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学新年祝福语(精选10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观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观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
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观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
收集的观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坚持的观后感篇一

一般来说，青春体育励志电影，通过描写主人公面对各种挫
折，迎难而上、决不放弃，最终突破自我、超越极限，展现
了青年人拼搏进取的励志主题和更高更快更强的体育精神。
《破风》在继承了这一类型传统主题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对
于团队合作精神的思考，从而提升了该片的主题厚度。电影
没有把故事重点放在风光无限的冲刺手身上，反而去讲述冲
刺手背后破风手的故事，这样的切入点和立意，不禁让人佩
服。

所谓破风，是自行车比赛中的一个专业术语。在比赛中，破
风手负责为车队冲刺手挡风阻、卡车位，为冲刺手在冲刺前
保存体力、创造最有利的冲刺环境。彭于晏和窦骁扮演的仇
铭和邱田，原本都是郑知元的破风手，他们三人的完美配合
战胜了所有对手。然而面对胜利，仇铭和邱田意识到胜者只
有一人，他们开始争夺冲刺手的位置，却在心魔的搅扰下走
向歪路。当仇铭和邱田再次认识到团队精神的价值、不再争
夺冲刺手时，他们的合作终于帮助他们划破逆风、超越了自
我极限。

《破风》的故事紧紧围绕着仇铭和邱田之间的友谊、合作、
矛盾、争吵、和好、成长、自我超越来展开，这种叙事模式
并未超脱一般青春片的叙事模式。但是，其背后的精神却不
可同日而语。之前的国产青春片，在主题上偏向于消极，它
们以长大成人后的主人公视角，重新回忆青春。在回忆中，



过去的校园生活是如此美好，而现在的都市生活则是如此乏
味。这些青春片最常说的台词是：谁都没有错，我们只是输
给了时间。在这些青春片中，人物的情感幼稚，对未来缺乏
激情，以各种各样人为制造的角色矛盾来推动剧情。

《破风》的出现一扫以往国产青春片中过分怀旧、哀伤、幼
稚的基调，它的目光着眼于未来而不是过去。正如同自行车
比赛这项运动一样，即使道路上有再多坎坷、即使选错了道
路，运动员也不能回头，他只能继续前进、前进，才能闯出
一条胜利的道路。《破风》中主人公之间的矛盾，也不仅仅
局限在男欢女爱的'纠纷上，更多是如何在团队中重新寻找自
我定位、重新定义自我价值。无论是放荡不羁、好胜心极强
的仇铭，还是性格内敛、喜怒不形于色的邱田，他们都不曾
放弃过对梦想的追求，只是他们最终认识到，团队的胜利比
个人的胜利更重要、也更有意义。《破风》这部电影能够切
实地让观众感受到青春、热血和理想，以及牺牲、奉献和友
谊，它弘扬着一种积极的、向上的价值观，让观众看到青年
人本应该具有的闯劲和韧劲，这正是其他国产青春片所最欠
缺的。

其实，国产商业电影长久以来不敢轻易尝试青春体育励志题
材，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青春体育励志电影有着较高的
拍摄难度。为了用影像呈现出运动的紧张感、刺激感，需要
复杂的移动跟拍镜头和快速而有节奏的剪辑。《破风》这一
点同样让人满意，影片在表现自行车比赛的段落里，用航拍
镜头交待全景、用车载鱼眼镜头让观众跟随自行车一切疾速
运动、用特写镜头来突出主人公的情绪和状态，这些对比强
烈的镜头在影片中穿插使用，既呈现出了如同纪录片一般的
真实比赛现场，又让观众受到激烈的情绪感染，与主人公同
呼吸、共命运。

而《破风》之所以能实现这样的观影效果，并不仅仅是导演
一个人的功劳。《破风》的剧组工作人员达到了200至400人，
动用了400多台单车，出动17台摄影机，受伤几十人。这些工



作人员，每一个都是电影业中的“破风手”，他们正是为了
团队的胜利、为了电影整体效果的完美，默默在探照灯的背
后，奉献着自己的辛勤和汗水。因此，《破风》这部电影其
实也是奉献给无数电影幕后工作人员的赞歌，虽然他们可能
永远不能像“冲刺手”那样，站在奖台上接受世人的称赞，
但观众的掌声，正是对他们最好的回报。

坚持的观后感篇二

“奋斗有我一起向未来”受疫情影响，现代服务学院的700余
名学生在宿舍内，通过线上学习观看了“开学第一课”。教
育部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吉林省
教学名师、长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马光焱教授通
过讲授“中国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
会”使学生深刻认识2022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对于展示国
家形象、促进国家发展、振奋民族精神的重要意义，进一步
激发广大青年学生爱党爱国爱社会情怀，努力争做担当民族
大任的时代新人。

现代服务学院21级高铁4班高畅说，通过学习让我看到了祖国
的强大，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中国展现在世人眼前的是中
国始终秉持合作共赢发展理念，始终包容天下。“一起向未
来”的主题就是我们强大祖国的积极态度，带领祖国人民，
团结携手世界各国人民达成共识，摒弃偏见，消除隔阂，为
全人类共同家园的美好发展，为全人类的绵延发展团结一致，
友好相处，携手发展，一起向未来，一起共建人类美好家园。

坚持的观后感篇三

9月1日，新学年伊始，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2开学第一课》如约而至，
节目聚焦迎接党的_，以“奋斗成就梦想”为主题，邀请“八
一勋章”获得者、“时代楷模”、科学工作者、奥运健儿、
志愿者等上讲台，与全国中小学生共上一堂主题鲜明、富有



特色、生动有趣的爱国主义教育课、思想政治理论课、科学
知识普及课，引导广大中小学生更好认识和认同中华文明，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
气，从小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决心和信心，努力实现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_提出：“当前形势下，办好思政课，要放在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来看待，要从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来对待。”

作为面向全国中小学生的“国家级思政课堂”，《2022开学
第一课》立足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再出发的时间节点，
以宽阔的时代视野和大局意识，精心遴选节目主题，将节目
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紧密结合起来。在这一堂课里，回溯
了2022年的热议话题：冬奥体育、农业生产、生态文明、文
明探源、乡村振兴、国防军事、航天科技。这些领域的关键
性人物作为“奋斗者”在节目中现身说法：从在冬奥赛场上
奋力拼搏的奥运冠军，到50年扎根土地只为培育金色种子的
院士；从在荒原上种出全球面积最大的人工林场、创造“绿
色奇迹”的三代务林人，到勇攀世界之巅、探源青藏高原地
理气候变迁的青藏科考队；从首批舰载机英雄飞行员，到牢
记使命、从老一辈航天人手中接过接力棒的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总设计师……党的_以来取得的每一个历史性成就都能在这
些个体奋斗的讲述中得以生动呈现，让青少年们更能感同身
受，体悟当下的时代图景：这是一个属于奋斗者的时代，是
为了美好生活不懈拼搏的时代。

坚持的观后感篇四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在“大思政课”视域下，更要把中国五千年多年文明史融入
思政课。



从一粒米到一个国，以水稻这一“文明密码”为线索，中国
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研究员王巍为青少年追溯了中华
农耕文明的源远流长，从相关的文物、遗址中梳理了一个颇
为清晰的中华文明发展史；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
究队队长姚檀栋讲述了“巅峰科考”背后的故事，娓娓道来
青藏高原的独特地形地貌，它更是记录了千万年中国地理气
候变迁的“历史档案”。

《2022开学第一课》以大历史观讲述了中华文明的起源，教
育引导青少年更好认识和认同中华文明，增强做中国人的志
气、骨气、底气。

坚持的观后感篇五

每年的《开学第一课》是我最爱看的节目，我听从班主任的
安排，在晚上看完节目后，写一篇观后感。今年的节目主题是
“奋斗成就梦想”。由我最爱的主持人撒贝宁老师开场。

这一次的《开学第一课》给我的感触特别的大。尤其是篇章
三团结奋斗，然我感到国家军事与航空科技的强大。在节目
中，我了解到航空母舰上飞机是如何出发和降落。感受到国
家航空母舰技术是如此的先进。今年十月我们中国人自己的
空间站将全部完成。神舟十四号的航天员纷纷带我们参观了
太空舱的内部，里面甚至种植了水稻，最让我感动的是刘洋
姐姐每天叠的小星星，每个小星星都写了一句话。里面写满
了对国家，对家人的问候。真的太温暖了。

周建平院士说，我们中国的空间站设计寿命是十年，但我们
空间站的运行寿命将超过十年，这是多么伟大的发明。也许
有那么一天，我真的能登上在节目中看到的问天实验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