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感动中国度人物摘抄 高考感动中
国度人物候选人王威事迹材料(实用5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观后感了!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观后感呢？
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观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感动中国人物颁奖盛典观后感篇一

12月7日，央视“感动中国人物评选”前20位候选人公布，郭
川入围。

郭川，中国职业帆船第一人，第一位完成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的亚洲人。

51岁的郭川是两项世界纪录的保持者。他创造了40英尺级帆
船单人不间断环球航行和北冰洋(东北航线)不间断航行的世
界纪录。

北京时间10月25日15时“中国航海第一人”郭川在夏威夷附
近海域失联。

感动中国让我们明白，自己的路该怎么走;感动中国让我们清
楚，人的梦想该如何做。

感动中国人物颁奖盛典观后感篇二

打铁还须自身硬，就是说作为一个锻打器具的铁匠必须具备
硬朗身体敏锐的智慧，才能打出坚固耐用的铁器来。可以想
见，把一块块坚硬笨重的铁坯打造成一件件精巧实用的铁器，
需要怎样精巧的构思，耗费多大的心血与力气!如果自身素
质“不硬”的话，何以使铁块儿按照铁匠的构思循序渐进地
变成铁器?这里所说的“自身硬”，自然就是说打铁者自身的



素质过硬，打铁的技艺高超。潘建伟同志正是凭着自身过硬
的本领和聪明才智，打造出了学生们心中的学术核心、精神
领袖，以及“顶尖科学家”、“最年轻院士”、“量子世界
领跑者”、“‘潘之队’的领头羊”等世界顶尖的“铁器”
来。

我们虽然没有潘建伟同志那样攀登世界顶尖科学高峰能力和
素质的硬功夫，但通过对其先进事迹的学习，我觉得我们应
该在平凡的岗位上展现出“自身硬”素质来。我们是家庭一
成员、是单位一职工、是社会一分子、是九三一社员，我们
应该在家庭、单位、社会、九三组织等等方面表现出良好的'
素质和较高的才能，做到“自身硬”。

在单位里的“自身硬”，表现在做一位遵章守纪、敬业爱岗、
团结互助、勤学上进，不断提高自身专业技能、业务素质和
履职能力的好员工;做一位勇于担当、勤政廉洁、开拓创新、
信守诺言、具有人格魅力、平易近人的好领导。

在九三组织中的“自身硬”应该表现在：除要在本职工作上
建功立业外，在参政议政、社务活动、社会服务等方面应做
出一定的成绩来。

首先是在对社章社史进行深入地学习和领会。深刻理解九三
的来龙去脉，明白要我做什么，我应做什么，并切切实实的
落实在行动上，做一名合格的九三社员。

其次是在提高自己岗位履职和专业技术能力的同时，不断更
新知识、更新观念、提高思想水平，做好选题、调研、撰写
的每一步，弄出好的提案或建议来。

三是不断提升沟通能力，建立良好的的人际关系。有了良好
的人际关系和较高的沟通能力，就能在参政议政、社务活动、
社会服务以及调研活动、撰写提案建议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
用。



四是不断地加强学习。学习业务知识、政治理论、社务知识
等，进一步提高自身综合素质能力，做到活到老学到老。与
时俱进，不断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论和治国理念，充分
发挥参政党成员的作用。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
明得失。通过潘建伟同志先进事迹的学习，使我深深地体会
到身处各行各业、各个阶层、各个岗位的人们，都要有过硬
的真本事，有了“自身硬”真本领就能在家庭、单位、社会、
九三组织等等方面充分发挥积极作用，实现自身的价值来。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感动中国人物颁奖盛典观后感篇三

“感动中国”不仅感动了中国，还感动了全世界。

王威，29岁，现在是北京煤炭总医院的一名护士。

王威8岁时被确诊患有甲状腺癌，16岁时癌细胞转移到全身。
全家辗转就医多家医院，但均因病情过重而被拒之门外。
在20岁生命将走到尽头时，她写信给央视《星光大道》栏目
组，打算死后把角膜献给需要的人，遗体献给医学院解剖研
究。

她的事感动了很多人，煤炭总医院组织专家为王威进行了手
术，长达6.5个小时的高难度手术，摘除肿瘤十余个，最大的
有成人的拳头那么大。她奇迹般地康复了。，25岁的她成为
煤炭总医院的一名护士。

因为爱，王威活了下来，现在她要尽己所能，把这份爱传递
下去，并告诉大家，癌症是可以战胜的。



感动中国人物颁奖盛典观后感篇四

支月英，女，江西省宜春市奉新县澡下镇白洋教学点教师。

1980年，江西省奉新县边远山村教师奇缺，时年只有十九岁
的南昌市进贤县姑娘支月英不顾家人反对，远离家乡，只身
来到离家两百多公里，离乡镇45公里，海拔近千米且道路不
通的泥洋小学，成了一名深山女教师。36年来支月英坚守在
偏远的山村讲台，从“支姐姐”到“支妈妈”，教育了大山
深处的两代人。

“感动中国，感动你我，这世界才会永恒------”这歌词多
么让人感动。是啊!一缕阳光让你灿烂，一丝关怀令你温暖，
一片爱心使你感动万千。世界上无时无刻都在有人献爱心，
温暖他人的心，也在感动着——中国。

感动中国人物颁奖盛典观后感篇五

3月4日晚，《感动中国2022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播出，钱七
虎、邓小岚、杨宁、沈忠芳、徐淙祥、“银发知播”群体、
徐梦桃、陈清泉、陆鸿、林占熺当选感动中国2022年度人物。
一个个令人动容的名字，一段段催人奋进的故事，为我们带
来历久弥新的感动。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十个(组)先进人物始终心怀“国之大
者”，将个人“小我”融入祖国“大我”之中，为中华民族
标注了向上向善的时代注脚，树立起高山仰止的精神丰碑。
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广大党员干部要读懂《感动中国》背后的
“精神密码”，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踔厉奋发、笃行不怠，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

以“不指南方死不休”的赤胆忠心，向着新的奋斗目标乘风
破浪前行。



革命理想高于天。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
无论是“奋斗一甲子，铸盾六十年”的防护工程学家钱七虎，
还是“隐秘而伟大，平静而神圣”的第三代防空武器系统总
指挥沈忠芳，亦或是“咬定青山大地，立根黄沙破岩”
的“世界菌草技术之父”林占熺……正是因为千千万万共产
党人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我们党才能饱经风霜而本色
依旧，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理想信念坚定和对党忠诚是紧
密联系的。党员干部要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要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真正把学习
成果转化为不可撼动的理想信念，转化为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争当忠诚干净担当的合格共产党员。

以“一枝一叶总关情”的为民情怀，紧紧依靠人民创造新的
历史伟业。

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中国共产党一经诞
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
的初心和使命。从张思德、雷锋、焦裕禄、孔繁森、廖俊波
到邓小岚、杨宁、徐淙祥、“银发知播”群体，变的是岁月，
不变的是精神。前进道路上，只要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
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就一定能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谱
写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篇章。党员干部要心系“国之大
者”，胸怀“两个大局”，以百姓之心为心，甘当人民公仆，
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扎扎实实解决
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要当好联系服务群
众的桥梁，增强服务群众本领，多到基层去、到一线去、到
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拜人民为师，甘当“小学生”，
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实践沃土。

以“人生万事须自为”的奋斗力量，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争取
更大荣光。

奋斗是时代的主旋律，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31岁老
将徐梦桃努力拼搏、超越自我，四战奥运终于站上冠军领奖



台，为中国女子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实现了冬奥金牌“零”
的突破。“中国阿甘”陆鸿身残志坚、自立自强，不但改变
了自己的命运，更带领“折翼天使”们走出了一条自强不息
的人生之路。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努力奋斗才能梦想成
真”“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奋斗成就梦想，实干铸就伟
业。党员干部要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敢字
为先、干字当头，持之以恒、久久为功，以“功成不必在
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奋力开创
事业发展新局面。要摒弃“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保持历
史耐心，笃实干事、久久为功，以“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
东西南北风”的定力和韧劲，在大时代里干出一番大事业，
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感动中国人物颁奖盛典观后感篇六

你把自己留给一座小小山村，你把山村的孩子们送上最绚丽
的舞台，你在这里出生，也在这里离开。山花烂漫，杨柳依
依，为什么孩子的歌声如此动人?因为你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2022年度《感动中国》人物颁奖词

有一朵美丽的马兰花儿，

在高高的铁贯山上，

在潺潺的胭脂河边，

播撒梦想的种子。

用满腔的热爱，

辛勤耕耘，默默奉献，



用音乐唤醒马兰的春天。

2004年，已是花甲之年的邓小岚，

本可以享受安逸的退休生活，

却毅然选择了回到出生的地方。

她说：“我想让老百姓知道，

从这里走过的部队没有忘了他们，

从这里出生的孩子也不会忘了他们。”

在这里，

为“马兰惨案”牺牲的19位乡亲修纪念碑，

自筹资金建设晋察冀日报展览室，

呼吁村民改变卫生习惯，做好当地旅游，

下力气修起民宿，带动增收，

……

从北京到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马兰村，

350多公里，

火车、长途汽车、公共汽车、步行山路，

来来回回，20多万公里，18年风雨无阻。

她用温暖的坚守和全部的真情，



回报这片土地的养育之恩。

一身藏蓝色的外套泛着明显的白，

袖口的松紧带早就被磨得一块儿一块儿，

显得有些“寒酸”，有些“吝啬”。

她却笑着说，

“我不爱买好多新衣服，

我够吃了，我够穿了，

我把这一点钱给村里买个乐器，

我这些孩子就能在这些方面有机会，多学好多东西。”

她募集乐器义务教孩子们学音乐，

亲手为他们添上一对对彩色的翅膀。

她筹资为孩子们建设月亮舞台，

在青山绿水间架起一座通向梦想的桥。

她顶着烈日弯着腰用铁锹铲沙石，

为孩子们铲出一级级连接希望的台阶。

……

2022年2月4日北京冬奥会开幕式，

一群来自大山深处的孩子，



站在国际的舞台上，

用清澈的歌声惊艳了世界，

他们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马兰花儿童合唱团”。

那是一朵朵被爱精心浇灌的马兰花儿。

2022年3月在筹办马兰村儿童音乐节时，

她突发脑血栓，医治无效离世，

生命被永远定格在了马兰的春天。

1943年，她出生在马兰，

79年后，永远地留在了马兰，

安葬在“晋察翼日报社革命烈士墓”旁，

以另一种方式守望着这片土地。

又是一年春来到，

不远处的铁贯山依然屹立，

胭脂河的水汩汩地流过。

“如果有一天，

你来到美丽的马兰，

别忘记唱一首心中的歌谣，

让孩子们知道爱在人间，



情深的花朵，永远的童年……”

清脆的童声响彻在马兰的天空。

邓小岚老师，

您看到了吗?

一朵朵马兰花儿在茁壮成长。

感动中国人物颁奖盛典观后感篇七

有一位78岁高龄的老人，他因终生扎住大漠边缘投身于核试
验而不幸患上了绝症，他叫林俊德，曾参加过45次核试验。
因为工作，年近80的老人放弃了3次手术治疗的机会，但是面
对医院方面的劝阻，林俊祥老人只重复着一句话：“我不能
躺下，我还有工作要做。”医生们只好流着泪让他做，终于
老人还是离开了，他是完成了他的工作才走的。‘感动中
国’大屏幕上出现“纵死终令汗竹香”一句话，充分的形容
了老人辛苦且充实的一生。

这样的一个人还有，他和普通人一样，是父母的儿子，是女
儿的父亲，是妻子的丈夫，是姐姐的弟弟。但身为普通人的
他，却不能常陪伴在家人身边，母亲总是听他说忙，却不知
道他到底在忙什么。直到他再也没有回家，母亲才知道他一
天到晚的忙的是国家大事。他就是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罗阳同志。20--年11
月25日12时48分，在执行任务时，因疲劳过度而突发心脏病，
在辽宁舰上光荣殉职，享年51岁。他用生命换来了歼-15的完
美升空，为了国家事业而光荣殉职。他是全人民的英雄，人
们会永远记住他的名字。“感动中国”组委会给予他这样的
评价：长使英雄泪满襟。



这次“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还有陈斌强，何玥，张丽莉，高
秉涵等人。他们用真情甚至用生命感动了我们的心，世界因
他们的存在而温暖。

感动中国人物颁奖盛典观后感篇八

今天，我观看了期待以久的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颁奖活动，共
有11人获奖，其中有老人有年轻人，也有中年人，我怀惴激
动的心情打开了电视。

第一位获奖者叫黄旭华，三十多年来，黄旭华没回过几次家，
家里人都埋怨他。但他不能公开自己的身份，因为他的工作
是保密的。后来，人们亲切的称他为“核潜艇之父”。他那
时心里肯定很纠结也很无奈。

最让我感动的是91岁的老人刘盛兰，1998年，刘盛兰在报纸
上看到了一则救助报道。从那一刻开始，73岁的他就把自己
微薄的工资捐了出去，有时候，他竟然同时损助了50多名学
生。每天清早，他简单的吃了点东西就出去捡废品。这么多
年，他唯一珍藏的就是一个蓝布袋，里面装满了给学生的汇
款单和学生的回信……老人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即使
住进了医院，还不忘给同学们汇款，怕他们不能实现自己的
梦想。

还有一对父子，35年如一日，父子相继，只为一株油菜的梦
想。一开始，乡亲们都嘲笑他“泥腿子想当科学家”。对于
这些嘲笑，沈克泉并没有气馁，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沈克
泉培育出了产量高的油菜品种，为家乡解决了吃油难的问题。
后来，沈克泉叫来了儿子沈昌建带着买车钱与他一起改良油
菜品种。沈克泉去世前说他最不放心就是新的油菜。经过父
子俩35年的努力，培育出的油菜品种都获得了认可。父子俩
的心灵就像油菜花一样美丽。



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好人我没发现，我一定要向他们学习，做
一个对社会有用的好人。

感动中国人物颁奖盛典观后感篇九

3月4日，感动中国2022年度人物颁奖盛典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菌草技术发明人、福建农林大学研究员、国家菌草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林占熺当选感动中国2022年度人物。他是
“世界菌草之父”，也是我们熟悉的脱贫攻坚剧《山海情》
里凌一农教授的原型人物。他用家国大义、为民情怀、兼济
天下的精神，将“中国草”推广到世界，帮助国内外许多贫
困农民摆脱贫困，迈向幸福生活。“‘林草’覆寰宇”是他
的梦想，人生“取舍”间，他向我们交出了“寸草报春晖”
的答案，感动中国，我们向他致敬。

舍“林木栽培”取“以草代木”，改革攻坚，勇立潮头，攻克
“菌林矛盾”的世界级难题。

咬定青山大地，立根黄沙破岩。林占熺敢为天下先，从1983
年，在考察中亲眼见证了很多贫困地区，不仅没有因为种蘑
菇致富，反而因为砍树导致土地沙化，进一步加剧了贫穷后，
他突发奇想，能否用草来取代树木栽培菌类。在他月工资
才46元的年代，他向农学院工程队借了5万块钱来进行各种实
验。面对全球参考资料为零，草类种目繁多的问题，他采取
三级系统法，用配方来筛选，经历了无数次的试验，终于
在1986年选择出了芒萁，真的种出了香菇。实践无止境，改
革无止境。当前，我国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深入发展，尤需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
着力破除制约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主要矛盾和问题。面对
改革中绕不过、躲不开的深层次矛盾，面对前进道路上风高
浪急甚至惊涛骇浪，我们唯有勇往直前，突破藩篱，冲破思
想观念束缚，敢于爬陡坡、涉险滩、搏激流、啃硬骨头，才
能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活力和动力，把我国制度



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舍“亿万富翁”取“千万农民”，国尔忘家，济世爱民，让
菌草技术的根坚固地扎在中国。

林占熺老先生曾说，“菌草是中国特有的技术，根必须扎在
中国”。自己有技术，能成为千万或者亿万富翁，但这不是
真正的富有;只有让千千万万的农民都富裕起来，才是真正的
富有。30多年来，林占熺一直活跃在菌草研发和推广一线，
不仅帮助数以万计的农民种菇脱贫，还在减少水土流失、保
护生态环境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
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从建
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的翻
天覆地，再到党的__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
生历史性变革，这些伟大成就的取得，靠的就是党始终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始终与群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盐同咸、
无盐同淡。广大干部只有立志“以青春之我，创青春之家庭，
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始终胸怀“国之大者”，想人
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嘱，在思想上尊重群众，在感情上贴
近群众，在工作上凝聚群众，在行动上服务群众，不断追
求“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精神境界，与人民风雨同舟，
才能创造出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舍“独善其身”取“兼济天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用“中国草”造福全世界贫困地区。

林占熺老先生今年已经80岁了，但他的“心”却不老。他的
梦想就是把“中国草”种到世界上更多有需要的地区去，让
更多人能够通过菌草脱贫致富，迈向幸福。传递幸福，不以
闽宁为限;传播文明，不以山河为远。菌草之种，落子闽宁，
让西海固17500多个农户摆脱贫困，被称为“致富草”“幸福
草”;落子黄河流域，为其地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作出了
贡献;漂洋过海，落到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家，被当地人亲切
地称为“中国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中国



草”融入当地水土，在造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路上越
走越远。迈进新征程，我们不光要低头赶路，更要抬头交朋
友。__阐述中国共产党这个大党的天下情怀与担当时说
到，“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
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未来，我们将继
续把追求人类社会公平与正义作为自己的精神底色，传承发扬
“和合共生”“天下大同”的中华传统智慧与价值，共
建“一带一路”，推进世界文明交流共鉴，张开怀抱，彼此
理解，求同存异，命运与共，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建
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感动中国人物颁奖盛典观后感篇十

今天，我们在学校观看了《感动中国》。里面一共介绍了10
个人物，每个人的故事都很感动我，有一生奉献给核事业，
工作到生命最后一刻的科学家林俊德；有坚持五年背着生病
母亲上下班，为年轻人作出榜样的孝子陈斌强，但让我记忆
最为深刻的是为救出学生失去双腿，被网民赞为最美的女教
师——张丽莉。

张丽莉虽然是一名普通教师，但她为了别人不惜牺牲自己，
有着常人不具备的勇气，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不平凡的事
迹。她不仅感动了你，感动了我，感动了他，还感动了全中
国，我们应该向张丽莉老师致敬，并以她为榜样，向她学习。

观看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后，感动应该是每个观众最平常最真
挚的感受，但是我觉得，除了感动，更应该有所感悟，甚至
于感恩，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更应该从中体会人生，进而关
注社会、关注民生！

从科技到、从军人到医生、从建国之初到21世纪的今天，他
们代表的是一个时代，是他们让这个时代的精神在一个个鲜
活的人物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也是他们让一个古老民族的



声音在世界的东方一天天响亮起来。

李剑英，在16秒的时间内做出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抉择。机
毁人亡的画面在脑海里定格，震撼人心的感动在心头荡漾。
生命对于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责任对于一个人来说意味
着什么，当生命与责任发生冲突时，选择放弃生命、承担责
任的人该是一个怎样大写的人啊！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挚爱，
带着对飞行事业的眷念，带着满腔报国热血？？他走了，那
颗本该跳动的心永远地停留在了42岁这条完美的生命线上！
用一个人的牺牲换回一个村庄几千人的生命；用22年的飞行
生涯，换来16秒永恒的瞬间。“生为国荣，死为国荣”，他
用军人的生命谱写不朽的赞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