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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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会写观后感吗？知
道观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观后感
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纪录片九零后观后感篇一

地球是人类的家园，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摇篮，是母亲。人类
的历史只有20万年，地球却已经存在了差不多40亿年。对于
地球来说，人类不过是刹那的闪现，可是这个刹那，却在20
万年间几乎耗尽了地球40亿年的积累。

我们对我们的家园了解多少？她的壮美，她的富饶，她的生
命我们看到了多少。《家园》以这样一种深情而缓慢的姿态，
讲地球母亲的身世现境一一道来，只有你亲自去观看，否则
难以体会其中承载的厚重的情谊和思考，感动于震撼。

从古细菌到蓝藻，原始的地球开始被慢慢净化，氧气开始充
沛。从植物到动物，生命的多样性开始显现，地球开始热闹
而富有生机。海洋、湿地、森林、河流……地球的生态环境
的多样承载了其千姿百态的生命奇迹。我们对它们的了解有
多少，每一天都有许多新的物种被发现，而比起极其丰富的
地球生命资源来说，我们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

"生命都是相关联的"。一切都是联系的，对于中国人来说，
这些道理老祖宗早就都说过了。维持自然的均衡，才是人类
发展的道路。人类发展的20万年，早期也遵循了这样的一条
道路。但是从一万年前农业发明开始，人类渐渐走上了另外
一条路——牺牲家园，换取利益。进入近代，尤其20世纪以
来，石油，机械，电力相继被发现，这一百年科技的突飞猛



进，人口的爆炸增长，对地球资源的依赖前所未有，这100年
的开采和破坏，比过去的总和还多。100年，几乎就耗尽了地
球前40亿年丰富的积累。

"越来越快"。这是影片里不断重复的一句话，迪拜、中国、
纽约、洛杉矶……这些国家或者城市，成了人类发展的最好
代表。依靠着丰富的石油资源，迪拜这个荒凉之地，却成为
了西方发展模式的顶峰，无数的摩天大楼，无数的人造岛屿，
人对自然的远离与对自然的依赖都空前的加剧了。相同的模
式在不断取代文明间的差异性，利益分配的不均，将人与人
之间的贫富差距空前的拉开了。为了满足人口的增长和利益
的需求，对资源的开采和自然的破坏空前的加剧、加深。深
圳40年从一个渔村变成了大都市，许多城市的人口也在几十
年间从几十万增加到几千万。膨胀的人类世界，导致了各种
变相和扭曲的发展模式。贫穷的国家砍光了树木出口来换钱，
结果水土流失，森林所剩无几，复活节岛上的居民，连出海
的独木舟都没有了木材可以制作。无数国家就这样衰败下去
了。那些繁荣的幻影还能支持多久？我们都不知道。"要悲观
已经太迟了"。人类的本性之一就是对于灾难即使提前知道也
难以采取行动，滞后性太大，不是懒惰就是推脱，结局就是
谁也没有做什么。气候的问题各国吵了几十年，最近更加汹
涌，但是吵归吵，实质性的措施依然拿不出来。

20%的人消耗了80%的资源。

全球每年军费开支总额超过了对落后国家援助总额的12倍。

每天有5000万人死于饮用水污染，10亿人喝不到清洁的水源。

接近10亿人面临饥荒。

全球50%的谷物被用于制造动物饲料以及生物能源，如果这些
谷物作为食物，可以养活全世界的人。



40%的可耕农田遭到长期破坏。

冰盖减少了40%。

四分之三的渔场已经枯竭和减产。

……

虽然，导演最后依然从世界看到了诸多的希望，并且对人类
的未来提出了美好的期望与憧憬。前途到底如何，路确实是
在人类自己脚下了。

整部电影，通篇都是我们已经知道但是却被忽视的真相，对
于环境的严峻和恶劣，大家都清楚，但是人的这种滞后的惰
性，确实很多时候让大家选择性忽视和遗忘了这一切。带有
了某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感觉。导演就是要打破这种迷梦，
整部电影没有什么新的东西，都是陈酒，但是，这个被忽视
的陈酒，却散发出了震撼人心的味道。

吕克贝松，这个法国当今电影的怪杰。曾经以《碧海蓝天》
等佳作震撼人心，如今，带着对地球这份沉甸甸的爱与悲伤，
再次希望能够用自己的艺术和努力，唤醒世人的眼睛。

影片许多镜头都是高空俯拍，许多景致都震撼的美。一方面
是自然的鬼斧神工，另一方面是人的巧夺天工。但是，人的
美景却是建立在对自然的征服上的。许多窒息的美丽背后，
就是许多窒息的痛苦。想想死海那个纯净的盐岛，美若如此，
却是死海日渐死去的象征。无数生物灭亡的命运，换来了人
类的繁荣和生机。我们欣赏它们，却忽视了它们背后的惨烈。

《家园》，值得我们去观看。家园，值得我们去守护。



纪录片九零后观后感篇二

瓷器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的名片，就是因为它具有独特的中国
韵味。而编导在创作纪录片时，也努力地使纪录片保持了这
种独特的中国瓷韵。正如那位景德镇陶瓷学院的教师陈立所
说，中国瓷带有的那种朴素的美感，正如陶渊明的诗一样，
朴素而富有神韵。编导在拍摄中国瓷器时，多采用固定的特
写镜头，其背景多为深黑色或深灰色，将瓷器的白和细腻凸
显出来，富有神韵。同时，富有神秘感的音乐给了影片特殊
的文化魅力，随着音乐的起承转合，观众的情绪也被影片中
的画面所牵动。导演在每一个叙事板块的衔接处，也使用了
这种朴素淡雅又不失神韵的转接方式。比如在“瓷之韵”展
览和中国瓷都的转接处，导演用一个特写镜头将桌面上正在
修复的瓷器放大，通过光线的变化虚化了背景，同时画面中
传来了自行车上的铃铛声，这种未见其物先闻其声的方式很
快的将观众的.情绪拉回了中国的传统小镇上，随后，画面上
出现了特写的瓷器的一角和透过瓷器看到的一个幽深的小巷，
此时的解说词内容也正是瓷器回乡。这种转场方式朴素淡雅，
不著痕迹，但又很容易的将观众的情绪带回了瓷器之乡。这
样的艺术手法与中国的瓷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中国瓷器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瓷器的发展
也见证着中国历史的发展。今天，当我们再次回首中国瓷器
的发展历程，重走中国瓷路时，不难发现，中国瓷器所蕴含
的海纳百川的文化气度，正是我们现在的社会所需要的。在
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时代，以兼收并蓄的方式发展中国的文化，
才是保持中国独特文化韵味的最好方法。独善其身，让中国
瓷器透露出浓浓的东方韵味；兼容并蓄，让中国瓷韵溢满全
球。

波斯商人带来的钴蓝颜料和青花工艺，在西亚的订单催制下
诞生了青花这种特有的瓷器，实际是满足外国人的需求。也
使得景德镇在和其他瓷窑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奠定了“瓷
都”的地位。托普卡比宫藏的元代反青花盘，以蓝色为底，



白色图案。看起来比白底蓝色图案的更特别，纹饰的图案是
中国的传统图案，这种反青花似乎更得我心。

其实一直以来我对于青花，这种被外国人追捧的瓷器感到无
力欣赏。青花和水墨山水画一样似乎都不太对我的胃口。但
突然看到一些图案绘制非常细密，几乎让瓷器没有空白的青
花瓷盘后，才觉得青花稍微有了一些美感。青花本来就是一
种外贸的商品，是迎合外国人的口味订制的。在当时的中国
应该没有得到在海外那么热烈的追捧。在当时国外使用的青
花瓷估计超过国内的使用率。在很多油画作品中都可以看见
中国青花的身影，成为贵族们身份的象征。

比起青花我似乎更爱那种通透简洁的瓷器，但比起清时期的
明艳的底色布满花纹而显得过分花俏的瓷器，青花倒显出了
大气。我喜爱的瓷器造型简洁却有精致细节，或是白瓷的白
净通透，或是越州瓷的温润如玉。

纪录片九零后观后感篇三

在中国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有这样一个令人赞不绝口的地方，
它是新疆地区最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城市——喀什市。喀什
市是一座以维吾尔族为主要居民的古老城市，民族特色浓郁，
是一个中西亚文化交融的地方。来过喀什的人，都对喀什有
着别样的感情，哪里的一景一物都很值得一提，各有各的特
色。

谈到喀什，不得不提到那里的古老的建筑，那里的绚丽风景，
那里的出名特产。但是，令我最欣赏的，还是那里的风土人
情。

喀什人，激情四溢，精神充沛，给人带来无限的动力，同时，
传播着他们的热情。能歌善舞是他们的天性，无论男女老幼，
情之所动，兴之所至，都会翩翩起舞，引吭高歌。他们的舞
蹈有的质朴短小，富有乡土气息；有的规模宏大，具有现代



色彩：有的粗犷豪放、鲜明跳跃见长，有的以浓郁雍容、深
沉悠长显胜。

喀什人居住的房子，一般为土木结构的平顶方形平房，上开
天窗，房顶可做晒台或乘凉。住宅多自成院落，院内宅旁遍
植花草，栽培桃、杏、梨、葡萄、无花果等。室内沏土坑，
墙上挂壁毯，还开有大小不等的壁橱，饰以各种花纹图案。

喀什人是一个热情好客。崇尚礼仪民族。家里来了客人，即
使素不相识，也会热情接待。亲友相见，握手问候。邻居间
主义和睦相处，互相帮助，谁家有了红白喜事，邻里们都会
争先协助。

喀什市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好地方。或许，你不曾听到这个陌
生的名字；或许，你并不了解这个地方；但是，听完我的介
绍，想必，你也被这里风土人情所感染。我真心的祝福喀什
能够更加繁荣，能有更多的人关注这个好地方，成为举世闻
名的风景区！

纪录片九零后观后感篇四

重要的是你决定登上火车的那一刻”，他毅然地上了车，历
经了诸多磨难，来到了北极，看到了圣诞老人，却只要了圣
诞老人系礼物的铃铛，装在了衣兜里，衣兜破了个洞，铃铛
丢了，没有办法向家人解释他见过圣诞老人。

但是他执着地相信，“曾经，我们都能听到那铃铛的声音，
可是随着渐渐长大，很多人就再也听不到了。过了几年，我
妹妹也听不到了，可是我，永远都能听得到这铃铛发出的响
声。”

可是，他们又怎知老师心里想什么呢？

女儿小时候，也不止一次地问我：“妈妈，真的有圣诞老人



吗？我睡着了，他就会从窗户爬进来送我礼物吗？”“当然
是真的。”每当圣诞节的早上醒来，看到放在床头的袜子里
装着自己心心念念的礼物，女儿就特别高兴，她说她爱圣诞
老人。

我多么希望，她一直是相信圣诞老人的。长大了的她，知道
圣诞老人并不存在，又到圣诞节，她会问：“妈妈，圣诞节
礼物哦。”妈妈变成了圣诞老人了。

亲爱的女儿，亲爱的同学们，多么希望你们永远像电影中的'
克劳斯一样，只要相信圣诞老人的人，不管多大，过了多长
时间，都还是一样能听到那铃声。只要相信圣诞老人，只要
能听到那铃声，不管多难，你依然可以活得像孩童一样纯真、
幸福。

惟愿你们永远天真，不为世俗侵扰。

纪录片九零后观后感篇五

前几天，我看了一部法国纪录片《家园》，看完后，感触很
深，有许多想法。

这部纪录片的开头，旁白者定位于地球母亲，就点名了中心，
她是这么说的：“请听我说，你跟我一样，是智人。是一个
有智慧的人。生命是宇宙的奇迹，出现于约四十万亿年前，
而我们人类只有二十万年的历史，但是生命却破坏了，地球
生命赖以生存的平衡。请细听这个不寻常的故事，你的故事，
然后决定你应该做些什么。”

就是这一段话，使我更想观看这部电影，并且，我正在这段
话的意思!



这部电影大部分是采用航拍的方式，开始是先把美丽的一面
展现出来，表现出一种生态平衡的完美性。接着就是人类的
出现和肆无忌惮的扩张。从不同的视觉来看拥挤的街道、消
失的绿地、融化的`冰川，被虐待的动物以及……这些都是人
类的杰作。

看到地球这么虚弱了，我们怎能不动心?告诉自己尽可能去善
待它多一点，尤其是那些富裕的人，你们的富裕生活在某种
程度上过得很残忍，你们应该把你们的钱、物、力，用在环
保、公益上，这样对你们也好，对所有人也好。

但片中的最后还是给予我们希望。各国政府都去积极地参与
环保事业，发展洁净能源，对于我们个人最主要的还是观念
和行动。避免不必要的浪费保护我们的家园。对未来悲观的
预期，我们更需要乐观扎实的行动。而这样的行动让我们未
来更幸福而生活。

就让我们一起来保护这独一无二的可爱的地球吧!不要再让它
受伤了!

《家园》，值得我们去观看。家园，值得我们去保护。

是啊，为了人类共同的家园，是该做出行动了!从每一个人做
起。关注人类最基本、最真实、最根本的需要。

节约能源，从我做起!

这是通识课上看的一个纪录片。说是纪录片，实际上更像是
一个教育片。从人类消失在这个世界上的第一天起，直至消
失1000年，探讨了地球将会发生如何的变化。

第一天，也许没什么变化。只是家里的狗狗很有些寂寞。

过了没几天，城市乡村的夜晚开始陷入一片黑暗。因为主要



的供电是靠煤炭燃烧。一旦燃烧炉内的燃料燃尽，而此时已
经没有工人继续往里添加燃料。大部分的供电会因此而停止。
连狗狗在家里唯一可以“看”的电视也没有了。宠物狗们在
家里可吃的东西已经不多，它们被迫出门觅食。而大多数狗
天生就不适合在野外生存，它们的生理特征决定了它们在大
自然中的弱势(如脸太长或太短，腿太短，跑不快)，所以一
大部分的狗会丧尸荒野，而少数长相普通的狗却在此时成功
的存活下来。

至于其他动物，渐渐地它们会来到街头觅食，就像在原始的
大自然中的生存法则一样：弱肉强食。甚者，当城市周边有
动物园的话，那些动物一旦有能力冲出了牢笼，它们将会使
新一轮的战争更加激烈。毕竟本性难移。但是由于刚开始的
一阶段，城市还未因为无人管理而乱成一团，所以站在新的
食物链顶端的是哪种动物，答案或许并非如同从前。

也许一开始世界的变化还不是太明显，但是大自然的能量还
是强大的，几十年后，人类存在过的痕迹会被大自然一点一
点的消除。高楼倒塌。大桥被腐蚀断裂，书本被微生物侵蚀
至化为须有……一切人类存在过的痕迹将会慢慢被人类抹去。
即使是历经风霜的世界七大奇迹，也终将抵不过风和雨的侵
蚀，化为一团沙随风散去只是时间的问题。

矿产的过度开采，树木的过度砍伐，对别的生物的杀戮……
我们已经做了太多危害地球的事情，而这一切却终将害了我
们自己。看看全球变暖的后果，我们砍掉了那么多的森林，
二氧化碳已经无法被及时吸收。温室气体笼罩在大气层上，
使得大气层变成了一个微波炉。而紫外线正源源不断地给我
们加热。

地球上那么多种生物之所以能够和谐的共存，是因为它们经
历无数的考验，无数的磨练才形成了现在的复杂而环环相扣
的循环体系。而人类也只不过是在这个循环中存在的一个环
节而已。我们大肆地做着看似是为了“人类的利益和发展”



的事情，不断的破坏曾经和谐的循环，却丝毫没有意识到，
我们的所作所为只是将我们自己一步步地引向地狱的深渊。
我丝毫不怀疑地球的更新和保护能力，没有人类的存在地球
还是会照样转，并且说不定没我们捣乱会转得更好。所以我
们还是趁早改变我们的利欲熏心和目光浅薄，趁还来得及，
赶快自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