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研学旅行心得体会(通用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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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写心
得体会要注意的内容有什么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
得体会范文大全，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
的朋友。

研学旅行心得体会篇一

洛川研学旅行是我高中生活中一段难忘的回忆。这是一次独
特的旅行，不仅让我亲身体验到了世界的历史与文化，还通
过与同学们的交流和合作，培养了我的团队意识和领导能力。
在这次旅行中，我收获了很多宝贵的东西，这些经历将成为
我成长道路上的财富。

首先，洛川研学旅行让我对历史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
们参观了洛川的历史名胜古迹，如秦始皇陵、陕西历史博物
馆等。这些古迹都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通过导游的
讲解，我了解到了秦代的壮丽辉煌、唐代的繁荣盛世等各个
历史时期的生活状况。我看到了壮丽的秦陵，感受到了那个
时代的气息。这些历史与文化的遗迹让我明白了我们现在所
处的城市与国家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是经过千百年的沧桑变
迁而来的。

其次，洛川研学旅行培养了我的团队合作精神和领导能力。
在这次旅行中，我们组织了各种活动，如研讨会、展览、文
化交流等。在这些活动中，我学会了与他人合作，与同学们
一起分工合作，共同完成任务。我发现，只有团队齐心协力，
才能取得更好的成果。我还担任了小组的领导，学会了如何
管理团队，如何处理团队成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经历
让我更加了解了自己的优缺点，并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自己的
领导能力。



除了历史文化和团队合作，洛川研学旅行还加深了我对社会
问题的认识。我们参观了洛川的一些社会组织和公益项目，
了解到了一些社会问题的现状和解决方案。比如，我们参观
了一个关爱留守儿童的项目，看到了那些孩子无家可归、无
人照顾的困境。这让我意识到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和紧迫性，
并激发了我想要为社会做出一点贡献的愿望。我决定以后在
学习之余，参加一些公益活动或志愿者工作，尽自己微薄之
力为改变社会做出贡献。

最后，洛川研学旅行让我感受到了自然的魅力与伟大。我们
在旅行中还参观了洛川的一些自然景观，如黄河泛滥区、洛
河等。在这些景点中，我看到了大自然的神奇和美丽。黄河
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流淌了千百年的岁月，它的壮丽景色让
我感叹大自然的伟力。洛河也让我明白了水的伟大，它滋养
着大地上的万物，让我体会到了生命力的无穷。

洛川研学旅行是我高中生活中的一段难忘经历。通过这次旅
行，我对历史文化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培养了团队合作精神
和领导能力，加深了对社会问题的认知，并感受到了自然的
魅力。这些经历将成为我成长道路上的宝贵财富，帮助我更
好地面对未来的挑战。我相信，只要保持好学习与实践的态
度，我一定能够在未来的人生中取得更多的成就，为社会做
出更多的贡献。愿我用这次旅行所得到的力量，为自己的梦
想奋斗不息。

研学旅行心得体会篇二

古城西安，十三朝古都，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矗立着大明宫、
小雁塔、华清宫，它们见证了千年前的繁华。

我们首先走进了交通大学，交通大学以精勤、敦笃、果毅和
忠恕的宗旨闻名四海，吸引成百上千的优秀学子竞折腰。

下午游览了大唐芙蓉园，晚饭后在城墙上散步。大唐芙蓉园



将唐代建筑几乎完美的还原，还有许多精彩表演，是个放松
的好地方。在城墙上，我们欣赏到了西安的夜景，历史与现
代交融，令人心灵震撼。总之，西安是个美妙的地方。

第二天上午我们走进了秦始皇兵马俑，秦始皇陵中的兵马俑
栩栩如生，坚挺的脊背，坚定的眼神令人心灵震撼，在破碎
的兵马俑碎片中也能感受到历史的沧桑。兵马俑是古代墓葬
雕塑的一个类别。古代实行人殉，奴隶是奴隶主生前的附属
品，奴隶主死后奴隶要作为殉葬品为奴隶主陪葬。兵马俑即
制成兵马（战车、战马、士兵）形状的殉葬品。

下午我们体验了汉文化，学习汉代历史文化，了解汉代文明。
聆听汉学专家讲授汉代故事；穿汉服，做汉礼活动；制作汉
代瓦当拓印。瓦当，是古代中国建筑中筒瓦顶端下垂部分。
在瓦当这一小小的图形空间内，古代中国匠师们创造了丰富
多彩的艺术天地，属于中国特有的文化艺术遗产。汉代瓦当
是在秦代瓦当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与秦
瓦当相比，汉代瓦当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更加丰富，制作
也日趋规整，纹饰图案井然有序。

第三天上午我们走进了西安博物院，它是陕西省西安市的一
座集博物馆、名胜古迹、城市园林为一体的博物馆。以展示
的珍贵文物，唐代千年古塔、悠扬的雁塔晨钟、秀丽的园林
景观而闻名。

下午在回民街闲逛，回民街有许多特色小吃，都很美味，吃
的很尽兴。回民街上集中了西安各式各样的清真小吃，有在
卖烤羊肉串的，有在卖桂花糕的，有在卖肉夹馍的，有在卖
裤带面的，有在卖牛羊肉泡馍的。各种食物的香味弥漫在整
条街上，香极了！店家的叫卖声、游人的说笑声夹杂在一起，
热闹得不得了。

晚上聆听古老秦腔戏剧，“生、旦、净、末、丑”让我们眼
前一亮。《面见圣上》及《王小三传闻》的'经典戏剧演出，



为我们了解秦腔打开了一扇大门。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到了临别的那天，我们坐在动车上，
望着渐渐远去的西安城，我有点念念不舍，但此时的我只能
说：“西安，再见！”

研学旅行心得体会篇三

10月31日，在学校的精心组织和老师的带领下，同学们到清
华大学和圆明园开展了一次有意义的研学旅行。

通过此次实践活动大家不仅了解到了清华大学的校园文化、
圆明园的历史文化，而且感受到了学校之外的师生之间、同
学之间的别样情谊。

到达的第一个地点是清华大学的艺术博物馆。走进国内顶尖
学府，品味沧桑历史，体会厚重人文。来到瓷器展馆，映入
眼帘的是一个个精美绝伦的瓷盘瓷碗还有瓷瓶，那残留的历
史痕迹令人神往，图案不仅优美还有一种清新淡雅的感觉，
让人觉得每一件瓷器都是有灵魂的，仿佛在告诉我们发生在
它身上的故事，告诉我们这几千年来中国发生的事。

来到书画展馆，那苍劲有力的字，入木三分的技法让人拍手
叫绝。小桥流水人家配上一片宁静高远的天空，人与自然的
和谐在画中表现的淋漓尽致。接着是铜镜展馆，其背面雕刻
的如海兽、葡萄、鸟雀、蜂蝶、奇花异草等等，内容丰富多
彩，值得细细品味。在体验区拿起一面铜镜，仿佛时光倒流
回久远的历史，置身于神秘又令人神往的后宫。最后是艺术
展区，里面摆放的大多是历代学生的毕业作品，在这里同学
们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学术气息、大师风范。抽象概念的雕
塑图画，先进科技的研发产品，带有深意的创意饰品萦绕于
心久久无法忘怀。

参观结束是与领队的学姐学习交流，在楼下同学们围成一圈，



学姐给我们讲述她的高考经历与学习方法，强调了效率与专
注的重要性，学会区别玩与学习，也鼓励我们说“心中有目
标一切都有可能”。另外她还提到了练字与口语的重要性，
字如其人，写得一手好字对于人生都是十分重要的。

下一个地点是圆明园，圆明园有“万圆之园”之称。清朝帝
王到盛夏就来到这里避暑、听政、处理军政事务，因此也
称“夏宫”。同学们由三园之一的绮春园进入，看着一路的
断壁残垣，思绪重新回到那段屈辱的历史，英法联军洗劫圆
明园，抢掠焚烧，许多文物至今流落异乡下落不明。八国联
军之后，又遭到匪盗的侵袭，终变成一片废墟。现存圆明园
遗址是永远的国耻纪念地，是世世代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
活教材。想到梁启超曾经说过：“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
则国强;少年富，则国家富。”作为新一代祖国的栋梁，我们
应好好学习勿忘国耻用知识改变命运振兴中华!

研学期间在导游的指导下，同学们增长了知识，开拓了眼界，
提高了学习的兴趣和热情，真正做到了学有所获，不虚此行。

研学旅行心得体会篇四

近期，我校组织了一次难得的研学旅行，地点定在了陕北的
洛川县。这次的研学旅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不一样的地
域文化、历史底蕴和发展潜力的机会。在这次旅行中，我不
仅感受到了陕北独有的风土人情，还深刻体会到了研学旅行
对我们的意义和价值。

首先，洛川的自然风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旅行的第一
站是洛川县的天安山。这里的风景秀丽，山峦起伏，翠竹葱
茏，仿佛置身于一幅山水画中。在山上，我们还参观了世界
上最长的玻璃栈道，置身于悬崖峭壁之上，俯瞰千峰百谷，
让我领略到了大自然的美妙和无穷的力量。

接着，研学旅行的重点是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我们来到了



中国古代文化名城洛川县城，参观了文庙和古城墙。文庙是
一座保存完好的古代学宫，这里学子们曾经修习经书，接受
教育。在古城墙上，我们感受到了古代城市建筑的独特韵味，
了解了古代城池的布局和防御系统，增强了对历史文化的认
知。

除此之外，我们还前往了洛川县的奇山。奇山是洛川县内的
一处自然遗迹，这里的山石曲折多变，形成了许多形态各异
的山峰，给人以美的感叹。我第一次见到这些奇特的山峰，
感到十分惊奇，也更加深刻地了解到了大自然的神奇与美丽。

在这次洛川研学旅行中，我还体验了当地的风土人情。我们
参观了当地的农家，了解到了农业的发展现状和当地人民的
生活。洛川县以黑凤梨闻名，我们还特意去了解了这一特产
的种植和加工过程。通过与当地人的交流，我深刻认识到了
农村的艰辛与农民的辛勤，也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

最后，这次研学旅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启示。研学旅行不仅
能够开拓我们的眼界，感受到陌生地方的独特之处，还能够
增强我们的团队合作和应对问题的能力。在这次旅行中，我
们面对了一些突发情况，需要大家团结一致解决问题。通过
这样的经历，我们不仅增长了见识，还提高了自己的应变能
力和团队合作意识。

总的来说，洛川研学旅行是我难以忘怀的一次经历。通过这
次旅行，我不仅感受到了陕北地区的自然风光和丰富历史文
化底蕴，还了解到了当地人民的生活和他们的辛劳。这次旅
行不仅丰富了我的知识，拓宽了我的眼界，还让我体验到了
研学旅行的意义和价值。我相信，这次洛川研学之旅将会对
我的成长产生深远的影响。

研学旅行心得体会篇五

洛川研学旅行是我参与过的最有意义的学习经历。在这次旅



行中，我不仅学到了许多知识，还收获了宝贵的人生经验。
通过参观考古遗址、探索自然环境以及与当地居民交流，我
意识到了历史的重要性、生态环境的脆弱性以及不同文化间
的多样性。以下是我对洛川研学旅行的心得体会。

首先，洛川研学旅行让我深刻体会到了历史的重要性。在参
观洛川的考古遗址时，我感受到了那些古老文明的伟大和繁
荣。通过观察遗址中的建筑、文物以及听解说员的讲解，我
逐渐了解到了古代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和工艺技术。
这些古老的遗址宛如一本活生生的历史教科书，让我对历史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深刻意识到，人类的现在和未来都离
不开对过去的学习和借鉴。

其次，洛川研学旅行让我认识到了自然环境的脆弱性。在洛
川的自然保护区，我看到了大片的森林、湿地和野生动物。
导游告诉我们这里的生态系统是非常脆弱的，一旦受到破坏，
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我看到了一些游客乱扔垃圾或随意
破坏植物，我感到非常惋惜。我们人类应该要学会保护自然
环境，与大自然和谐共生。这次旅行让我明白了环境保护的
重要性，也激发了我要积极行动的决心。

除了历史和环境，洛川研学旅行还展示了我不同文化间的多
样性。我参观了当地的手工艺品市场，看到了各种各样的传
统手工艺作品。我了解到这个地方有着悠久的手工艺传统，
这些手工艺品以其精细的工艺和独特的设计受到了广泛的赞
誉。在与当地居民交流的过程中，我了解到他们的生活方式
和价值观与我们有所不同，但我认识到了文化的多样性是一
种宝贵的财富，我们应该尊重每个文化的存在，学会欣赏和
包容。

最后，洛川研学旅行让我学会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在旅行
中，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团队合作活动，如寻找考古遗迹中
的宝藏、搭建大型拼图以及解决当地社区的问题。这些活动
需要我们相互协作，分工合作，有效沟通。通过这些活动，



我学会了倾听他人的意见、尊重他人的想法、与人合作共同
完成任务。我意识到每个人的贡献都是重要的，团队的力量
是无穷的。作为一个团队的一员，我感到非常自豪和充实。

总之，洛川研学旅行给我带来了很多收获。我对历史的重要
性、环境的脆弱性以及文化的多样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
也学到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以及尊重和包容不同文化的观
念。这次旅行不仅丰富了我的知识，也丰富了我的人生经验。
我相信这次研学旅行将会对我未来的学习和生活带来很大的
影响。

研学旅行心得体会篇六

在局主要领导的全力支持下，7月23日，我们五峰研学旅行学
习团队一行5人，踏上了井冈山这片红色的土地，去参加省教
育厅组织的中小学研学旅行培训班。作为中国革命的摇篮、
井冈山精神的发祥地，拥有21个国家重点文物保持单位的井
冈山，被誉为一座没有围墙的博物馆。

其中的青少年教育基地牢牢把握理想信念和革命传统教育这
一主线，充分挖掘井冈山丰富而独特的红色资源，契合青少
年认知特点和青年干部成长需求，引入仪式教学、体验教学、
情景教学、实践教学等理念，自主研发了一系列特色课程，
打造基地核心竞争力，探索出了一条红色基因教学的创新之
路。

为期五天的学习，我们将基地的仪式教学、体验教学、情景
教学、实践教学都一一进行了体验。

一、红色育人的研学课程

1、开班式上放异彩，烈士墓前祭英魂

参训的154名学员盛装出席，以最饱满的姿态向基地指导老师



及同行展示教育人的风采。三千翠柏卫忠魂，紧逼戎装后来
人。开营仪式后，全体学员前往井冈山革命烈士纪念馆祭奠
革命英灵。

2、八角楼台铸热血，挑粮小道磨意志

150余名学员慕名前往坐落于茅坪村的八角楼，昏暗的灯光九
十年前照亮了伟大的革命道路。烈日炎炎，培训学员重走挑
粮小道七里山路，虽然汗水湿透的衣裳，但那一幅幅咬牙坚
持的革命精神，已深深扎根在我们的心里。

3、聆听讲座获新知，革命家风代代传

培训学员有幸聆听了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钟教授对井冈山精
神的解读，更有感于革命后代王放讲述父辈投身革命，将革
命精神作为家风祖训进行传承。通过讲座，让我们了解到，
在物质极为丰富的今天，当我们沐浴在和平的阳光下，不能
忘记革命先辈们用鲜血铸就的峥嵘革命史，那段辉煌悲壮而
光荣的历史需要我们共同找寻，共同铭记。

二、课程开发的有益启示

井冈山革命教育基地课程开发的成功，从宏观着眼，从微观
入手，着力解决研学旅行过程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如：研学
旅行如何与学校课程实现有机融合？研学旅行的活动课程如
何设计？此次的培训学习，带给了我们如下思考：

1、研学旅行的活动课程开发要立足教育性

研学旅行做到立意高远、目标明确、活动生动、学习有效，
避免出现“只旅不学”或“只学不旅”的现象，必须把教育
性原则放在首位，每一门课程须有明确的教育目标，寻找适
合的研学主题和课程教育目标，深度促进研学旅行活动课程
与学校课程的有机融合。作为中小学教育教学实践的重要组



成部分，研学旅行的活动课程既要结合学生身心特点、接受
能力和实际需要，又要注重知识性、科学性和趣味性。

井冈山之行中，通过在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祭奠革命先烈，
聆听感人的革命故事，让学员体会当今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感悟信仰的力量，把理想信念转化为对奋斗目标的执着追求。
所以研学旅行在课程目标的制订上，要与学校的综合实践活
动课程、思想品德课程、历史学科课程、科学学科课程等统
筹考虑，活动中的知识性目标、能力性目标及情感、态度、
价值观领域的目标和核心素养的`目标统筹等等，都应该是落
实课标的核心要点。

要通过学生在研学旅行活动过程中的体验感受、身心、思想
和意志品质等方面的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帮助中
小学生了解国情、开阔眼界、增长知识，着力提高他们的社
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2、研学旅行的活动课程开发要突出实践性

研学旅行是研究性学习和旅行体验相结合的校外教育活动，
研学是目的，旅行是手段，通过旅行中开展的各种教育活动
和学生的亲身体验来实现综合育人的目的。为此，课程设计
和实施中，要引导学生主动适应社会，充分促进学生知行合
一、书本知识和生活经验深度融合。带领学生走出校园开展
研学旅行，就是要让他们在与学校日常生活不同的环境中观
察体验、实践思考。

作为一种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研学旅行活动课程的设计要
特别注重学生的实践性学习，要避免学生在学校中的以单一
学科知识被动接受为基本方式的学习活动。井冈山革命教育
基地的课程设计，井冈练兵、三湾改编、学编红军草鞋、自
做红军餐等，都突出了研学的实践性。

研学旅行的课程应当超越学校、课堂和教材的局限，在活动



时空上向自然环境、学生的生活领域和社会活动领域延伸，
因地制宜，在教师的指导下，以问题为中心，在实际情境中
认识与体验客观世界，在实践学习中亲近自然、了解社会、
认识自我，并在学习过程中，提高发现问题、分析和解决问
题的实践能力。

3、研学旅行的活动课程开发要加强融合性

作为综合实践育人的有效途径，研学旅行要以统筹协调、整
合资源为突破口。研学旅行基地功能的拓展、研学旅行线路
的设计、活动课程资源的开发，都要创造性地整合。

从课程资源的整合看，既包括校内外教育资源的整合、跨界
整合，也包括多学科整合、跨学科整合。例如，要统筹安排
好研学旅行基地、研学旅行线路的课程资源开发；要结合域
情、校情、生情，从自然和文化遗产资源、红色教育资源和
综合实践基地，大型公共设施、各种场馆中挖掘和整合可利
用的课程内容。充分发挥综合育人功能，实现与学校实践活
动课程目标的衔接融合，推动学校与社会基地、校内课程与
校外实践、校内教师与校外导师之间的衔接互动，从而实现
学校教育与校外教育的有效融合。

4、研学旅行的活动课程开发要确保安全性

由于研学旅行的课堂多是在路途上，开放性非常强，所以安
全性原则是确保活动课程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则。针对以
学生集体旅行、集中食宿方式开展的研学旅行，需要对研学
线路、课程设计、组织方案、实施过程、实施效果、安全保
障等进行事前、事中、事后评估，切实做到活动有方案，行
前有备案，应急有预案，确保活动中每个环节的安全性。

五天的课程，转瞬即逝。井冈山，我们轻轻的来，又轻轻的
走，蓦然回首，一次井冈行，一生井冈情。当我们走在挑粮
小道上累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时，当我们站在革命英雄烈



士墓前泪如雨下、泣不成声时，当我们聆听革命后代讲述红
色基因代代相传的谆谆教诲时，我们领会到了井冈山精神的
真谛。但愿我们今后所做的研学旅行活动，也能够给学生带
来一辈子能够受用的、值得铭记的宝贵经历。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