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对学校感想简单(优质7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观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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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
的观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纪录片榜样观后感观榜样有感篇一

近年来，纪录片作为一种重要的艺术形式，越来越受到人们
的重视和喜爱。它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素材，通过纪实手法
展现出来，不仅让观众获得了更加直观的了解，也给人们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最近，我观看了一部名为《丰碑》的纪录
片，它以呈现历史古迹为主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感受和体
会。

首先，这部纪录片以其生动的画面、精彩的剪辑和独特的视
角给我带来了视觉上的震撼。片中所展示的世界各地的历史
古迹，无不给人以美的享受。从大自然的奇迹到人类历史的
伟大创造，每一个镜头都给观众带来了无穷的惊喜和震撼。
尤其是在电影中运用了很多大写意的拍摄手法，给人一种激
情澎湃的感觉，使观众能更直接地感受到古迹的伟大和人类
创造力的不可思议。

其次，作为一部纪录片，这部电影除了给观众提供了宏大的
视觉享受外，也深化了对我对古迹的理解。纪录片通过对每
个历史古迹的介绍和解说，使观众了解了它们的由来和历史
意义。例如，片中介绍了埃及金字塔的背后故事，让人了解
到埃及文明的伟大和人类智慧的辉煌。还有希腊雅典的巴塞
农神庙、罗马的斗兽场等古迹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通
过观看这些古迹的纪录片，我对这些历史悠久的建筑有了更
深入的了解，也更加理解和珍惜了我们的文化遗产。



再次，纪录片《丰碑》给了观众许多思考的空间，使我对人
类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有了更深刻的思考。纪录片通过对古迹
的展示和解说，让人们对人类历史的演进有了新的认识。我
开始思考起人类为什么会创造出这些伟大的古迹，它们又代
表着什么样的人类智慧和文明进步。通过观看这些古迹的纪
录片，我对人类文明的伟大和人类进步的曲折经历有了更深
层次的思考，也更加珍惜和向往人与自然、人与文化的和谐
与进步。

最后，这部纪录片还通过其中的人物故事和历史事件，带给
了我思考和启示。纪录片中采访了许多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
并通过他们的解说让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古迹背后的故事。
例如，片中介绍了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七世和她丈夫凯撒大
帝在埃及的事迹。通过这些人物的故事，我明白了历史的戏
剧性与人物的伟大是如何影响整个时代的，也让我对历史事
件的复杂性和人性的多样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总之，《丰碑》是一部让人深思、震撼而又感人的纪录片。
它通过生动的画面、精彩的剪辑和独特的视角给观众带来了
视觉上的震撼；通过对古迹的介绍，让我对古迹有了更深入
的了解；通过对人类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思考，让我对人类
的智慧和文明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通过历史人物的故事和历
史事件的展示，给我带来了思考和启示。这部纪录片不仅展
示了古迹的魅力，也传递了对历史和人类文明的热爱。它让
我重新审视了人类历史的伟大和人类智慧的辉煌，也让我更
加珍惜和向往人与自然、人与文化的和谐与进步。

纪录片榜样观后感观榜样有感篇二

近日，纪录片《中国》在湖南卫视和芒果tv播出。在黄金时
段暂停坚持多年的青春偶像电视剧，播出自制历史人文纪录
片。对于多年来形成的收视定位，这是一个冒险。但是，情
势所迫，湖南卫视也不得不试图转型。但这种转型值得肯定
和鼓励。



纪录片《中国》的登场，是在20xx这不平凡的一年对中国和
中国人的感恩回馈——在危难之时力挽狂澜的民族，值得被
赞扬，也值得被记录。

纪录片《中国》以思想与制度为主线，挖掘从春秋时期开始，
对今日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人和故事，并通过电影化的拍摄
手法，再现中国历史群星的个人选择及闪耀瞬间，向大众展
现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
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当今
时代，最为鲜明的时代特色，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
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交汇。

纪录片《中国》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通史，它带着强烈的主
观色彩和浓烈的思想感情，是从当代人的眼光观望文化历史
的一种选择。不仅如此，《中国》也是一次长视频精品路线
尝试：在制作上，采取了目前纪录片领域的最前沿技术;在叙
事上，放弃传统纪录片的线性结构，采用从中间打开和人像
展览式的戏剧结构;在风格上，不讨好当今长视频的种种流行，
特别强调仪式感，特别强调伟大的人物及其典型场景。这是
一部有文化门槛、需要历史储备的作品，也是一部能让人汲
取能量的纪录片，召唤大众从历史学习，把责任、使命放到
实践里面去。

纪录片《中国》用由浅入深、妙趣横生的语言，回溯中华文
化渊源，讲述中国历史变迁。在伟大的历史发展道路中，找
寻中华民族的勇气之源、力量之源、自信之源。

纪录片榜样观后感观榜样有感篇三

冲天,什么冲天？飞机、豪气、青春、国家要冲天。冲破那战
争的重重雾霭，只为见到家国复兴那一轮明日。



从这拍摄手法来看，由史诗照片，纪录片，动画片，旁边等
等组成。动画片的加入非常的有新意。使得影片平滑。给予
人们想象提供了平台和依托。毕竟我们没见过空战场面，更
不能揣摩飞行员的心里。动画片+旁白，使人舒服而又适宜的。

飞行员，是高大上的，对我们来说。健康的健美的外形，优
沃的收入，无一不是吸引人的。如片尾一位抗日飞行员的女
朋友说的那样：“我很羡慕你在天空，觉得离上帝比较近，
却没有死亡的幽谷。”而飞机那窄窄的舱室不就是飞行员们
的幽谷么？是别人的也是自己的。

从抗日空战一隅可见，我们的中国为抗日贡献了大批的年轻
人，一批一批的。他们不恐惧的么？有一位说过“我们在远
离极远的天空中我们的痛苦和喜悦只有我们自己孤单的享受。
同时在痛苦的事向我们围攻时，不容许我们去回忆和思索任
何一件事”包括死亡和恐惧。也许有的，那也许在无数个零
星的夜中的，那是怎样的煎熬，和怎样的男子汉呀。

他们是英勇的，他们击落的、击毁的1200多架敌机与自生
近1000架飞机的损毁便是他们的丰碑。他们是机敏的，有周
志开以一敌八，带走三架敌机而自己未亡的战绩。这大概也
是中国精神的一隅吧。

纪录片榜样观后感观榜样有感篇四

纪录片《翻山涉水上学路》记录了来自最边缘地区的学校孩
子们，从他们的生活环境开始，展示他们上学之路，直到最
后达到他们的目标。

踏上一次前往一些最不可能抵达的目的地的旅程，在那里，
学生们在幸存和他们对知识的渴望间，穿越那些狭窄的小道。

12岁的女孩科坦卡，每天早上第一个出发，却最后一个到达
学校，因为她的家距离学校20公里。20公里，是个什么概念？



在北京或上海搭乘地铁要40-50分钟，坐公交要两个小时。可
科坦卡是徒步，而且这一路上她要跨草原、越山谷、躲野兽。

尽管生活艰辛，危险重重，孩子们还是勇敢地走在上学路上，
因为他们渴望用知识改变自己的生活。

他们历经几个小时，穿过非洲大草原去上学。他们的上学路
充满着大象、猴子、野牛、豹子、狮子等野兽，还随时面临
着暴雨洪水的危险。并且因为食物的匮乏，他们不得不忍饥
挨饿地走几个小时，饿了只能想办法采野果，或去屠宰场讨
要些肉喝点血。尽管条件异常艰苦，但肯尼亚的这些孩子们
仍不忘心中的理想，坚持上学，努力学习！

我们大多数同学都生活在衣食无忧的环境里，有父母的疼爱
与支持，有老师的教育与管理，我们根本不需要徒步行走20
公里，我们和肯尼亚孩子一样，拥有对知识的渴望，怕吃苦，
吃一辈子苦；不怕吃苦，吃半辈子苦。

能现在用汗水解决的事，不要留着以后用泪水。

纪录片榜样观后感观榜样有感篇五

在这个暑期，电影《大学》已于20xx年7月9日正式全国公映，
并邀请到《在明明德：大学的伦理之基》的三位作者：清华
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领导力研究中心主任杨斌，清华大
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副院长钱小军，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姜朋，为关心支持清华大学和
经管学院发展的校友们带来一场精彩的在线漫谈。三尺讲台
躬耕一生。

影片拍摄素材来源于清华园里，有四个人正站在自己人生的
路口。他们之中，有刚历经高考、一波三折地考入心仪学府
的第一代“00”后大学生，有即将离开象牙塔、面临艰难抉
择的博士毕业生，有旅美归来入职清华、满怀“观天”理想



却挑战重重的青年教师，有耄耋之年、荣休后依然坚持站立
三尺讲台的老院士（钱穆之女钱易）。影片以三年的悠悠光
景，诉说了四个清华人一生的理想，以及在他们身后属于这
所大学的永恒青春。

在这部影片中既有追光的人，也有为梦想而努力前行的人，
当他们的理想与现实发生碰撞时，他们的选择遵从了他们内
心所怀着的理想，让一颗颗炽热的心在祖国的大地上熊熊燃
烧着，并在家乡的美好河山上耕耘着一切；最终，在辛勤和
汗水中开了花结了果。

理想当燃，我们都在寻找理想的燃料。站在新时代的背景下，
面对国际化竞争激烈的时代，作为青年学子，我们理应学好
理论知识，同时更应该把握住美好的年华、练就真本领，让
我们的理想信念一直坚定下去，做一个平凡但不平庸的人。

纪录片榜样观后感观榜样有感篇六

《绝笔纪录片》是一部由中国知名纪录片导演戴思聪拍摄的
纪录片。该片聚焦中国残疾文学作家、电影人谷崎润一郎，
记录了这个“心智不残”的人对于残疾文艺、电影、社会和
生命等多个方面的思考和探索。谷崎润一郎是一位天生肢残，
但他并没有让残疾成为自己行动的障碍，反而成为他人生中
用笔、用镜头记录世界的切入点。

第二段：观后感，对于谷崎润一郎的个人经历的感悟

谷崎润一郎被认为是一位残疾人士的代表，但他却并不以自
己的残疾为耻。反而，他在成为一名作家之后，把自己的残
疾作为一个被市场所忽视的切入点，创作出了专注于残疾人
生的文学作品。在《绝笔纪录片》中，可以看到谷崎润一郎
不仅对自己的残疾保持着一份乐观的态度，同时也鼓励他的
同行以及社会大众更多地了解残疾人生，为他们的权益发声。



第三段：思考生命，对于谷崎润一郎对于生命的思考和表达
的感悟

谷崎润一郎的作品和思考不仅毫不羞涩地表达了残疾人的生
存状况，更放眼大千世界，表达了对生命本身的精神追求。在
《绝笔纪录片》的镜头中，可以看到谷崎润一郎在自己的眼
中对于人生、爱情、死亡等诸多话题有着独特的看法和表达。
作为一个在困难中前行的人，谷崎润一郎不仅表达了坚持不
懈的力量，更通过他的创作活动将人生的价值跃然纸上。

第四段：思考社会，对于谷崎润一郎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的感悟

谷崎润一郎在推动残疾文学、电影进程、社会人权问题等方
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的努力不仅为残疾人群体带来了更
多的关注和资源，同时也为更多能与其面对类似问题的人们
提供了启示。在一些片段中，可以看到谷崎润一郎在出版社、
影视公司等环节与很多其他人一样遭受的时弃嘲讽和歧视，
这一点也说明了我们的社会对于各类群体的尊重和平等仍存
在不足。谷崎润一郎让我们看到了对社会进步和平等持续的
渴求。

第五段：结论，总结“绝笔纪录片”以及谷崎润一郎的意义

《绝笔纪录片》的存在不仅是对于谷崎润一郎一生的纪念，
同时也展现了社会对于残疾群体、人权问题以及自由创作的
关注度和重视程度。谷崎润一郎的一生告诉我们，无论生活
有多困难，我们都应该坚持对于自由、平等、尊重和社会进
步的努力。而对于这些追求和期望，我们需要从经验、思考、
交流和表达中不断地汲取营养和力量。

纪录片榜样观后感观榜样有感篇七

近年来，纪录片行业迎来了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各类精彩



纷呈的纪录片作品层出不穷。其中，《丰碑》这部以中国建
筑为主线的纪录片引起了广泛关注。我最近有幸欣赏了这部
纪录片，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的人文关怀与艺术审美，对中国
传统建筑文化的传承与保护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通过观看
《丰碑》，我深受启发，获得了许多心灵上的滋养与感悟。

第一段是目睹中国传统建筑的灿烂辉煌。纪录片以“丰碑”
为主题，重点介绍了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建筑遗址和传
统建筑。在纪录片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早期建筑的
雄浑庄严，唐风宋韵，明清碑刻等等，这些无一不代表着中
国传统文化的辉煌。我在观看的过程中不禁为中国的古建筑
之美所折服，感叹其不朽的艺术力量，同时也为历史留下的
难以替代的文化丰碑感到无比自豪。

第二段是认识到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独特价值。纪录片通过
对中国传统建筑进行深入解读，让我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有
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传统建筑不仅仅是一种建筑形式，更是
中国古代智慧和文化的结晶。以凤凰古城为例，纪录片中揭
示了当地居民通过多年的努力，保护着古城的原貌，并将其
发展成旅游景点，既保护了建筑的独特价值，也为当地带来
了经济效益。这让我深刻体会到，传统建筑不仅需要我们的
保护，更需要认识到其中蕴含的文化价值，通过融入现代社
会，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有机结合。

第三段是思考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现实困境。尽管《丰碑》
纪录片中展示了众多的中国传统建筑之美，但也不可忽视这
些文化丰碑所面临的现实困境。现代社会高速发展的进程中，
中国古建筑文化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和侵蚀。每年都有大量的
古建筑被拆除或改建，导致传统文化的损失。这让我深感痛
惜，也更加关注起传统建筑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纪录片中展
示的工匠们在维修和保护传统建筑过程中的用心和坚守让我
动容，也让我意识到传统建筑文化的保护需要更多的社会关
注和参与。



第四段是思考传统建筑文化如何与现代社会相结合。经过观看
《丰碑》，我开始思考如何将传统建筑文化与现代社会相结
合，使其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从纪录片中可以
看到，一些历史建筑成功地通过创新的思维和新颖的设计恢
复了生机，如故宫博物院的数字文化创意，和南京总统府的
夜游项目等等。这说明传统建筑文化是可以与现代社会相结
合的，只要我们有创新的思维和前瞻的眼光，就能创造出更
多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

第五段是激发对传统建筑文化的热爱和保护意识。《丰碑》
这部纪录片通过丰富多样的故事和精彩的画面，让观众对中
国传统建筑文化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切身的感受。我深深被
这些优秀的传统建筑所打动，也对传统建筑的保护产生了更
加强烈的意愿。作为一名普通大学生，尽管力量有限，但我
相信只要每个人都能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积极参与到
传统建筑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中来，就一定能为中国传统建筑
的发展与繁荣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总之，观看《丰碑》纪录片，让我领略了中国传统建筑的魅
力，也让我思考了传统建筑文化与现代社会的融合之道。希
望未来能有更多优秀的纪录片作品，让世人更好地了解和关
注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为其传承与保护做出贡献。

纪录片榜样观后感观榜样有感篇八

他们是为共和国做出巨大贡献赢得无上光荣的人；他们坚守
一生，诠释了什么是奉献，什么是职业。本片以一个全新的
角度，不着力用墨于世人所熟悉的荣耀，而是深描他们的探
索、追寻和蕴含在其中的刻苦与勤奋，以还原他们真实的人
生。

这个周末，我观看了央视纪录片《不老人生》。所记录的六
个人物都深深地打动了我。



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个女指挥郑小瑛，她为的义务讲解坚持至
今，指挥《土楼回响》创造了中国大型交响乐上表演次数最
多的记录，即使在北京很受欢迎，依然离开北京到厦门创办
一个交响乐团。她还说，她想用西方的方法表达中国的感情。

青年时期流浪式求学，在艰难的抗日期间，在防空洞里学知
识考取大学，喜欢“冷板凳”，永远做一个学生，大学毕
业74年，仍然一心一意扑在自己的专业上，为研究大庆油田
而熬夜奋战的李德生。

坚持创新，不断奋斗，现在勇赴前线的钟南山院士。他说，
要不断探索创新，中国的医学才有进步。

热爱舞台的老戏骨焦晃说，演员不能丢失自我而要出发到人
物那去。演戏切忌演戏，而要建立角色的生活。他还说，创
作不会使人老去。他坚持创作，把自己的思想都放进作品里
面。

参与制造中国第一台自行设计的大型计算机的倪光南建议国
家大力发展软件，要注重科技创新。

张行言说，做人就要清清白白，像荷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
濯清涟而不妖”。张行言老人和她的丈夫精心培养新品种荷
花多达800多种。并且因为工具缺乏凭借肉眼识别，发表
了400多篇论文。她还说，只要她活一天，她的脑袋就不休息。

历史的车轮滚滚，时间悄然无声的流逝。所有的事物都买不
停的变化着，可他们依旧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奉献，
兢兢业业。他们是一群担当者，他们与新中国共同成长，担
当与前行是他们心中的使命。不在祖国不同的历史时期，历
史阶段，有这么一群人在为了我们的生活而努力奋斗。不为
高薪和名誉，只为一个更好的中国，中国文化更好的传播，
中国精神更好的发扬。



向前行者们致敬！中国精神永存。

纪录片榜样观后感观榜样有感篇九

随着一段忧伤又感人的乐曲，带出了一个又一个悲伤的故事，
在那些日子里，谱写出了一首又一首悲哀的歌，记得2008年5
月12日的那一天，一个又一个年青的生命在生命线上被死神
拉走，这是一个难以抹去的伤痕，深深地刻在了我们的心中，
这就是世界上最可怕的汶川大地震，《汶川大地震》电影观
后感。

5月12日，灿烂的阳光洒满了汶川市，百合还没有开花，晨风
中已经飘来甜丝丝的香气，汶川市的人们并没有察觉到在几
个小时以后，就会发生一场里氏8.0级的大地震。我们也并不
知道以后发生的事，也正是这一点，2008年5月12日成为转折
极大的一天。

早上，孩子们一起奔进学校的大门，他们一起在校园里玩耍；
影片里的小主人公用爸爸给他的两元钱买了荧光棒，在上课
时引得全班哄堂大笑；六一小组的同学们正在排练《让我们
荡起双桨》，袁老师在孩子们的歌声中跳着优美的舞蹈---可
是天神又是那么的绝情，在快乐中带来了不幸，这就是512大
地震，观后感《《汶川大地震》电影观后感》。

天，渐渐的阴沉下来，乌云笼罩着汶川，闪电把天空劈成了
两半，雷声在空中怒吼，随后一场8.0级大地震在汶川发生了。
楼房倒塌了，高楼变成了"斜塔"，大地在不停地摇晃，哭声、
叫喊声响成一片。人们在悲伤中和惊慌中寻找着自己的亲人。

在中心小学，充满欢乐的校园早变已成了一片废墟，没有受
伤的同学和老师不顾自己的一切，只知道压在地下的是一条
条活生生的生命，他们一停不停地挖。6个小时，12个小
时，24个小时--他们的身上满是灰尘，衣巾上有些血渍，眼
睛里布满着血丝---再看看废墟底下，袁老师用优美的歌声唤



醒了即将沉睡的孩子们，同学们为了不让朋友怕，就互相鼓
励，不吃不喝活了三天。

是团结的精神，使他们成为了一个永远不会分开的团体，也
正是这股团结的力量，凝结成了一份巨大浓厚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