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写黄山黄山美景 观看黄山心得体会(精
选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
篇范文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
享阅读。

写黄山黄山美景篇一

黄山被誉为中国五大名山之一，以其独特的奇杰、秀丽的山
峦、云海和奇松而闻名世界。我最近有幸来到这里，一睹这
神奇的山峦美景。在观看黄山的过程中，不仅令我陶醉于其
壮美的景色，更给我带来了深刻的心得体会。

黄山以其险峻著称，山峦高耸入云，峰峦重叠，令人屏息。
起初，我乘坐缆车到达山顶，看到的是浩瀚的云海。这场壮
丽的自然景观让我感到无比震撼。云海静默而壮观，仿佛置
身于仙境之中。透过云层，我看到了远处的群山，它们像巨
龙般雄伟，使我深深地意识到人类与大自然的崇高与微小。

继续往前，我来到迎客松景区，这里分布着许多形态各异的
奇松。其中，我最喜欢的是一棵被称为“迎客松”的树。它
树姿挺拔，树冠繁密，树干向上延伸，给人一种强烈的向上
力量。站在迎客松前，我不禁想到人生的征途，我们也应该
如此豁达、坚毅，战胜自身的局限，迈向更高的境界。在这
个短暂的停留中，我得到了对人生坚韧和追求的启示。

行走在黄山的深处，我来到了广胜寺，这是一个古老的佛教
寺庙。寺庙落座于一座山脊上，背靠奇松巨岩，环境优美。
在这里，我感受到了身心的净化。随着钟声的落地，我仿佛
被一股神圣的力量洗涤，内心变得宁静而平和。站在广胜寺



台阶上，我思考人类的文明和信仰，它们是如何支撑人们追
求内心平和的信念。广胜寺给我带来了对宗教和信仰的新思
考。

黄山也以其独特的奇石而著名，这些奇石形态各异，神奇而
又美丽。在石海景区，我看到了一块被称为“狗舔石”的奇
石，它形状酷似一只正在舔舐自己的狗，逗趣而又生动。这
种神奇的石头让我发现，自然界的创造力是如此独特而又神
秘。正如人类的思维能力和创造力一样，无限而丰富。这个
奇石给我以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启示，让我明白要永远保持对
生活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最后，我驻足于黄山的日出景观区。黎明时分，太阳缓缓升
起，阳光洒在山峦之上，将整个山脉染上了一层金色。这宏
伟的景象仿佛在向我展示人生的希望和光明。我被这美丽的
一瞬间深深打动，意识到每一天的日出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一个全新的机会，我们应该勇敢面对，迎接人生的挑战。

总的来说，观看黄山给我带来了深刻的心得体会。黄山的壮
美景色和神奇奇石让我充满了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崇拜。广胜
寺带给我对内心成长和信仰的思考。而黄山日出景观则让我
意识到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这次旅行，让我明白了人与大
自然之间的微妙联系，激发了我对美和生命的热爱。我将永
远珍藏在心中，以激励自己在人生的旅途中坚持追求梦想。

写黄山黄山美景篇二

黄山是中国最著名的山脉之一，也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
产。这座山以其壮丽的山水景色、奇特的云海、独特的植被
和丰富的文化遗产而闻名于世。而在黄山的独特景观中，奇
石被誉为是“山中之峰”和“石海中的神奇”。在我的旅程
中，我有幸亲眼目睹了这些黄山奇石，并对它们产生了深深
的体会和感悟。



第一段：奇石的出现

在登顶黄山的过程中，我不禁被周围的景色所吸引。登山的
路上，我看到了数百个各种形状的石头，有的像人，有的像
动物，有的像风景。这些奇石吸引了我，让我对它们充满了
好奇和兴趣。我开始注意到，这些奇石大多数都是由地壳运
动和风化形成的。年复一年，这些石头逐渐变得奇特而壮观，
成为了黄山的一大特色。

第二段：奇石的美妙

奇石是黄山的秘宝，它们云集在山脉的顶峰和山谷中，形成
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色。有的奇石高耸入云，有的则低垂于
地。这些奇石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形状，有的像一只蟒蛇盘踞
在山峰之巅，有的像一只老虎准备跃进深谷。这些奇石散发
着灵气，让人不禁感到敬畏和惊叹。

第三段：奇石的历史价值

除了美丽的景色，黄山的奇石还有着丰富的历史价值。许多
奇石之间都有着各种传说和故事。这些传说代表了中国古代
文化的一部分，并在黄山形成了一种独特而珍贵的文化传承。
同时，奇石也被广泛应用于书法和绘画中，成为了艺术创作
的灵感之源。这些奇石所蕴含的历史价值丰富而独特，让我
对它们充满了敬意和好奇心。

第四段：奇石的精神价值

除了历史价值，奇石还具有精神意义。在我眼中，奇石是大
自然的杰作，代表了生命的力量和智慧。奇石经历了地壳运
动和岁月的洗礼，虽然表面看起来不完美，但在它们身上我
看到了生命的坚韧和顽强。这些奇石给我带来了勇气和启示，
让我明白人类也应该像奇石一样，坚定地面对生活的挑战。



第五段：奇石的珍贵与保护

黄山的奇石是一项宝贵的自然资源，我们应该共同努力保护
它们。为了保护奇石，游客需要遵守相关规定和措施，保持
良好的游客礼仪和环保意识。同时，政府和公众也应该加强
对黄山奇石的保护和管理，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保障奇石
的安全和有效利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让黄山的奇石得以
长久地保留下来，成为人们永远的感悟和启示之源。

总之，黄山的奇石不仅给人们带来美丽和奇观，还具有丰富
的历史、文化和精神意义。在我的黄山之行中，我体验到了
这些奇石的独特魅力，也深深领悟到了它们所传达的深刻的
启示和价值。我相信，只要我们珍惜并尊重黄山的奇石，将
其保护好，它们将继续为人类带来美好。

写黄山黄山美景篇三

文 本

译 文

原 文

文 本

又名《游天都》

九月初四这天。（动身行走）十五里到汤口。（又走）五里
到汤寺，在汤池洗了澡。拄着拐杖望着朱砂庵攀登。（走了）
十里，上到黄泥冈。（这时）先前云雾笼罩着的那些山峰，
渐渐地露出来了，也渐渐地落到我的手杖底下。转身进入石
门峰，经过天都峰的山腰下来，就（望见）天都、莲花两峰
顶，都高高地耸出半天之外。路旁有一条岔路向东直上，是
前次（游山时）没有到过的，于是向前直往上走，差不多到



了天都峰侧面了。再往北上，走在狭谷中的小道上。石峰一
片片地夹立高耸；路就在石峰间宛转延伸，石头堵塞的地方
就把它凿开，陡峭的地方把它凿成石级，中断的地方就架上
木头，使它畅通，高悬的地方就树起梯子连接。向下看，
（只见）陡峻的山谷气象阴森，枫树、松树杂然相间，五色
缤纷，灿烂得象图画，象锦绣。因此想到黄山算得是我生平
所看到的奇景，而有这样的奇景，前次游山却未来探访，这
次游山真是既痛快而又惭愧呀！

初四日。十五里，至汤口。五里，至汤寺，浴于汤池。扶杖
望朱砂庵而登。十里，上黄泥冈。向时云里诸峰，渐渐透出，
亦渐渐落吾杖底。转入石门，越天都之胁而下，则天都、莲
花二顶，俱秀出天半。路旁一歧东上，乃昔所未至者，遂前
趋直上，几达天都侧。复北上，行石罅中。石峰片片夹起；
路宛转石间，塞者凿之，陡者级之，断者架木通之，悬者植
梯接之。下瞰峭壑阴森，枫松相间，五色纷坡，灿若图绣。
因念黄山当生平奇览，而有奇若此，前未一探，兹游快且愧
矣！

这时仆人们都因路险阴隔，落在后面，我也停下来不向上攀
登；可是一路上奇丽的景色，不觉又吸引着我一人走上去了。
已经登上山头，见一个小寺庙，檐角翘起，象小鸟张开翅膀
似的立在那儿，这就是文殊院，也是我从前想登而没有登的
地方。（它）左边是天都峰，右边是莲花峰，背后倚的是玉
屏风，两峰秀丽的景色，（好象）都可以伸手揽取。四周环
顾，奇峰错落地排列，众多的山谷纵横交错，实在是黄山风
景最美的地方！如果不是重来，怎么知道它如此奇丽呢？遇
见云游的和尚澄源来了，（我们）游兴很浓。时间已过正午，
仆人们也刚刚赶到。（我们）站在寺庙前面，（望着）两峰
指指点点。庵中和尚说：“天都峰虽近，可是无路可通，莲
花峰可登，路却又太远。（看来）只好就近处望望天都峰，
明天再登莲花峰顶吧”。我不同意，决意游天都峰。

时夫仆俱阻险行后，余亦停弗上；乃一路奇景，不觉引余独



往。既登峰头，一庵翼然，为文殊院，亦余昔年欲登未登者。
左天都，右莲花，背倚玉屏风，两峰秀色，俱可手擥。四顾
奇峰错列，众壑纵横，真黄山绝胜处！非再至，焉知其奇若
此？遇游僧澄源至，兴甚勇。时已过午，奴辈适至。立庵前，
指点两峰。庵僧谓：“天都虽近而无路，莲花可登而路遥。
祗宜近盼天都，明日登莲顶。”余不从，决意游天都。

文 本

译 文

原 文

文 本

又名《游天都》

（便）带着澄源和仆人仍从峡谷小路下来。到天都峰侧，从
那被山溪冲下来的乱石上象蛇一样弯弯曲曲地爬上去。攀杂
草，牵荆棘，石块丛起的地方就越过石块，石崖侧削的地方
就攀缘石壁。每到手脚没有着落的地方，澄源总是先攀上去，
再俯身接应（我）。常常想到上山既然这样困难，下山更不
知怎么办了？最后还是不管那些。经过多次艰险，终于到达
峰顶。只是它上面还有一座石峰，象一堵墙壁耸起好象有几
十丈高，澄源在它的旁边寻找，发现有石级，就拉着我登上
去。（到那一看）万千峰峦，无不躬身下伏，只有莲花峰能
和它抗衡罢了。这时浓雾忽起忽散，每来一阵，就对面不见
人。远望莲花诸峰，多半隐在雾中。独自登上天都峰，我走
到前面，雾就飘到我后面去了；我走到右边，雾就从左边出
来了。那些松树还有盘曲挺拨纵横交错的；柏树虽然大枝干
粗如手臂，（可是）都平贴在石上，好象苔藓似的。山高风
大，雾气来去不定。下望群峰，有时露出来象碧绿的山尖，
有时被雾淹没了象一片银海；再远眺山下，日光晶莹闪亮，
别有一番天地啊。天色渐晚，于是就把双脚伸向前边，手向



后按着地面，坐着往下滑；到极危险的地方，澄源肩手并用，
把我接下去。过了险处，下到山坳，已经夜色笼罩了。又从
峡谷中经过栈道上山，（回到）文殊院留宿。

挟澄源、奴子仍下峡路。至天都侧，从流石蛇行而上。攀草
牵棘，石块丛起则历块，石崖侧削则援崖。每至手足无可着
处，澄源必先登垂接。每念上既如此，下何以堪！终亦不顾。
历险数次，遂达峰顶。惟一石顶壁起犹数十丈，澄源寻视其
侧，得级，挟予以登。万峰无不下伏，独莲花与抗耳。时浓
雾半作半止，每一阵至，则对面不见。眺莲花诸峰，多在雾
中。独上天都，予至其前，则雾徙于后；予越其右，则雾出
于左。其松犹有曲挺纵横者；柏虽大于如臂，无不平贴石上，
如苔藓然。山高风钜，雾气去来无定。下盼诸峰，时出为碧
峤，时没为银海；再眺山下，则日光晶晶，别一区宇也。日
渐暮，遂前其足，手向后据地，坐而下脱；至险绝处，澄源
并肩手相接。度险，下至山坳，暝色已合。复从峡度栈以上，
止文殊院。

《游黄山记》 2001/09/01

写黄山黄山美景篇四

课型：      新授

授课时数：  第一、二课时

教学目标：1、培养对祖国山河的无限热爱之情，和不畏艰难、
勇于攀登的可贵精神。

2、学习本文按登山与观察的顺利写景状物，从不同角度描述
山势、山路、山色的写法。

3、掌握文言文中的省略句式。



教学重点：熟读全文，读清句读，背诵。

教学程序与教学内容：

导入：

作者简介：徐宏祖（1586-1641），字振之，号霞客，明末江阴
（今江苏江阴市）人，他是我国明代伟大的地理地质学家、
旅行探险家、游记文学大家，是驰名中外的文化名人。他自
幼博览群书，对科举不感兴趣，立志以毕生精力考察祖国的
地理面貌。-从二十二岁起，直到五十六岁逝世时为止，三十
四年的时间，只身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他的旅行日志经过后
人整理成书，留给我们一部洋洋六十余万言的巨著《徐霞客
游记》。这部著作融山川地貌、风景名胜、民族风情、风俗
特产于一体，是全方位展示我国明代历史文化与自然地理的
百科全书，为我国旅游界留下了一笔巨大的文化遗产和精神
财富。

新课：

写作背景：

徐霞客曾经两次游黄山，第一次再1616 年冬末春初，山上冰
雪覆盖，没有能够尽兴，写有《游黄山日记》，1618 年秋，
他又一次游黄山，写了四篇游记。由于这次是重游，记叙的
重点在上次每见到的奇景，所以对上次游记有所照应。

学生阅读课文，对照注释理解文章内容。

本文以空间的变化为线索，以游览的路线为顺序，运用逐层
衬托的写法，着重描写黄山天都峰的奇观。作者勇于登山，
奋发向上，充分显示出对大自然的热爱。

全文共两段。



第1段：写徐霞客自己上午出发登山的旅程。着重描述石罅所
见奇景，这一段记述翔实，很有特色。写罅所见奇景，形象
生动，饱含感情。作者以他特有的格调，很有感染力地展开
了画卷。

第2段：写登天都峰所见奇景。这一段又可分为四层。

第一层（“时夫仆俱阻险行后”到“焉知其奇若此”），主
要写文殊院所见奇景。

先写“夫仆俱阻险行后”，作者却一人“独往”的勇于登山
的游兴，暗衬出景物的美好；然后写文殊院所见奇峰胜景；
接着以“真黄山绝胜处”的感叹，再衬景物的美妙；最后，
用一个反问句收住这一层。

文殊院景物的奇绝美妙，作者旅游时的兴奋愉快心情，写得
很是动人。

第二层（“遇游僧澄源至”至“独莲花与抗耳”），主要写
登天都峰。

对历尽艰险勇攀天都的描写，不仅写出天都峰高峻难攀的特
点，而且写出登山者坚韧不拔、奋发向上的精神。这种精神
对读者的日常工作与学习也是很有启发、很有教育意义的。

第三层（“时浓雾半作半止”到“另一区宇也”），写天都
峰顶的奇观。

紧承上文不听庵僧劝阻“决意游天都”，遇重重险阻“终亦
不顾”的描述之后，写了天都峰顶所见：隐约可见的莲花诸
峰，富于变化的云海浓雾，别具姿态的奇松怪柏……写出了
黄山特有的奇观。徐霞客勇于登山，见到的种种奇景，有如
一幅幅奇异的图画，简直把我们引上了天都仙界，那美妙的
意境真是令人神往。



第四层（“日渐暮”到“止文殊院”），写下山回文殊院。

写下山的艰险，亦很动人，照应第二层庵僧的话和作者上山
时的心情，严谨自然。写再经过峡谷小道回文殊院，脉络也
十分清楚。

这一段从登上玉屏峰头，见文殊四周奇景，写到历险登上天
都峰顶，见到种种奇观，再写下山的艰险，最后写回文殊院
歇宿。一步一步写来，文章写得很是精彩，十分引人入胜，
令人不得不一气读下来。读后使人思想上受到启发，艺术上
也得到极大的享受。

学生再读课文，理解文章的写作特点。

1、记叙翔实、脉络清楚

徐霞客游黄山，不是一般的游山玩水，而是进行地理考察：
他写游记，是为了给大自然作真实的写照，因此，文章的一
个突出特点是记叙详细、确实。文中旅游的日期、里程、方
向、沿途经过的地点，一一点明，不厌其详。文章脉络十分
清晰，使读者不仅清晰的了解了徐霞客的游踪，而且像是为
我们画出了一条导游的路线图。这些记叙，都是实地考察的
记录，很有科学价值。

2、描述细腻，详略得体。

课文以游踪的变化为线索，依照徐霞客旅游的行踪，途经的
地方可写之处是很多的，作者写一路上的观感并不是平均用
力的，而是着重以细腻的笔法描写了石罅、文殊院所见的奇
景和天都峰顶的奇观。这是上次他欲到而未到之处，所以详
写，突出了天都峰景物的特点。

3、以写景为主，寓情于景，藏议于景。



这篇游记文中有我，语中含情。写景、抒情、议论融为一体，
以写景为主，寓情于景，藏议于景。作者没有站出来抒发一
番歌颂黄山的感情，而这种感情却流溢于纸面；没有另加关
于不畏劳苦攀登才得达到顶峰的议论，而“世上无难事，只
要肯攀登”的道理却灼然可见。

4、逐层衬托，引人入胜。

课文有很多地方运用了衬托手法，如：描述了石罅所见的奇
景以后，用“愧”来衬托“奇”，写文殊院所见的奇景之后，
又高度赞美“真黄山绝胜处”强调这里的景色优美奇异，比
所见石罅更美、更奇、更胜一筹。“绝胜处”比 “有奇若
此”更好了。由此看来，石罅所见的景物，成了文殊院所见
景物的衬托。“奇”衬托了“绝”。然而，这些都不如天都
峰上的奇观，那奇姿异态的松柏，那瞬息万变似有灵性的云
海浓雾，可以说集中了黄山之奇。作者没有用赞叹的字样，
但以浓墨重彩、细腻的刻画和描绘了仙境般的画面，令人叹
服：这才是黄山最奇、最绝、最美妙的所在。

这种逐层衬托的写法 ，是游记文常用得着的，用好了可以收
到引人入胜的效果。

小结：

本文是一篇游记，在学习中，重点运用朗读和背诵的方法，
反复诵读，体会文章的精美之处。

作业：

1、练习一、二三、四。

2、背诵课文。



写黄山黄山美景篇五

黄山，位于中国安徽省，以其奇松怪石、云海日出而闻名于
世。作为一座著名的旅游胜地，黄山每年吸引着无数的游客，
包括我在内。最近，我有幸到黄山进行观光旅游，这段经历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下面我将分享一下我的观察和对黄
山的心得体会。

首先，黄山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壮丽的自然景色。一到黄山，
我就被那座巍峨壮丽的群山所吸引。山峰陡峭，峰顶常年云
雾缭绕，形成了著名的“黄山云海”。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如
此震撼的自然景象，仿佛进入了仙境。而黄山的奇松怪石更
是给人以惊叹之感。在游览过程中，我看到了许多独特形状
的石头，有的像一只鹰展翅欲飞，有的像一只佛像坐在山谷
之间。这些奇特的景观让我对自然的创造力感到无限敬畏。

其次，黄山的文化底蕴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黄山是中
国古代文人墨客的聚集地，留下了大量的传世名作。在黄山
的游览过程中，我听到了许多关于黄山的传说和故事。比如
说，有一座叫做“迎客松”的古树，据说这棵松树在每年的
清明节都会向远方的游客鞠躬致意。这种富有人文情怀的传
说故事增添了我对黄山的兴趣和好奇心。此外，登上黄山的
高峰后，我还有幸看到了古代文人在黄山上留下的许多诗句
和题刻。这些留言记录了他们在黄山的游历心情，让我对黄
山的历史和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

再次，黄山的独特气候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黄山属亚
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气候宜人。在黄山的行程中，我
经历了日出和云海，每一次都给我带来了全新的感受。黄山
的日出是世界闻名的，因为云海缭绕，阳光从云层中透出，
映照在山上的石头上，形成了一幅幅壮丽的图景。当太阳冉
冉升起时，整个山峰都被染上了一抹橙红，简直美不胜收。
而闻名于世的“黄山云海”更是令人惊叹。当云海从山谷中
升起，弥漫在整个山脚下时，整个山峰显得更加神秘、辽阔，



仿佛置身于仙境之中。这样的气候景观让我深深感受到了大
自然的魅力和独特之美。

最后，黄山的旅游管理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中国
著名的旅游景点，黄山的旅游资源极为丰富，因此也吸引了
大量的游客。然而，我却没能感受到明显的拥挤和混乱。这
得益于黄山景区的良好管理和控制措施。景区内有专门的导
游为游客介绍和讲解，游客们有序排队，井然有序地参观各
个景点。此外，景区还设置了很多休息区和餐厅，为游客提
供了舒适的休息环境。这样的管理措施为游客提供了更好的
旅游体验，也很好地保护了环境资源，让游客可以更好地欣
赏黄山的美景。

总之，黄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美好的回忆。在这次旅
行中，我不仅领略到了大自然的壮丽景色，还感受到了丰富
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气候特点。黄山的旅游管理也给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和好感。我相信，黄山这座美丽的山脉将继续
吸引着无数的游客，成为一个美丽的旅游胜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