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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观
后感文章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观后感范文，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地球上的星星电影观后感篇一

老师给我们推荐了一部印度儿童电影《地球上的星星》。这
部电影很感人，这部电影讲述了一名9岁的小男孩伊桑的故事。

伊桑虽然学习很差，但是他的画画得非常好，想象力丰富。
因为伊桑的成绩太差，老师觉得他已经没救了，爸爸实在没
有办法，就把他送到了寄宿学校。到寄宿学校后，伊桑难过
极了，一句话也不说，除了他的同位没人愿意理他。直到有
一天，美术老师拉姆来了，他发现伊桑有绘画的天赋。拉姆
老师从字母开始教伊桑，伊桑的学习慢慢有了进步，也有了
自信。后来，伊桑在绘画比赛中赢得了第一名，当老师同学
看到他画的那么好时，他们都目瞪口呆、非常惊讶。当我看
着伊桑拿着奖状，向拉姆老师跑去，伊桑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这部电影给了我很大教育：

一、每个孩子都有他的特点，有些只是成绩不好罢了，他或
许在其它方面有特长，拉姆的与众不同在于他教育小孩主张
用爱去感化教育他们，他认为每个孩子都是落入人间的晨星，
要去发掘每个孩子的天赋，不能用成绩去衡量一个孩子的价
值。



二、爸爸、妈妈你们也有过成绩不好的经历，为何要为难我
们呢？我们何尝不知那怎么也学不会的感受呢？有了问题，
不要什么不做就只会埋怨，埋怨有用吗？找到原因，选择合
适的方法，我们是会改变的。三、我们都是一颗会发光的星
星，我多么希望老师和爸爸妈妈能关心、爱护、帮助每一个
孩子，让我们都能发出属于自己的光彩。

孩子们如同地球上的星星，他们需要爱，更需要自由，阳光，
有了这些才有能力去赢得残酷的竞争和挑战。让我们放开对
孩子的束缚，让他们更好的去享受生活，成为闪着光芒的星
星。

地球上的星星电影观后感篇二

刚刚看了《地球上的星星》这部电影，两个多小时，将近三
个小时。因为上课看了一个片段，一直以为开始的那个小孩
是那个老师小时候。看到后来才发现不是。伊夏是小男孩的
名字，他只有八岁。成绩低，开始以为是他调皮捣蛋，其实
不是，而是一种读写障碍。开始可能有些责怪他的父母，尤
其是父亲，对他太严厉了。多亏了美术老师尼克，发现了他
的问题，慢慢启发他，鼓励他，让他走出自卑，成为一个优
秀的孩子。

其实不想多去描述剧情，还是谈谈自己的感受。看的过程中，
好几次都落泪了。伊夏刚刚被送到寄宿学校时的孤独寂寞，
一个年仅八岁的小男孩远离父母，多么残忍的一件事。也是
想到了自己，虽然已经这么大了，但还是会想念父母，家永
远是孩子的港湾。此外，电影中的好多插曲，歌词都特别的
感人。

看完这部电影，最大的感受是，不管是几年级的老师，不管
是教什么科目的，都应该去看看这部电影。他让我们不放弃
任何一个学生。即使是他们先天可能会有不足，但是，每个
孩子都有他的闪光点，每个孩子都有他的天赋。所以，不要



束缚在考试的框架里，善待每一个孩子，不放弃任何一个。
给他们鼓励，每个人都能够绽放！

很喜欢美术老师尼克的扮演者？——阿米尔·汗，他一直是
那么有活力。高中的时候看过他的《三傻大闹宝莱坞》，当
时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真正意义上的天才演员，20xx年
《三傻大闹宝莱坞》，已经45岁高龄，却将一个二十岁的大
学生演绎得活灵活现。

看着片尾中那一张张孩子的脸，和那清澈的眼眸，被感动了。
不管是什么肤色，什么种族，不管是富有还是贫穷，孩子是
最纯洁的，一尘不染。

《地球上的星星》真是一部很不错的电影，值得观看，值得
思考。

地球上的星星电影观后感篇三

电影里的伊夏，谁看到都应该会喜欢得不得了。关于伊夏的
每一帧，都像是画一样。好像真能透过他哧忽哧忽的大眼睛
看见满天星，那两颗大门牙又会让你不禁多爱他一分。他调
皮捣蛋，不能安静地坐在座位上哪怕一会儿;他又能趴在路边
盯着水沟里的鱼一整个下午。他笨他懒，文法数学一塌糊涂;
他又天马行空，想象力能带着他跑到九霄云外。在哪，他都
会被贴上“难搞”的标签，有问题的就是他的态度。可是啊，
他不是笨、不是懒，只是没那么幸运，有一些额外的“问
题”，脑回路就是来得慢一些，那本就不是他的错。

庆幸地，在将落未落之际，一双臂膀把他托举了起来。当尼
克一股脑说出这么多孩子时代有“读写困难”的人，爱因斯
坦、阿加莎、巴强...还有没那么有名气的尼克他自己，伊夏
听傻了，一个个这么闪亮亮的人物小时候竟会跟他一样，是
真的吗?跟别人比，他不再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甚至还透
着一丝骄傲。尼克看着眼前的伊夏，就像是在看镜子里的自



己。无限的耐心，无限的倾注，还有斑斓的油彩，让那颗迷
路的小星星又被找到。

这部电影，我只能用“好”来形容。哪儿好，不只是来自阿
米尔汗，也不只是因为这个让人喜欢得一塌糊涂的伊夏。还
能让我禁不住地，回想到自己的小时候，或多或少看到自己
的影子，也禁不住地感叹，我能从出生到现在二十几岁，爹
妈慈爱，身体无恙，三观不歪，人畜无害，真的是谢天谢地
了。

但对一个“读写困难”的孩子来说，真就没那么好过。想想
小学的班里，会不会也有一个“伊夏”，别人都很自如，就
他的拼音写成“蝌蚪文”，“狗爬”的字老师朱批了一个接
一个的圈。那时候我们不懂事，应和着老师的“作业展”哈
哈大笑。那时候我们也不懂换位，那得是多让当事人窘迫的
境地，真冷。

一个班里几十号人，班里的几件琐碎就能占据老师的一整天，
可能老师真无暇顾及那样一个“后进生”为什么会拖后
腿，“读写困难”是什么，可能他听都没听过，更可能的，
他还会烦忧为什么这个学生会落在我的班上，影响kpi好不好。
一次两次，老师管不了，只能请家长。“请家长”从来都是
小学生眼里的大事儿，战战兢兢，夹在老师和家长中间，成
了众矢之的。你肯定是态度有问题，不服管教，能一笔一划
地写好，你就是成心。可是，他真的没法儿一笔一划地写好，
他写一个“苹果”，脑子里连个苹果的影子都没有。真的很
心疼他，也心疼他的爹妈，是爱孩子，但用错了力气。“你
看看人家谁谁的孩子...”就成了日常，忧虑以后社会上他该
怎么和别人比，这回是没输在起跑线上，直接跌那了，没法
替爹妈大展宏图了。“落后即可耻”，这是什么鬼逻辑?不，
这把“尺子”就是一种“摧毁”。

老话说，猫有猫道，狗有狗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分在，
总有一个适合的位置留给我们足够的空间去绽放。大人们本



就不该用成人世界的视角去强行干预，还披挂着“这都是为
了你好”的外衣。

伊夏就能在画布上任想象飞翔。

再厉害的文法老师可能也就画成这样。

伊夏幸运，遇见了尼克。可是，不是所有的“伊夏”能遇见
自己的“尼克”。老师不懂他，同学不懂他，连父母至亲也
不懂他，小小的心灵，从失落到失望，自信心就这么任由飞
沙走石侵蚀，可能真的不剩什么了。长大了，他把自己心里
的那个孩子埋在最深黯的角落，不敢去触碰，不敢去面对，
不敢和他对话，由着他蹲在墙角，背对着你喃喃自语。他养
成了自己独有的那套逻辑，可能会很辛苦地活一辈子。最耗
费精力的是一直和内心绞缠在一起，终其一生，无法和解。
对，这就是“伊夏”无数可能中的一种。如果有如果，老师
再多一点耐心，爸妈再多一点宽容和任他生长的余地，他们
可能就成就了另一个的画家。

一棵决策树，刚开始的时候，是需要喂数据设规矩才能提精
度，但规矩立多了，也就矫枉过正了，哦对，剪枝就好了。
可如果是一把刀呢，磨啊磨成了一把很精确的手术刀，还怎
么拿它劈柴做饭了，何况一个人呢。

我们真的需要一把刻度不均的“尺子”，去衡量一个孩子的
童年;

我们真的需要做足了身心的功课，当真的想要迎他来到这个
世界;

我们真的需要用爱发电，去照亮他尚看不清的世界和我们自
己;

我们真的需要多再多心思也不为过地，去温柔那些不得不更



用力生活的孩子，

他们真的值得被正确地对待和守护。

地球上的星星电影观后感篇四

《地球上的星星》讲述一个九岁小男孩伊桑的故事，他有着
读写障碍症，却被老师和同学认为是弱智，还被父亲送到了
寄宿制学校，但情况愈加严重，并有了严重的心理问题，患
上了自闭症。幸运的是，此时遇到了一个富有爱心，永不放
弃的美术老师，在他的鼓励和帮助下，逐渐让伊桑走出了心
理的阴影，并展现了他的绘画天赋，重新找回了自信。

这部电影的选材很普通，尽管国家不同，但对于老师们，象
伊桑这样的孩子，我国的每所中小学中都有很多，他们有共
同不幸的特点：性格活泼好动，不时给学校和家庭带来“麻
烦”；他们文化课成绩很不理想，甚至不爱学习；他们与同
学们相处有困难，经常由于各种原因与同学们冲突，甚至打
架；他们在老师的眼中是坏孩子，甚至是“弱智”；……他
们在学校里体验最多的是失败和打击，最终多数会沉沦下去，
甚至辍学。

但是，他们的内心世界是异常丰富，他们的想像力也异与常
人。影片中的一个细节对我印象很深刻，在一次数学考试中，
伊桑面对“3×9=__”一题展开了丰富的联想，他把“3”当
作了“地球”，把“9”当成了“冥王星”，自己架着飞船，
载着地球去撞击冥王星，结果冥王星被撞的粉碎，只留下了
完好的地球。于是，他得出了“3×9=3”的错误答案。虽然
这个错误很幼稚，但作为老师，如果仅仅以错误答案给孩子
扣上一顶“弱智”的帽子，而不是思考和分析错误背后的深
层原因，我们就很难去改变这种错误。

影片以美妙的动画展示了伊桑内心世界的复杂活动，不能不
说是一个很好的创意，对我的启示很大，让我再一次想起了



在上海培训期间，吴刚平教授讲的几句话“每个班级都有一些
‘差生’，这是老师们无法避免的问题，而‘差生’的形成
千差万别，那么摆在老师面前的主要问题就是找出‘差生’
形成的原因”。

伊桑是不幸的，因为开始时没有一位老师去试图寻找
他“差”的原因，包括他的父母，当然，他的父母很爱他，
尤其是母亲，一直保护他。但是，“仅有爱是远远不够
的”——影片正是告诉了我们这个浅显的道理。于是，伊桑
又很幸运的遇到了一位彻底改变他命运的老师——尼库巴老
师。

整个影片中，尼库巴老师的出场无疑让所有观众精神为之一
振，正所谓“未见其人，先闻笛声”，相信导演对这个环节
的设计也是煞费苦心，当然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一个另类
的美术老师以小丑的装扮出现在孩子们面前。

尼库巴老师不但聪明，还很细心，他很快发现了伊桑的与众
不同；他不但富有爱心，还拥有教育的智慧，他知道仅凭关
爱伊桑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他不辞辛劳地远赴伊桑家里
与其父母进行沟通，并发现了伊桑有着天才的绘画禀赋，他
以此为突破口，让伊桑从绘画中找到了自信。

音乐始终是印度电影的灵魂，这部电影也不例外。音乐和歌
舞始终贯穿了整部电影，并成为亮点，结合电脑动画的设计，
把情绪渲染的恰到好处，而且歌词的内容也极其符合电影情
节，简直就是为电影量身制作，极大地让观众的情绪被充分
调动起来，更增添了电影的诗意。

当然，就情节内容来说是非常普通的，不够新意，在这一点
上无法和《三个白痴》相比，因此使得这部电影的观赏性和
娱乐性大打折扣。但从另一角度来说，正是这样的普通事件
和平常人物，让观众尤其是老师更能深刻体会到教育的真实
和震撼，就好像故事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有种身临其境的感



觉，使该电影的教育意义更加显著，更能引发教育工作者的
深思。

地球上的星星电影观后感篇五

伴随着笑和泪看完了这部印度电影《地球上的星星》，深深
的被里面的内容所吸引，同时也震撼着，突然在一瞬间明白
了一句话的真正内涵，“世界从来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
美的眼睛。”

这部电影的主人公伊桑是一个令老师、家长头疼，小伙伴把
其看成另类的小男孩。他三年级上了两年，而每次考试仍为
零分。在英语课上，字母在他眼里都是会跳舞的，他注意力
不集中，作业做得一塌胡涂，老师多次以罚站、罚跪、向家
长告状的方式来惩罚他，却没有任何改变。忍无可忍，校长
责令其父母劝其退学。他暴躁的父亲除了打耳光、谩骂和无
奈，更没有任何办法。

就是这样一个学生，却很有幸在新的学校遇到了一个美术老
师。他长途跋涉，来到伊桑的家，和父母交流，查看他的作
业和画，终于弄清了伊桑的原因：这决不是态度问题，而是
思维的问题。因为把字母看成是跳舞的伊桑，却对色彩有着
很强的敏感性和丰富的想象力，他是一个有着严重阅读障碍
的学生。

后来这位美术老师在班上用爱迪生、爱因斯坦等小时候同样
有着阅读障碍的科学家的故事，来培养伊桑的自信心，采用
各种适当的方法：在沙子上画字母、用颜料、橡皮泥来画、
做字母、在电脑上玩游戏来改变伊桑对字母的敏感性。这已
经完成超出了一个美术老师的职责范围，却从此改变了他自
卑、自闭的性格。并最终在全校绘画比赛中获得了第一名，
各门功课也明显提高。

看完这个故事，我的心情很复杂。在我们的班级同样存在着



这样那样的问题学生，他们或者对学习有着障碍，或者无视
纪律。在老师和家长的眼里一定也是无药可救的学生。虽然
我们也曾这样用自己的耐心和爱心，给其补课、劝说，却始
终没有找到其成为这样的原因，只是做了表面文章，效果也
只是微乎其微的。

这个故事带给我们的启示很多：

伊桑的闪亮之处是他的画画天分，在他大脑中有着无比的想
象力。他不喜欢学习，却善于观察，他喜欢与小鱼、小蝌蚪、
小狗亲密接触，他能把3×9想象成地球与冥王星的战斗。在
他的世界里，充满着幻想与神秘。可在我们成人的思想里，
却难以理解，只能把他的闪亮之亮埋没在其种种“劣迹”中。
每个孩子都如一颗闪亮的小星，尽管有的星光比较耀眼，有
的星光有些暗淡，但无论得怎样，他都有其闪亮的理由。

伊桑只所以让同学、老师、家长都不满，只是他在用犯错的
方式来武装自已，他像只刺猬一样竖起满身的毛发来保护自
已。只是因为没有任何人欣赏他，理解他。假如我们多一些
宽容、多一些理解、多一些耐心，多一些欣赏，就会给每颗
星星发光的机会。

这部电影给了我一次深刻的洗礼，真想不到在我印象中比较
落后的印度能拍出这样一部感人至深的教育电影，也希望更
多的老师都能看到这倍优秀作品并从中受到启发。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我改变不了这种功利性教育的悲剧，但我会在今
后的工作、生活中尽量多关心孩子们。也希望世界上能有更
多的尼库巴，因为地球上的小星星们都需要他们。这部电影
告诉我们的是：不仅要有爱心，更需要的是俯下身来，跟孩
子一起发现问题，不要让孩子感觉那么无助，每个孩子都会
从老师的言行举止中感觉到爱。

善待每一颗小星吧，从他的身上发现闪光的细胞，给予每颗
小星煜煜生辉的勇气。



地球上的星星电影观后感篇六

近几年，印度教育大片影响深远，然而宝莱坞著名演员阿米
尔汗红遍大江南北，大家给予他相当高的评价，说他就是为
演绎而生的。《地球上的星星》就是他的作品之一，看了几
遍，触动颇深。

影片讲述的小主人公伊桑因为拼写障碍曾一度被老师宣布为
智障。被第一所学校开除后，父母无奈把他送到一所寄宿学
校。此时，一个年轻的美术老师的出现改变了他，笑容重新
回到了他的脸上，使他变得自信活泼健康快乐。

我感叹于伊桑内心的挫折：在他的眼里，所有的字母都是飞
舞的。听不懂“把课本翻到第几页第几行”这样简单的指令，
要把不及格的试卷带回家让妈妈签字，为了逃避老师的咆哮
和责罚而逃课……这些都以此一次敲击着我的心，使我感到
辛酸，影片中老师的做法又让我感到无奈。

正如影片的标题，每个孩子都是地球上的星星，每个孩子都
是个性的。作为老师的我们要有一种信念:相信孩子，激发潜
能，总会进步和成功，让我们多一点耐心和毅力，静待花开！

《地球上的星星》观后感

这部影片讲述了一名9岁的小男孩伊桑的故事。虽然伊桑的学
习成绩很差，但是他的绘画能力却非常好，想象力特别丰富。
上课时，他的注意力特别不集中。他喜欢观察树上的小鸟、
池塘里的小鱼、地上的小水坑，他觉得这些比上课更有意思。
因为伊桑的成绩特别差，老师觉得他已经没救了，经常罚他
站在门外，不让他听课。而同学们呢，也天天嘲笑他。他的
爸爸实在没有办法，就把他送到了寄宿学校。到了寄宿学校
后，伊桑难过极了，变得沉默寡言。直到有一天，美术老师
拉姆的到来让他有了新的变化，他发现伊桑有阅读障碍症，
又发现他有绘画的天分。拉姆老师从字母开始教伊桑，伊桑



的学习慢慢有了进步，他也变得更有自信了。后来，伊桑在
绘画比赛中赢得了第一名，他的画还被作为学校年鉴的封面。
当看着伊桑拿着奖状跑向拉姆老师时，我也同样流下了激动
的眼泪。

这部影片给了我一些启示：作为班主任，班上的孩子形形色
色，可能这样的特殊儿童在正常的学校并不多见，但也有一
些孩子是在某些方面很不敏感的，比如我就碰到过对文字特
别不敏感的学生，今天你教了她三个字，到了第二天她一个
都不认识，只有通过长期的不断地去记忆，去训练，她才会
对这个字有印象。学习语文对字的感知程度这么低，可想而
知成绩肯定不会太好。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样的孩子
呢?我们应该像拉姆老师那样认真观察、细致分析、了解孩子，
牵着孩子的手带着他慢慢成长。我们要根据每个孩子的特点
引导他们，有的孩子确实是成绩不好，但是我相信每个孩子
都是有他的特长的，可能是在运动方面，也有可能是在绘画
方面，只要我们用心去发现一定能够找到。拉姆的与众不同
在于他教育小孩主张用爱去感化教育他们，他认为每个孩子
都是落入人间的晨星，要去发掘每个孩子的天赋，不能用成
绩去衡量一个孩子的价值。

今后我也将学习拉姆的做法，用心去呵护我们的每一个学生，
让他们成为那颗最闪亮的星星。

地球上的星星电影观后感篇七

看完电影，从后半段就没有停过的眼泪里回过神来，从心里
心疼伊桑与尼库巴，同时也深深地为他们俩开心，更为最后
人与人间同时间的共频率而震撼。

忍不住想替伊桑感谢这一趟命运旅途，若不是他异于常人的
天赋异禀(其实也算作是他特殊的看世界的视角)，他也许还
过着一般学生的单调生活，看着镜头里前半段伊桑在学校的
各种近景远景还有那些污辱性的遭遇，仿佛是他在一所少年



监狱。若不是因为他面对的这些问题，他也不会来到寄宿学
校，也没有机会遇到改变他一生的尼库巴老师。同样的经历
让尼库巴深刻理解小小年纪伊桑。他为他投入的时间、关心
与爱汇成一条很宽广的河，全部都积聚在学校后的小小池塘，
当解下心防的伊桑第一次做出划水的小飞机，感受到异于平
常的掌声时，他的内心可能闪光似地发现一个新的可能性，
而找回过去溜达大街上观察生动的世俗生活场景时所产生的
笑容。

也许生活中会有更多的人误解“关心”的定义，他们以为与
孩子间的互动就是每天的日常，“吃了饭吗?”“你作业做完
了吗?”“放学了不要到处跑早点回家把作业做了!”……如
果犯了一个错，真不知为什么家长们要把它看成是天大
的“罪”。电影里看到伊桑的爸爸每每大吼他时，我的内心
也就像那所罗门的树，仿佛被诅咒被人期望能够枯萎，可想
而知小小的伊桑在刚到寄宿学校时内心里的绝望程度。关心
不是一种挑剔，并不是尖酸刻薄的话语去刺伤爱的人的心。
而应该是稀释了的蜜蜂水，慢慢滋养受者的心。不要让爱成
为一种伤害。

看电影时我就在想，尼库巴是怎么凭借自己的力量走出那一
段令自己彷徨的道路的。他是以何种巨大的爱为支撑来浇灌
与伊桑的关系的。要知道，这虽然是一种教育，大部分的老
师却并没有能够做到尼库巴这种程度的。在这里，他已经不
是单纯地以老师的身份与伊桑同成长，而是以人与人，前辈
与后辈的身份在指引着伊桑，在小小的伊桑身旁，用时间、
关心还有宇宙之爱滋养着他。看着这一切发生的我们观众朋
友们，才会在最后画作展现在我们眼前时，瞬间泪崩。看到
伊桑的画，我想到了在《少年派》里那张有着宇宙的嘴巴，
伊桑的画里仿佛也蕴藏着一个宇宙，他的“阅读障碍”让他
变换了视角表达，他的画作胜过千言万语。而尼库巴希望伊
桑露出灿烂笑容的温暖情感也同时在他的画作里表露无疑。

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都希望能够有人发现我们的脆弱并帮



助我们，这其实并不是个奢望，只要你足够勇敢与坚持直到
那个人出现。也许正是因为尼库巴足够勇敢与坚持才会遇到
小伊桑，就像遇到童年时的那个没有人帮的自己，也像他一
样遇到将他引入艺术之门的老师。可能在尼库巴心里的某一
个地方那个幼小的自己跟着被治愈了，就好像将来的自己帮
助了现在受困的自己一样。

艺术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呢?当然是表达人的情感了。这不失为
我们不愉快时表达自己情绪的一种工具，在涂涂抹抹间，所
有的愁烦都消失，你进入的那个时空就会抚慰你暂时受伤的
心。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孩子而来，我们在还没有被世间各种信
息填塞时，那个简单纯洁的自己是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的。
我们不要割裂与其他“星星”的联系。我们的愤怒，我们的
开怀，我们心酸，我们的一切一切情绪，在我们存在于这个
世界之前已经有无数前辈经历，我们可以去体谅、可以去相
信，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自我治愈，我们的内心里有这种
力量。相信自己，地球上有无数个你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