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住乡愁心得体会 记住乡愁第七季心得
体会(通用5篇)

心中有不少心得体会时，不如来好好地做个总结，写一篇心
得体会，如此可以一直更新迭代自己的想法。大家想知道怎
么样才能写得一篇好的心得体会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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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乡愁心得体会篇一

在现代社会，快节奏、高压力的生活让人们感到身心俱疲。
许多人会向内心深处渴望着一份真正属于自己的归属感与安
详感。这时，乡愁便成为了很多人内心的港湾。近日，我参
加了“记住乡愁第七季”的活动，深深感受到了这份乡愁之
美。在此，我愿与大家分享我的的心得体会。

第一段：让我看到了家乡的美

去年因疫情原因不能回家过年，过年期间就看了部乡村纪录
片，那时候心里特别想家，对家乡、对家乡的思念更加深刻
了。而此次记住乡愁的活动，让我看到了家乡的另一面美丽
风景。那些原本难以被发现的美景，在经历镜头与艺术家的
修整后，成了美到令人无法想象的样子。而我身临其境的感
受到，乡土之美才是最真实、最动人的。

第二段：让我更深入了解了家乡

乡愁一直都是一种内向感情，对家乡认识也局限在自己的生
活范围内。而这次活动，让我更深入了解到家乡的风土人情、
文化底蕴以及发展潜力，以及许多我以前并不知道的历史人
文知识。如此了解家乡，不仅可以让回家的时候更有深度，
更增加了我对家乡的热爱与不舍。



第三段：让我感受到了归属感

活动组织方之于我们这些游子，就如同我们的大哥大姐一般，
无微不至的照顾与营造，让我们感到温暖与归属感。活动的
日程安排让我们领略到了极具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以及自然
风光。每一次吃到家乡的美食，都让我产生与家人庆祝的感
觉，活动让我真正的感受到，乡愁里面的“情”字。而且在
这里相聚，更有家人之间相见恨晚的感觉。

第四段：让我明白了珍惜

珍惜情感，珍惜对家乡的感情，珍惜每一个返乡的机会，这
是活动让我最深刻的体会。知道了如何更好的爱家乡，如何
更好的保护家乡的生态环境和文化遗产，为家乡做出自己的
一份贡献。也更加明白年龄增长，虽然随着岁月的流逝，一
些事物已然不再，但是，内心对家乡的情感从来没有减少。

第五段：感悟到生命的有意义

这种活动不仅提高了我们对家乡的情感和文化素养，也提升
了我们对自我的认知和生命的意义。通过参加这种“记住乡
愁”的活动，让我们对生活有新的感悟，每个人都心中有一
份乡愁，但更重要的是，能够有一颗留恋的心藏于自己内心
深处，这份留恋能够驱使我们坚毅地走下去。

语言确实是表达自我情感和认知真知的所在，事实上，当时
我根本没有想到自己会在这篇文章中表达这么多情感和认知。
然而，写下来后，我稍微看一下，便有了一种明确感——由
于我在文章中表达的那些情感和认知，我知道我变得感性，
更有写作，更有思考力，更有了人生的一些领悟。在这种感
性驱动的状态下，我的写作不仅更有力量，也更加贴近读者
们的生理和心理需求，进而介绍和释放情感，从而更好地引
起了读者的共鸣。



记住乡愁心得体会篇二

央视大型纪录片《记住乡愁》已播完。

人类成长中不可或缺的悠久深厚的自然因子。阳光春风下的
绿色脉动，土壤河流产生的谦卑与柔和风韵，宇宙规律中生
命最灵妙的造化，传统生活中形成的真善美品质格局等等。
它们或以陈旧过时的残缺形象证明着村庄过去的生计和信仰
秩序，或用亲人故土的真挚情怀与世态人生的沉重感慨描述
农耕文明的历史和对人心的协调安顿。这一切构成的声气色
相，演替动静，构筑为意识中的气场氛围，情思牵挂，形
成“乡愁”情节，一旦失去，便觉无家可归。

第三季以“古镇”为载体，展示中国古镇风貌，梳理古镇文
化传统，当今生存状态及风情。继前二季主题，侧重建章立
制，遵约守契、义利有度，合作互利，呈现我们缺乏了的精
神道德和文化要素。有小巧精致的水乡，也有粗旷大气的北
方集镇；商贾云集与朴实无华，个性鲜明与民族风情，清秀
灵逸与浪漫幽雅；丰富多彩，交相辉映，各具形态，异呈风
情。这是村落与城市的过渡地带，古今中外，公私交汇，仁
义商贸思维冲撞，生命义理、民族兴衰水乳交融，家国情怀
个人祈求的生态平衡。其内涵显示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诗书风雅，以文化人、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崇礼谦让等价
值观与哲学思想。

中国古镇发端于秦汉时商贸、戌边，大户聚居等原因，繁盛
于唐宋。悠久的农耕畜牧和商业文化共生共存20多个世纪。
形成包容互鉴、开拓进取、精益求精、诚实守信、互利共赢
等农业文化内涵和一脉相承的商业操守，为中华文化自信的
基底。那些古街道、古院落，古寺庙、道观、城堡、宗祠、
牌坊、桥梁、戏院、会馆、字号、商铺，飞檐画栋、青砖红
瓦记录桩桩事件。岁月变迁、历史更迭，民俗文化、传统美
食、手工技艺、工匠品类，分布两河流域，中原大地京畿边
塞，形制各具特色，不同于现在的千篇一律、水泥钢筋，勾



动人的原始爱恋仰慕之情。

《记住乡愁》将“乡愁”立体化、生活化、追忆化，将中华
民族精气神给予跨时空会聚，顺文脉寻找。土地，生于其上
包括人在内的动植物是所有文化、哲学、文学的基础，是人
类生活的原点。建立在农耕经济基础上的村落，是历史上存
续最为长久的社会自治单位，它具有生存和延续的强大生命
力。村落社会的互助合力，人与人之间的紧密相联，成就着
社会的事业，推动经济的进步发展。中华民族一切优秀文化
传统，究其根源，都在乡村生活之中。大地田土所拥有的力
量、品格、承载力、传统是我们真正的依托和文化绵延不断
之根脉。很多西方解释，丢掉了人类学的寻根追问，势必沦为
“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记住乡愁》所表现的，正是
我们今天所缺失或正在丢掉的。它以凝固的诗篇，会动的画
面，入心的音符一幕幕揭示心灵深处蕴藏着的美丽深奥东西，
将人的“乡愁”情结化为生动故事流泄而出。让人感觉亲近、
回味、启迪又温馨而深挚，苍郁辽阔、幽远而高昂的灵魂震
撼。

乡愁是中国人热爱家乡，牵挂故里的独特情怀，是一种美好
自然的文化观念。社会越是变化，越是浮躁，这种情结越显
珍贵。这种寻根意识，回归根本的情愫，让我们可以找到安
放灵魂，温暖身心，抚慰忧伤的地方，让游子漂泊的心灵之
舟重回港湾。

我一遍一遍地观看，做笔记，用手机相机对准电视荧屏拍照，
对天地万物深怀敬畏之心，对厚德风雅投以爱慕之意，对高
尚仁义抱以崇仰之情。那些被丢弃的价值观，如夜空中的星
斗般重新闪烁，我又看到了它久远轨道发出的光耀。记忆与
现实感的冲实，期待值与仪式感的折损，点燃内心熊熊乡愁
火焰。但愿它不是流星一样飞逝，但愿抬头仰望跟踪追寻不
会形单影只孤掌难鸣。

随着工业文明和城市化的加剧，村落乡镇的自然边界和社会



边界发生了很大变化，日趋多元复杂。过去以地缘村落族属
等为基础的共同边界，都无法限制社会化甚至全球化的扩展。
保留乡村特质，留住乡土风俗风貌越来越不容易。中国领导
人以《华严经》中“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告诫要“留得住
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斧正对传统文明的扭曲，提醒人
们基因中的良知。必须在希望中不断探寻奋斗的方向，在全
球化特别是西方腐朽文化侵蚀渗透中坚守祖根—中华民族民
俗文化与道德伦理，重建乡村本源性美德，稳定和谐田园秩
序，同时推进新时代“三农”的发展。

工业文明与城市化浪潮如黄河之水冲刷着传统的田园思维和
乡村生活方式，泥沙俱下中人们面临严峻考验和痛苦选择。
复兴民族文化的核心，生命之根是故乡，灵魂之泉是“乡
愁”。构筑自己的立足之地，始终不能动摇故乡坚实的主根，
内心仍然要燃烧乡愁的激情和灵魂庄严的幢幜。踩着农民奋
斗的脚印，心怀热土的沧桑变迁。“振兴乡村”战略找到了
平稳发展的支点：“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
有效，生活富裕”。这是新启航的按钮，是惊天动地的画卷。
将为《记住乡愁》续写崭新的篇章。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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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乡愁心得体会篇三

《记住乡愁》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宗旨，选取100个以
上的传统村落进行拍摄，是一部以看得见的传统村落为载体，
以生活化的故事为依托，以乡愁为情感基础，以优秀的传统
文化为核心的大型纪录片。

由中央宣传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国家文物局组织实施，中央电视台组织拍摄。将选取全国100
个以上的传统村落进行拍摄，梳理传统村落的发展脉络，聚
焦海内外华人记忆中的乡愁，深入挖掘和阐述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时代价值。

于1月1日起在中文国际频道隆重推出。

年元旦在“黄金时段”晚8点播出了“记住乡愁”第一集《敬
畏之心不可无》，看过之后，今天中午又看了一遍重播，觉
得很好。

《敬畏之心不可无》是在我的故乡——福建培田村拍的。
《敬畏之心不可无》，这个片名起得很好，给培田文化的特
征——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缩影，作了一个很好的解说。

拍这部纪录片时，龙岩市有关部门专程把我和厦门大学的郑
振满教授接去参加拍摄。为什么会叫我参加这次拍摄？我估
计是编导看过我的《大屋碎影》一书或我的博客有关文章。
我有一篇博文《培田传统文化要略》（曾在《闽西日报》发
表过），谈到了培田的“传统文化”的特点。内容和“敬畏
之心不可无”很吻合。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崇礼的儒家文化为主导地位的。《荀
子·礼论》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
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天地即大自然，中国的传统文化
是以农业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农耕文化，不崇拜天地不行。对



先祖的尊崇，表达了中国人祖先崇拜和宗族血缘纽带的坚韧。
崇拜‘君师’，君是政治权力的体现者，师是伦理道德的体
现者，其关键是对师——圣贤的崇拜。这三条体现了以儒学
为主导的中国文化特质。

培田正是继承传统，做到三个尊崇的典型。

培田的先人们崇拜天地，认真地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结合。
培田村落的选址、建设很讲究‘风水’，事实上就是讲
究‘天人合一’。后垅山的‘风水林’及河源溪上游的茂密
山林营造了培田很好的生态环境。在靠天吃饭的小农经济时
代，讲究生态、讲究人与自然的和谐正是崇拜天地的结果。

培田人敬重祖先，培田民居建筑中，最主要最显著的是供奉
祖先牌位的‘正厅’或堂屋，整个房屋布局都要服从这点，
也由此形成了厅庭结合、以‘厅’为主体的建筑风格。所
谓‘九厅十八井’即为满足大家族多个祭祀空间而设定的。
这里‘厅’指的是正厅或堂屋，正厅供奉的是公众的祖先，
各偏房中的堂屋供奉的是各支房的先人。‘井’是为厅提供
采光通风用的‘天井’。

培田人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祖先上一炷香，因此厅堂
香火是常年不断的。逢年过节，杀一只鸡，买回几斤肉，首
先要供奉在厅堂的神桌上，让祖宗先‘品尝’。每年除夕，
厅堂上都要挂上祖先画像，没有像的要换上新写的有历代祖
先名字的红纸。

传统的‘祖宗崇拜’和血缘关系纽带形成了传统的民居建筑。
也形成了与此相关的宗族社会、宗法制度和长幼有序的等级
关系，传统的培田小社会即由此来实现村民自治和管理。

客家学者谢重光先生在他的《闽西客家》一书中，写到道德
风尚：‘客家人的基本价值观是贵重于富，万般皆下品，唯
有读书高。’培田人当然也是如此。其实这个值观不单是闽



西客家人所独有，而且还是我们民族的主要传统之一，‘尊
师重教’即是‘礼之三本’之一。当然，以儒学为主导的所谓
‘教育’除了‘读书做官’之外还有伦理教化、道德修养等
所谓‘修、齐、治、平’。延续千年的儒家传统文化及对中
国的影响一直是专家学者们研究争论的课题。孰是孰非，至
今难以论定。

培田人尊师重教，由来已久。培田历史上经济条件较好，有
钱的族人热心捐助教育，并有鼓励上学的奖励机制，使培田
成为远近闻名的.‘文墨之乡’。‘南山书院’也名声远扬。

培田，这一保留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化石’和博物院，留
给人们研究思考的空间是很大的。有人说培田是一部读不完
的书，的确如此。培田何以如此珍贵？因为它不仅仅有‘好
大一片屋’，而且有‘文化’、有‘历史’，是名副其实
的‘历史文化名村’。”

在《敬畏之心不可无》这部记录片中，上述内容得到了很好
的解说、补充和发挥，用“敬畏”代替“尊崇”，是十分高
明的。

记住乡愁心得体会篇四

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写道：“人不是只有一个圆心的圆，
而是有两个焦点的椭圆，事物是一个点，思想是另一个
点。”作为“00后”的一员，站在新时代的.路口，远方的城
市与生活是我们追求的事物，而乡愁则是我们思想的脊梁。

远方不远，乡愁不断。在追求远方和留住乡愁之间，应当有
一个平衡点，兼顾二者方能走得更远。

许多人喜欢大城市的国际视野和现代都市气息，选择离开家
乡去大城市工作生活。大城市常常与“远方”和“梦想”一
类的词联系在一起，既因为那里有大量市场与机遇，也因为



人们对更为现代的、充满科技感的生活满怀向往。然而，尽
管大众传媒给城市生活以鲜活的“包装”，但是城市生活的
压力不容小觑，离乡背井的追梦者们常常感到孤独和格格不
入，既因竞争压力身心俱疲，又不肯放弃现有的生活。

这就是我们需要乡愁的原因。席琳·迪翁曾说：“生活就像
一把梯子，人们以为我在向上爬，但其实我在一步步向下走，
走回我的根。”乡愁使我们的根扎得更深，汲取乡音乡情、
传统文化的滋养，从而在忙碌的城市生活中长成一棵树，因
为有所牵挂所以更加坚强。乡愁的含义是多元的，它不仅使
你负担责任，也使你感受到家人的支持和最质朴的人情温暖，
从而在追逐远方时不会迷失方向，也不会因过度的拼搏失去
生命的质量——不论成败，总有人等你回家。

事实上，远方没有那么远，故乡与大城市的生活中未必有很
大的隔阂。如今，随着时代发展与城市化的深入，城乡二元
结构已逐渐被打破，乡村振兴的大量机遇形成了一股“拉
力”，让年轻人也愿意回到乡村发展。在诸多政策支持下，
人们突然发现，远方的梦想何必远行千里才能实现?将才能投
入于家乡的建设，未尝不是一种兼顾梦想和家人的良策。

作为“00后”，我们用开阔的视野寻找实现人生价值的舞台，
也许我们向往城市的繁华生机，但我愿点一盏牵挂的心灯，
让乡愁滋养我的精神力量，远方再远，也不会远离心中的家。

折一只纸船，漂过漫长的追梦之途，寄一封家书，将乡愁久
久珍藏。

记住乡愁心得体会篇五

“记住乡愁”是由央视推出的一档大型综艺节目，旨在记录
中国不同地方的乡村文化和传统，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第七
季节目于近期播出，收获了许多观众的喜爱和关注。通过观
看这一季的节目，我不仅了解到了更多乡村的风土人情，还



受益于其中所传达出的思考和感悟。

第二段：从“乡愁”出发，思考家乡

第三段：感悟乡村教育的价值

随着乡村人口的日渐外流，一些乡村学校因为缺乏教师、资
源和学生等问题而面临困境。但是，这一季节目中却展现出
了许多乡村教师和学生的闪光点。他们用智慧和爱心推动着
乡村教育的发展。乡村教师不仅要课上讲课、课下备课，还
要做好家访和学生心理疏导等工作；乡村学生在动手实践中
培养了许多生活技能和创新能力。这让我意识到，乡村教育
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也是培养优秀人才的重要途径。我
们应该关注和支持乡村教育，共同致力于打造更美好的乡村
生态。

第四段：思考城乡差距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城乡发展之间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城市的
资金、科技和人才等资源优势，既为城市的发展增添了活力，
也放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但是，在这一季节目中，乡村人
民所展现出的精神风貌、创新理念和文化底蕴，都让人注目。
他们在传统和现代、自然和文化、产业和生态等多个方面进
行探索，为乡村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和价值。这让我意识
到，城乡间的合作和互补，是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
的重要路径。我们可以借鉴“记住乡愁”节目中的经验，探
索城乡协同创新、资源共享、人才流动等新途径，促进城乡
良性互动，共同追求中华民族的强大和未来。

第五段：总结

“记住乡愁”第七季节目，让我受益匪浅。从观看节目中所
展现出的乡村生活、文化和教育等多个方面，我不仅认识到
了更多的乡村风情和传统精华，也感受到了乡村振兴的蓬勃



生机和潜力。同时，我们也面对许多困难和挑战，需要采取
更加有力的措施来推进乡村的发展和文化传承。因此，我们
要在思想上不断关注和支持乡村，从自己身边的点滴做起，
让家乡更加美好。同时，我们也要在行动上积极探索和实践，
提升自身的能力和素质，为乡村振兴和中国的发展贡献自己
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