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品培训计划(实用5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观后感。可是观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观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
欢。

唤爱观后感篇一

1)我已迷路，误入非过去又飞现在、既非生又非死的场所。
我不知道自己何以来到这样的地方。意识到时已经在这里了。

2)但愿梦是现实，现实是梦。但那是不可能的。所以醒来时
我还在哭泣。不是因为悲伤。从欢欣的梦中返回悲伤的现实，
其间有一道必须跨越的裂口，而不流泪是跨越不过去的。尝
试多少次也无济于事。

3)如果你问我“枯叶有什么作用”，我会回答“枯叶是为了
滋养生病的大地。”你问我“为什么需要冬天呢?”我会回
答“冬天是为了孕育新叶。”你问我“树叶为什么如此翠绿
呢?”我会回答“为什么?当然是因为它们充满生命活力。”
你又问我“夏天为什么必须结束。”我会回答“为了让绿叶
全部都能死去。”最后你问我“身边的那个女孩去了哪里?”
我会回答“你已经看不见她了。因为她就在你的'心中。你的
脚就是那个女孩的脚。加油，小朔。”

4)无论表面上说得多么漂亮，绝大多数人其实都认为只要自
己好就行。是吧?“我继续道，”只要自己能吃上好东西就行，
只要自己能买得起想要的东西就行。可是喜欢上一个人却是
把对方看得比自己宝贵。如果食物只有一点点，我要把自己
那份给你亚纪吃;如果钱很有限，我要买亚纪你喜欢的东西而
不买自己的;只要你觉得好吃，我的肚子就饱了;只要你高兴，
我就高兴。这就是所谓喜欢上一个人。你以为有什么比这更



宝贵的?我想不出来。发现自己身上有喜欢一个人的能力，我
认为比任何诺贝尔奖发明都重要。如果觉察不出或不想觉察
这一点，那么人最好消亡，最好撞在行星什么上面早早消失。

5)——哪一种幸福呢?——什么哪一种?——和喜欢的人一起
生活、和另一个人生活却又总是思念喜欢的人。——应该是
和喜欢的人一起生活幸福吧。——可是一起生活当中，对方
喜欢不来的地方不也看在眼里了?还会因为无聊小事争争吵吵。
天长日久，无论一开始多么喜欢对方，几十年后恐怕也完全
无动于衷了。——相当悲观啊!——你不那么想?——我想得
要乐观些。如果现在非常喜欢对方，十年后会更加喜欢，就
连最初讨厌的地方也会喜欢，百年以后甚至每一根头发都喜
欢上。——百年后?打算活那么久?——和恋人相处时间长了
会生厌这说话怕是骗人的。还不是，我们相处快两年了，可
是一点儿也没生厌。

6)有失去就会有得到。

7)我一直在没有朔的世界里等待朔的降临。

8)若不以为两人迟早又在一起，失去所爱之人的心情就很难
平复。

9)一个人活着的人生，感觉上漫长而又枯燥;而若同喜欢的人
在一起，一忽儿就来到岔路口。

10)宇宙中所有东西都是有其目的的，不可能突然变异或发生
意外。之所以看上去那样，是因为缺乏理解。就是说，人们
缺乏足以理解这点的智慧。

唤爱观后感篇二

麦金德的学说如果单纯用来解读“世界岛”上的地缘政治，
同样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不过自大航海时代起，海洋就已



经成为大国角逐的主战场。在他之前，美国人马汉[2]已经提
出了“海权论”（1890）。作为英国人的麦金德理应更明
白“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的道理。以下是“海
权论”的主要观点：

1.谁掌握了世界核心的咽喉航道、运河和航线，谁就掌握了
世界经济和能源运输之门。

2.谁掌握了世界经济和能源运输之门，谁就掌握了世界各国
的经济和安全命脉。

3.谁掌握了世界各国的经济和安全命脉，谁就（变相）控制
了全世界。

是不是觉得有些眼熟？美英联盟就是照着这个干的。

马汉的海权论是海洋国家的立国之本，其最大的战略作用就
是控制世界的物流路线。我们知道，大航海时代之所以能够
让世界迅速从古典时期进入现代社会，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
让海洋成为全球交流的平台。海洋不仅为各大洲的交流提供
了便捷的通道，更让海运成了世界主要的物流手段。从地缘
交流的角度看，即使忽视海洋在运量、成本上的绝对优势，
仅就海路畅通提高诸板块之间交流的效率（很多板块之前甚
至是零交流）而言，也足以促进世界经济和技术的突飞猛进
了。

因此，在以海洋为纽带掀起的全球化浪潮中，那些连接各大
洋及内海的海峡，包括人工开挖的运河，就成了重要的战略
要点。依靠陆地的力量来控制海洋会让事情变得事半功倍，
更何况这些海峡两侧还能够提供优良的港口，为海上力量的
外延做支撑。

然而，仅仅依照这个理论施行，并不足以真正统治世界。因
为即使占据了这些战略要点，这些海峡本身也不可能提供足



够的战略纵深来保护自己，其自身也很难积聚足够的力量来
对抗外界的威胁。这就好比新加坡可以依靠马六甲海峡航线
而富甲一方，但如果爆发军事冲突，在没有外力支持的情况
下，它将很难自保。这种情况在太平洋战争中已经出现了，
只不过那个时候新加坡作为英国的殖民地，还能够获得英国
的支持。

也就是说，这些海峡和运河能否成为有利的地缘力量，更多
的是取决于你的海洋实力有多强。而发展海洋实力，又需要
你在陆地上拥有足够强的地缘实力做基础。这种地缘实力包
括三个方面：一是足够长的可供利用的海岸线，也就是深水
不冻港的海岸线；二是足够大的疆域以供发展；三是足够多
的人口基数，或者说地理环境能够供给足够多的人口。

从这三点来看，美、中、俄、欧（俄国欧洲部分除外,且暂作
为一个整体国家来看）都是符合条件的海洋实力强者。从海
岸线的角度来看，面向太平洋的中国、面向大西洋的欧洲，
以及左右逢源的美国都拥有足够的深水良港。俄罗斯虽然在
太平洋和大西洋上都没有足够的优势，但它拥有可以从三个
方向（包括北冰洋）出击的地理优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
补这块短板，让其他国家在考虑海洋实力均衡时难以忽视它
的存在。

人口数量来说，上述地缘政治板块中人口最少的是俄国，
约1.4亿左右；其次是美国，3亿出头；欧洲的人口则有7亿多。
中国的情况就不必说了，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比上述三
者加起来还要多。作为一个大国，拥有亿级数量的人口是一
个必要条件。

除去这四个板块，印度是另一个具有海洋潜力的国家。在人
口和海岸线上印度的问题都不大，唯一与上述四个板块存在
差距的便是国土面积，仅约298万平方公里。不过这些绝大部
分都是适合居住的土地，否则印度也不可能养活数量上仅次
于中国的人口。印度的另一个优势则是能够在印度洋上一家



独大，与之相比，美、中、俄、欧都会在同一片海洋上看到
可称竞争对手的地缘力量。这一点足以弥补印度国土面积的
不足。

上述因素，作为当今海洋霸主的美国，心里肯定是有数的。
换句话说，如果美国想保持或争取在那些战略要点上的优势，
就必须正视其他几个具有海洋实力的国家。这促使美国一方
面谋求在经济实力上保持绝对的优势，另一方面则积极在欧
亚大陆上寻找合适的地缘政治区进行合纵连横，让局势朝着
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分化欧亚
大陆的地缘力量，以取得相对的地缘优势；二是在欧亚大陆
与外界之间的.交流中占据主导地位，以获取最大的利益，反
过来巩固它的海洋力量及中心地位。在这种局面下，美国人
就需要新的理论以指导自己的地缘战略了。

发现边缘地区的力量

如果说麦金德的理论是以欧亚大陆为出发点，重视的是陆权，
而马汉的理论则是以海洋为出发点，突出的是海权的话，那
么对于拥有全球视野的美国人来说，他们所需要的理论就必
须能将两者完美地结合起来。作为一个以海权立足的国家，
美国并不敢轻视欧亚大陆的能量。

在1942年，正当太平洋战争刚刚爆发，美国意识到自己很有
可能成为新的世界领袖时，地缘政治的另一个重要奠基人斯
皮克曼[1]适时地提出了“边缘地带理论”。这一理论的主要
观点如下：

1.谁（无论以武力还是和平方式）统一或整合了欧亚大陆东
西两端的边缘地带，谁就掌握了世界最具潜质的地区。

2.谁掌握了世界最具潜质的地区，谁就能成为欧亚大陆上的
世界强国。



3.谁能成为欧亚大陆上的世界强国，谁就会成为美国最强有
力的挑战者。

在“边缘地带理论”中，斯皮克曼将麦金德定义的欧亚大陆
东西两端“边缘新月形地带”的地位，提升为欧亚大陆最重
要的地缘力量。换言之，他认为这两个能够将陆权与海权完
美结合起来的地区，才是欧亚大陆最具潜力的地区。不过，
斯皮克曼提出这个学说的目的，是想证明美国才是世界的中
心，即美国可以通过对大西洋及太平洋的控制，进而遏制欧
亚大陆的地缘力量。而在此之前，欧洲才是世界的中心。

应当说，马汉、麦金德、斯皮克曼三人的学说奠定了地缘政
治学的基础。美国基本是按照马汉的“海权论”在控制海洋
的战略要点（冷战[1]时期苏联的海军无法同美国对抗，就是
因为这些要点大都在美国手里）；斯皮克曼“边缘地带理
论”则使得美国一方面将亚欧大陆的西边缘地带—西欧控制
在手中，另一方面封锁另一头的东边缘地带—中国。这样做
就是防止出现一个与之对抗的世界强国。

美国这一战略的最初目标是为了对抗苏联，毕竟在1945年之
后，这个欧亚大陆中心地带霸主的实力达到了巅峰状态。尽
管在重视海权的美国人看来，麦金德的理论有些过时，但现
实促使他们仍尽全力消除陆权的最后反扑。最终，美国通过
冷战，将苏联的世界霸主梦彻底打破。之所以美国在冷战时
期并没有真正考虑到欧亚大陆两个边缘地区的威胁，是因为
它仅考虑了地缘方面的原因，认为这两个孤立于欧亚大陆两
端的“边缘地带”并不可能真正联合起来，佐证便是在“二
战”时期，以欧洲为基地的德国和以中国为基地的日本所进
行的那次“结盟”被证明是失败的，双方并没有办法进行实
质上的合作。

事实上，麦金德最终也提升了海洋的战略地位，并对自己的
理论做出了修正。1943年，他又提出了一个“大西洋统一
体”的概念，把美国、加拿大和西欧包括在一个单位中。这



样做的目的看似是对边缘地带理论的认可，实际上还是在强
调英国的重要性。因为在这个体系中，英国是当仁不让的地
缘中心。只可惜他的这种论证方法仍然无法突破传统的欧洲
中心论，最起码它对太平洋的存在过于轻视。

我们应当认识到，除了地缘中心无可避免地转移到美国之外，
所谓“大西洋统一体”概念在20世纪后半叶的确发挥了重要
的历史作用。这个体系最终战胜了以苏联为代表的“欧亚大
陆中心统一体”。然而历史总是在不断地进步，这两大体系
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地缘博弈的主角，并且诞生美、苏两个
超级大国，其根本原因在于西太平洋的地缘力量受到了压制：
日本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失败，成为一个不具攻击力的所谓
“和平国家”；中国还处在崛起前的实力积累阶段。当新的
世纪到来之际，仅仅将着力点放在大西洋已经显得过时了，
无论是从旧有的势力代表—美国，还是从新兴力量的代表—
中国的角度来看，太平洋的地缘力量都将超越大西洋。甚至
之前一直处于配角地位的印度洋和北冰洋也已经开始独立体
现出它们的地缘潜力了。因此，我们有必要根据形势的变化，
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审视一下旧有的地缘格局。

唤爱观后感篇三

打开《酷我音乐盒》，搜索《让世界充满爱》这首曲子，今
天听起来觉得特别好听，于是设置循环模式连续听了近两个
小时，为什么呢？因为刚看完两遍邹越教授的激情演讲视
屏——《让世界充满爱》，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邹越教
授演讲以“爱祖国、爱老师、爱父母、爱自己”为主题，结
合自己在国外的亲身经历及多年亲子教育研究的成果，告诉
我们怎样成为最好的自己。

邹越教授演讲中描述的这样一个故事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一
个贫穷家庭的学子经过自己的努力，他考上了清华大学，可
是，那么高昂的学费，让他的母亲绝望了，她把家里唯一的
一头牛给卖了，可是还不够，因为生活费还不够，最后这位



母亲把家里所拥有的东西都买了，买了一张火车票，去了北
京。因为她没有太多的文化，所以没找到工作，她决定，以
捡垃圾为生，帮助孩子交学费。最后，这个孩子考上了博士
生，在发毕业证书的时候，他领着自己的母亲来到了领奖台，
他说:“就是这样一个捡垃圾的女人，供着一个博士生。”他
刚说完，全场想起了热烈的掌声。我被感动了，不但受到了
启迪，还受到了教育和反思。每到节假日，父母总是早早打
电话催我们姊妹几个早点回家，我嘴上答知道了，却总
是4、5点才到，吃完饭借口家远，又早早走人，想想真是不
懂事。父母一生忙碌，每天起早贪黑，那是为了儿女们生活
得更好、更幸福。可我们做儿女的每天起早贪黑，却是为了
自己的儿女生活得更好、更幸福，我们从没有真正地考虑过
父母，忽略了父母的感受，《常回家看看》这首歌道出了老
人家的心声，他们的要求实在是太简单了!国庆节那天，原来
一直忽视父爱的弟弟说出了一句让我惊讶的话：“其实家里
有老人是福！想想他们还能在世多少年，他们想说什么，想
做什么，只要他们高兴，都随他们愿。”是呀！我们做儿女
的一定不要留给父母更多的等待，应当尽早让父母享受到儿
女的爱，给父母多一些温暖，多一些陪伴，多一些交流，多
给父母洗洗衣、做做饭……用真心的爱回报父母的爱，千万
别忽略了“现在”。

对于邹越教授，我真的是很佩服！非常出色的演讲家！不是
邹越教授演讲得多么精彩，而是邹越教授在为我们用心传递
真情真爱，他的每一次发自心灵的呼唤都能唤醒我们沉睡的
爱心，都能一针见血的刺到我们的心底最深的地方，我们需
要爱！我们都有爱！他用情感的渲染力让我们一次次流下动
情的泪水。他用互动的形式真切传递了爱！为我们分享了爱！
他告诉我们：

爱是世界上最纯洁，也是最温暖的；

爱是无限的，爱是不朽的；



每个人都拥有爱，每个人也会在爱的关怀下成长；

亲情、友情也会给我们带来无限的快乐和欢笑；

爱就是一道无瑕的光芒，非常美丽，它也时刻照亮着我们的
未来。

邹越教授《让世界充满爱》这场演讲是心与心的碰撞，心与
心的对话。他演讲走过的`地方，不仅留下了掌声和泪水，感
召了许多人，也留下了一种信念和一种精神——让生命充满
爱，让中国充满爱，让世界充满爱！

唤爱观后感篇四

《在世界中心呼唤爱》改编自日本小说家片山恭一的同名畅
销小说，20xx年曾被日本导演改编为电影，被称为“亚洲青春
电影鼻祖”。我看的是20xx年郭在容执导，欧豪，张慧雯领
衔主演，杨紫特邀出演的青春爱情电影。首先在选择电影的
时候，是这个唯美的名字让我有了兴趣，点开后看到有我亲
爱的小雪就是“杨紫”出演，还有蒋勤勤才决定一看的。而
实际上这部片子跟世界中心毫无关联。

影片讲述柯达（欧豪饰）收到了来自于前一个包裹。唤起了
他无限回忆，从而令他踏上了重回故乡之路。跟随着柯达的
记忆路线回到了他们的母校，在那段青葱岁月里她们闹，他
们笑，他们打架，他们一起上学，一起骑着自行车飞驰而过
的镜头好唯美，让我想起自己的青葱岁月，十七岁时自己还
是很懵懂，哪有男女主角这般纯纯的爱情，那时候也没有这
么宽的水泥路，一路泥泞，一路磕磕绊绊的羊肠小道。影片
开头遇到危险往海里丢雕像的时候我常常有一种错觉，这是
我看的电影吗？感觉像是打仗片一样。然后记忆比较深刻的
就是切换到柯达和徐浪（高泰宇饰)在看着身穿黄色游泳衣的
女主看的目不转睛，笑的`纯纯的，浅浅的酒窝看着挺唯美的。
只是女主在一堆穿着黄色泳衣的泳池里，我几乎是没有分辨



出来，只是导演给了个撩水的镜头，我才发现了女主。但是
那个场景竟然没有一个特写，不知道男主在看什么乐。

的校服原来可以这么漂亮！女主房间里竟然有了现在流行的
玻璃花瓶的绿植。夏叶父亲的豪车，徐浪母亲的豪华别墅，
竟然毫无违和感的出现在90年代，是个奇迹。还有那个未来
邮局是个什么鬼？竟然可以知道你现在的地址？在别墅和墓
地的那一段让我感觉是在演惊秫片，有没有？总是感觉男主
的气质和本片的内容有违和感，说不出的怪异。感觉不适合
这个角色，诠释不出那种气质，或许演员本身太阳光，看着
太倨傲不逊的感觉吧。他哭的时候，我总是被带入不进去。
当然故事的情节还是很感人的。记得前些年看的《蓝色生死
恋》看一次哭一次，可是这部片子，从头到尾我竟然没有哭，
可能是年龄大了的缘故吧，这种青春校园爱情已经不能打动
我了？在男主写文章在电台播出时，编写的故事中女主得了
白血病，那时候我就在想会不会一语成谶？结果后来女主真
的是死了，得的竟然是医学上号称青少年极少有的骨髓瘤，
估计导演感觉得白血病的太多了不想重复吧。

总体来说影片还是值得一看的。这种唯美的纯爱生死恋，是
我们现代社会极其缺少的。是我们都渴望的爱情，然而这样
的故事我想也只能在电影里诠释了。故事里,人死了,爱都还
在.。二十年后依然还会去为爱情寻死，现实中却是另外一回
事,我们都活着,爱却消失了.别说二十年了，就是二十个月恐
怕也维持不了，并且还是这种单纯的初恋了。

唤爱观后感篇五

什么哪一种?

和喜欢的人一起生活、和另一个人生活却又总是思念喜欢的
人。

应该是和喜欢的人一起生活幸福吧。



可是一起生活当中，对方喜欢不来的地方不也看在眼里了?还
会因为无聊小事争争吵吵。天长日久，无论一开始多么喜欢
对方，几十年后恐怕也完全无动于衷了。

相当悲观啊!

你不那么想?

我想得要乐观些。如果现在非常喜欢对方，十年后会更加喜
欢，就连最初讨厌的地方也会喜欢，百年以后甚至每一根头
发都喜欢上。

百年后?打算活那么久?

和恋人相处时间长了会生厌这说话怕是骗人的。还不是，我
们相处快两年了，可是一点儿也没生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