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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观后感了。什么样的观后感才能对
得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
的观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朗读者观后感篇一

继春节期间央视刚刚播毕的第二季《中国诗词大会》引爆全
国观众对于中国诗词的热情后，2月18日晚，央视一套三套联
合播出了董卿主特并兼制作人的又一文化综艺新作《朗读
者》。

此间一众娱乐综艺节目热闹上演之际，《见字如面》《中国
诗词大会》等文化综艺均刮起一股清新之风，其中，《中国
诗词大会》第二季总决赛更是一举夺得实时收视冠军。此番，
董卿以制作人、主持人双重身份推出的《朗读者》，在“热
身”阶段便引发关注。董卿曾介绍称，《朗读者》不是朗诵
节目，不是语言节目，而是人生节目和情感节目，这里不仅
有在各领域推动社会进步的人，而且有很多普通人。

《朗读者》第一期节目以“遇见”为主题，邀请了知名演员
濮存昕、知名企业家柳传志、世界小姐张梓琳、著名翻译大
家许渊冲等嘉宾，在节目中，濮存昕第一个亮相，他讲述了
自己鲜为人知的一段人生经历，童年时竟被同学起绰号“濮
瘸子”，他以一篇老舍散文节选《宗月大师》致谢改变自己
一生命运的恩人，濮存昕感谢了一位医生，改变了他的命运。
柳传志畅谈因拙成巧的人生轨迹，高三时为何与成为百里挑
一的飞行员的机会失之交臂。节目现场柳传志重现“父亲的
演讲”，朗读儿子婚礼上的家信，“柳式家训”让观众深受
启发。=张梓琳首度透露自己一举夺魁，当选世界小姐的决定



性因素，并分享了为人母近一年的惊喜与感动。

在第一期节目中，还特别邀请了四川音乐学院毕业的著名钢
琴演奏家李云迪，从头到尾弹奏《朗读者》主旋律，成为一
大亮点。台湾民谣之父胡德夫弹唱经典歌曲《匆匆》，充满
了意境。以朗读和访谈为核心的节目内容，加上经典音乐艺
术的组合，《朗读者》首期获得了巨大成功，实现了董卿当
制作人的开门红。

压轴出场的是曾翻译《诗经》、《楚辞》、《唐诗》、《宋
词》、《牡丹亭》，荣获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之一“北极
光”杰出文学翻译奖的96岁高龄的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先生。
董卿在现场与许先生娓娓互动，许渊冲道出了曾用翻译林徽
因诗词追求女同学的独家趣闻。已为中外文化传输做出杰出
贡献的许渊冲老人，近百岁高龄每天依然坚持工作到凌
晨3、4点，他活到老、学到老，永远用年轻人的心态努力工
作，感动了观众。

朗读者观后感篇二

朗读者的播出给大家分享了很多文化情感故事，让我们得到
了不少的收获!以下是小编整理好的朗读者观后感200字，一
起阅读观后感，了解其中内容精华吧!

《朗读者》更注重“人”，节目不但要塑造立体的人，更是
通过情感的纽带联系不同时空的生命。

节目中第一个“人”是可见的朗读嘉宾，针对不同的主题，
每一位嘉宾都带着自己的故事来讲述。

在来到《朗读者》之前，每一位嘉宾都有自己的社会角色，而
《朗读者》要呈现出他们作为“情感人”的一面。



文字的作用是准确地传递信息、传递情感，文学之所以能够
打动人心，是因为文学本身就是对共通情感的精准描述。

董卿说：“《朗读者》就是朗读的'人，在我看来可以分为两
部分来理解，朗读是传播文字，而人就是展示生命。

从见面会现场播放的节目片段看，《朗读者》的文字和个人
的情感紧密结合，朗读者的情感故事和之后的朗读内容在情
感串联上完成了统一。

《朗读者》的朗读内容包罗万象，有著名翻译家许渊冲的弟
子们用中英法文为他朗读的文学经典，也有来自成都“鲜花
山谷”的丈夫为妻子献上感人至深的《朱生豪情书》诗词;有
贾平凹《写给母亲》这类表达集体记忆和大众情感的作品，
也有如柳传志写给儿子婚礼讲话的个人感受。

饱含情感的朗读形成情绪的磁场，能够给观众强烈的代入感
和共鸣。

今天，我观看了《朗读者》这个大型综艺节目。

这个节目是由著名主持人董卿阿姨主持的。

这档综艺节目的总主题是：一个人，一段文。

而今天第一期的主题是：遇见。

通过这档综艺栏目，我学习了朗读的方法与技巧，学会了怎
样让朗读带有感情。

欣赏着他们朗读文章的声音，我仿佛身临其境。

看完《朗读者》以后，我对朗读的兴趣更加浓厚了。

我一定要在今后的日子里，朗读更多的书籍。



陪伴很温暖，它意味着这个世界上，有人愿意把最美好的东
西给你，那就是时间。

陪伴也是一个很平常的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到最后陪
伴就成为了一种习惯。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孤岛，失去了陪伴，也失去了生
存的意义。

陪伴虽然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一旦拥有了责任，便让这一
生都变得无怨无悔。

《朗读者》本期以“陪伴”为主题，邀来知名演员蒋雯丽、
配音演员乔榛、“童话大王”郑渊洁等，他们将与董卿分
享“陪伴”的故事。

从2002年开始，蒋雯丽已经做了十五年的预防艾滋病宣传员
了，她说当初只是有这样一个愿望，想做一些好事、善事，
结果一做就是这么多年。

蒋雯丽与先生顾长卫合作的电影《最爱》就是以艾滋病感染
者为背景，而片中就是找了这群感染者来拍摄。

在《朗读者》访谈中，蒋雯丽谈起了电影拍摄时的幕后故事：
她要求剧组工作人员和艾滋病感染者们同吃同住。

值得一提的是，今晚在《朗读者》的现场将会出现神秘嘉宾，
让蒋雯丽感动不已。

朗读者观后感篇三

有人认为，其落入《感动中国》、《艺术人生》煽情窠臼，
文学之美，文字之魅流于浅表，这档文化综艺清流其实走的



还是“故事”的套路。

有感动：那些“煽情故事”总会赚取大把眼泪

在近期“选择”为主题的节目中，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家朗诵
了写给儿子麦恩的家书。这封信被观众和网友称作“2017最
美家书”。曾经叛逆的麦家，如今面对叛逆的儿子，选择了
理解和宽容。

像麦家这样，在朗读之前分享过往故事，并深深打动观众的，
还有很多很多。第一期节目第一位朗读嘉宾濮存昕，在节目
中便自曝小时候曾患过小儿麻痹症，被同学起外号叫“濮瘸
子”。濮存昕之所以要自揭“伤疤”，自然也与要朗读的内
容有关——他要把老舍的散文《宗月大师》，朗读给帮他做
了整形手术，使“濮瘸子”的命运得以改变的北京积水潭医
院的荣国威大夫。而《宗月大师》所描写的，也是老舍生命
中遇到贵人相助的事情。

有人认为《朗读者》的魅力并不仅仅在于朗读本身，每位嘉
宾在朗读之前分享的个人故事，同样很精彩，很吸引人。无
论是演员徐静蕾讲她奶奶疼她爱她的平凡故事，还是96岁高
龄翻译家许渊冲讲他年轻时暗恋过才女林徽因的“独家趣
闻”等等，均以真挚的情感征服了观众，也带给了观众无限
的思考。很多观众把聆听嘉宾讲故事，作为一件很有乐趣、
很有意义的事情。

就像看《星光大道》之类的选秀节目时，听到选手讲述自己
的成长经历及故事，很多观众总会被感染和打动，忍不住热
泪盈眶;就像音乐选秀类栏目，总是需要一些听完歌感动到落
泪的观众，这种情景交融的场面及其效果，已经成为节目不
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有质疑：“故事”喧宾夺主，好文章成了点缀



在另一档同类型文化综艺《见字如面》中，主要呈现方式是
嘉宾演员演绎书信，穿越历史和时间的洪流，最终打动人心
的是以书信为载体的文字的魅力。既有蔡春猪写给自闭症儿
子的戏谑中藏着悲伤的信，也有鲁迅写给许广平的书信、莫
言的家书等。

但对《朗读者》来说，没那么简单。最终诉求是呈现“生命
之美、文学之美和情感之美”，三美并重，任重道远。在与
董卿的访谈对话中，麦家畅谈他与儿子之间的矛盾、分歧、
隔阂乃至冲突，与观众分享他对儿子的教育心得以及与儿子
之间的相处之道。提及这些伤感往事，固然与麦家在节目中
朗读的是写给儿子的家书有关，但也引发不少观众评论诟病。
与其说《朗读者》是文学类的节目，不如说它是情感类节目，
《朗读者》侧重的是“者”，挖掘名人或者普通人背后的故
事。说它煽情，还是由于这样的新闻不断出现：郭小平登上
央视《朗读者》，全场起立致敬，董卿数度落泪;柳传志做客
央视《朗读者》，一席话让主持人落泪;董卿被斯琴高娃朗读
感动到泪奔……节目真正感动到你的，是故事，不是文学。

《朗读者》说故事有什么错?故事早就成了中国综艺的立身之
本。但带着文化诉求来看节目的观众嗅出了问题。以“朗
读”为卖点的节目中，好文章成了点缀，显然是“喧宾夺
主”。有人甚至说，故事已经盖过了文学的风头，催人泪下
也与其他节目里常见的“你的梦想是什么”没有区别。

反思爆红之后，考验的仍是文化综艺原创能力

《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见字如面》等节目形式跟之
前的选秀节目不同，在情感结构、价值观念、文化认同上与
当下的普通观众更为贴近，成为文化综艺的“清流”，引发
追捧。但短期爆红恐怕还不容乐观，盲目追捧也值得警惕。

想在“速朽”的文化娱乐市场中生存下来，《朗读者》启动
了央视最熟悉的《感动中国》和《艺术人生》“煽情”模式，



并不奇怪，甚至还让人想起《开讲啦》等众多耳熟能详的节
目样式。但在当前明星“天价薪酬”横行的现实语境下，文
化原创综艺面临的生存环境并不乐观。说白了，文化综艺的
门槛本来就高，要保持普通观众对一档文化综艺持续的热情，
节目本身承载着认知价值和文化传承意义，这对综艺制作的
编剧、剪辑等关键环节提出了严格要求。包装过度、包装不
足，都有可能为文化内涵“减分”。

说到底，承载认知价值和文化传承，还是要多读书、觅真知。

朗读者观后感篇四

董卿阿姨是我最喜欢的主持人。她主持的《朗读者》我每期
必看。

父亲节前夕，我看到了这样印象深刻的一个爷爷——魏世杰
老爷爷。他是中国的核弹专家。现在退休在家。我敬仰的不
仅是他的学识，更敬重的是他的为人。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
合格的丈夫，父亲。

他退休以后，回到了青岛。一家四口人。这是怎样的四口人
啊。妻子精神分裂，女儿精神分裂，儿子智力残疾。70多岁
的爷爷本该享受天伦之乐。他每天不辞辛苦的照顾着家人，
没一句怨言。

爷爷说：“照顾亲人是应尽的责任，没有什么可以抱怨
的。”爷爷还说：“痛苦像一个硬币的正反面，你怎么来看
待这样的苦难，要学会排解自己的苦闷，写作是爷爷的最爱。
”

小说中的爷爷把自己的家庭写的很幸福，儿女都已经过上了
正常人的生活。

现在看来，正如托尔斯泰说过的：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



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我们要坚信：风雨过后，总会有彩虹出现，只要不灰心，生
活一定会善待我们的。

朗读者观后感篇五

前不久央视频道推出了一档走心的节目，董卿主持，名为
《朗读者》，一个人，一段文。其中郑渊洁的部分最是令我
印象深刻。他和父亲一起朗读的父与子让我想起了我和我父
亲的一些故事。

我的父亲一米七大个，模样憨实，不苟言笑。家里的堂妹老
说怕大伯，说他严苛，可在我眼里，父亲待我们甚是宽容，
更像是个爱贪玩的孩子。

小时候顽劣像男孩，疯疯癫癫，撒野到中午都不回家吃饭，
父亲这时就会生气好好教导我一顿，没错，是教导。他从来
都是以理服人，教我们一些规矩礼仪，比如上饭桌不讲话，
一定用手端着碗吃饭，晚辈要给长辈盛饭，吃饭时不能一个
人霸占两人的位置，不能用筷子挑菜……这些规矩虽小，但
对我影响却是潜移默化的，良好的餐桌礼仪也能体现出良好
的家教。

郑渊洁说他父亲是他的成功路上的陪伴者，他说他以前上学
也很调皮，上学时把老师布置的作文题从早起的鸟儿吃变为
早起的鸟儿被虫吃，被老师说后不仅不改还弄响了鞭炮，后
来被退学，还好有他父亲支持，他父亲说，没事，我来教你。
他有一个这样好的父亲，我想我也是。一个人的成功往往不
仅仅靠他自己，还有依赖良好的家庭教育。最喜欢的还是和
老爸交流，从我上高中以来，思想得到释放，就会和爸爸讨
论一些话题，虽然大部分我是在听着，但听完以后觉得老爸
懂得很多，所以更折服于他。老爸最爱看新闻，但是我喜欢
看一些连续剧，所以他有会说，电视剧都是疯子演给傻子看



的。

老爸很早就去外地了，一年偶尔回来一两次，所以和老爸相
处的机会就少了，但每次回家他首先要过问我的成绩，比如
上课是否听懂，作业是否会做，从初中开始，我的数学成绩
呈直线下滑状态，主要是潜意识里便讨厌数学，但是老爸最
拿手的就是数学，所以他最享受的就是拿着我的数学卷子一
道道题为我分析讲解，在他的详细讲解下，数学又在我的'学
习中活过来了。但是高考很遗憾，我离本科差了一段距离，
还好爸爸并没有像其他家长一样给了我们考生很多压力，在
填选志愿时我坚持自己的喜好选了自己的喜欢的英语专业，
爸爸并没有强烈的反对我，有很多同学都是在父母的干预下
把自己喜欢的专业改成了据说近几年来吃香的专业，我很幸
运在这些原则上父母都很尊重我个人的选择。

父亲这个角色不像母亲在生活中面面俱到，诸多小事都考虑
到，父亲大多数都是在人生中起到一个向导的作用，告诉你
怎样走才能少走弯路，怎样才是正确的。但有时父亲又像个
啰嗦老太婆，以前暑假回奶奶家要打无数个电话问我在家过
得怎样？在妈妈过生日，过节日的时候会提前发消息给我让
我记得祝福妈妈。这些都是小事，但体现出的却是家人之间
浓浓的血缘关怀。

爱无言，使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父爱无声，平淡无凡，
又深沉厚重。

朗读者观后感篇六

如约而至，我又走进了今晚的《朗读者》，倾听感悟不同的
人不同的经历所拥有的相同的陪伴。今晚《朗读者》的主题
是陪伴，看完了心里却久久难以平静。

陪伴，可以有很多种，可以是很多类。今晚的陪伴，丰富、
饱满、深情、纯粹、温馨，每一段都闪闪发光打动人心。父



亲郑洪升陪伴郑渊洁一路写作，母亲陶艳波陪伴儿子杨乃斌
求学十六年，蒋雯丽作为防艾大使陪伴艾滋病患者十四年，
林兆铭五年时间独自陪伴受伤野生动物，妻子唐国妹陪伴丈
夫乔榛共抗恶魔。每一段经历，每一个故事，每一种陪伴，
都彰显着人性的光辉，都带给我深深的感动，而我想说的是
这位母亲的陪伴。

杨乃斌八个月大的是失去了听力，这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无疑
是最大的灾难。母亲陶艳波为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幸福的生
命，拒绝孩子上聋哑学校，从小学开始就带着小凳子成为儿
子的同桌，陪着儿子上小学、初中、高中、直至大学毕业，
十六年的同桌，十六年的母子陪伴，十六年的辛酸磨练，终
于让儿子成为有用人才，让儿子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工作。
这就是母亲，这就是母爱，细腻、深沉、无私、坚韧。

这一段陪伴，看得我无法抑制地泪流不止，内心的感动和震
撼无以言表。杨乃斌的朗读《不为什么》诠释了母亲十六年
陪读的唯一理由，这个孩子是不幸的，他在那么小的时候就
失去了听了，无声的世界里他该是多么的寂寞。手机版可是，
这个孩子又是幸运的，他有那么一位伟大坚强智慧的妈妈，
作为他的耳朵让他听到了声音，让他学会了正常的表达，过
上了像正常孩子一样的生活。成长，充满了坎坎坷坷艰辛磨
难;成长，又有多少惊喜和欣慰。十六年来的种种滋味，也只
有这对母子心里知道。

女人一旦成为母亲，就是同时拥有了菩萨心肠金刚之身，陶
艳波无疑是最有说服力的，她会让多少人肃然起敬惭愧不已
呢?当妈妈的要不断学习，真的要不断地学习、反思，陪着孩
子成长需要耐心和细心，也需要智慧和修养。我想，今后的
我还得提高自身修养，因为这是一生德修行。

以前，我总想当妈不容易，但要努力当好。现在，我认识到
了，仅仅是尽我所能还不够，而是要竭尽全力。有人说，每
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的种子，只不过是每个人的花期不同。有



的花一开始就会很灿烂地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的等待，不
要看着别人的花绽放了，自己的那一颗还没有动静就着急，
相信是花都有自己的花期，细心地呵护自己的花，慢慢地看
着长大，陪着他她沐欲阳光风雨。如果你的种子永远不会开
花，也不要着急，因为他是一棵参天大树。

总有一段文字影响生命的成长，总有一个人在生命中留下抹
不去的痕迹。但愿我们的陪伴，是孩子一生最温暖的记忆。
倾听他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这也是成长中的自修。

今晚的陪伴，让我为女儿写下这段话：陪伴，是最深情的告
白;陪伴，是最温暖的力量;陪伴，是最纯粹的关爱。陪着你，
愿你慢慢长大!愿你，我的孩子，慢慢长大!妈妈愿意陪着你，
陪着你。

朗读者观后感篇七

同学给我推荐了一本德国本哈德。施林克的中文译本《朗读
者》。读完这本书的感受，用一个简练而准确的词来形容就是
“掩卷沉思”。就像看完一场好电影，走出影院，心仍停留
在银幕上的某个场景，又或者听完一张唱片，关掉机器，依
然余音缭绕一样。合上《朗读者》就是这种感觉。我并未能
像书的结尾说到那样——每一个读者都会把它一夜读完，毕
竟书中涉及的历史、道德、情欲、伦理等问题很复杂，让人
陷入深沉的思考难以自拔。

故事讲述一个十五岁的中学生米夏因为偶然的原因爱上了三
十六岁的汉娜。对于米夏而言，他在汉娜身上发现了一个突
然令自己成熟而自信的世界，而汉娜也因为有了米夏的朗读
而安静且散发着柔和的光辉。但是，汉娜不久却突然不辞而
别。等到再见到汉娜，米夏已是在法庭实习的法学系大学生，
而汉娜却是嫌犯之一。汉娜的罪名是在纳粹时期当过看守，
在一次空袭中造成了大批犹太人死亡。(战争开始时汉娜曾在



西门子任职，本来还有提升的机会，汉娜却令人惊讶地辞职
当了纳粹的看守。)在审讯中，别人把当年遭空袭后起草文件
的事推在汉娜身上，她却出人意料地承揽了下来，结果被判
终身监禁。

在知道了汉娜越来越多的事情后，米夏发现了汉娜一生最大
的秘密：汉娜不识字!正是为了掩盖这一点，汉娜屡屡放弃前
程，几年前离开米夏也是为此。但是在法庭上和众人面前，
米夏并没有作出任何透露，也没有替汉娜辩护。出于对汉娜
的维护，还是对自己的维护呢?我不能理解。

汉娜的身影一直索绕在米夏心里甚至贯穿于米夏的一生，婚
姻失败的米夏在汉娜入狱八年后，开始重新为汉娜朗读名著，
并把录音带寄给汉娜。这给狱中艰难生存的汉娜带来了希望，
汉娜凭着录音，并从图书馆借到这些书籍，然后逐字逐句同
她听到的内容进行对照，那台录音机也为此就要一会儿向前
转，一会儿向后倒，一会儿暂停，因为反复退进使录音机坏
过无数次。汉娜竟渐渐学会了读写，且开始满怀希望给米夏
写信。收到了汉娜写来的信，内心充满喜悦安慰，但内在柔
弱犹豫的米夏却始终没有给她回信。

汉娜可以出狱了，由于没有别的亲人，狱警联系了米夏，他
们这才见了尴尬的一面。米夏发现汉娜明显老了，几乎不知
道如何面对她。而就在米夏去接汉娜出狱的当天凌晨，汉娜
自杀了。

这部小说，看后给人一种启迪性，那就是让人性的认知和对
社会的思考，来洗涤你的灵魂。

朗读者观后感篇八

刚刚走下《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的舞台，主持人董卿将奉
上自己的制作人首秀。由她担纲制作的文化类节目《朗读



者》，本周六起登陆央视一套和三套晚间黄金档。

相较于市场上已经出现的读信节目《见字如面》，《朗读者》
朗读的内容更为广泛，既有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弟子们用中英
法文为他朗读文学经典，也有来自成都“鲜花山谷”的丈夫
为妻子献上感人至深的《朱生豪情书》，还有贾平凹《写给
母亲》这类表达集体记忆和大众情感的作品，以及如柳传志
在儿子婚礼上的讲话这样个人情感的表达。

节目中出现的朗读嘉宾，会针对不同的主题，带着自己的故
事来讲述。柳传志是著名的企业家，但在《朗读者》中他的
身份却是一位再普通不过的父亲，他那种紧张、兴奋和幸福
综合的复杂情感是他最真实的内心。董卿希望，借由饱含情
感的朗读，能够给观众强烈的代入感和共鸣。节目中目前邀
请到的朗读嘉宾有斯琴高娃、王学圻、濮存昕、梅婷等专业
演员，也有张梓琳、刘震云等不同职业的人。对此，董卿表
示，朗读并不追求标准技巧和字正腔圆，而更注重情感的真
实表达。

朗读者观后感篇九

董卿站定在舞台中央，由衷感慨：“我当了主持人，而今仿
佛回到了起点。《朗读者》中的朗读二字重文字，者字重人。
我们要展现有血有肉的真实人物情感，并感动于他们让我们
遇见了大千世界。我对于一档有着人文精神的电视节目的追
求，终于要实现了。”说的多好啊，喜欢董卿大气知性、端
庄睿智的主持风格，我在心里默默地由衷赞叹!

其实这些大多是非专业朗读者，随着音乐舒缓起伏、情绪的
逐渐酝酿，抑扬顿挫，声情并茂，加之观众用心倾听，聚精
会神的眼神交汇、甚至很多人眼里闪着激动的泪花，致使掌
声不时响起，收到台上台下互动和鸣的效果。

我觉得，董卿的《朗读者》最打动人的，是帮观众又找了一回



“初心”。董卿的解释是，“《朗读者》与大家的遇见，能
够让我们彼此之间感受到更多的美好。”是的，在物欲横流、
人心冷漠无情的现实社会，难寻那份值得珍惜的“初心”。

《朗读者》的文字和个人的情感紧密结合，他们自己的故事
和之后的朗读内容、在情感串联上非常融合、恰到好处。针
对不同主题，每一位嘉宾都带着自己的故事来讲述。说起做
《朗读者》的初衷，董卿说，几乎所有综艺节目形态她都已
经尝试过，她需要改变，这是《朗读者》诞生的偶然性。

“读书让人学会思考，让人能够沉静下来，享受一种灵魂深
处的愉悦。可能朗读者所朗读的内容，我们自己也会去读，
去品味。但那与《朗读者》的现场氛围与感染力还是大有不
同。

泡一杯香茶，在熟悉又清淡的味道缭绕中，在欲望纵横的嘈
杂中，随着朗读者的思绪，读出生活的本真和美好，读出一
天的灿烂和启迪，让这份洗尽世间铅华的情思、荡涤或冲淡
腐臭污浊的蔓延，让精神家园变得落英缤纷，青春常在。岁
月静好、静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去感受吧。《朗读者》等
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