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音乐读后感(优秀5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
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
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音乐读后感篇一

《音乐之声》清新有致，雅俗共赏。既有幽默的情趣，又有
深沉凝重的感情，在各国的民意测验中经常被评为“最受欢
迎的影片”，是全世界票房最高的电影之一。其中流传最广
的几首经典音乐，如表达玛利亚对大自然热爱的主题曲《音
乐之声》；轻松愉快的《孤独的牧羊人》；特拉普上校演唱
的深情无限的《雪绒花》；欢乐大方的《哆口来咪》；以及
可爱的孩子们演唱的《晚安，再见！》等等，都成为人们记
忆中最值得珍惜和细细回味的艺术佳作，被视做人类最珍贵
的永恒佳品。

许多人都曾问过我最喜欢的电影是什么，可能他们认为我作
为功夫名星，应该喜欢那种带有暴力色彩的影片，可是说出
来或许会很让人奇怪，我最喜爱的电影既不是史泰龙的枪炮，
也不是施瓦辛格的特技，而是充满温馨的《音乐之声》。因
为在这部影片中，我所感到的是人世间那种最淳朴、最简单
的友爱和挚爱之情，这部影片让我的`全身心都感到放松。

音乐读后感篇二

这一学期，音乐老师给我们看了《音乐之声》这部电影，很
受同学们的欢迎。



这是一个发生在战争前期的动人故事，讲述了一个修女玛利
亚，去一位海军上校的家中，当保姆和家教，照顾上校的七
个孩子。上校非常严厉，非常冷漠。但是还是被玛利亚的善
良、纯真所感染，所感动。经历过一些风雨后，俩个人终于
结了婚，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影片中的插曲很多，其中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几首经典音乐。
乐曲轻松愉快，欢乐有趣，表现了对大自然、对生活的热爱，
如：《哆来咪》、《血绒花》、《晚安、再见！》、《音乐
之声》、《孤独的牧羊人》等等。这些就是《音乐之声》中
的艺术佳作，它们被人们视为最值得珍惜，可以另人细细回
味的音乐。

乐起，舞飞，一切的一切都归于宁静了。音乐使一切显得高
尚、美丽！

正因为这一曲曲优美、好听的艺术佳作，在看这一部影片的
过程中，能使观众非常想看下去，想知道最后的结局，令人
一直保持着一个轻松的心情把这部影片看完。

这部影片主要告诉我们要做一个善良有爱心的人，面对恶势
力要勇敢的面对、反击。

《音乐之声》不仅获得了五项“奥斯卡”大奖，还影响了一
代又一代人的生活。是一部不朽的电影。

--------------------

镜头切入：山――现，明净清新，曲折有度；歌――起，音
符跳跃，轻快动听；舞――动，简单绰约，朴实动人；歌为
舞起，舞因歌动，灿如云锦，绚烂如春花。这是电影《音乐
之声》的开始，玛利亚活泼爽朗的歌声让山美水绿情动。大
自然如此的.牵系着每根爱美的神经，因为这是音乐的世界，
这是快乐的世界，更因为玛利亚那颗热爱大自然，热爱音乐，



热爱生命，勇敢，自信，追求自由、朴实的心感染着屏幕前
的你我他。

《音乐之声》是一部极易看懂的电影，也是一部百看不厌的
电影，不管是第一次看还是看过多次，它都能深深的吸引住
你的眼球。在电影里，玛利亚是一个不合格的见习修女，在
修道院里，在修女们的眼里，她爱惹麻烦，她爬树，吹口哨，
头巾下的头发里还带发夹，大逆不道。她让人疼让人恼，是
一个谜一样的女孩，她有勇气承担自己的错误，悔过出于真
心，她能让修道院里严肃的修女发笑，她是天使，是捣蛋鬼，
也是小丑……然而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只是她比别的
修女们更加热爱自由，热爱音乐，热爱大自然。修道院院长
看到了玛利亚的那颗心，她明白那颗心要与大自然同在，要
拥有属于她自己的更广阔的天空，而不能呆在与世隔绝的修
道院里。于是，院长介绍玛利亚到萨尔茨堡当上了前奥地利
帝国海军退役军官冯・特拉普上校家7个孩子的家庭教师。

电影最能激励我之处，是玛利亚在去特拉普上校家之前作的
思想准备。玛利亚是特拉普上校家的第十二个家教，但她对
自己有信心，她相信力量不存在数字里，力量不存在财富中，
力量存在一夜安眠中，要醒就醒，那是精神，把心交给信心，
她对信心更有信心。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很多时候困难、
挫折考验着我们的信心，可自信心似乎往往过于脆弱，树立
一定自信心是我们克服困难的前提，看过很多关于增强自信
心的文章却收效不佳。但是在《音乐之声》的这个场景中，
听着从玛利亚嘴里泊泊流动的歌词，看着她大阔步往前走的
姿态，不免欣慰，心里也不免阔朗起来，坐在屏幕前微笑着
似乎也看到许许多多的困难就那么跨步之间被制服了。

电影中最感动之处，是玛利亚与孩子们、特拉普上校一起克
服困难的种种场景。当玛利亚唤起对特拉普上校的爱情时，
她知道上校要与男爵夫人结婚，她留下一封信就回到修道院
去了，院长对她说：thatyouhavetolookforyourlife（你必须追
寻自己的生命。）她重新又回到了特拉普上校家，追寻自己



的生命，她勇敢的去面对，终于和特拉普上校结成伉俪，然
而生活中的磨难没有止境，在萨尔茨堡举行奥地利民谣音乐
节的当天，上校和玛利亚接到了柏林的来电，命令上校参加
纳粹的海军，上校拒绝为纳粹服务，他决不背叛自己的祖国
和人民，于是他准备冒险带全家离去。可他和他的全家被置
于严密监视之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没有退缩，而是借着参
加民谣音乐节的机会，特拉普家庭合唱队在奥地利同胞面前
奉献出他们心底里的歌《雪绒花》并带动全场观众加入大合
唱，唤起了奥地利人民反对侵略的正义心声和不畏强暴的必
胜信念。最后在朋友和修女们的协助下，玛利亚一全跨过了
阿尔卑斯山，逃出了多难的祖国，来到了自由之地。

电影落下帷幕，可是那欢快的歌声，动人的场景却将永远印
在我的头脑中，鼓舞我向前，将让我学会坚强，不畏惧困难，
时刻对生活充满信心，快乐的生活，用自己的真心理解他人，
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人！

音乐读后感篇三

《音乐之声》清新有致，雅俗共赏。既有幽默的情趣，又有
深沉凝重的感情，在各国的民意测验中经常被评为“最受欢
迎的影片”，是全世界票房最高的电影之一。其中流传最广
的几首经典音乐，如表达玛利亚对大自然热爱的主题曲《音
乐之声》；轻松愉快的《孤独的牧羊人》；特拉普上校演唱
的深情无限的《雪绒花》；欢乐大方的《哆口来咪》；以及
可爱的孩子们演唱的《晚安，再见！》等等，都成为人们记
忆中最值得珍惜和细细回味的艺术佳作，被视做人类最珍贵
的永恒佳品。

许多人都曾问过我最喜欢的电影是什么，可能他们认为我作
为功夫名星，应该喜欢那种带有暴力色彩的影片，可是说出
来或许会很让人奇怪，我最喜爱的电影既不是史泰龙的枪炮，
也不是施瓦辛格的特技，而是充满温馨的《音乐之声》。因
为在这部影片中，我所感到的是人世间那种最淳朴、最简单



的友爱和挚爱之情，这部影片让我的全身心都感到放松。

音乐读后感篇四

《音乐教育》一个综合性音乐刊物，所涉及内容包括音乐教
育、音乐理论、音乐作品、音乐史料、音乐技术、音乐评论、
学术交流、答疑解惑等多方面的内容。

《音乐教育》中刊登大部分国外音乐教育理论都是在原著发
表后不久就被中国音乐学家译介的，这些文章开阔了我们音
乐教育工作者的专业视野，对我的教学工作和教学理念产生
了积极的影响；而刊载的学术研究文章和对某一“主题”所
展开的讨论性文章，则对我的音乐理论与音乐研究的提高起
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通过阅读《中小学音乐教育》，使我对新课程背景下音乐教
学论的理论观点又有了新的认识，同时结合自己的教学实际
也明白了许多，下面谈谈自己读后所想到的点滴感悟。

以学生为主体，让学生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是素
质则其人教育的灵魂。兴趣是学习的情感因素，参与是学习
的行动因素”。兴趣是参与的“向导”，参与是吹遍兴趣之
花的春风。在音乐课堂教学中，把握好兴趣和参与这一对孪
生的姐妹，其实质就是要确立好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的“主
体”地位。

一节课的教学效果与学生的心理状态有着密切的联系。生动
有趣，引人入胜的教学，既能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和求知兴趣，
也能促进学生深入思考，使学生自始至终以积极、主动的态
度和旺盛的精力参与活动。兴趣能集中学生的注意力，能推
动学生不懈地学习。在音乐教学中，激发兴趣的导入方法很
多，故事法、游戏法、情境法、讨论法、投影法等等，但根
据所教的内容做到新颖别致，丰富多彩，运用得好会使学生
产生获取知识的兴奋状态。发声练习是音乐课堂教学过程中



的首要环节。“开场”的好坏，往往会对学生的后继学习产
生积极和消极的影响。

从目前音乐教学现状看，大多数老师都已注意课堂上培养学
生的自主能力。但个别还存在着“满堂灌”的现象，这样学
生处与机械接受理解的地位，体会不到参与之乐，思维之趣，
成功之悦。视唱教学一直是音乐教学的一个薄弱环节，在进
行视唱练习时，以往的做法是：教学生认清唱名，视唱前就
做一些辅助性的节奏练习等。

如介绍歌谱的旋律特点，该注意的某些音乐符号，歌曲中重
难点拎出来做预备视唱练习，反复练习直到“学会”。这样
做的优点是学生对于歌谱的认识和音乐理论知识由陌生和困
难逐步了解学会，弊端是学生由于预先知道了教学中的重点，
课堂气氛很不活跃，甚至没有兴趣，建议教师在教学中尝试
引导学生提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音乐教学中重视对学生学习的评价是激励不同层次学生学习
的`催化剂。对素质好的学生，因为它们的成功率比较高、自
信心比较强，评价他们的学习可以严格一点，有利于促进他
们更加勤奋，对于素质较差的学要捕捉他们的闪光点，如个
别五音不全的学生，他歌唱得不好，但吹口琴、吹竖笛、敲
打击乐比较好，教师应及时的评价“很不错，以后还要多练。
”激发了后进生的自信心，促进了后进生的参与意识。在教
师的帮助下，使学生们在不同的起跑线上自我完善。

总之，《音乐教育》以丰富的课堂教学形式表达出来，很好
地帮助了我们音乐教师整理教学思想，提升了教育理念，并
积极探索与实践的结合，特别注重把教学理论和研究成果运
用于实际教学，指导教学工作，同时也注重将教学经验总结
上升到理论层面。

读了此杂志，让我感触很深，留给我思考的也很多，我会继
续将读书进行到底，活到老学到老。



音乐读后感篇五

老师在音乐课上为我们播放了音乐之片――《音乐之声》。
看完后，我深有感触――《音乐之声》原是百老汇舞台上作
为保留节目的音乐剧，从一九五九年公演后一直盛况空前。
该剧取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纳粹时斯奥地利的一位修女在
一户富家当家庭教师。由于他们看不惯纳粹的所作所为，逃
到美国并组成了“特拉普家庭合唱团”，在各地巡回演出，
事迹十分感人。这些真实人物事件都被移植到影片里。

这是一个发生在战争时期的故事，讲述了年轻活泼的修女玛
丽亚到退役海军上校特拉普的家中，照顾他的七个孩子。特
拉普上校虽然冷漠严厉，但终究还是抵挡不住玛丽亚的纯洁
善良，两人终于结婚，可惜刚刚渡完蜜月，他们的安静生活
因被纳粹占领奥地利而破碎了。令人欣慰的是，在最后，特
拉普一家与纳粹军官斗志斗勇，在修女院的帮助下逃出国境，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全剧都有音乐贯穿始终，其中流传最广的几首经典音乐，如
表达玛利亚对大自然热爱的《音乐之声》，轻松愉快的《孤
独的牧羊人》，特拉普上校演唱的无限深情的《雪绒花》，
欢乐有趣的《哆来咪》，以及调皮可爱的孩子们演唱的《晚
安，再见！》等等，都已成为人们记忆中最值得珍惜以及细
细回味的艺术佳作。

正是因为这一曲曲艺术佳作，在看电影的过程中观众能一直
保持着轻松愉快的心情，没有对人物的猜疑，有的只是涟漪
般的轻快。在这部影片中，观众所能感到的只是人世间那种
最淳朴、最简单的友爱和挚爱之情。无妒忌，无怀疑，无痛
苦，无暴力，无悬疑，永远只是那轻松愉快的节奏！

看完电影，我感受很深，特别是玛利亚的温柔、善良、耐心
以及她的坚强、勇敢和无私纯洁的爱！我觉得原来那十二个
家教为什么没有最后留下来的原因应该是他们没有耐心、他



们并不真心喜欢孩子们、他们并不真正了解孩子们，而玛利
亚正好相反！她从一开始就喜欢这七个个性不同的孩子，并
用心地去了解他们、爱护他们、教导他们，用心地去爱他们，
所以最后孩子们从心里接受了她，从心里喜欢她，并在她与
上校结婚后亲热地喊她“妈妈”。妈妈说一个好女人就是一
所好学校，我看完这部电影后开始有点理解了。

自由与专制的斗争、爱与邪恶的较量，永远是人类文明史上
最壮烈的场景。一曲音乐之声，就是一声自由战胜专制，爱
征服邪恶的颂歌。

自由与爱，源自于自然，源自于心灵，是人类最久远、也是
最永恒的追求。但专制与邪恶，总不愿意见到人类沐浴在自
由与爱的光明中，不愿让人们自由地爱，恐惧人们热爱自由，
总要千方百计将自由窒息，将爱毁灭！但自由与爱的伟大，
正在于他们不惧任何压迫，不惧任何威胁，不惧任何邪恶。
因为爱与自由源自心灵，源自自然，源自上帝赐与人类的无
穷的力量，因此，爱与自由终将战胜专制、战胜邪恶、同时
也战胜自己达到新的辉煌。有史以来，每一次专制对自由的
压迫，每一次邪恶对爱的污辱，换来的都是自由的更高的境
界，是爱的更美的表现。但是我们必须敢于面对专制与邪恶，
必须敢于与专制与邪恶说不！

自由地爱，热爱自由，我们将无往而不胜！

影片中优美的音乐和动人的歌曲《哆、来、咪》、《雪绒
花》、《再见》等等，在我国广为流传。

《音乐之声》以音乐剧的形式塑造了一群各具清晰性格特色
的鲜活人物形象，讲述了一个既富有生动活泼的浓郁生活气
息，又充满理解与爱心的真实感人的故事。与其他影片不同
的突出风格是：它不仅具有浓厚的戏剧性情节，而且有优美
悦耳的歌声和大量自然而又精彩的人物对白。与同类影片相
比，其语言独具特色：既有用词精练、韵律整齐、节奏规范、



艺术性强的高雅诗歌歌词，又有大量朴实、自然而又颇具风
趣的日常生活对话。由于主人公大都是受过教育或有身份的
人，尽管对话是口语体，其中有许多省略句，但总体上对话
语言比较标准，适合模仿和借鉴。听者可在轻松愉快的娱乐
中得到美的享受，同时也会受到地道英语听说情景的熏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