池，典雅古朴的设计风格凸显其中。前
庭布局得宽敞明亮，高高的门楼被翁同龢亲笔题字，两旁种
植了大量的香樟和紫云杉，使得整座故居清新怡人。后庭则
是文人雅士最为青睐的地方。几株高大的桂树，爬满花朵的
牵牛花，各色花卉点缀其中，让人感受到了这里的静谧和淡
雅之美。

第三段：翁同龢的文学形象

翁同龢是中国早期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被誉为“新
文化太子”，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文学家、政治家。在啸仙故
居内，我们可以看到他留下的诗词、书法作品和藏书，这些
都展现着他深厚的文化素养和丰富的艺术才华。他的诗词多
关注人性，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和生命力。同时，他也是一位
政治家，曾任梵音国司令的职务，日夜思考如何筑建一个坚
如磐石的新文化时代。

第四段：故居的人文景观

在啸仙故居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新疆地区最为传统的人文景
观，体验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在故居内的书房中，我们
可以看到宝贵的文化遗产，这是一种传承文化的方式，也是
向我们展示了历史的价值。同时，整座故居还保留了古建筑
的绝佳设计，也有很多文化和艺术的展览，把现代文化融入
的传统文化，古老与现代交融之美，让人受益匪浅。

第五段：试着明白翁同龢的坚守

翁同龢虽然已经过世，但是他留下的遗产和思想还在不断影
响着我们，与他相同的，是他对于自己家国的忠诚。这份心
中繁华：他在历史、地域、经济等各方面都付出了极大的努
力，发挥自身的才华，以达成目标。故居的参观，让我进一
步认识到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并感受到了他对于理想、人



民和家园的无限热爱。同时，此次参观也强调了人与人之间
多样性的关系：不同的文化传承和思想理念为我们提供了多
样角度去理解美好的世界。

总结：

这次参观啸仙故居让我对中华传统文化和翁同龢有了更深刻
的理解和认识。通过这次旅行，我深深体会到了中华文化的
博大精深和多样性，也对人性有着更加清晰的认识。相信这
次参观对我的人生历程和世界观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参观故居文案篇四

啸仙故居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历史文化遗产之一，那里曾
经是福建文学巨匠林则徐的故居。作为国内外的著名旅游景
点之一，啸仙故居位于福建省福州市南郊。在一个阳光明媚
的春日里，我和我的同学们一起参观了啸仙故居，亲身体验
了这座历史文化遗产的风采。

第二段：印记深刻的传统建筑

啸仙故居是典型的传统建筑，里面的建筑结构让我印象深刻。
屋子里站着的是古色古香的床和书籍架，仿佛时间在这里静
止。在闲暇的时候，你可以慢慢地欣赏这一切，品味着传统
文化古香古色的味道。同时，园林中的建筑也是很有特色的，
处处都是绿树掩映，错落有致的小桥流水和人工山水也很漂
亮。

第三段：富有内涵的文化历史

妙笔生花的林则徐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之
一，他的故居里也充满着文化气息。从前庭到后院，每一处
都充满了富有内涵的文化史，这让我们深切感受到林则徐的
伟大。故居里还收藏了很多珍贵的古董和书籍，让人领略到



了林则徐的博学之风。在参观的过程中，不仅可以欣赏美丽
的传统建筑，还可以学习到许多有用的文化知识。

第四段：生动的历史故事

故居里的导游会为我们讲解很多关于林则徐的历史故事，非
常生动而丰富，令人印象深刻。林则徐虽然已经离开了人世，
但人们对他的传承和怀念永远不会停止，这种精神永远是我
们学习的榜样。在这里，我们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历史的
魅力，学习到有关林则徐的一些知识，增长了见识。

第五段：我的感受

这次参观啸仙故居让我印象深刻，其中最为难忘的是林则徐
的文化气息和历史感觉。作为一名学生，我们要学习到更多
的文化知识，了解到历史的发展，体会到其中的内涵和精神，
特别是要发扬林则徐同志学习好态度，战胜一切艰难困苦，
克服一切困难的伟大精神。即使此时没有献诗之心，我们对
于这座传统文化遗产的态度必须是敬畏和崇尚。

参观故居文案篇五

第一段：引言（100字）

参观故居是一次重要的红色教育活动，对于加深对党史的了
解，增强党员的党性修养具有重要意义。日前，我所在党支
部组织了一次参观某位革命先烈的故居活动。

第二段：参观线路及感受（300字）

这次参观活动我们选择了某位革命烈士的故居，这位烈士是
我国解放战争时期的一名英雄将领。整个参观过程我们分为
了几个环节，首先是参观烈士的生平事迹陈列馆，通过展出
的文字、图片以及一些珍贵物品，我们了解到了这位烈士丰



功伟绩和为国家做出的巨大牺牲。接着，我们参观了烈士故
居，这座故居保存完好，仿佛还能感受到烈士当年的身影。
走进故居，我们目睹了烈士居住的小茅屋、日常生活用品以
及他粗糙但温馨的生活环境，深感他为了革命事业的奉献和
伟大的精神力量。最后，我们还参观了一座烈士墓园，看到
了红色革命烈士牺牲的无私和坚决。

第三段：深入思考与启示（300字）

通过参观故居，我深刻感受到了这位革命先烈的崇高品质和
伟大精神。他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毅然投身革命、保家卫国
的热血情怀，他矢志不渝地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英
勇奋斗。他的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深深地触动了我，使我对
党的伟大事业更加坚定信心。在故居参观中，我也思考了自
己作为一名党员的责任与担当。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坚守
初心，铭记历史，时刻保持对党的忠诚。我们要以这位革命
先烈为榜样，不断提高自身的党性修养，时刻保持为人民服
务的赤子之心。

第四段：合作学习与交流（300字）

此次参观活动不仅能使党员更好地了解党的先烈们的丰功伟
绩，也是一次很好的合作学习与交流机会。在活动过程中，
大家积极互动，共同探讨，发表不同的观点，相互启发。经
过交流，我深感自己的思想触角得到了拓展，眼界得到了开
阔，更加明确了自己作为党员应有的责任和目标。

第五段：总结（200字）

通过这次参观故居的活动，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为党为国
家事业奉献的崇高精神。在接下来的党员生活中，我将以此
次故居参观为契机，更加注重发挥自身的模范带头作用，不
断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增强党性修养，时刻关心群众，为党
的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我也将以此次参观为基础，



不断学习先烈的家国情怀，时刻保持对党的赤子之心，为实
现中国梦，为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自己的贡献。

参观故居文案篇六

啸仙故居是中国现代史上有着深远影响的文化名人之一——
胡适的故居，位于湖南岳阳市君山区洞庭湖岸边。我有幸得
到了一次参观啸仙故居的机会，这次参观令我受益匪浅，深
受启发。以下是我的心得体会。

第一段：胡适的生平介绍

胡适，字适之，湖南岳阳人。1903年赴美留学，后在哈佛大
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成为一位学富五车、才华横溢的知识
分子。回国后，他从事文学、哲学、翻译等多个领域的研究
和著述，是早期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他主张“白话
文学”，推崇西方文化，倡导民主、自由思想，被誉为“思
想启蒙家”。

第二段：故居建筑特点

故居坐落于岳阳市洞庭湖畔，占地约8000平方米，原为清代
官员所建的大院。胡适先生在此居住期间改建了一些房屋，
整个建筑形态以中式园林为主，色调大量采用素雅的白色。
其中，胡适先生的书房和妻子的女人书斋为最重要的两个房
间，被誉为“胡适夫妇读书的天地”。

第三段：故居所展现的胡适思想

参观啸仙故居，我们可以深入了解胡适思想的内涵。通过参
观胡适先生的管乐器、竹笛、书法等，我们可以发现胡适先
生对于西方文化的吸纳和融合，同时对于传统文化的积极探
索和传承。此外，故居中所陈列的书籍也是胡适先生思想的
最好体现。胡适先生强调：“中国要走向现代化，需要学习



西方，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自己的传统文化。”胡适绝不是
单纯的“西化派”，他的思想更为复杂和深刻。

第四段：故居所蕴含的人文历史

故居从整体上看并不出众，却蕴藏着浓厚的人文历史氛围。
不论是建筑风格还是摆设陈列，都透露着一种古朴素雅、精
致雅致的文化气息。除此之外，故居内的布局和陈设，也反
映了胡适夫妇过去的生活品味和文化修养，让观众感受到一
种历史的人文情怀。

第五段：参观故居的价值与体会

参观啸仙故居是一次难得的文化体验。在故居中，我不仅领
略到了胡适先生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还感受到了中国传统
与现代文化间所蕴藏的交融和和谐，对于文化、艺术等方面
有了全新的理解和认识。更重要的是，参观啸仙故居，让我
对于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方面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今时今日，
我们在传承优秀文化遗产的同时，也要通过加强保护和修复
工作，使文化遗产更好地得到传承。这也正是故居让我最深
刻的体会之一。

总之，参观啸仙故居是一次很有收获的文化之旅。通过此次
参观，我们可以窥见胡适先生思想的独特性和精髓，更能深
刻理解和领略中国文化历史背景下的文化转型和传承，有助
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并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参观故居文案篇七

喜欢有“年代感”。带着崇敬去参观了鲁迅、茅盾两位大家
的故居。

鲁迅故居在新街口的西南。已建成了气势庞大的鲁迅纪念馆。
并成为北京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一进展厅，便被设计者的独具匠心吸引。整个墙面全是由鲁
迅所写过的文章题目组成。不愧是大家啊！似乎感觉没有他
没写到的。从每一个题目中便知其文章的涉及内容之庞大，
涉猎内容之广。就连曾用过的笔名仅在上海参观“鲁迅故
居”和“茅盾故居”

都有几十个之多。令人叹服！

从这里，了解了更多关于他的故事。尤其家庭变故对其影响。
从而悟到面对挫折时人性的不同彰显。更是认识到挫折是增
长阅历、增加心理成熟以及承受能力的的最好锻炼方式。

看到先生在日本读医学院时，成绩以丁与丙居多且排名并不
靠前时。更觉得其可爱。上天会给每个人在某方面极有天赋
时，会将另外天赋给予别人。一如琼瑶文学课是一百分而数
学却常为零分一样。

展厅旁边的故居实际上是其母亲和名义上的妻子朱安的住所。

他在此仅住了两年。一个雅致的四合院。

院内是他自己亲自栽种的白丁香。红墙、绿树和灰瓦。以及
主屋内的布局——母亲与朱安分居东西两间，他自己住在后
面一间。

鲁迅先生所住的房间窗后是个小花园。白墙和绿树掩映着。
中间用木板围着一口井。很是安静。让人不由得联想到先生
家乡绍兴的那个南方小镇。

在这遇见一快乐的管理员。自豪的给我们介绍着我们往常少
有机会听到的有关与先生有关的、由对先生崇拜继而研究先
生的人们的一些发现。和随着年代的久远而逐渐揭开的鲜为
人知的一面。



茅盾先生故居位于东城区交道口南后圆恩寺胡同13号。胡同
里很安静。

曾去过茅盾先生在乌镇的故居。有棵很大的银杏树。据说是
唐代的。很沧桑。还清晰记得第一眼看到时脑中出现的“胡
杨树”的感觉。

展厅内感觉印象深刻的是茅盾先生当文化部长时所留下的记
忆。

二位大家相同之处均为父亲早逝，都是三十多岁离开。均由
寡母养大。亲事都是当时由母亲钦定。不同的：鲁迅先生一
辈子没接受朱安。茅盾先生却是与夫人恩爱一生。

历史是一面镜子。有机会与孩子一同参观名人故居。既是旅
游也是增长知识。感谢为保护这些文物而辛苦工作的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