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教案中秋节反思(汇总6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观后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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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准备的观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霸王别姬观后感篇一

《霸王别姬》所展现的是一个时间跨度比较大，关于在某种
环境里人性的张扬的一部电影。而艺术批评的任务，就是到
作品中去发现、命名这样的人性概念。《霸王别姬》的艺术
成功之处就是对于扑朔迷离的的人性的独特的把握。有谁知
道人性是什么?孔子曰性相近，承认有人性，但未说人性是什
么;孟子说人性善，荀子说人性恶，告子说无所谓善恶，又说
食色性也，等等。

中国的圣哲前贤们大都从社会伦理角度阐发人性。文艺复兴
后的欧洲资产阶级则把人性看作感性欲望、理性、自由、平
等、博爱等等，他们大都从人的本质存在、天然权利等角度
来阐发人性，起因则在于反对封建制度对个性的束缚。而在
电影里人性是一种最原始的出污泥而不染的品性，而社会也
往往因为它的某种原因而“成就”某种人性，尽管我们常说
那仅仅是艺术的，可是艺术来源于生活。原先的小豆子成了
程蝶衣，是因为他有了一种对现有身份的认同。小豆子“本
是男儿郎”，在戏里却要做“女娇娥”，这种性格与行为的
扭曲，造就了一个独特的程蝶衣。

在戏里“她”娇柔百态，俨然就是一个女儿身，那一颦一笑
一言一行的无限风情，无不透出一个假虞姬的真性情。在戏
外所谓的“不成魔不成活”是他的戏在人性里的根植，他没
有忘记自己的虞姬身份，同时也深深的把从小所依赖的大师
兄，也就是现在的段小楼，真切的比作霸王。可以这么说在



程蝶衣看来，人生即是戏，而戏即为人生。因此我们可以看
到许多程蝶衣荒诞的举止与行为，因为他已不仅仅是入戏太
深那么简单了，在他的骨子里有一种对人性的重新解读，这
种解读的误区不仅仅是存在于他本身，而更多的是这个社会
对他的人性的误区解读，以至于到最后当程蝶衣感觉到无法
再做他的虞姬的时候，影片为程蝶衣选择了一个比较艺术化
的结局，那就是保持他的纯真人性让他的生命嘎然而止。

人生如戏，有过一份感触，我们就会更加珍惜。

霸王别姬观后感篇二

《霸王别姬》是陈凯歌导演的一部经典影片,故事开始于一个
动荡的年代里。下面是本站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霸王别姬》
观后感500字,供大家阅读!

小豆子和小石头长大成角后艺名为程碟衣和段小楼。打小小
豆子就对小石头有了感情，后来愈演愈烈，只是蝶衣一直藏
在心中，而小楼也没留意到。最懂蝶衣的人是袁世卿，他赞
叹蝶衣演的虞姬已经雌雄不分了，他对蝶衣有着红颜知己的
感觉。

菊仙，段小楼的妻子，剧中的一个悲情人物，在文革时期，
当段小楼被当做众矢之的的时候，他为了明哲保身，说出不
爱她，和她划清界限。最后，菊仙穿着出嫁时的服装，上吊
自杀了。

袁世卿，懂戏。他头一次看见蝶衣演的虞姬就深深爱上了他，
后来曾几次邀蝶衣去他家中，给了蝶衣一把真剑。蝶衣最后
所演的虞姬和他自己就是死在这把剑下。

围绕着京戏的沉沉浮浮，蝶衣的情感流露，菊仙的一心付出，
小楼最初的霸气与放荡不羁，及后来的低声下气和最后的尊



严尽失，只剩下一张人皮。霸王不在，虞姬已死，结局同片
名一样，最终的戏还是那出霸王别姬。沧桑与逝去，不变的
感情。

从一部戏讲出了人生，以人生入戏，戏如人生。

在结尾处，蝶衣拔剑自刎，小楼转头那句：蝶衣，小豆子。
看来他还是喜欢小豆子多些，那些小时候的点点滴滴，一起
挨打，一起暖被子，一起训练，一起唱戏。那样的人生，那
样的精彩，那样的难忘。

这两天学了《京剧》这一课，京剧被介绍的淋漓尽致，作为
课外补充，我决定看一场戏。

其实对我来说，戏曲并不怎么有魅力，在幼小孩童的感知里
不过是又烦又噪，吚吚呀呀的难听死了。我烦那踱来踱去的
步子，那断断续续若干分钟才能唱完的歌词，那浓装重抹的
面饰——而今天，已经六年级的学生，深为过去的看法而感
觉到羞愧。我要重新在这，认认真真的看一出戏。

是啊，他那……不，不如说“她”那嗓音十分好听，圆润优
雅，听起来似乎辽远而逼近，又柔和而铿锵。“她”将这感
人的画面演出的惟妙惟肖。或许这就是中国的艺术吧!是成为
国粹的原因吧!是外国人都为之敬佩的原因吧!

八年了，我从没有仔细的听过一场完整的戏曲。今天，我静
静的倾听，认真的品味国剧的美。这是一门中国及至全世界
都闻名的艺术精品，我们都应该为自己的国家有这样的国粹
而感动骄傲。

"虞姬死了，呈蝶衣死了，张国荣死了。戏里戏外，真真假假，
可是，结果都一样"

这是中国电影的巅峰，得到过多少奖已经无所谓了



真的很经典，1992 年啊、当时没有互联网，大陆只有少数人
见证了这部禁片的辉煌。

多少年过去了 就如同末代皇帝，现在看来还是很震撼，

我是在看过《梅兰芳》以后才看，因为很多人拿他和《霸王
别姬》比较

今天看来真的是比不起来

也许是文革那段比较震撼。很深刻，我是80后看的时候很难
受的

看完以后我如饥似渴的看影评，已经夜裡十二点多了可是相
当亢奋，要是没有《梅兰芳》我还不知道多久以后才看到这
部精彩的电影，可是它的悲剧 如一篇评论道“虞姬死了，呈
蝶衣死了，张国荣死了。戏里戏外，真真假假，可是，结果
都一样”

成也是戏败也是戏，一辈子就演一个人 可最后。那就是你的
命。

没看《霸王别姬》这部部电影之前，就其片名《霸王别姬》
给我的直观感觉来说，我推测它肯定是场血雨腥风、狼火硝
烟、马革裹尸的豪壮场景，看完之后，它果然是场视觉盛宴。
不管是从布景、影像语言还是故事结构上都给了我极大的满
足;但我没有从中找到我所期盼中的那个悲壮的场面。它只是
以西楚霸王项羽兵败垓下的故事情节为引子，或者说为线索，
串连起另一个也很悲壮的故事。虽说也很悲壮，但或许我们对
《霸王别姬》的印象太过于完美了吧?其它形式的悲情剧始终
难却难以企及它的高度，难以取代它在我们心目中的高大形
象!

影片《霸王别姬》中的故事讲的是：旧社会里的两个戏园子



里的小孩经历千辛万苦，并最终成为名角儿的故事。他们和
项羽一样，生逢乱世，也为了自己的“霸业”拼命闯荡，但
他们和项羽在两个不同的领域，似乎被项羽的高大形象掩盖
了他们俩，没有真正的西楚霸王光辉。其中的一角段小楼(小
石头)，没有项羽“霸”的地道，程蝶衣(小豆子)也没有虞
姬“柔情”的彻底。但两个故事都较宣明地体现出了匹夫之
勇。项羽就不用说了，他目有重瞳，力能扛鼎;据《史记》记
载：他身高八尺有余，手持楚戟，身披乌金甲，胯下乌骓马。
他自诩：西楚霸王，力拔山兮气盖世......还曰：“吾自起
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挡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
北!”在古代不光是项羽，关二爷关云长是如此，黑旋风李逵
更是如此。故事中段小楼虽然只是戏扮西楚霸王，但他似乎
真把自己当霸王了，不但无视权贵袁四爷，还狂言：“共产
党来了也照打.......”这风格岂不是西楚霸王的影子么?同
样的争强好胜，像拼命三郎石秀一样，处处拼命。

再赘述一点儿，关于中国古代匹夫之勇的起源，现实生活中
还有一个很好的实例。那就是“我”字，“我”的原始意义
就是一件兵器，这种兵器据考是用来砍马腿的，其形状就
像“我”字的左半部分，把我字拆开看，左边就是兵
器“我”的形状，右边就是个兵器戈，怎么讲呢?就是说在古
代人们作战时，有人非常勇猛，能够双手持兵器，左手持我，
右手持戈，上砍人头，下砍马腿，冲向前时大喊一声：“我
来也!”这个“我”就是专门用来砍马腿的;这个“我”字后
来逐渐被当做第一人称代词了。看来在造字之初，匹夫之勇
就已经很盛行了，而且在当时，应该还是比较鼓励的。

逞匹夫之勇，图一时之快，是万万不可取的。程蝶衣在接受
国民党审判时就是图一时之快，害己害人，何必呢?这部影片
当中，处处可以看到西楚霸王的影子。

霸气能霸多久?要看人民的态度。项羽一生杀人无数，不得民
心，故其必败!故事中涉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荷国民党反动
统治，结果日本呢?和项羽一样只霸了八年，国民党更沉不住



气，结束的更快，三年就没了!很明显，是这部影片在告诉我
们一个道理：人不敢从呈匹夫之勇，图一时之快;古人训：小
不忍则乱大谋，一失足成千古恨!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因自己
逞能而是自己后悔自责的事。只是或大或小而已。当然生活
不是彩排，走得不好还可以重头再来，像项羽这样的错事不
可能回头的!

再回到影片本身来看，其中的好些东西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比如说：小豆子的妈妈为了让他能够学戏，将他的第六指生
生剁掉，戏园里的师傅变态地惩罚弟子们，令他们头顶水盆
跪在冰天雪地里，师兄用烟斗捅师弟的嘴巴等等。让人觉得
惨不忍睹。还有哦共产党不适合的文化政策。当然我们不敢
说这是谁个人的错，这是一个时代的错，一段历史的悲哀!我
们只能铭记教训，不敢再犯错。

再说虞姬这个弱女子，在最后竟也逞强，拔剑自刎。千年的
末路英雄的悲壮被重新安排到了现代人的身上，重现当年的
壮烈。有人说：“还有什么话要说，还有什么泪要流，道不
尽的思绪飘荡在蝶花共舞间.......”还有人说这部影片，气
势恢宏，雅俗共赏，将历史的动荡起伏和个人的命运结合起
来，以中国传统的京剧为支架，用紧凑细腻又富有张力的画
面征服了观众，艺术上有很高成就。的确是这样的，艺术源
于生活、反映生活，我们可以从中找到我们自己的影子，可
以对号入座，能够使我们从心底为之折服。

经历一系列的生活的洗礼，通过学校知识的学习，我们应该
长大了。我在平日总要求自己做到平静，要微笑着面对一切，
即使内心在是铁那冰河般的汹涌，再有万般愤怒苦闷，也必
须的拼命地先忍下来。我不敢再逞能、不敢再冲动，对不能
如愿的事物，我选择无奈和认命。



霸王别姬观后感篇三

《霸王别姬》一片感情强烈，情节曲折，充满生生死死的戏
剧冲突，并邀请几位大明星主演，具备充分的商业元素，但
同时，却蕴含深刻的文化内涵，被认为“通俗中见斑斓，曲
高而和者众”。国际影评联盟评委认为：“《霸王别姬》一
片深刻挖掘中国文化历史及人性、影像华丽、剧情细腻”。
影片用中国文化积淀最深厚的京剧艺术及其艺人的生活，有
着人性的思考和人生存状态的表述，更通过几十年的时事风
云，透射出一股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思考。片中人物的人生
经历犹如“戏梦人生”。本片通过三位主人公的同性恋和异
性恋的矛盾，把他们的命运和历史背景融合到一起，展现出
他们情感上的纠缠和交葛。蝶衣从小依赖师兄小楼，这种依
赖演变为一种爱情，但是小楼回对待他的感情却显得暧昧和
模糊。而小楼和菊仙的异性恋，也是菊仙更为明显。小楼始
终是一个模糊的状态，也许是因为害怕，然而这种矛盾还是
以生命的终结画上了悲剧性的色彩。

从影片中看来，段对程的情充其量不过是一般的同门师兄弟
之间的情谊，并无特殊之处。我想，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段
和程从小到大，相儒以沫，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即使是段
没有一丝一毫的同性恋倾向，也该有剪不断，理还乱的怜悯
之心啊!更何况，一个巴掌拍不响，如果他对程从未流露出一
丝一毫的爱慕之意，始终只是程一个人自作多情，那么这出
戏也许早就唱不下去了。退一万步来说，即使是表现同性恋
题材，如果影片能够展现更加丰富多彩的人物个性，戏剧冲
突一定会更加多样化，并富有更强的生命力和感染力。

《霸王别姬》反映的是中国史上一个灾难深重的时代。也许
是因为时间跨度太大，有些事情似乎没有办法深入写下去，
许多重要情节没有能够深入地开掘，好似蜻蜓点水，走马观
花。这是这一类题材很容易有的通病，不过也不是不可避免
的，处理得好，还可以获得得天独厚的效果。



霸王别姬观后感篇四

电影《霸王别姬》对主人公蝶衣的内心成长和感情转变的描
写极为细腻。我在为蝶衣的命运哀叹时，却也发现他被那个
时代捉弄的必然性。他不仅是一个妓女的私生子，还是一个
天生有六根手指的“怪胎”。他被母亲无情地砍掉一根指头
并且遗弃。他在戏班里受着非人的训练，过着艰苦的生活，
看着同门师兄弟自杀。除了他的师哥，在他的童年里几乎是
没有温暖的。一直长到少年，蝶衣依然无法放下男子汉的尊
严，进入戏中女子的角色。这让他承受着来自师傅和师兄弟
的重重压力。他终于出走，却在外面的世界感受到了京剧的
真正魅力。他从戏班出走后又回去正是一个从被动学戏到主
动学戏的转折。而师兄用烟杆搅破他的嘴巴，正是他彻底放
下男子汉尊严的催化剂。他对《霸王别姬》这个故事的喜爱，
他对虞姬这个角色的热衷和他对师兄的依恋让他渐渐地融入
了虞姬这个角色，分不清了戏里戏外，分不清了是男是女。

是命运让他爱上了他的师兄;是命运让这场爱注定悲剧。师兄
是有自己喜欢的女人的。蝶衣身为男儿身又伤心，又恼怒。
可是他却发现自己连伤心恼怒的资格都没有，因为他是男儿
身。他寂寞，他堕落，他吸毒，他恨他的师兄;他为救师兄为
日本人唱戏，他为唱戏辛苦戒毒。即使在人生最鼎盛的时期，
他却也是生活在这感情的纠葛中，这内心无边的孤寂中。我
记得，他在戒毒时嘴里喃喃喊着“妈妈，我冷”。这一
个“冷”字，正道出了世态炎凉，人情淡薄;正道出了他对温
暖的渴望，他对爱的渴望。他的师兄揭发了他，他也揭发了
他的师兄。我起初是生气，气他们如此不讲兄弟义气，害惨
了彼此，还害死了师兄的妻子。可是我气过之后，却又叹他
们的无奈。难道他们不互相揭发，别人就会放过他们吗?他们
是被那个时代认定有罪的。他们的相互揭发也许是为了自保，
也许是他们对人生的妥协，对自己的解嘲。

霸王别姬观后感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

青楼女子的儿子，注定不可能在母亲身边长大，小小年纪的
他被母亲送到戏班师傅那里想学唱戏求条生路。可是舞台这
种对身形态势要求这么高的地方，怎么容得下一个六指的孩
子。为了他能活下去，母亲砍下了他的小指。

这个名为小豆子的男孩从此开始了一段新的人生。戏班的训
练生活艰苦乏味，尤其是在战乱的年代。师哥的出现和关怀
给了新来的小豆子莫大的安慰和温暖。渐渐的，他也有了很
多好伙伴。小石头的梦想就是成为“角儿”——然后吃很多
很多的糖葫芦。这样一个看起来有点可笑的梦想，在那样一
个封闭**食不果腹的环境下，从一个孩子嘴里说出来，剩下
的只有辛酸。最终，小石头拉着小豆子偷偷跑出去，吃糖葫
芦，听“角儿”唱戏。然而违反纪律的后果是惨痛的，被师
傅抓住后，小豆子主动站出来承受责罚，小石头却满脸泪花
地把怀里揣着的一堆糖葫芦塞到嘴里，然后选择了上吊。

死人这种事情放在哪里气氛都是沉重的，即使是在戏班子里
也是一样的。不过兵荒马乱的年代，又是在那个年代被蔑视
的行当，谁会一直记着这件事呢?这算是一个伏笔吧，在小豆
子变成了程蝶衣，演出入场前对街上卖糖葫芦的人投去的看
似无意，实则满是回忆和难言的感情的一眼，和这里形成呼
应。十几年过去，太多都已改变，而那个孩子没能活到现在。

小豆子长得清秀，被安排唱旦角。男怕夜奔，女怕思凡，一
曲思凡，意想不到却又是必然的转折，给小豆子的人生产生
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从“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
到“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与其说是终于唱对了
戏词，不如说是一种心态的改变和对唱戏全部地投入。人戏
不分。

再后来，小豆子就成了名角程蝶衣，和师哥段小楼的“霸王
别姬”，成为京城里名气最高的场子。



不管是哪个时候，程蝶衣都爱着他的师哥，童年的依恋和安
全感慢慢演化成了一种微妙而无比深切的感情。

“说好的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
算一辈子!”

然而段小楼和青楼女子菊仙相爱并结婚。程蝶衣的感情经历
了从愤怒到抵抗到无奈的复杂历程，又值日寇的侵略进一步
加深，学生游行，局势更加**。

后来，段小楼被日本人抓走，菊仙为救段小楼前来找程蝶衣。
一方面，即使有过失望和愤怒，但在程蝶衣心里其实一直深
爱着段小楼，另一方面，在程蝶衣眼里其实是只有戏的，所
以当日本军官邀请他去演唱昆曲牡丹亭的时候，他欣然赴约。

虞姬是真虞姬，可是段小楼显然并不是戏中的霸王。当段小
楼被救出，蝶衣急忙迎上去时，换来的却是段小楼的唾弃。
段小楼挽起菊仙走了，剩下蝶衣一个人面对日军嘶吼着的笛
鸣。

时势造就命运，这个故事大概注定要以悲剧结尾。在建国后
的那场大规模运动中，段小楼早就不是小时候那个敢作敢当
冲在前的师哥，为了生存，他把曾经在戏班子板砖拍头的绝
技用来忏悔，“揭发”上一秒还在执着地为他画霸王妆的程
蝶衣是“敌人”。最终，兄弟反目，菊仙自缢，蝶衣小时候
捡到的弃婴“小四”长大了，成为了批斗蝶衣的主力之一。

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坠楼人。

所有的大梦最终都醒了。“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
娥。”虞姬终于从戏中走出来了吗?也许是，也许不是，但他
选择了真的自刎来结束这场或许荒诞不经却又实实在在真真
正正发生了的沉甸甸的梦，时代之梦。



霸王别姬观后感篇五

“为戏一身满带伤，男儿扮作女儿妆。三言道尽成名短，万
语难书苦难长。”《霸王别姬》中的程蝶衣，人如其名般浪
漫。我见他风华绝代，我赞他痴戏如命，我慕他万众簇拥，
我也知他背后的苦难经历。他的经历告诉我：人，得自个儿
成全自个儿。

程蝶衣――那个人们心中永远的“真虞姬”，终是逃不开命
运的捉弄，在那个时代中悲惨落幕。他的一生是耀眼的，是
深情的，更是苦难的。出生低微，母亲是妓女，而他又天生
六指，被母亲狠心剁下送去戏班里，开始了艰苦的学艺生活。
但，应了戏中他的师傅所言，“人，得自个儿成全自个儿”。
在饥寒贫困的条件下，他所有的盼头都凝聚在想成角
儿。“要想人前显贵，就得人后受罪。”在寒风中三伏三九
的拉练劈腿，稍有差池就被师傅的板子打得血肉模糊，更甚
的是被那老太监羞辱。好在，经历了那么多苦难后，他终于
成角了，他终于，成全了自己。

“人，得自个儿成全自个儿。"这是《霸王别姬》里师父对众
人的训诫，却似乎也是对我们每一个逐梦路上人的训诫。

前路是迷途，谁也无法探测究竟有怎样的骇浪在等待着。踏
着荆棘，冒着风雪，义无反顾或许是难了些，因为一个人经
受着总偶尔会存些后悔在心，也因此渴求“贵人”相助。但，
谁又能伴你一路，帮你一路?被安排好的路你又走得安稳吗?
离开了帮扶之后，你又该怎么去面对?人活一世，终是只有自
己，才能成全自己。

在《哪吒之魔童降生》里，“我命由我不由天”，是哪吒对
于命运的抉择;激昂的《命运交响曲》，是贝多芬对于命运的
反抗;人类和宇宙的每一次相遇，是霍金对于命运的搏击。社
会前进的最强动力永远来源于敢于与命运背水一战的人，亦
是敢于成全自己的疯狂与热爱的人。



当下，高三的我们，命运的战书披着高考的外衣，就这样摊
在我们眼前。给自己一份坚强，给自己一份努力，不论结果，
像程蝶衣，像哪吒，像贝多芬和霍金一样，自己成全自己，
勇敢去找寻自己的梦想。

收拾好热爱，带着身后的一片大好河山，不顾一切地去成全
自己吧。就算在阴沟里，也要仰望星空。既然命运不公，这
一世，便与他斗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