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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可是观后感怎么写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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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动中国张玉滚观后感篇一

在开学第一周的星期五，我和同学们看完了“2012感动中国
颁奖晚会”，我的眼睛，不觉的湿润了。

在“感动中国”里，获奖的，有十位伟大的“英雄”人物，
他们通过自己的行为，自身的付出，感动了我们，更感动了
全中国！

这十位伟大的“英雄”分别是：林俊德、陈斌强、何玥、陈
家顺、高淑珍、张丽莉、李文波、高秉涵、周月华兼艾起，
以及罗阳和刘跃进。在这十位“英雄”的背后，都有着一个
令人泪流满面的故事。

他们在为人民贡献，也在为这个星球贡献。他们给别人带来
了快乐，带来了幸福，却给自己以及家庭带来了不可抹去的
伤痛。然而，面对事实，他们一点儿也不伤心，一点儿也不
后悔，如果让事情重演一遍，他们依旧会选择这么做。如此
博大的胸襟，一般人是无法比拟的。

像这样伟大的人物中，最令我感动，最令我感到讶异的，是
张丽莉老师！为什么这么说呢？待你听完张丽莉老师的故事，
相信你也一定会有所同感的！

张丽莉是一位年轻的女教师，为人和蔼、善良还很漂亮，同
学们都非常喜欢、期待上张丽莉老师的课。张丽莉总是教导
学生们：生活其实很美好，要学会爱别人，传递爱。她三年



来，还一直默默的资助着一名家庭贫困的学生，使得这名学
生一直没有产生自卑感。但是，危险却不经意间的降临了：
这一天，张丽莉老师正在疏散同学们排队放学，偏偏这个时
候，一辆失控的汽车冲向校门口，眼看就要撞上学生了，张
丽莉老师本能地推开了前后四位同学，自己却被压在了汽车
底下。昏迷中，张丽莉被迫高位截肢，永远地失去了双脚，
在她醒来的第一刻，竟然没有顾上自己，第一句话竟
是：“学生们怎么样了？”张丽莉并没有对自己的做法而后
悔，还很乐观的安慰家人：“还好压到的是脚不是头，不然，
我就再也见不到你们了！”

张丽莉老师能够舍生忘死，只为了保护自己的学生们，这是
多少老师无法做到的啊！比如这些老师：西北大学地震，三
（4）班的张雪峰老师不顾同学生死自己先跑下了楼。汶川地
震，范跑跑老师自己飞快的跑下了楼，事后还在微博上为自
己辩解。这一些老师，有丧师德！而张丽莉老师和他们截然
不同，她是一名称职的老师！那一刹那，不仅令在场的同学
们永生难忘，也令我们无法忘怀啊！在这起事件中，我们在
一次体会了教师的含义，它只有三个字，那就是：张丽莉！

多么伟大的“英雄”人物啊！你们付出了太多太多，贡献了
太多太多，我深深的被你们所感动！我在此呼吁，让我们都
向他们学习吧！这样，我们的世界将处处充满爱！

感动中国张玉滚观后感篇二

这个星期三，我们全班师生观看了20xx年度的《感动中国》，
里面的故事个个感人肺腑。其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孝女——
孟佩杰。

孟佩杰五岁那年，爸爸车祸身亡，妈妈又身患重病无力扶养
小佩杰，无奈之下将小佩杰送给了刘芳英。不久，妈妈也病
故了。刘芳英对小佩杰视如己出，在刘芳英的精心呵护下，
小佩杰渡过了无忧无虑，最为快乐的三年时光。然而到了孟



佩杰八岁那年，不幸又降临了，养母刘芳英突发重病瘫痪在
床，养父无法面对种种生活压力，一走了之。绝望中刘芳英
企图自杀，但被小佩杰发现并阻止了，从此母女俩相依为命。
瘫痪在床的养母吃喝拉撒全靠年仅八岁的小佩杰照顾，小佩
杰站在板凳上炒菜时不知摔过多少次，但从没喊过一声疼。
孟佩杰为养母刘芳英撑起了一片天，至今上了大学的佩杰还
把养母带在身边。有位记者听说她没吃过肯德基，便请佩杰
去吃，可她却一口没动，带给养母吃。

看了这个故事后，我感慨万千。孟佩杰那么小，就要承担起
照顾养母的重任。每天早晨六点就要起床，替养母穿衣，做
饭，自己还要上学读书……她从未抱怨过，对养母很孝顺。
而且自理能力非常强，八岁就会洗衣做饭……这对于一个未
成年的孩子来说，那种苦，累和所付出的顽强毅力是常人无
法想像的！我们八岁时在干什么呢？在游乐园玩耍，在电脑
上玩着游戏或嚼着棒棒糖坐在妈妈膝上撒娇呢！刘芳英是孟
佩杰的养母，刘芳英只扶养了孟佩杰三年，她们之间没有血
缘关系，孟佩杰都懂得感恩回报，我们对自己的亲生父母又
有什么理由不感恩呢？和她相比，我真是自愧不如！

记得去年暑假，妈妈既要去医院照顾病重的外公，又要到单
位上班，还要打理家务照顾我，三点一线忙地像个陀螺，加
上天气又热，妈妈累得病倒了。挂水后还是高烧不止，医生
说妈妈回家需要多休息，多喝水，并要用冷毛巾敷头物理降
温。我也就学着我发烧时妈妈照顾我的样子，笨拙地为妈妈
敷冷毛巾，擦汗，端茶倒水，到了下午两点多钟时，妈妈的
高烧依旧未退，我也有些不耐烦了。正在这时，隔壁的小伙
伴高源在楼下喊我下去玩，我嘴上说着不去，眼睛却瞄着窗
外，内心正作着强烈抗的斗争，去还是不去，最后还是下去
玩的想法占了上风。这时，妈妈发话了：“去玩吧！外面天
热，记得带瓶水。”我哪顾得上，飞奔下楼了。我们正顶着
毒辣辣的太阳在小区的健身场里疯玩得起劲，高源的妈妈拎
着几瓶矿泉水边喊边走了过来，让我们快到树荫下歇歇，喝
点水别中暑了。坐在凉凉的树荫下，一瓶冰水下肚太舒服了。



看着旁边的高源妈妈正在为高源擦着汗，我不由心中一动，
妈妈要是不生病也会为我送水擦汗的。呀！妈妈好些了吗？
我太自私了，妈妈生病了我还跑出来玩，我生病发烧时妈妈
都整夜抱着我的。我脸一红就飞奔回家，见妈妈正在绞毛巾，
我连忙让妈妈躺下，我勤快地帮妈妈换着冷毛巾，端茶倒水。
不知不觉中已到傍晚，我见妈妈的脸已不红了，就给她量了
体温，终于体温降下来了。妈妈说舒服多了想睡会儿觉，睡
梦中的妈妈嘴角还带着一丝微笑。

在人生的长河中，我们应该时刻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做感恩
的事，用一颗感恩的心来美丽自己的人生。

感动中国张玉滚观后感篇三

中央电视台20xx年2月8日晚播出感动中国20xx年度人物颁奖
典礼。获得20xx年感动中国十大年度人物荣誉的分别是：为
中国航天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孙家栋、三进火海舍己
救人的王锋、在大山深处教书育人36年的支月英、耶鲁大学
毕业后回国扎根农村的秦玥飞、训练中壮烈牺牲的舰载机飞
行员张超、在平凡岗位上创造非凡业绩的电焊工李万君、让
众多患者挺直脊梁的好医生梁益建、红丝带学校创办人郭小
平、量子通讯的领跑者潘建伟、焦裕禄式的好干部阿布列
林·阿不列孜。此外，还向中国女排表达了特别致敬。

这些伟大的人让我们的内心如大海般此起彼伏，思想如潮水
般汹涌澎湃！

河南救人小伙王峰，“面对一千度的烈焰，没有犹豫，没有
退缩，用生命助人火海逃生。小巷中带血的脚印，刻下你的
无私和无畏，高贵的灵魂浴火涅槃，在人们的心中永生。”

“在殿堂和田垄之间，你选择后者，脚踏泥泞，俯首躬行，
在荆棘和贫穷中拓荒。洒下的汗水，是青春，埋下的种子，
叫理想。守在悉心耕耘的大地，静待收获的时节。”这是帅



气小伙秦玥飞的颁奖辞。

秦玥飞，耶鲁大学毕业，现任湖南衡山福田铺乡白云村大学
生村官，黑土麦田公益联合发起人。大学毕业时，他选择回
祖国农村服务，至今已6年。改善灌溉系统、建现代化敬老院，
为乡村师生开展信息化教学……他说成功不可能一夜间发生，
“必须脚踏实地一步步去做。”

看过《感动中国》之后，我的内心仿佛受到了神圣的洗礼，
在感动与眼泪背后，我收获的不仅仅是这些文字上的，更多
的.是内心中无法言喻的那份震撼与动容。生活中，许许多多
的人用自己那一点一滴的小事感动着我们，也感动着他人。
生活中从来就不缺乏感动，只不过是在繁忙的学习生活之中，
我们忘记了用发现美的眼睛去发现这些让我们的内心能为之
震撼的感动事迹。用心去看世界，去发现细节的感动吧！

感动中国张玉滚观后感篇四

《感动中国》这个节目中出现了许多事迹、行为令人感动的
人，他们有的已经过世，有的年龄还不大，他们每个人都不
一样，但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有着最
为动人的故事。

有一个院士参加了几十次核试验，可他却得了场重病，住在
了301医院，他就是林俊德。在医院里，他请他的妻子黄建琴
把他平日里用来工作的电脑拿到病房中来，他要继续工作。
在5月4日，医生说按他的病情现在得做化疗，可是林俊德却
拒绝了做化疗这个提议，理由就是，“这样不便于工作”。
在5月26日，由于他的病情恶化，医生把他转入了另一个病房，
可他要求医生重新把他转入普通病房，理由还是“这样不便
于工作”。5月29日，医生说他需要动手术，不动手术不行，
可他还是一如既往地拒绝了，一直放弃做手术。而且，他还
一直坐着，医生和家人让他坐下他都不肯，他说“躺在床上
的就是病人，坐起来的就是正常人。”在5月31日的晚上林俊



德说是该休息了，他躺下了，但这一躺却就永远也起不来了。

“这样不便于工作”，这句话虽然只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但是，里面却饱含着一个院士热衷于工作的一颗负责的心，
虽然病魔能带走他的生命，但却永远也带不走他那能让世人
一齐赞许的精神。“纵死终令汉竹香”这句话是《感动中国》
赐予他的话，是对他那令人赞扬的精神给予肯定的话，也是
能让他安心了的话。

有一位语文老师，他叫陈斌强。在他年仅8岁的时候，他的父
亲在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中去世了，而他的母亲又在后来患
上了老年痴呆症，而失去了语言能力，以及自控能力。在他
上班的路上，他拿出了已经很久没有用过的绑带，把他和他
的母亲用这根绑带紧紧地系在了一起，载着她母亲到了学校。
校长特地给了他一间单人的宿舍，为了方便他照顾母亲。每
天早晨，他都要早些起来，帮助母亲穿衣、洗漱、吃饭，并
且处理被单上的大小便，紧接着就去上课了。陈斌强还在他
的每日安排表上写下了下课后去照顾母亲的时间安排，差不
多每次上完课，他都会去照顾母亲，这就是他那伟大的孝心。
“她可能不认识我是谁，也叫不出我的名字，但是，他知道
这个人是对她好的，这样也就够了。”这是陈斌强说的一句
话，他只想要母亲知道他对她是好的，仅仅这样就够了。

“孝更绝伦足可矜”如果你觉得他的孝心看似回报不大，那
你就错了，其实对于他来说，这样的回报才是最好的，这回
报就是患了老年痴呆症的母亲对他的极大的信任，以及看到
母亲开心地生活着的时候的心情。

有一个年仅十二岁的女孩，她叫何玥，虽然她已近不在世上
了，但她却救活了好几个人的性命。何玥得了脑癌，她偶然
间听到了医生与他父母的谈话，说她最多只能活3个月了，这
是个多么令人悲伤的消息，但何玥勇敢地接受了它，并且在
得知有许多人需要一个健康的器官时决定在死后靶器官捐献
出去，她还把老师捐给她的钱和自己的零用钱也捐献了出去，



就这样两个小伙子因此得救了，以后，还会有更多的人被植
入她的器官。

何玥年仅十二岁，在得了严重的疾病后还能不退缩，并且确
定把自己的器官和钱全部都捐献出去，让那些需要它们的人
能得到救治，她将会是那些因为她的器官而得救了的人心中
的大英雄，而与此同时，也将是我们心中的大英雄。

世界上伟大的人不只这些，还有许多没有被世人发现的英雄，
他们，感动了我们，激励了我们，温暖了我们，我们将会把
他们，铭记在心。

感动中国张玉滚观后感篇五

今天，我看了陈斌强和何玥的感人事迹。

陈斌强是一名语文老师，三十八岁，他妈妈得了老年痴呆症，
生活不能自理。陈老师每天都要用电动车带着妈妈跑三十公
里到学校去上课，因为不能带妈妈到教室去上课，所以学校
给他特批了一间宿舍，方便他每天照顾妈妈。

陈老师制订了一张作息时间表，要给妈妈喂饭，擦身，带着
妈妈晒太阳，尽管生活上的事儿很多，可是陈斌强的教学任
务却一点也没落下，他教着两个班语文，负责教初一学生广
播体操，总管学校体艺2+1活动。他总说：“我是跑着走
的。”

这个故事教育我们从小要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我们应该孝
敬父母，不让父母生气，做个懂事的孩子，听话的孩子，我
们应该学习陈老师做个善良的孝顺的孩子。韩淑宁习作展
《感动中国》观后感星期六的早晨，本来要睡懒觉的我却早
早坐在沙发前打开电视机观看《感动中国》人物获得者的事
迹。第一个讲述的是一位中学语文老师陈斌强的事迹。陈老
师为了照顾患有老年痴呆症的母亲，每个星期一用布条绑住



他和妈妈骑着三十公里山路去上班。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照
顾妈妈穿衣服，上厕所，洗漱，吃早饭，然后再急匆匆赶到
教室给学生上课。虽然，每天很辛苦，但是他却觉的这些事
是他应该做的。我们应该学习他孝顺父母，感恩父母的精神！

正如《三字经》里的|“孝于亲，所当执”。第二个讲述的是
坚强女孩何玥的感人事迹。她是个从小学习优秀、乐于助人
的好学生。在她快要小学毕业的时候，不幸却降临在她的身
上，被查出患有恶性脑瘤。生病期间，坚强的她没有流过一
滴眼泪，还把老师捐给她治病的钱捐给别人。生命垂危之际，
她毅然决定死后捐献器官，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她的眼角
膜捐献给了一位藏族小伙，是他重获光明。看到他们父母拥
抱在一起的感人画面，我留下了伤心与感动的泪水。何玥姐
姐，虽然只在这个世界生活了短短的十几年，却给我们留下
了深深的感动于无尽的思念。我要学习她的坚强乐观、无私
奉献的精神！侯旭阳习作展欢庆“六一”盼星星盼月亮，终
于盼到了六一的到来。这一天，我是多么的开心呀，活象一
只刚被放出来的小鸟，在蔚蓝的天空自由自在地飞翔。为了
六一，我校提前举行了庆祝六一的活动。那一天，阳光明媚，
我兴致勃勃地来到学校。

校园里一片喜气洋洋。我等了又等，等的我真想快点举行美
食王国，来品尝其他班的美食。终于可以品尝其他班的美食
了。我和小组成员先去品尝其他班的美食，再换我们小组的
两名成员去品尝美食。我先去了粮果屋，我喜欢吃棒棒糖就
先去买棒棒糖的卖处，他们说：“一次可以买两块。”我觉
的真棒极了！我又去了蛋糕屋，我品尝了一个水果的大蛋糕
真好吃，甜甜的苹果，红红的樱桃，还有香香的梨……上午
总是过的这么快，又到了下午，阿姨们和张老师给我们化妆，
等待着演出。经过主持人的开场白，精彩马上开始！我们班
表演的节目有俩个，为了不免出差错，我们反反复复的练习，
反反复复的背，直到滚瓜烂熟，熟到不能再熟的程度。瞧，
我们多重视这次的表演呢！时间慢慢地过去，当小主持人喊
名单时，我们的心就像表演的袋鼠，活蹦乱跳。“我们要朗



诵的题目是……”表演已经开始了，我们带着欢乐的心情完
成了这次表演。台下，一片欢呼、一片掌声、一片赞美！这
次的六一儿童节，同学们过得都十分开心，校园里还久久回
荡着我们欢声的笑语，我相信这个六一将在我们心里留下深
深的映像，美好的回忆！

感动中国张玉滚观后感篇六

青篙一握，水二升，浸渍了千多年，直到你出现。为了一个
使命，执着于千百次实验。萃取出古老文化的精华，深深植
入当代世界，帮人类度过一动。呦呦鹿写，食野之蒿。今有
嘉宾，德音孔昭。这就是《感动中国》中我最敬佩的人——
屠呦呦。

青草鹿呦呦，屠呦呦在失败了190次后，面对失败依然不退缩，
依然兢兢业业坚守在岗位上，甚至以身试药，靠着这份坚持
这份勇气，终于胜利完成科研任务。青蒿素问世44年来，拯
救了超过六百万的人，使他们逃离了疟疾的魔掌。未来，屠
呦呦希望通过不断研究，应用在更多地方上，给更多的人带
来福音。

屠呦呦的坚持不懈，不退缩，这种品格使她成功了。在生活
中，我们是否也有呢？这不禁让我想起了自己，上学期，我
报名了新东方英语，起初，有些不愿意，后来，慢慢的，慢
慢的，我喜欢上了它，每次都坚持着。

仍然记得，在那次寒潮潮里，零下十几度，寒风肆意地抽打
着我的脸，可是虽然把我冻得发抖，连话都讲不利索了，我
仍然坚持去学习；天上下着大雨，我去了，虽然淋湿了一身；
在下着鹅毛大雪的那天，我还是去了，虽然路上摔了个狗啃
泥。可是，我仍坚持着，我对自己说:一份付出，一份收获，
只有坚持，才会胜利！果然，在英语期末考试里，我获得了
优异的成绩。我的心比喝了蜜还甜。



人，只要坚持，必定有收获。同学们，一年之计在于春，赶
紧努力，在春天播种希望的种子，用勤劳、坚持浇灌，必定
会在秋天收获满满！

感动中国张玉滚观后感篇七

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正带着伙伴们用钢钎和斧头凿开岩石挖
出一道长长的水渠，让村里的老百姓终于喝上了甘甜的清水。
看到这一画面，我被深深地感动了。这是《感动中国20xx》里
面黄大发带领村民挖水渠中的场面。

20xx年度的《感动中国》给我们讲述了十多个感人的故事，
有舍己救人的消防员，有一心报效祖国的科学家，还有做了
一辈子好事不留名的医生…其中，令我刻骨铭心的莫过于黄
大发的故事。

故事是这样的：村子里一直很穷，唯一的原因是缺水。虽然
有一口老井，但水已经浑浊不清，黄大发发誓要让大家喝上
干净的水。于是，黄大发就带着村民们去挖水渠。虽然后来
挖了快一年的水渠废了，但他也没有放弃，继续带领大家另
辟蹊径，挖到悬崖了，他第一个跳下去挖。功夫不负有心人，
终于水到渠成。

我向黄大年致敬！向所有为社会默默坚持付出的人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