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我和我的家乡观影感悟(精选5篇)
在平日里，心中难免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往往会写一篇心得
感悟，从而不断地丰富我们的思想。优质的心得感悟该怎么
样去写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感悟范文大全，供
大家借鉴参考，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我们一起来
了解一下吧。

我和我的家乡观影感悟篇一

春节后，第一次走进电影院，观看了《我和我的家乡》。
《我和我的家乡》由五个短片组成：宁浩执导的《北京好
人》，陈思诚执导的《天上掉下个ufo》，徐峥执导的《最后一
课》，邓超与俞白眉执导的《回乡之路》，闫非与彭大魔执
导的《神笔马亮》。

我觉得《我和我的家乡》虽然比不上《我和我的祖国》，却
也有欢笑，有眼泪，是值得一看的好电影。说几点观感：

一是整部电影充满了居高临下的想象力。这几部短片里的主
人公都来自农村，《北京好人》里的两位主角来自河北衡水
农村，《天上掉下个ufo》家乡在贵州黔南小村，《最后一课》
家乡在江浙沪小村，《回乡之路》家乡在陕西陕西毛乌素沙
漠，《神笔马亮》家乡在东北小村。五部短片非常一致地把
家乡设定为农村，确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怎么可能所有人
的家乡都在农村呢，总有人家乡在城市吧。从网上看，这部
电影是命题作文，只是找不到命题之具体题目，不知道题目
本身是不是设定了“农村”这个主题，如果确实限定了农村
题材，那么五部短片都表现农村新面貌，情有可原。如果限
定为农村题材，把农村情感对象化为家乡，是让人温暖的。
即便如此，整部影片都是以城市人的视角和思维在看待农村，
充满了城市人居高临下的想象力，所呈现的当代农村就像是
想象出来的，与片中的主人公的情感勾连并不紧密，始终是



隔膜的，缺少一种实实在在的生命联系。

二是整部电影充满了城市化的农村想象。在几部短片当中，
美丽新农村的形象，都是以城市化的标准来想象的，是把乡
村振兴想象成了一个追随城城市步伐的城市化过程。在《北
京好人》当中，农村终于有了和城市一样的社会保障(表舅的
医保卡)，这是既是有意遮蔽也是试图揭示城市与农村发展不
平衡的现实。《天上掉下个ufo》则非常魔幻地把黔南小村打
造成了科技主题小村，即便这个黔南小村距离天眼不远，把
一个边远农村设置成科技村，似乎也不太切合实际，有误导
乡村振兴发展方向之嫌疑。《最后一课》里的农村小学校，
则被设计成了富有浪漫想象力的现代建筑，这种浪漫主义的
城市化想象，虽然在江浙沪发达地区不少农村已经变成现实，
只是这种在建筑上的美好想象，与农村中小学普遍空置化的
现实有着极大的反差。《回乡之路》对农村是描摹可能最接
底气，西北小村已经从风沙漫天逐渐转化为绿草如茵果树成
林，只是种出的苹果难以外销，需要网络大v闫妮直播带货。
从内容上来看，五部短片，《回乡之路》是最现实主义的作
品。而《神笔马亮》则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一个画家去挂职
担任村第一书记，就用画家的特长把乡村变成了美丽图画。

三是整部电影充满了有乡无家的浓烈乡愁。在《最后一课》
中，范伟饰演的老范老师，犯病后回到曾经从教十年的乡村
小学，在黑板上写下了本片的片名“我和我的家乡”，老范
顺利写了“我和我的乡”五个字，而“家”字却怎么也记不
得怎么写了。我想，这个“家”字因脑梗失忆而完不成，绝
对不是随意安排的，而是导演带着特定意图的安排。这是有
乡无家的明喻。在《神笔马亮》当中，画家让乡村变得美丽
如画，却让人有“有画无稼”之感，似乎农村仅仅靠种植已
经不能够谋生，必须要靠某种城市化的艺术创意和满足城市
人的浪漫猎奇图景才能更好生存。《回乡之路》呈现出来的
农村则是“有货无价”，邓超饰演的乔树林把沙地苹果种出
来了，却卖不出去。



四是整部电影充满了脱域悬置的轻慢浅薄。与《我和我的祖
国》相比，《我和我的乡村》之所以缺乏历史厚重感，最主
要的原因是悬置了伟大的历史实践，对于农村的变化是如何
发生的，几部短片普遍没有触及，只有《回乡之路》和《神
笔马亮》完成度较为扎实。借用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所
提出的“脱域”概念，这部电影把现实农村从伟大的历史时
空关联中脱离出来，因为轻喜剧的类型化选择，没能很好地
去关照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重大历史，只是轻描淡写的以旅
游观光片的画面奇观来呈现美好农村想象。正是对历史逻辑、
实践逻辑、情感逻辑、政策逻辑的虚化和悬置，使得这部电
影失去了《我和我的祖国》那种大历史视野的有力支撑，略
微显得轻慢浅薄。

虽然本文批评居多，还是要跟大家推荐一下，这是一部不错
的电影，值得一看。

我和我的家乡观影感悟篇二

长假期间，对于很多人来说，看电影成了娱乐的一种方式。

其实，身边的很多人平时是不看电影的，只有节假日里才去
看看电影，更多原因是平时工作忙得没时间，另外，在印象
中，好像节假日里的电影都会比平时的电影好看些，不知是
不是一种错觉。全家一致同意先看《我和我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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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正是因为艺术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吧使得这部影片让
观影人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有捧腹笑声，有泪润双眸，
也有所思有所感!

故事之一：生活不易，且行且珍惜

葛优饰演的张北京有着买车的梦想，正在此时送外卖的舅舅



找到他，想要借钱治病，聪明绝顶的他想到了让舅舅“偷偷
共用”他的医保卡的故事，这期间在医院中发生了一系列令
人啼笑皆非的场景。最后，以舅妈早已悄悄为舅舅办了农村
合作医疗保险，只是他本人不知道而已，他做手术是可以报
销为结局的，可谓皆大欢喜!

从国的视角来说，让人看到了国家的富强，开始实施全民医
保。

但也让人不由得想起现实生活中，没钱治病的悲哀，看着看
着让我想起了电影《我不是药神》，有些药是不纳入医保的，
很贵很贵，贵的普通老百姓吃不起，但这些药却是保命的。
身边就有这样的癌症患者，人托人再托人的买药，不知中间
倒了几次手，但依然比医院的便宜很多很多。

故事之二：坚守与希望同在

在《最后一课》中，范伟饰演一位老年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
人，他早先在农村支教。现在的他已记不得近期发生在身边
的事，甚至连自己的儿子也忘记了。记忆停留在了几十年前
的一天，脑海中反复出现他给孩子们上最后一课的情景。

孝心的儿子为了帮父亲找回记忆，带着父亲回到原来的上课
的地方，而原先范伟教过的学生早已成长起来，担负起兴村
的重任，也是出于对这位老师的尊重，他们还原了当时的场
景。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让人发笑，更让人泪目的故事。

差不多五个故事中，所有的泪点都在这个故事当中。

那么那月那些事那些人，都是可以现实生活中寻得到的。

这种坚守，带来的是希望。

但细思量，多少人家有老年痴呆患者，长年面对这样的患者



是怎样的一种痛!会让人发疯，会让人深夜独自哭泣。

故事之三：有梦想，才有希望

邓超饰演乔树林，看似吊儿郎当，油腔滑调，满口谎言，口
里说着上亿的项目，实则身上连几百元钱的饭钱都拿不出来
的十足“骗子”，而他做的这些的目的，看似只有一个，卖
出自己所种的苹果。影片最后以一个小学生的演讲为结束，
也揭晓了他的真面，把所有的精力与金钱都投在了家乡治沙
事业上。

从鄙视到令人景仰，只是一念之差。

想起一句话来，不要随意去评价一个人，因为你不知道他经
历了什么。

我们再看看现在的中国沙漠治理已取得了傲人的成就，看看
某某宝就知道了，哦，原来自己每天都在浇水做贡献。

故事之四：希望，美好生活在招手

黄渤饰演的民间带发明家，把自己的发明发在网上，成为网
红，与此同时也是为了年轻时的遗憾，因为山路迢迢相阻隔，
与相爱之人分手，而发明了ufo，这期间围绕ufo哪里来的而展
开的带有悬疑性质的故事，期间发生的一系列令人捧腹的情
形，也带动了乡村旅游。

突然想到了《唐人街探案3》，是不是也有着为这部影片预热
的意思。

故事之五：舍与得

沈腾演的是一位名叫马亮的画家，一位很有才华的画家，他
在考上国外一所院校，正准备去深造时，他的名字又赫然在



单位扶贫人员的名单上。

是去深造，还是去建设家乡?

他的妻子义无反顾地让他去国外进修学习，“惧内”的他表
面遵从妻子的愿望，实际则去了乡村，这期间与正在怀孕的
妻子视频通话时发生了的一系列让人哈哈大笑的故事，最终
画面一转，被妻子发现，妻子也终是理解了他的选择。

现实生活中，多少人坚守在农村基层，燃烧自己，成就乡村
振兴。如果没有他们这样的人，扶贫如何能取得这样骄人的
成绩。

我和我的家乡观影感悟篇三

昨天带着孩子看了电影《我和我的家乡》，感觉拍的真的特
别不错，特别让人感动，尤其是后面的那三个故事特别的煽
情，让人感到非常的感动。

这五个故事当中，我感触最深的是《最后一课》和《回乡之
路》。

现在很多新闻媒体都在报道老师的事情，比如老师补课、老
师收礼、老师打骂学生、老师师德不好等等，这些负面的新
闻报道，让人们对于老师的印象变得越来越差，甚至于老师
这个职业被很多人看成幸福感、成就感最低的职业，很多人
都明确地表示不喜欢当老师，甚至一些老师都不愿意让自己
的子女去当老师，这足以说明老师这个职业现在的体验度特
别的差。

然而在《最后一课》当中描写的一个山村的小学老师，用他
的温暖的爱心，带给孩子们不一样的经历，带给了孩子们知
识，带给了孩子们希望，也带给了他们不一样的人生，就像
剧中描述的那样，很多孩子连2加2等于几都不知道，如果没



有范老师，很多孩子可能也就会像他的父辈一样，没有知识，
没有文化，目不识丁，在这个贫困的小山村里度过自己的一
生，他的后代可能也会如此。

我不由得想到了几年前的一个新闻报道：有一个记者去一个
特别穷的小山村去采访，他遇到了一个放羊的小孩儿，就问
这个小孩：为什么要放羊?孩子说：挣钱娶媳妇；记者又问：
娶媳妇干什么?孩子说：生孩子呀；记者又问：生孩子干什么
呀?孩子说：继续放羊啊。这就是没有知识，没有文化所产生
的一种人生的固定的循环，人们只会在这样的循环当中不断
的重复重复，永远都不会看到其他的希望，也不会拥有更好
的命运和机会。

后来这个小山村变成了一个旅游胜地，变成一个富饶美丽的
现代化的小山村，与范老师当时播下的那颗希望的种子是分
不开的，而这些学生也深深地记住了老师的恩情，所以他们
为了帮助老师圆梦，也是竭尽全力，这似乎才是我们理想当
中的，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感恩、温情、引导、希望。

另一个让我感动的故事就是《回乡之路》，我也有关于风沙
的记忆，我们这里离剧中的沙漠特别的近，记得以前每到春
季的时候都会刮沙尘暴，当然现在也有，不过对比我们小时
候记忆当中的沙尘暴已经好了很多，街道和空气也比以前干
净了很多，而这一切都是与国家和人民对于沙漠的治理，与
退耕还林还草分不开的。

祖国的兴旺发达，祖国的强大，有时候并不仅仅体现在高科
技发展上面，也不是体现在城市的发展和建设，而是真真实
实的体现在人们的生活，人们的生活环境上面。只有老百姓
的生活环境越来越好，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才能真真实实
地反映出体现出国家的强大与富强。

《回乡之路》这个故事当中，让我感动的不是乔树林为了卖
苹果付出的努力和辛苦，而是这个故事的真实的背景，两代



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沙漠变成了绿洲，这是人类历史上最
伟大的奇迹。

我和我的家乡观影感悟篇四

今天看了《我和我的家乡》，每年都自觉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的我们。

作为一个平时几乎没有泪腺的人，我确为这部电影流了很多
泪。

故事分为五个单元：xx市，xx省，xx省，xx省，xx省。

葛大爷领衔的xx故事，表兄弟的骗医保，结合小品艺术表现
形式，矛盾反复爆发，结合夸张爆笑的表演，却讲述了非城
市居民的医疗困境，滑稽背后都是辛酸。但最后一路执法医
疗人员的温情带来了转机，顺势点出了农村医保的普及。

最后有一幕我们很喜欢，两个人对立，城乡分立，风穿林而
过，就暗和主角唱的“《林海雪原》”。

黄渤领衔的xx故事，自制ufo的一场闹剧。但闹剧的背后却是
振兴旅游的良方，一时进退两难。

当时看电影的时候，黄渤一出来就想到了“手工耿”，后来
确实是他的原型。朴实而有无限的创造力，平平无奇的小发
明家，真是“高手在民间”。

整个闹剧背后与边缘村庄旅游振兴矛盾才是社会阵痛。夸张
表现手法背后现实中却不一定有好结果。

范伟的xx千岛湖xx村的故事，我是最喜欢的。范伟饰演的一
位老年痴呆症教授，在旧时学生的帮助下还原老教室来
上“最后一课”。就是当年身为十年支教老师离职前的最后



一课。在成年成人的学生模拟当年风雨，在顽皮学生戳破谎
言时，重现当年为颜料雨中跌倒的场景，同时对比今天的发
展成果。

最动人的场景就是最后老教师巧遇当年那个缺颜料的少年，
背景里的学校正是当年那幅草图，如今五彩缤纷极尽梦幻，
当年那个亮眼睛的少年，如今也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真的建
成了梦想的学校，回来建设家乡。

邓超，闫妮的xx单元里，是治沙的故事。是那些年一开窗，
风沙恶的童年影响。邓超又是他的经典角色形式，看似一事
无成，吊儿郎当，苹果治沙光赔不赚。却是在年复一年的努
力，无数财力治沙种树，一代一代终于种出甜口的苹果。

一个镜头是当年的“高妈妈”，即当年的乡村教师，被葬在
高高的山岗上的一个树下，那里能看见整个村镇，正对着乡
村小学，一直一直看着，一直一直看着黄沙不再满天，一直
一直看着从土窑到砖房。

另一个是小学生演讲台下坐着的满身功勋章的治沙前辈。让
我想起当年“蚂蚁森林”的宣传片，一队人扛着工具越过沙
丘。一回首，全民植树真的成为可能，一个又一个不可能，
我们总能做到。

最后是沈腾，马丽的xx单元。沈腾饰演的艺术家放弃了俄罗
斯进修机会来回到家乡当乡村书记，用稻田画来拉动地方经
济。一如既往的搞笑和笑中带泪。虽然最后的表演有喊口号
之感，但沈腾，马丽就是最佳拍档。

很感人的最后一段长镜头，沈腾的角色在墙上图画，墙下也
同步暗和墙上的人情风景。

看完有好几点感想：



首先，就是这部电影里几乎我能认出来的所有品牌都是我们
国产的。

然后，就是这五个单元都是老带新，五位喜剧大师各带新人。

还有，就是这五位不亏是有江湖地位和票房号召力的喜剧大
师，无论是故事还是精神内核还是表演都无可指摘。

最后 ，就是这最动人的传承和改变，我们这些年改变了这些
多。我们上一代人做了那么多，那么艰苦的条件，茫茫岁月
里无声亦无尘。但为后人铺好了路，架好了桥。墓地里的先
驱，碑上的故人会很高兴，身后的中国这样好。

我和我的家乡观影感悟篇五

看完热播电影《我和我的家乡》，趁热打铁，写一段话，表
达一下感受。

其实，每个人都有一颗童心！每个人都有一颗思乡爱国的心！

家乡的味道是什么?有人说是火锅的味道，有人说是大海的味
道，也有人说是热干面的味道......不同地域的人有不同的
感受。

电影从东、西、南、北、中五个地方，聚焦五个独立小故事，
抒发对家乡的热爱。浓浓的乡土气息，深深的家国情怀，让
观众感受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发展和家乡巨变，体验
脱贫攻坚的成果，油然而生一种对幸福生活的敬意和自豪感。

故事一：《xx好人》——一个高血压患者的善举。地点：xx。

葛优扮演的保安张xx为了给农村老家来借钱的表舅动手术，
想用自己的医保卡偷梁换柱，眼看即将大功告成。于是去酒
吧庆祝，未曾想一曲高歌，突发高血压，晕倒在地，自己住



进医院，差点被误做手术。一切阴差阳错，令人啼笑皆非。

最后张xx用自己攒的买车钱为表舅做了手术，回到家乡后，
表嫂拿出农村大病医保卡，治病就医能报销。电影展现了当
下乡村医疗建设的逐步完善。

这个故事很真，也很感人。体现了人与人之间互助 ，也体现
国家的惠民政策。

其中的金句和笑点有：手术很成功，咱村的蒲公英总算是保
住了。演戏就是解放天性。解放天性就是胆儿大，不要脸。

故事二：《天上掉下个ufo》———调查ufo真相，看看外星人。
地点：xx。

通过黄渤扮演的农民发明家黄大宝讲述和王宝强扮演的寻找
外星人《再进科学》电视节目组记者为主线，展现xx省黔南
的xx村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山乡巨变。

黄大宝私自制造“飞碟”，闹出笑话，迎来各方关注，但也
因祸得福，助力了家乡的旅游发展。很多游客慕名而来，xx村
也因此开发了与外星人主题有关的旅游产业，成为远近闻名
的科技示范村。

电影展示了科技扶贫的力量。崎岖的山路曾经“阻挡”了黄
大宝的爱情，也凝聚了无数人的乡愁，如今天堑变通途，难
走的山路不在阻隔人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平淡无奇的山村
变成了旅游胜地，这都是国家经济飞速发展的结果。

范伟扮演的瑞士勃克林大学艺术系教师在指导学生画画时突
然晕倒在地，医生诊断是急性脑梗塞诱发老年痴呆。老范开
始胡言乱语 ，出现语言和行为障碍。断断续续的语言中弥漫
着对家乡的回忆，以及那些年在xx村上课的感怀，于是开启
一段返乡之旅。镜头转到位于万里之外的千岛湖边xx村。



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迅速。如何再回到1992年的样子，让范
老师找到当年的感受?当年，范老师风华正茂，来到这里支教，
一干就是十年，艰难险阻，无怨无悔。家乡人为了报答当年
的恩情，决定集全村之力，为范老师再现当年的样子，激活
他脑海里的美好记忆，也是为了圆老范的“梦”。

故事诙谐有趣 ，平凡中见伟大，细微中见真情，泪光中有感
伤。其精神内核还是家乡巨变，国富则民强。

扶贫先要扶智。让每一个孩子有书读有学上才是普及教育的
终极目标。教育的意义在于给每一个想要看到外面世界的孩
子一个真实的希望，点燃他们求知的欲望，让他们感受到知
识的力量和信念。老范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故事四：《回乡之路》——— 机上偶遇。地点：xx。

闫妮扮演的“带货女王”回家乡沙里沟参加校庆，在航班上
偶遇邓超扮演的苹果商人乔树林。最初，有点“油嘴滑舌”
的乔树林让人质疑。他的交友动机和催债人的信息，这些从
王子文扮演的助理眼里不难看出。

谜底在校庆典礼上揭晓，从发言孩子的嘴中，我们了解到，
是这个“囊中羞涩”甚至有些“玩世不恭”的孤儿毛蛋乔树
林带领乡亲们防沙抗沙固沙，开发毛乌素沙漠，种植沙地苹
果，造福一方百姓。荒漠变绿洲，家乡的生态环境得到翻天
覆地变化。最后，感动了网红大师姐，决定为他直播带货。

这个故事背后不能忘却的是一代代治沙英雄的默默奉献，曾
经的飞沙走石，如今变成了绿色森林。正是他们的不懈努力，
才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

故事五： 《神笔马亮》———善意的谎言。地点：“俄罗
斯”，实际在东北。



沈腾扮演的马书记“欺骗”马丽扮演的怀孕妻子在俄罗斯学
习艺术，实际在东北担任村第一书记。他一边带领茴香村老
百姓共同致富，开发稻田画。一边又要通过视频“蒙着”妻
子，自己在俄罗斯学绘画。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乡土情结。出生在东北山村的马书记感
慨“很多村子都老了，年轻人都走光了”，希望自己能为家
乡做点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