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牛班的春天观影心得(大全6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
友。

放牛班的春天观影心得篇一

“啊，黑夜，如此的温柔。”这优美的天籁之音萦绕在我的
耳畔挥之不去，那一双双真诚炽烈的眼睛仿佛就在眼前。

马修，到一个寄宿学校报到上岗，成为一名地位平凡的学监，
这的校长势力、虚伪，特别是这里的学生，顽劣、叛逆。但
马修，他是可爱的，他用智慧与胸怀“”了学生们一次次的
嘲弄。以此换来了学生们的刮目相看。他更是伟大的，在他
眼里，学生们的劣根性只是表面，他们骨子里都是纯真的天
使。他处处为学生着想，并倾心爱护他们、教导他们。

在教育一个故意伤人的学生时，没有粗暴的采取“行动反
应”，而是用语言用道理真正疏导了学生，使其真正懂得了
责任与爱。“天使眼睛”是一个外表冷漠叛逆的孩子，马修
真诚地与他沟通，却屡遭钉子，但决不放弃，并在合唱中是
男孩儿找到了人性的美丽与人生的价值。更是在犯罪少年身
上，马修仍然采取了他一贯的原则，用爱给予引导。当少年
被误判再次入狱后，他与校长开展了唇槍舌战，为此，他也
失去了工作，但他，是毫不反悔的。

人常说“将心比心”,但马修用他的善良及真诚与学生的敌视
冷漠作交换，最终换来了漫天飞舞的纸飞机。他成功了，无
愧于伟大这个词。他是我们的榜样，为人师表，就应本着不
离不弃的原则，用爱心与真诚引导学生认真谱写他们人生的



旋律，这才是老师的首要职责。

电影中还有一个画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马修在孩子
们睡下后，独自一人在微弱的灯光下写日记，那黑夜，是如
此的温柔。

放牛班的春天观影心得篇二

透过日记微微泛黄的扉页，依稀看见1949年1月15日的那天，
一位穿着暗灰色夹克，提着巨大而笨重的木箱的中年人向一
扇紧闭着的铁门走去，光秃秃的头顶上顶着同样灰暗的天
空……克雷芒马修，此时因为在众多领域中经历了一系列的
挫折而走进了人生的低谷，不得不应聘一个专为问题少年们
设置的寄宿学校——“池塘之底”的学监。

在乐格克设置陷阱致使马桑大叔的眼睛受伤后，马修只是让
他每天去照顾马桑大叔，直到他康复为止;在莫杭治因为辱骂
校长而关禁闭、，他被释放出来后罚做清洁工作时，听见马
修训练他的同伴们合唱，于是在放学后独自来到教室练习歌
唱，马修发现后不但没有责怪，最后甚至还给他“开小灶”;
在来自圣菲亚少管所的蒙丹处处与马修作对时，马修不但没
有厌恶、疏远他，反而让他成为合唱团里唯一的“男中音”，
并且不时教育、开导他，当蒙丹最后因为校长哈珊的诽谤而
被警察带走时，马修还因为合唱团失去了唯一的“男中音”
而惋惜……马修以他宽广的胸怀包容着这些渴望关爱的孩子
们，他以一颗博爱的心将温暖和希望播种在孩子们的心间。

马修用音乐感召孩子们冷漠已久的心，唤起他们对生活的渴
望与热爱。当公爵夫人欣赏孩子们的演唱时，他们的表现无
疑达到了一个高潮。无论是配合默契的合唱部分甘冽纯净、
完美融合的歌声，还是领唱莫杭治清亮的宛若天籁般的声线，
都给人以“美”的享受。他们的歌声之所以如此深入人心，
是马修给予他们信心与爱的结果。从小受到“行动——反
应”的强制性规定的他们，生活在这里实际上毫无自由与快



乐可言，而马修的出现，为他们带来了音乐，为他们带来了
关爱，因为长期受到压迫而麻木不仁的心灵渐渐有了复苏的
迹象，他们所不曾拥有的信任，此刻全部倾注在马修的身上。
让一群顽固恶劣的问题少年们彼此相互信任，相互契合，简
直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
马修面对孩子们，并不像其他学监那样选择了强硬的手段，
或者选择了放弃，而是把他所有的心血倾注在孩子们的身上，
以“爱”作为连接彼此心灵的桥梁。孩子们的歌声，与其说
是为公爵夫人演唱的，更不如说是他们为马修献上的最崇高
的敬意。

一直等待父母在星期六来接自己的孤儿佩皮诺，终于等来了
马修带他离开这个监狱般的地方。佩皮诺的执著是正确的，
他的等待最终迎来了圆满的结局。马修被解雇的这一天刚好
是星期六。

“池塘之底”的沙贝、朗古卢瓦和马桑大叔联合起来揭发了
哈珊虐待学生的事实，最终哈珊被辞退，而其他孩子们各奔
东西。马修继续给别人上音乐课，这份对音乐的执著与热爱
一直持续到他去世。

看完电影，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老师深深的影响着孩子
的一生，就像影片里那个最不被看好的孩子也是班里最调皮
的孩子，最后成了一名伟大的指挥家，就是因为有了老师的
鼓励和无尽的爱，才成就了这名指挥家。就是他这种无私的
爱深深的打动了我。只要你用心去对待每一个孩子，他们会
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

放牛班的春天观影心得篇三

本周五，我们3—6年级全体同学在音乐厅里观看了一部电影，
叫《放牛班的春天》。看完这部影片，我的心灵受到了强烈
的震撼。



电影主要讲了主人公马修到一家学校担任代课老师。这个学
校由调皮的孩子，冷酷的教师，严厉的制度构成。马修怀着
一颗仁爱之心对待这些孩子，对学校的严厉制度很不喜欢。
决心用音乐去感化这些孩子。最后，孩子们变好了，也对他
们的人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世界著名的音乐指挥家莫安琦是里面的一个调皮孩子，莫安
琦拥有天使的面孔和歌喉，却有着令人头疼的性格，虽然他
很难缠，但马修老师还是把他的音乐天赋挖掘出来。

这时，我想到了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学校用赏识教育来培育
我们成长，鼓舞着大家前进。我们的学校因材施教，也培育
出了许多人才。我们的学校和他们的学校相比，我们的学校
更好。

这部电影没有华丽的场面，没有血腥的打斗，没有新颖的情
节，但它感人的故事、鲜明的刻画、动人的音乐已足以使每
一个观众感动，并爱上了这样一部《放牛班的春天》电影。

放牛班的春天观影心得篇四

细细品味一部作品以后，对人生或者事物一定产生了许多感
想吧，现在就让我们写一篇走心的观后感吧。那要怎么写好
观后感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电影放牛班的春天观后
感，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这是一部关于教育的电影，也是关于心灵与爱的电影。“教
育到底是什么？我们要怎么教育好学生们？我们现在要怎么
做？”影片中，现实中，每个人的心中都在寻找着这个问题。
《放牛班的春天》中的马修手里拿的是一把爱心和理想的钥
匙，开启了学生们的心灵之门。

这是法国偏僻的郊外一所被称作“池塘底”的教养院。里面



的孩子，或者每每倚靠在铁栅栏前，企盼着已去的父亲，或
者用毫无奢求的眼神，不屑地看着这个世界……他们的父母
或是在战争中死亡，他们的母亲或是未婚妈妈，他们拥有太
多太多别人不曾拥有的冰冷和无助。将这群问题少年集中强
制关在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环境中，一道道铁门禁锢着他们
的心灵世界，只能看到高墙围着的四角的天空。感受不到爱
和尊重，更不许对爱有所依恋。犯了事，只能用皮鞭和囚禁
处理。尘封的心灵就这样开始慢慢变得扭曲，在这里有以李
基度为代表的攻击性强的儿童，他把学监老麦砸得住进了医
院；还有以皮比诺为代表的，由于失去双亲，缺少依恋而孤
僻，甚至变得抑郁的儿童；最值得关注的就是让单亲妈妈头
痛，对音乐极有天赋，但又自尊心十足，相当敏感的莫朗。
这样我们看到了《放牛班的春天》中学生们的叛逆、反抗和
疑问：在影片里学生对老师的不尊重显露无疑，他们在拿老
师做笑料，暗算老师……学生们对老师的轻蔑无视，老师们
对学生的不满和强硬，他们只是把学生的这种行为看成叛逆、
堕落的表现。老师和学生选择了对抗，而不是通过真心交流，
互相理解来解决问题。

在这样充斥着邪恶和暴力的氛围中，许多老师都是采取了妥
协、默认、忍耐或同流等消极的态度，而马修的态度是积极
的。初来乍到的马修，面对孩子们一贯的恶作剧，并没有像
其他教员那样过激的反应，尽管他也需要吓唬孩子，但他的
心中充满了爱。他相信不管是什么人，他的心灵深处都深埋
着善良的种子，尤其是孩子，教育者就是善于将之挥之而出
的那个人。等爸爸的佩皮诺的眼神只有让人更加怜爱；“乐
谱是不是间谍的密码？”，孩子还是那么的天真、好奇……
每个孩子都有一颗丰富的内心，我们不要苛求孩子都成为我
们心中的那个孩子，他们是大千世界中的叶子，从没有两片
完全相同的叶子。真正尊重孩子原有的特质，让孩子原有的
特质更加闪亮。于是，当孩子嘻笑着骂他秃头的时候，当孩
子将他用半生的心血创作的乐谱散落在厕所里随意玩弄的时
候，当孩子将墨水瓶砸在他的脸上的时候，他从来也没有恼
羞成怒。反而一次又一次地帮助这些孩子掩饰他们的过失，



使他们不至于遭到冰冷的惩罚。他为什么这样做？想讨好这
些孩子吗？不是。不严格要求他们吗？不是。想表现自己的
宽容吗？不是。因为他亲眼目睹了”池塘底”教养院的非人
道的刻板的教育的霸道粗鲁和苍白无力。校长的”犯规—处
罚”的行为主义派的管教方式忽略了学生的人性的一面，将
改造学生的过程单纯的简化为”刺激—反应”的过程。他对
人性的看法过于简化，完全忽视了人的行为异常发生的内在
认识、情感、动机、和态度等主观的心理原因。同样，也忽
视了认知、情感和意志等过程在行为矫治中的作用。以为简
单而粗暴的处罚就可以阻止学生们继续捣乱。而他这样做的
后果是，招致了学生的怨恨和更多的恶作剧。每个人都是一
个完整的世界，都应该得到尊重，存在就是有价值的”。他
意识到了校长”犯错—处罚”的方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他
开始用一些更加人性化的方法来对学生进行管理，同时也注
意给学生多一些自尊心。

我们不能自欺欺人地认为是受人尊重的，虽然我们有金钱，
有朋友，或是处于权威的地位。如果无法满足自尊和被人尊
重的需要，我们就会产生自卑、无助、沮丧的情绪。比如像
皮埃尔这样的人，他虽然没有直接将这些情绪表现出来，但
他带头闹事等行为正是为了掩饰他的自卑和无助。在顽劣的
外表下，隐藏的其实是一颗受伤的心。马修老师让皮埃尔知
道，他的妈妈是关心他爱他的，也让他知道不是所有的老师
都是和校长一样死板的。马修老师还发掘了他在唱歌方面的
天赋，最重要的是马修老师给了他自尊，把他当作平等的人
来看待，让他懂得了自尊的需要和尊重他人的需要。他认为
这种需要是必须达到的。在一片和谐的童音中，马修向皮埃
尔挥挥手，那是一个邀请的姿势，恭敬而慈爱；那是皮埃尔
熟悉而渴望的旋律；那里有许多双眼睛都含着笑意在等待着。
冷着面孔的少年，逐渐将身体从石柱上慢慢抬起，调整自己
不羁的站姿，他变得恭谨而又充满了喜悦。

那一刻，他突然就明白了一切。他领悟到了被人尊重的感觉，
更懂得了要获得别人的尊重，必须先尊重别人的道理。



那一刻，什么是“春风化雨”，什么叫“润物无声”，全明
白了。

克莱蒙·马修，这个落魄的音乐家，失业的代课老师，却是
个有血有肉的.人，身上处处散发着人性的光辉。他用自己的
方式做着微不足道的事情，温暖了冷漠的学生，唤醒了明哲
保身的同事，改变了囚笼般的学校。这一切都在不经意间，
平凡、自然、真实。

“好好先生”马修也有自己不可侵犯的原则和立场。他不会
对自己喜爱的学生有任何的偏袒，不会无原则地放任一个学
生胡作非为，但同样也不对经常得罪自己的坏孩子怀有丝毫
的偏见。老师就应当这样，正确运用教育者的权威，合理掌
握师生之间的距离。既不能淡化教育者的身份，也不能任意
扩大师生之间的距离，宽容、理解、接纳、欣赏、并感受着
每一个学生，热爱学生，给学生以尊重，建立和谐的师生关
系。

马修就像是一个集所有优秀老师所应具有的特点于一身的学
监，而属于他本身特色的当属他借音乐完成了对孩子们受伤
心灵的抚慰与洗礼。就教书这点来看他并没有做什么，他也
没有刻意去培养学生有什么远大的理想。他们似乎整天在做
着游戏——唱歌。马修没有摆出一副老师的模样，似乎自己
是一个引导者，带着孩子们通过他们自己发声高唱，逐渐打
开了他们的心灵之门。孩子们逐渐的找到了真正的自
我：“我是这样的；我喜欢和大家一起合唱；我也能做好一
件事的；我不是没有用的人！至少我能歌唱……”孩子们逐
渐的在自我肯定着，他们找回了信心、美好、人格、价值、
道路、爱心和理想！最关键的是孩子们重新找回了自己的人
生，他们了解到自己应该做什么，怎样选择，怎样面对外面
的世界。马修没有做什么实质的事，他用自己的爱心和游戏
（音乐）就打开了孩子们的内心，因为他至诚的爱心和理想。
他不是在教导，而是在引导和影响——学生们是在引导中自
醒的。



马修用音乐感召孩子们冷漠已久的心，唤起他们对生活的渴
望与热爱。当公爵夫人欣赏孩子们的演唱时，他们的表现无
疑达到了一个高潮。无论是配合默契的合唱部分甘冽纯净、
完美融合的歌声，还是领唱莫杭治清亮的宛若天籁般的声线，
都给人以“美”的享受。他们的歌声之所以如此深入人心，
是马修给予他们信心与爱的结果。从小受到“行动——反
应”的强制性规定的他们，生活在这里实际上毫无自由与快
乐可言，而马修的出现，为他们带来了音乐，为他们带来了
关爱，因为长期受到压迫而麻木不仁的心灵渐渐有了复苏的
迹象，他们所不曾拥有的信任，此刻全部倾注在马修的身上。
让一群顽固恶劣的问题少年们彼此相互信任，相互契合，简
直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
马修面对孩子们，并不像其他学监那样选择了强硬的手段，
或者选择了放弃，而是把他所有的心血倾注在孩子们的身上，
以“爱”作为连接彼此心灵的桥梁。孩子们的歌声，与其说
是为公爵夫人演唱的，更不如说是他们为马修献上的最崇高
的敬意。

孩子们在音乐中找到了自我的价值，学会了欣赏美好的事物，
懂得了相互尊重，信任和友爱。音乐结开了束缚他们心灵的
绳索，重建了被炎凉事态损毁的是非观，激起了一颗颗幼小
心灵中对于美好未来的向往。

然而，春天来了，春天又要走了。

结尾时，从教室窗口飞出了几十只雪白的飞机，在歌声中，
驾着清风，飞向了马修，飞到了他脚边。人性一旦复
苏，“囚笼”关不住这群天使般的孩子。孩子们放飞了自己
的爱心和理想，马修成功了。就是这样一个被世俗所公认的
卑微的“失意的乐者，失业的教师，”给“放牛班”带来了
生机勃勃的“春意”。

春天走了，温暖却永留心间，可以让人在白发苍苍的时候还
念念不忘。



教育是需要真诚和爱的事业。教育不是简单的知识技能的移
植，而是生命与生命的交触，需要教师和学生双方完整的投
入。人们曾说，要给学生一杯水，教师自己必须有一桶水，
这是主知主义教育思想指导下的教师定位。教育确实需要教
师有渊博的知识，但教育更需要教师具有对人的生命的真切
关怀和热爱！真正有效的教育是有信仰和爱的教育，教师对
教育工作信仰和热爱的态度是最能影响学生成长的教育因素，
所谓“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教师自身
人格对学生的影响所产生的教育力量，是任何教科书和奖惩
条例所不能代替的，学生从教师情感态度中所学到的东西，
也远比教师所教的知识更多。因为学生的价值观念、情感态
度和行为习惯，不是通过认知教学过程来完成，而是学生无
意识地向教师模仿、认同，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着教师的影响。
《放牛班的春天》感动了大多数人，因为电影里面有我们在
现实中得不到的东西，比如一个能为你人生指引的老师或者
是一个伯乐。每一位孩子都渴望在自己的人生路上遇见这样
一位老师，这样一位给自己最多帮助的人。伯乐不是每个人
都遇得到的，老师也不是每一个都是伟大的。因为能够遇上
便是一种幸福，尽管这种幸福在现实中显得这样的奢侈，但
是我们仍然会渴求得到。

“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中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
迪生。”但愿每个老师都能牢记教育家陶行知这句话，像马
修老师那样，用爱心和理想的钥匙开启并温暖每一个学生的
心灵。

放牛班的春天观影心得篇五

我看完了老师推荐的法国影片《放牛班的春天》，非常感动。
这是一部老师用心去感化顽劣学生的题材。虽然题材已经很
旧了，但不得不说这是我看过的这种题材里最好的一部!

片头，两位沧桑的老人(也就是主角长大后的样子)，翻看儿



时一位重要老师的日记，引出了这么一段回忆。

1949年1月，马修因为在别的职业领域碰壁，只好来到了广告
上说的行为偏差的青少年辅育院。在没进大门之前马修就深
信即将面临最悲惨的未来。

一开始，马修老师都宽容了学生们的过错。在无意间，他听
到了学生们编的骂自己的歌，马修老师非但没有生气，而且
还发现几个音乐底子好的学生。他打算建立一支合唱团，去
向院长申请时不但被拒绝，还听到很多刻薄的话。但他没有
就此罢休，只好建立秘密合唱团。

一天伯爵夫人来参观的'时候，指名要欣赏马修老师组织的合
唱团的时候，这位院长却完全变了态度，组织合唱团成了他
自己的主意，而且对此还到处吹嘘说是自己的人性化教学，
是自己对教学法所做的新贡献。这就是人性的丑恶。

最后，校长差点就能升迁，但由于学校的一次意外火灾，他
的愿望泡汤。他决定辞退了马修以泄愤。最残酷的是临行前，
校长还不让学生们去送马修。当马修老师走到校门外时，忽
然不断有纸飞机从窗口上飞下来，每一个纸飞机上都有孩子
们写给马修老师的临别赠言，阳光下还有孩子们从小窗口伸
出的整齐地挥舞着的手臂。马修老师已经给池塘底带来了春
天。最终小不点比皮诺逃了出来，和马修老师在属于他的礼
拜六下午走了。

放牛班的春天观影心得篇六

星期五，我们全班同学一起观看了《放牛班的春天》，这部
电影是采用倒叙的手法展开的。

有两位老者，谈论起50年前自己的少年时期，于是他们翻开
了当年代课老师马修留给他们的日记本。那一年，学校来了
个新的代课老师，叫马修。热情的麦神父带领他参观学校，



走到一个门的前面时，麦神父想打开门，可是，却中了“放
牛班”孩子的“伏击”。只见玻璃碎了，一块玻璃扎在了麦
神父的额头上。马修老师到班上以后立刻就抓到了凶手。可
是，马修却仁慈的原谅了那个孩子，没有告诉校长，没有让
他关禁闭，只是叫他天天下课去照顾麦神父，好让他将功补
过。不久，麦神父就痊愈了。马修老师是个作曲家。在一次
同学们睡觉前恶作剧唱的歌中，让马修发现了好几个很不错
的嗓音。于是，马修老师再也克制不住要组成一个合唱团的
愿望，于是他把自己平生所写的歌全部教给孩子们，而且每
天晚上都拼命地写曲子，第二天好教会同学们。在一次给公
爵夫人表演的时候，合唱团大展风采。可是，随后合唱团发
生了大事。先是打扫洗手间的先生捡到二十万元钱，接着在
校长度假的时候，麦神父和马修先生不慎让学校着了火，因
此麦神父被暂时停职了，而可怜的马修老师则被开除了，在
走之前，校长不允许任何孩子跟马修老师见面，可是马修老
师却在教学楼旁边捡到了孩子们给他的信，临走前，马修老
师还带走了一个可怜的孤儿。之后，有人揭发校长乱用体罚，
使得校长被开除了。这部电影告诉我们乱用体罚是不行的，
其实那些孩子不是无药可救。因为校长乱用体罚，所以孩子
们的逆反心理越来强，而用仁慈的.手段管教他们，或许成效
更大。电影的名字叫《放牛班的春天》，这里的“春天”就
是马修老师，马修老师的到来，给孩子们带来了春天的气息，
带来了放牛班孩子们的热情，带来了从未有的亲切感，带来
了孩子们的信任，这就是“春天”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