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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这时候最关键的观后感不
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观后感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
优秀的观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
看吧。

红色娘子军观后感篇一

今天有幸再一次观看了影响数代人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
军》。在全新的红色文化视觉盛宴中梦回峥嵘岁月，在雨林
意象、万泉清波中激荡革命情怀。

中国芭蕾经典《红色娘子军》面世五十多年来香远益清且历
久弥新，其艺术魅力、创造力、生命力、感染力激励了无数
人。它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奋斗精神的同时，也
绽放出一朵中华民族芭蕾艺术之花的独特魅力；它是东西方
文化艺术成功融合的典范，也是中华芭蕾创作史上的里程碑。
它是我们的骄傲，如今已成为中央芭蕾舞团代代相传的一面
旗帜。

观看的过程中，我哭了好几次，为红军战士的死而难过，为
他们的精神而感动，为他们的战友情谊而激动、感叹，我的
心情，我无法以我浅薄的词汇准确生动的写出我真实的心情
和感悟，只能这样不停的重复，来粗略的表达，这部影片唤
醒了我小时候听到红军故事时的那种心情，重新激发了我对
红军战士最深的敬佩，他们曾是我心灵的偶像，现在也是，
以后也一直会是，不是崇拜某一个人，而是要铭记这种精神。



红色娘子军观后感篇二

贫农女儿吴琼花受到恶霸地主南霸天的残酷压迫，几次反抗
后，南霸天命人将她活活打死，昏死在地的琼花在电闪雷鸣
中惊醒过来，遇到化装成华侨富商的红军干部洪常青和通信
员小庞。琼花在他们的帮助下，决心走上革命道路。她来带
娘子军营地，要求参加娘子军队伍。洪常青认出琼花，连长
批准琼花入伍，并发给她一支枪，娘子军战士们决心打下椰
林寨、活捉南霸天。南霸天的公馆宾客满堂，正为南霸天做
寿。化装成华侨巨富的洪常青到来，南霸天见他气度不凡，
接到寿礼后对他更是深信不疑。夜深，琼花带领一名女战士
化装成丫头，潜入南府，准备里应外合捉住南霸天。但琼花
见到仇人分外愤怒，贸然行动致使南霸天漏网。连长严肃批
评了琼花并收回她的枪，让她深刻反省，琼花对自己的错误
悔恨不已。部队又与敌人展开了激烈战斗，但洪常青为掩护
主力不幸被俘，面对凶残的敌人，他宁死不屈，英勇就义。
琼花继任党代表，带领娘子军配合主力解放了椰林寨，击毙
了南霸天。

影片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海南红色娘子军的斗争业绩
为素材，围绕吴琼花从奴隶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经历，用
写实的手法突出反映了旧社会妇女在反抗和斗争中成长的典
型事例。影片很好的把握了女主人公吴琼花勇敢倔强、深沉
善良的性格，塑造了红军干部洪常青高大光辉的英雄形象，
具有较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该片获第一
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女演员奖、
最佳男配角奖;1964年第三届亚非电影节“万隆奖”;1995
年“中国电影世纪奖”。

红色娘子军观后感篇三

看了《红色娘子军》，有感于洪常青的信仰的力量，信仰正
义，所以他挽救了垂死的琼花，并在了解到南霸天的恶行后
决心铲除这个毒瘤，解救像琼花一样穷苦，屈辱的生活的人。



即便被南霸天一伙抓住，受到威逼利诱，也不会假以慈色，
对他来说革命的立场，革命的态度无可动摇，最后在烈火中
死去，而他的眼中不曾彷徨，他坚定的眼神是传达出他对革
命必将进行下去，并且最终胜利的信心。他是一位仁并富有
谋略，而且有信仰的战士。

故事的主角琼花不甘于被别人主宰自己的命运，选择了反抗。
在那个时代，等待他们这些人的无非是成为彻底堕落地主老
财的爪牙，欺压与自己一样受压迫的仆人，要不就是接受悲
惨的命运，生死命运由别人主宰。琼花是幸运的，她的反抗
不仅救了自己，也为想她一样的人解放增添了一份希望。常
青虽然牺牲了而琼花逐渐成长为一名有经验有信仰的革命战
士，革命之火不会熄灭，战斗还将继续，牺牲还会有，但像
琼花一样受压迫的人将会慢慢觉醒，加入革命的队伍，星星
之火可以燎原。

南霸天被赶走后，战士们和乡亲们一同庆祝的情景和琼花初
入伍被热烈欢迎的情景，那明丽的色彩和欢快的曲调，让我
感受到这是一支正义之师，这是一支为人民谋福祉的部队。
歌词中唱到“军民团结一家亲”，是啊，站在绝大多数人民
的利益和立场中的部队怎么会不胜利呢？最重要的是表演本
身，好精彩！

红色娘子军观后感篇四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部红色的电影《红色娘子军》。

这部电影讲的是吴琼花从一个普通农民成长为一个坚强的革
命战士的故事。贫农女儿吴琼花不堪忍受恶霸地主南霸天的
残酷压迫，决心逃出火坑，后来遇到红军干部洪常青，给她
指明了投奔红军走上革命之路的曲折经历。

最让我难忘的一幕是——洪常青牺牲之前大义凛然地宣
告“共产党员是不怕死的！”的壮烈场面。看到他在熊熊烈



火中昂然挺立着的高大的身影，我禁不住泪流满面。

最让我感动的是——在洪常青牺牲后，琼花和战友们化悲痛
为力量，不怕敌人的前堵后追，日夜在丛林中穿梭行军打仗。
渴了，就伏在溪边喝水；饿了，就吃点野果充饥。她们脚蹬
草鞋，身穿单薄的军装，天当被子，地当床，刮风下雨时，
大家就紧紧抱在一起。不管条件多么艰苦，她们的意志都始
终坚强如钢。

最让我激动的是——在激烈的战斗过程中，身边的战友们一
个个倒下，可娘子军却擦干眼泪，不屈不挠，继续与敌人进
行生死搏斗。最后，终于打死了罪大恶极的南霸天。

看到这里，我情不自禁地鼓起了掌来。革命浪潮一浪高过一
浪，娘子军接过烈士手中的红旗，迎着朝阳奋勇前进，为解
放全中国继续战斗。红色娘子军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深
深地打动了我。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啦，明天牛牛还会给大家带来新的故
事喔！

红色娘子军观后感篇五

七八岁的时候，看到《红色娘子军》，其中一幕，让我周身
一炸，三十年后再看，还有这效果。

祝希娟扮演的吴琼花，逃出南霸天牢狱，获得了自由，追着
娘子军的队伍，打算加入她们，女连长问她：“无产阶级
吗?”吴琼花不明觉厉，旁边的女战士提醒她：“有地没
有?”女伴替她答：“我也不知道有地没有，十岁就卖给人家
了!”连长首肯：“那当然是无产者了!行啦!”她们又问她，
为什么要参加娘子军，吴琼花一把拉开衣领，露出里面的累
累鞭痕，大声说：“造反，报仇!杀那些当官的，吃人的大肚
子!”七八岁的孩子，独自面对世界，正在强大的不安之中冲



撞，哪里受得了这种强大的安全感归属感宣言?周身一炸，是
因为知道她有着落了。三十年后还有同样的感受，是因为知
道了有着落之后的下落。

替她的着落担心，是因为她有种浓烈的美。编剧梁信写出来
的吴琼花，有个突出的特征，她有着“火辣辣的大眼睛”，
浓眉大眼的祝希娟因此入选。但那种美不只来自演员本身，
更多是角色赋予的，吴琼花一出现，就怀着浓烈的仇恨和希
望，她披荆斩棘、怒目圆睁、见佛杀佛，这强大的气场，让
她的缺陷也浓烈起来，她的莽撞、她与“知识”的绝缘，都
被这浓烈掩盖，酿成一种原始的、辣辣的美。何况，她还有
整个热带的景象作为背景：蝉声、水声、氤氲的雾气、大朵
的圆硕的花、有斑纹的兽与虫，红紫的果，还有灼人的日光。

五十年代后的红色文艺，常常有这种浓烈，浓烈到camp，浓
烈到cult。后来看到芭蕾舞版 《红色娘子军》的剧照，有一
张是吴清华(芭蕾舞版吴琼花的名字)在南霸天牢狱里的情景，
她浓眉怒目，挺身而立，双手举过头顶，被冰冷黑亮的铁链
捆着，紧身的红衣，很有布局地被撕裂了，又画上几道黑印
算作鞭痕，那张照片给我的震撼，丝毫不亚于三岛由纪夫看
到画作里受难的塞巴斯蒂安。还有连长斥责她时说的
话：“你再也不是一个野姑娘了!”天啊，这称呼!红色文艺
里那种“意识形态的性感”，虽然经过各种改装，被赋予各
种意义，反而更加浓烈。成为后世过度阐释的对象，简直一
点也不意外。

短发浓眉女子，从此成了我的固恋形象，她们是荒野里的母
亲和姐妹，等待归属，等待被收拢，在仇恨完成后被文明梳
理，在这个过程中，她们必然会以受难的姿态出现。《舞台
姐妹》里，谢芳扮演的竺春花，被捆在小镇的台子上示众，
脸上有污痕，大黑辫子已经毛了，有人走上前去，用一只大
碗，给她喂一点水。整个画面，或许是因为胶片久置的缘故，
颗粒度很粗，呈现出一种黄绿的色调，那形象，成了我许多
小说的源头。八十年代后，这种形象渐渐少了，所以我如获



至宝般地记住了一个名叫迟蓬的女演员，她眉眼浓郁，她的
成名作，仅仅是片名，就让我想多了：《野妈妈》。

短发浓眉女子，不仅仅是我的固恋，也是1949年后整个时代
的固恋。作家娄军曾说，共和国成立后，“城市的功能受到
抑制……作为革命象征的土地和农民被突出出来”，女性形
象开始改变，她们的面容，是“革命历史的描述与未来梦想
的演说……她们的美丽是全部面向公共空间的”。

她们总是在一个固定的叙事框架里担任角色：觉醒之后，又
让别人觉醒，既被调教也调教别人，总之，她们总是比男人
先进步。但你总是替觉醒了的她担心，因为整个时代未必容
得下觉醒升级后的她们，组织就在此时出现，负责接盘，让
她们有地方投奔，让她们进入新时代。 短发浓眉的女子们，
和她们的觉醒，给我们提供了强大的代入可能。

尽管那或许是错觉。1961年评选“22大明星”，上官云珠和
谢芳，都是在极为险峻的情况下入选，两个银幕上的短发浓
眉女子(上官云珠曾在《南岛风云》中扮演护士长符若华)，
现实中的真身，依然要对男性和整个时代有所托赖。

但我也总是会被那个场景蛊惑：她们在牢房或者示众的台子
上，怒目圆睁，狠狠地向着劝说的人吐出一口口水，那是野
性未驯时代的性感，是此起彼伏的动荡时代的诗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