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设计妇女节活动方案(优质5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观后感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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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观后感精
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博物馆观后感篇一

星期五下午，我们班王老师带我们去参观了位于市中心广场
东北角的柳州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可真大呀，共有5800平方米呢!它还是世界上第一
个全场景式的古生物陈列馆，从远处望去，真是雄伟壮观。

一楼的展厅是古生物陈列。刚进入展厅就有一种阴森恐怖的
感觉，顶上的放映屏幕时不时“窜”出个恐龙来，要不是和
队伍走在一起，我起码要被吓死。我们参观了从古生代到中
生代到新生代的各种生物化石，让我打开眼界。就在我的恐
惧感快要消失时，一具巨大的真恐龙骨架又把我吓倒了。这
是一条大约长17米多的霸王龙，看样子它正在捕食。在这黑
暗的环境中，把这条龙衬托得更加逼真。它旁边还有一条脖
子很长的似乎是蛇颈龙的龙，在它的脖子骨架右侧有一处沉
凹，表明它是被咬死的。

我们接着又上了二楼，那里有两个展厅，分别是历史厅的民
族馆。历史厅里栩栩如生地展现了中国古人类的生活，我们
不禁为古人类的智慧赞叹。

接着，我们沿路返回上了3楼，3楼是青铜馆和书画馆。青铜
馆里的青铜纹刀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上面雕有鸟和花，很
是惟妙惟肖，我们无不为其叹为观止——古人雕刻的技术真
是鬼斧神工啊。



这次博物馆写生，不仅让我们懂得了古人类历史的知识，还
知道了恐龙时期的各种生物，收获真大呀。

博物馆观后感篇二

今天，我参观了包头的博物馆，心情兴奋极了。

包头博物馆的外观很宏伟，让人感觉它是高高在上的；里面
的装修也很宽敞并且很明亮。

因为前几天是“七·一”，博物馆展览了“井冈山红色精
神”。展厅里展出了那时红军穿的草鞋，蓑衣等，做工粗糙，
草鞋上还有碎碎的草绳，穿上一定很难受，和我们现在穿的
鞋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展出的还有那时的红旗：三角红
旗虽破破烂烂，但却无比鲜艳，看过后，让人全身都充满力
气。这当中还有一幅画，画中，毛主席穿着一身蓝色军装，
站在岩石上为战士们讲话，和蔼极了！

参观完后，我们又去了另一个展厅，展出的是佛教的唐卡，
唐卡上有着丰富多彩的画，每一个的笔迹都很细腻。有如来
佛祖、四手观音等，其中我最喜欢的有绿度母和白度母的画
像。绿度母全身呈翠绿色，很有特点。而白度母如同人间的
绝色美人，白皙的皮肤，清秀的面庞，非常美丽。

在我们内蒙古出土的文物就更令我感兴趣了。我最喜欢的有
两件，分别是“三素色熏炉“和”双耳瓶“。三素色熏香炉
的做工很精细，熏香炉像古代的房子，上面画着似龙非龙、
似蛇非蛇的浅绿色动物，旁边缠绕着桃花树枝，上面开满了
桃花，粉粉嫩嫩的，像小姑娘的脸蛋，特别可爱。

之后的美术馆，真令我大开眼界。展出的书法、画作和剪纸，
各有各的美丽，各有各的亮点，让人禁不住赞叹：“真美
啊！”。



这次参观博物馆，真是非常有意义！

博物馆观后感篇三

柳州市博物馆是一座拥有先进设施与现代化功能的综合性国
家级重点博物馆，也是柳州市标志性建筑之一。

从外观看去，博物馆采用花岗岩风暴石砌筑，典雅厚重，外
廊有21面浮雕，寓意21世纪的柳州和2100年的厚重历史，反
映柳州史前文明、民族民俗文化、现代文化等内容。馆藏各
类文物36000多件，以壮、瑶、苗、侗族民族民俗文物较为突
出；以西周云雷王纹青铜角形器、战国扁钟、汉代虎钮錞于、
铜镜和铜鼓以及明代大书法家董其昌、清“四王”、近汉代
的齐白石、张大千等书画为珍贵，许多馆藏文物颇具地方特
色，因其精美罕见而成为国之瑰宝。基本陈列有《柳州历史
文化陈列》、《柳州少数民族风情展》、《古代青铜陈列》、
《古代书画扇面陈列》、《古代陶瓷陈列》，向观众直观地
展示出柳州独具魅力的民族文化和悠久历史。

柳州又称龙城、壶城，她不仅山水秀美，更显人杰地灵，有
壮、侗、苗、瑶、仫佬、毛南、回、水、满、土家等多个少
数民族居住，民族风情浓郁，民族民间文化资源丰富，异彩
纷呈，这里是壮族歌仙刘三姐的故乡，是唐宗八大家之一的
柳宗元任职之地。壮族的歌、侗族的楼、苗族的节、瑶族的
舞，展示了柳州少数民族多姿多彩的文化生活。这座历史悠
久的文化名城，人文鼎盛。从远古人类留在白莲洞的足音，
到唐代俊伟柳宗元释奴办学的举措，至明清贤良惠及乡里的
恩泽，丰厚的文化积淀滋养着柳州人，并形成独具特色的柳
州文化，一如浩荡柳州江、千年流芳。 展览将柳州五万年的
悠久历史有机地贯穿起来，既突出重点，又纵览全局。通过
布景方式和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物实体，生动而详实地再现柳
州历史风貌，以经典的亮相展示古城风采，以经典的力量呼
唤文化传承，以经典的链环绵延古城文明。



展览中的文物，它们本身所呈现的或许只是人类漫长进化历
程中的一个片段，一个场景，然而它们却连缀成一段完整的
历史，让古城的过往生动地展现于后人眼前。

解读历史，是建设未来的另一种方式。我坚信，柳州先人给
我们创造和传承下来的优秀历史文化，将激励后人为建设更
加美好的龙城贡献更多的聪明才智。

博物馆观后感篇四

今天，我们利用生物课时间参观了我们学校的博物馆----生
命科学馆。由于参观时间有限，很遗憾我们只能够学习不到
两个小时。但是，博物馆中的每一个标本都让我为之深深地
震撼。因为生命之伟大，愈发的让我感觉到自身的渺小。

生命科学馆布置简介：

生命科学馆位于整个博物馆的三楼，内部另有三个副参观室，
分别为人体标本室，神经标本室，中药标本室。大厅内陈列
着各种仪器与动物标本。

大厅内的动物标本制作精美，体态优雅。有蛇，羚牛，鵟鸟，
当然还有昆虫类等等。当然，现代化的工具也使得我们的学
习变得如此的有趣。我们通过玻璃钟罩外的按钮来控细胞相
应部位的指示灯来使得我们快速的记住细胞的各个部位，如
叶绿体，高尔基体，液泡等等。

生命科学这门学科是由西方人提出并发展的，而且，这门学
科一经出现便与医学联系在一起，甚至可以它就是由医学所
衍生的一门学科。基于这种原因，又怀着对我国中医的好奇
和景仰的态度，我率先跑到中药参观室去了解中医的知识。

现代社会，西学东渐。中国本土的中医学离我们越来越遥远，
看病不再看中医，吃药不在吃中药。我们也不能辨别日常生



活中的草药，不能了解中草药的生活习性和药性。中药参观
室内的各种奇怪标本使我感到振奋，可很快我便沮丧了起来。
因为标本旁边的介绍只有寥寥几个字--中医药的学名。这虽
然使得我感觉到眼前的玻璃瓶内浸在药水标本与记忆中的某
些植物的影像重合，却依然不敢肯定二者是否是同一植物。
中药参观室内也有一些中医学的古籍善本，如本草纲目，雷
公炮炙论等。也有古中医名家雷公等人的雕像供人瞻仰。当
然，中药参观室，我学到的不仅是知识，还有更重要的----
医德：悬壶济世，医者父母心。 了解完中药参观室，我这种
非医学专业的人也开始向上苍祈祷：天佑我大中华中医学蓬
勃发展，悬壶济世。

虽然我还有对中药参观室的好奇，可是因为时间上的关系，
我不得不走进下一个目标：神经参观室。不过，虽然科学的
魅力巨大，神经参观室实在难以令人恭维。或许是心理上的
原因，看到那些神经标本，观感太差，我的心里隐隐不舒服
起来，有一种呕吐感产生。所以，我没在里边多做停留便离
开了。

在大厅内，我又看了看姿态优雅的动物标本，或许是受到刚
才的影响，觉得动物的尸体被制成标本很悲哀。可是想了想，
次来首要目的是学习，便走向了科学模拟的细胞前，操控着
各种指示灯，辨别细胞结构，了解细胞知识。过了一会，收
拾好心情走向下一个参观室人体参观室。

人体参观室的化学药水味道很浓，这是我的第一印象。不过
好在标本的样子不像上一个参观室那么恐怖。人体标本被制
成各种体育形态，掷铁饼，打篮球等等。当然还有其他动物
的标本，不再赘述。

自然与人，生命与健康是生命科学中一个永恒的主题，也是
人类生存与繁衍过程中一个

永无止境的课题，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生命科学



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是无法估量的。通过这次参观
活动，我感觉到课本上平面的图例变得立体形象起来，重温
了很多书本上的知识，也学习了很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收
获非常大，感触非常深。在此许下心愿：愿生命更加美好，
愿环境更加和谐，愿生命科学能够发展的更快、更强。

博物馆观后感篇五

我们八个人（黄天爱、郦丝箫、宋雨青、刘陆淇、李昊、毛
晔淳、周子红、叶哲宇），在星期六下午一点到学校门口集
合，一起出发前往上海电影博物馆参加小队活动。所有的成
员都到齐后，let’sgo!坐了14站56路公交汽车后，我们终于到
达了目的地：上海电影博物馆。一进去，我们就坐了乘到4楼
的电梯，在电梯的天花板上，有一个小小的屏幕，上面倒数
着：“5（伍），4（肆），3（叁），2（贰），1（壹）”。
当1结束的时候，电梯门就开了，刚一走出门，我们就进入
了“星光大道”，地上红色的感应灯就像红毯一样闪烁，在
两侧墙壁上有各种观众，记者的造型，闪光灯和欢呼声此起
彼伏，我们就好像真的当了一回电影明星！

再往里走，有一面长墙，上面都是有名电影明星，在墙边，
有展柜，里面都是这些明星的文物，让我们兴奋的是，我们
每个人都在墙上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人：成龙，蝴蝶……突然
我们被电影里独有的“咔”声所吸引，原来在一面景板墙边，
真的有人拍剧！一个穿着老上海旗袍的美女在门前渡着，而
这一幕却因为各种小的瑕疵，导演的不满意，而一遍一遍的
重新来过。我们不禁想到，原来拍电影也不是这么容易啊！
在金光灿灿的照耀下，我们看到了曾经上海拍摄电影场景的
模型，大家都纷纷和“不动”的人物拍照。向前走着，一幅
一幅的海报进入了我们的眼帘，原来百年发行放映展区透过
模型、广告及百余幅各个历史时期的海报，回顾发行放映的
百年历史，展示上海电影长盛不衰的文化魅力。我们的同学
总是发现一张张大家小时看过的电影，常常引起一声一声的
回忆，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回忆电影的场景。



不知不觉我们就逛完了一层楼，我们充满好奇的来到了3楼。
还在自动扶梯上的我，就听见同学们激动地叫声“葫芦
娃！”“黑猫警长！”“小蝌蚪找妈妈！”原来是一个个我
们小时候熟悉的人物造型。在这一楼里，仿佛是回顾我们小
时候的乐园。在这里，可以在荧幕板前体验自己的配音和电
影动作，同学们都争着、抢着听听自己在电影里的配音是否
和原著接近。听，是什么让大家都笑的那么开心？原来大家
在看加菲猫，大家笑的不只是加菲的滑稽的动作，而是上海
话版的加菲猫更引来大家的注意。我们还看了短片“梦之
船”，影片向我们介绍了上海电影长河的历史，让我们看到
了上海的成长。

来到二楼，这是一层体验楼，我们在此观摩影视作品的生产
创作流程，而且还看到了在工作室：有叔叔阿姨在“平板电
脑上”认真的画着动画。我们还看到了录音室等。那里还有
手摇放映机、各种演员的服饰。突然听到了庄严国歌的我们
急忙冲下1楼，哇，左边的一面柜子上大概有几百个奖杯吧，
在灯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辉煌。时间也在不经意间流
失，“咔嚓”八个少年的灿烂的笑容伴着“上海电影博物
馆”字迹，一个下午的活动结束。

通过这次活动，我们感悟了很多，原先一直很羡慕电影演员
在影片里，社会上的风华绝代，遭众人追捧。但是这次活动
中，我们第一次感觉到了原来拍电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要有自身的素质要求，还有一定的耐心，看起来很容易的一
条片子，都是经过上百次的演练铸就的，我们不能随意的说
一部影片的不好，因为他们也都是用心血做成的。上海电影
历史的发展，让我们见证了一个时代的改变，这更是让我们
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