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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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观后感的
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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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道沧桑观后感篇一

晴空，碧野，大道。大道一旁，有一棵老槐树。不知何人种
于何时，只听老辈的人说：它大概几百岁了，或是上千岁，
总之很老了罢。它依旧在那里，不喜不悲，不温不怒，不言
不语。静静的生长在那里。它看着天地间的风云变幻，见正
着生老病死，悲欢离合。树下凸出的老根，那是生命之始。

树梢上，有麻雀儿、黄莺儿、喜鹊、知了等一些鸟儿和一些
小动物的痕迹，它们只是这里的过客，来了走了，来了走了。
大道上南来北往的人们，有白发的老人，又天真的顽童，有
精壮的青年，有妙龄的少女，有衣衫褴褛的乞丐，有衣冠楚
楚的官员，有普通的平民。不知过了许久，老人也许去了天
国，顽童也许成了少年，青年也许头发半白，少女却应当是
已为人妇。

怕是老了，竟然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它说它只记得一旁的
那株桃树，开了又谢谢了又开，树下的草绿了又黄黄了又绿。

他静静的坐在树下的石凳上，眼睛一眨不眨的看着它那饱经
风霜的容颜。忽然间他感觉到他似乎听懂了，树再说话。他
倾听着，用心灵交谈着。他听着它的故事，渐渐地入了迷，
原来它是在等，等一句誓言，等一个承诺，等……一个前世



约定的人，佛告诉过它：“那人一定会从这里路过。”

春天暖了，它那有些苍老的枝干上，闪烁着崭新的碧绿与爽
朗的笑。他依旧在树下，那崭新的碧绿，不正是生命之所在
吗？凤凰涅槃，那正是一种永恒的重生。

夏天热了，他依旧在树下，微风拂过树梢，那是激情的风，
郁郁葱葱的墨绿，正如青春般火热，怎痴狂一词了得，却抛
去几分天真。

秋天凉了，他依旧在树下，泛黄的叶子一片片划过他的手掌，
那是一页一页，一片一片，心里的记忆。他捕捉不到泛黄的
回忆，他怕会伴着年轮干枯去。上面有风的痕迹。

冬天冷了，他依旧在树下，雪落下，怎样才可以，将这些美
丽的雪花藏起，怕是来不及。

他走了，身后雪地里留下深深的脚窝，原来他在她的心里。
梦，固然遥远，心却不曾停息。

正道沧桑观后感篇二

近期单位组织全体党员及职工观看了反腐《人间正道》这部
影片，我看过了这部反腐影片后不禁感慨万千，起到了警钟
长鸣的效果。

《人间正道》是一部反腐倡廉的好影片。影片讲述了1942年
的秋天，国民党军队加强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和经济封锁，
中共中央决定开展大生产运动，并同时加强税收工作，来粉
碎敌人的封锁。毛主席选派老红军肖怀忠担任延安贸易税务
局局长，在战场上，肖怀忠战功卓著、满身伤疤，甚至曾因
掩护毛主席而被炸弹弹片炸伤；然而在征税过程中，肖怀忠
禁不住金钱和女色的诱惑，由一名清正廉洁、工作成绩突出
的优秀共产党员及税务干部，沦为了罪大恶极的贪污犯，最



终被判死刑的下场。这充分展示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反
腐倡廉的决心。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顿时感觉到自身的胆子又重了，时刻提
醒自己，要做一名值得大家称赞的好职工。

班后的学习、生活、为人、处事等诸多方面都具有潜移默化
的熏陶作用，会直接地影响到身边人的身心发展。只有自身
廉洁，才具备道德上的感召力，才能深刻影响到身边人的道
德情感和精神世界，使我们在敬仰毛主席的伟大决策中，默
默地产生着思想和行为的自我激励、自我修养和自我改造。
相反，如果自身言行不检点，做事粗糙，责任心不强，则会
对身边人产生较大的负面作用，这样的事情一定不能发生，
警钟长鸣。

再次，要做一个有爱心的职工。牢记自己职工敬业的职
责，“关心爱护自己的家人是本能，而关心帮助他人是神圣
的！”因为共产党员的付出“在性质上是一种只讲付出不记
回报的、无私的、广泛的且没有血缘关系的乐于助人的精神，
在原则上是一种严慈相济的爱。这种爱是神圣的。因此，党
员道德素质比党员文化素质更为重要。反腐倡廉工作是一项
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不断创新，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
际行动上，都需要每个人认真去执行有关的法律法规。加强
反腐倡廉需要完善廉正建设制度，将责任、压力、措施进一
步到位，只要每个人都从思想上树立反对腐败，提倡廉洁的
思想，以进步的思想来指导自身的行动，这项工作一定会取
得胜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以此为警钟，牢记"勿以善小而
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思想。观看反腐影片《人间正道》
后，我们这些党员都为影片里毛主席的反腐败的决心和力度
所感动。相信这部影片会触动大家的心灵，都会努力争做一
名廉洁自律的好职工。



正道沧桑观后感篇三

上午组织全队党员干部观看教育影片《人间正道》。这部电
影讲述的是1942年秋，国民党军队加强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军
事和经济封锁，中共中央决定开展大生产运动，同时加强税
收工作，以粉碎敌人的封锁。毛泽东选派老红军肖怀忠担任
延安贸易税务局局长。在战场上，肖怀忠战功卓著、满身伤
疤，甚至曾因掩护毛泽东而被炸弹炸伤；然而在征税过程中，
肖怀忠禁不住女色和金钱的诱惑，由一名清正廉洁、工作成
绩突出的优秀税务干部沦为了罪大恶极的贪污犯。

影片中，肖怀忠因贪污受贿而犯罪，而在战场上功绩累累。
在法律和情感、个人利益和群众利益的天平上，毛主席严肃
指出：战争时期的腐败，最直接的会使我们输掉这场战争；
和平时期的腐败，最直接的是会使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彻底
垮台。应同腐败问题做坚决的斗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为什么那么多官员倒在权、钱、色的诱惑下，理想信念的动
摇是最危险的动摇，思想道德的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如果
一个党的多数党员的理想信念偏离了，动摇了，缺失了，这
个党是很危险的。

胡锦涛以前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持续高尚的精神追
求和道德情操，坚持严于律己、清正廉洁，老老实实做人、
干干净净做事，时刻警惕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坚决同
一切腐败行为作斗争，用实际行动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真正
做到为民、务实、清廉。”

贪官们的堕落，多半是从“失德”或“缺德”开始的，虽然
他们在为人之始、为官之初也注重一个“德”字，但最终因为
“失德”或“缺德”，经不起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最
终走上了腐败堕落的不归路。

“物必自腐而后虫生”。对领导干部来讲，不仅仅要“立德



修身”，更要注重讲党性。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
调整时期，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了
新的要求，也对每一位党员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务必始终坚定理想信念，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经受住执政的考验、改革开
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外部环境的考验，永葆共产党
人的本色；始终坚持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不断加强党
性修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锻炼意志品质，提高精神境界，持续高尚的道德情操，自觉
做到“时刻警惕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

然而，“战斗英雄”却最终落入法网，这又是怎样深刻的讽
刺一个在战场上视死如归的人，却轻易的倒在了没有硝烟战
火的征税路上，一个人们眼中的“英雄”，却经不起金钱、
美色的诱惑。一个人如果不能够从内心深处对权力真正的敬
畏，对诱惑真正的拒绝，对利益真正的正视，那么，是很容
易走入歧路，很容易走进极端，很容易毁掉一生的。

法网之大，不遗违法乱纪之漏；正义之彰，不驱阴暗黑幕不
止。“智者见利而思难，暗者见利而忘患”，古人早给我们
上了“利欲”之课。前车可鉴，何为利，何为患，利患之间
当如何取舍，权力观当如何摆正，领导干部的廉风如何真正
弘扬，气节如何真正持续，灵魂如何真正净洁，这实在是值
得经常思考的话题。

正道沧桑观后感篇四

目前央视8频道及一些省台正在热播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
桑》，各种媒体也在热炒这部电视剧，就忍不住观看了几集。
它所描写的就是以几个家庭为背景的1949年前的中国共产党
党史，或者说是1924-1949国共两党的残酷斗争史。其中主线
是杨立仁()、杨立青(共产党)兄弟俩互相残杀的历史，或者
说是广州黄埔军校中的两党互相残杀的历史。这样来编故事，
确实有相当深刻的涵义：这段历史其实就是俩兄弟互相残杀



的故事，或者说是中国人分成两个集团(党派)互相残杀的历
史。

难道这就是"人间正道"?我们不知道代表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
代表的共产主义到底哪个算是真理?难道为了一个什么主义就
可以互相残杀?如果为了一个什么主义，人们就可以互相残杀，
那可以肯定的是这绝对是个邪恶的主义!一个不把尊重生命当
回事的主义，一个根本不懂基本人权的主义，真值得中国人
去信仰?问题就在于就是有那么多的中国人会信仰这种靠杀戮
掌握政权的主义，所以中国人信仰这两种主义只是文化的表
像，而骨子里依然是中国数千年文化传统的延续：胜者为王，
败者为寇。

我们不清楚在国共两党互相残杀的几十年间，到底有多少中
国人的生命被摧残、被毁灭?据有关的历史估计，所谓"消灭
八百万蒋匪军"之类，加上共产党的近千万烈士……应决不少
于数千万吧!其中和的确应该承担相当的责任!不过，难道共
产党及其领导人就可以轻松面对?中国人(主要是这两党)为什
么至今都还没有一丝的忏悔之意?甚至还在那里宣扬这种兄弟
相残的战绩，把许多非常残酷的国人相杀场面放在青少年们
的面前，培养他们从小就要痛恨大人告诉他们的'阶级"敌
人",培养一种可怕的阶级仇恨!

正道沧桑观后感篇五

《人间正道是沧桑》这部电视剧，告诉我们黄埔精神的核心
是爱国爱民，爱国主义是一种伟大的情怀。所有的中国人都
应该是爱国的，所以我们相信，海峡两岸既然都是中国人，
黄皮肤、黑眼睛、方块字、诗经、史记早已将我们连在一起，
所以历史上国共两党曾经两度握手、共克时艰，相信有一天，
国共两党会第三次握手，因为一种精神早已融入我们的血液
之中，有一个声音总在呼唤，那就是“到黄埔去！”



我多次被剧中的师生情、同学情所感动，“钢刀是钢刀，同
学是同学！”这是范希亮在毕业聚会上的箴言，黄埔军校继
承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尊师重教的优良作风。瞿恩是一名
好老师，他充满理想、充满智慧、充满大爱；剧中还有一位
不知名的教官，近乎苛刻地要求学员。黄埔军校有许多这样
的老师，他们严格执教，以身作则，在他们的带领下，黄埔
学子怎能不成为有用之才。而黄埔学子的同学之情，在观看
这部电视剧之前，我早已感受到。在我的家乡陕西宁强，曾
经有人就读于黄埔军校，我的祖父是其中一位，祖父在世时，
常有一些老人来到家中，他们都是爷爷的黄埔校友。他们虽
然不是同一级，或许还是不同分校的，但是他们都以同学相
称，他们在一起的那种亲切让人感动。所以，我见到这些老
人，都觉得跟爷爷一样亲切，现在他们大都离开人世，我依
然时常想念他们，祝福他们。

在《人间正道是沧桑》中，杨立青、范希亮虽然在不同的阵
营，但是他们感情让我们深深感动。亲爱精诚，同学始终是
同学，黄埔校友习惯以同学相称，无论是那一届毕业、无论
是大陆台湾，黄埔学子始终都是同学，同学情常在。黄埔后
代之间也有一种天然的纽带，只要得知彼此都是黄埔后代，
就会一下子亲近起来，我遇到的每一个黄埔后代莫不如此，
我们共同谈起先辈的荣光，共同叹息、共同微笑。因为有黄
埔同学的情意在，所以黄埔后代的情意在。黄埔同学虽然有
一天会全部离开人世，但是黄埔后代的血脉里始终流淌着黄
埔的颜色，黄埔精神必将永存。

毛泽东在诗中写过“人间正道是沧桑”，人间正道是什么，
人间正道就是中山先生所说的“要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
一生一世，都不存在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
事业。”因为我们是黄埔后代，所以我们必须记住自己作为
一个中华民族子孙的责任，我们有责任发扬黄埔精神、致力
振兴中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