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电影读后感(实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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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
篇读后感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
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电影读后感篇一

八一，军人的节日。晚上单位组织看电影。许久不曾集合着
去看电影了。单位的官兵都带上自己的制式小方凳，在礼堂
里整齐地排列坐下。单位里没有放映机，就采用电脑播放影
碟，再用投影仪投射到礼堂主席台正后方白色的墙壁上。正
在放的电影名字为《湘西剿匪记》。老片子加上老房子改造
的礼堂的环境，再通过礼堂四个角的音响，倒真有些许多年
前影院的感觉。 片子很经典，许久以前也曾看过，但现在看
起来还一样让人热血沸腾。记得小的时候，看电影的机会不
多，仅有的机会，也是到处赶场去看的。那时乡村里一年中
有个几回，在各个大队会有放映队放电影。

赶上这种日子，对于那时还是孩子的我来说，不啻于过年过
节。有时即使是十里八里的路，也会约上同庄子的同龄人一
同去看。如果看电影的.地方离家不算太远，还会扛上条高脚
凳，那一般都是带到学校上课时坐的。当然太远的话，就不
想找那种累了。每当大队里接到要放电影的通知，事先还得
派两个身强力壮的劳力，先到公社里把电影机挑到放映场，
再在放映场埋上两根三米高左右的木柱子，用来挂荧幕。天
快要黑下来的时候，放映场上就会挤满了人，时不时地有几
个卖瓜子糖果的小贩坐在挂着马灯的临时小摊上也会吆喝几
嗓子。

最初的时候放电影没有电，也没有后来的汽油发电机，用的
像个脚踏车似的人力发电机，每当放映时，一般都会找两三



个身体健壮的小伙子轮流骑在上面用脚踩来发电。电影开始
了，围着荧幕的观众似是很自觉地成弧形散开，最前排的，
多是席地而坐，且以孩子居多；随后有坐小凳的、半高凳的、
高凳的；还有些就站着、甚至掂着脚在看；最后面还有些甚
至是站在凳子上观看的。

伴随着电影的剧情，时不是地在观众堆里发出各种各样
的“唏嘘”声。观众堆里可以看到时明时暗的烟头的红点点，
恰如夏天稻田里的萤火虫。偶尔电影机投射的光柱下面也会
升起烟雾来，在光线照射下，幻化出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图
案。换片子的时候倒也有趣，电影场瞬间暗了下了，而人们
的喝彩声倒升了起来，直到片子又继续了，场面才稍稍能恢
复些平静。电影场上最活跃的还是那些孩子，对于那些他们
并不太感兴趣的电影，他们就喜欢在人群里钻来钻去，围着
小贩的小摊问这问那。有时也会淘气地跑到放映机往荧幕投
射的光柱上伸出手做些怪模怪样的手势，去看留在荧幕上的
怪影，然后听到大人的喝声，一呼儿钻进人堆里。记得第一
次看打仗片子的时候，孩子们看的可起劲了，等电影落幕时，
甚至还有几个孩子跑到荧幕下去找弹壳，现在想来倒真是好
笑。

电影快结束时，整个放映场便会响起父母们呼儿唤女的声音，
直至留连往返似地离去......现在想看电影什么的，一来在
电视上找些自己喜欢的看，或者干脆方便时买些影碟在dvd机
或是电脑上慢慢欣赏。但说实话，在这种看电影的时候，还
倒真的很是怀念以前露天放映场上的氛围。

看完这篇文章,我心中感到人类进步的飞快,还有文中"电影场
上最活跃的还是那些孩子，对于那些他们并不太感兴趣的电
影，他们就喜欢在人群里钻来钻去，围着小贩的小摊问这问
那。有时也会淘气地跑到放映机往荧幕投射的光柱上伸出手
做些怪模怪样的手势，去看留在荧幕上的怪影，然后听到大
人的喝声，一呼儿钻进人堆里。记得第一次看打仗片子的时
候，孩子们看的可起劲了，等电影落幕时，甚至还有几个孩



子跑到荧幕下去找弹壳，现在想来倒真是好笑。电影快结束
时，整个放映场便会响起父母们呼儿唤女的声音，直至留连
往返似地离去。"我觉得小作者是一个会观察的孩子，把一个
个生动的场面描写的栩栩如生，惟妙惟肖。还通过 不同的描
写还反映出了人类科技的进步。非常值得我们去。

电影读后感篇二

瓦娃是一个7岁的傈僳族孩子，奶奶病在床上，妈妈要照顾一
家老小和田里的农活。他和姐姐娜香两人没有别的玩伴，陪
伴他们的只有一条叫明明的狗。他对于姐姐娜香每天能和小
伙伴一起溜索过江读书好生羡慕。但因为常有人掉落湍急江
中，或溜索受伤，所以妈妈坚决不让瓦娃过江，买盐打酱油
的事情，也都由姐姐承担。妈妈要瓦娃等外出打工的爸爸回
来带着才可以溜索。可是，在外打工的爸爸总也不回。

终于，没能抵抗住来自对岸的诱惑，瓦娃独自偷偷溜索过江
了，看到了心仪已久的学校。后来他又几次过江趴在墙外看
其他小伙伴念书，玩游戏。没想到，聂老师给娜香送来一双
红雨鞋时，瓦娃溜索过江的秘密无意中被妈妈知道了。妈妈
大发脾气，瓦娃只好答应妈妈和姐姐：姐姐把雨鞋给他，他
就不再偷着溜索。第二天一早，懂事的瓦娃又把这双漂亮雨
鞋还给了姐姐。

聂老师在商店里碰到娜香，她给瓦娃买鞋了一双新鞋。娜香
十分高兴，赶着给弟弟送鞋，在过江时失手从溜索上坠落江
中……从此，瓦娃对于溜索有了一种深深的恐惧，并再不敢
上溜索一步。

电影读后感篇三

今天下午我们小记者班的同学一起观看《功夫熊猫》。



这部电影的主人公是一只普普通通的熊猫。主要演义着这只
熊猫通过自己的信心，浣熊师傅的信任，勤劳、刻苦的练习
功夫，遇到困难不轻易放弃，最终练出一身好功夫打败了太
郎。影片赞扬了这只熊猫相信自我，不轻易放弃，勤劳刻苦
的奋斗精神。

在这部影片中给我印象最深的画面还是浣熊师傅在厨房发现
熊猫只要有了食物，就会实现它原本不可能实现的事。浣熊
师傅就利用食物了引导它学功夫。这一画面，给我的印象特
别深。我深深的体会到浣熊师傅的`用心良苦。师傅它以引食
学功夫的方法来刺激熊猫学功夫的兴趣，熊猫也知道这是激
起它学功夫的兴趣，但它没有放弃，而是更加勤奋和刻苦的
坚持学下去。熊猫的这种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永远留在我的
心中。同时我也从熊猫这种精神中想到自己的亲身经历的一
件事。

那是一年寒假，妈妈认为我写日记方面很欠缺，便让我每天
写一篇日记。我听后十分不情愿，每次三言两语就没了下文，
最后彻底放弃了写日记，现在想起来都有些惭愧，与功夫熊
猫中的主人公不能相比。

通过观看功夫熊猫，我明白了这些道理，世上没有不可能的
事，凡事都要相信自己，遇到困难不要轻易放弃机会，在以
后的学习上，时时牢记《功夫熊猫》这部电影，以影片中的
主人公为榜样，认认真真的走好每一步，争取成为一名对社
会有用的人。

电影读后感篇四

在朋友的推荐下，看了《忠犬八公》，的确好看。

如果单纯是好看，我不会写这篇读后感。写的最大原因是因
为：我看的眼泪哗哗地流，甚至哭出声音。



当主人公因病去世后，八公犬义无反顾地离开主人公的家人，
离开那个温暖的家，而选择回到车站，十几年如一日地守在
那个等待的位置上。当主人公的太太十年后回来与它相遇，
当八公犬弥留之际，回放与主人公的温馨镜头，我的眼泪如
决堤的海，一发不可收拾，眼泪鼻涕都出来了，幸亏只有自
己看到。

一直都觉得自己是很感性的人，很正直的人，这次泪流满面，
还带有自身的情绪问题。

这段时间情绪都不好，心情都很低落，《忠犬八公》是一导
火线。边看，边思考一个问题：动物尚且如此忠诚，为什么
我们人类又做不到呢？最近受的委屈，心里的苦，趁着这个
机会，一并而发。

记忆中，好久没哭了，感动得流泪还是有的，但是哭，都想
不起来了。所以要写篇日记纪念一下。

明天，阵雨？有活动，要开心的哦！！

电影读后感篇五

2、儿童励志电影《魔法灰姑娘》

影片根据影片根据纽伯利(newberry)儿童文学奖《魔法灰姑
娘》(ellaenchanted)改编，讲述了一个颠覆传统的另类童话。
小说以魔法为娱乐元素，集合了灰姑娘、白雪公主、睡美人、
怪物史莱克、哈利?波特的精华大成，重新演绎出一个另类搞
笑的浪漫喜剧。女主角“艾拉”，外表长得甜美乖巧，骨子
里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她叛逆又勇敢，不是等待被拯救的公
主，相反地，当王子身陷危难时，她还运用智慧救出自己的
王子。影片的精彩多数来自于奇幻与童真并重的原著主题，
而影片那明显的不足也就是因为其过于遵循好莱坞电影的制
作模式，致使其迷失了本应更为珍惜的人物性格塑造与丰满



剧情的把握。

3、儿童励志电影《12月男孩》

根据迈克尔·农南的同名小说改编，故事讲述在上世纪60年
代一个偏僻的海滩胜地来了四个孤儿，这四个孤儿不光是来
度假的，在这里他们要想办法吸引那些没有子嗣又有意收养
小孩的家庭注意，找到新家。他们有心在他们之中领养一
个……于是，四个男孩--迈普斯、斯帕克、米斯蒂和斯皮特
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他们都想让自己成为最有希望的那一个，
而一直以来被各种家庭拒绝所积累起来的所有痛苦，也终于
在那一刻全部爆发，他们之间的友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验。
再加上最年长的迈普斯爱上了一个来自于海滨城市的女孩露
西，所有的矛盾都被推到了浪尖上……好在牢固的友谊最终
还是打破了所有的冲突和敌对，四个男孩分别知道了友谊、
家庭和爱背后的真正意义，他们之间的友情也上升到了一个
全新的阶段。

4、儿童励志电影《听见天堂》

一个热爱电影的盲童选择了用耳朵代替眼睛，去记录他生活
的点点滴滴。一个从小失明的孩子，如何成为闻名全欧洲的
声音剪接师?马克出生于托斯卡尼，从小就热爱电影，因为一
次意外，让他必须永远与黑暗为伍，只能到政府规定的盲人
的特殊学校就读，然而这一切的挫折直到他在学校找到一台
老旧的收音机开始转变，一个崭新的世界为他而展开。本片
根据真实故事改编而成，真挚动人的温暖叙事，娓娓道出这
则充满梦想与勇气的感人故事。

5、儿童励志电影《欢乐糖果屋》

电影《欢乐糖果屋》讲述男孩查理出身于贫苦家庭，不但吃
不到甜美的糖果，还要和母亲一起供养整个家庭。当地最著
名的糖果商威利·旺克公布了一条喜讯，他将选取5名幸运儿



参观自己的糖果厂，其中的一人将被授予终生享用旺克巧克
力的特权。深刻到位的表演，富含人生哲理的故事情节，充
满教育意义却有不失情趣，《欢乐糖果屋》不仅仅是一部儿
童电影而已，它是一部启蒙人生的教科书。

6、儿童励志电影《绿野仙踪》

改编自弗兰克·鲍姆的儿童经典读物《奇妙的奥兹男巫》，
它无论从特技或是音效上都无法和现在的3d电影媲美，但它
却是儿童片里永恒的经典。这一版《绿野仙踪》场景真实，
感情真挚，剧情细节处理上温情感人，让人久久难忘。同时，
这部根据同名童话改编的经典儿童歌舞电影内容也是环环相
扣，引人入胜。主人公桃乐丝误入迷幻仙境，在仙女和人们
的帮助下，她沿着黄砖路到绿水晶城去找大魔法师寻找回家
的办法。路上，她遇见了稻草人、锡皮人和胆小的狮子。稻
草人想找魔法师要头脑、锡皮人想要一颗心、胆小的狮子则
想要胆量，于是他们结伴而行。一路上他们战胜种种艰难险
阻，最终，每个人都如愿，桃乐丝也回到了简陋却温暖的家
里。影片处处流露着童真与活力，充满了神奇有趣的童话角
色和欢快的歌舞场面，赏心悦目的同时不乏教育意义，是一
部适合孩子观看的经典励志电影。

电影读后感篇六

在一个几乎完全被人遗忘却傲然挺立的密西西比三角洲的社
区里，由于位处于一个防洪堤的外沿部分，所以形成了一个
与世隔绝的孤立且封闭的环境，这里有一个名叫赫什帕皮(奎
温简妮·沃利斯饰)的勇敢且无所畏惧的6岁小女孩，虽然她
和爸爸温克(德怀特·亨利饰)一起生活，却基本上和孤儿的
状态没什么两样，因为温克一直在有目的地锻炼女儿，希望
她可以尽可能地独力去适应这个世界，这样万一有一天他无
法再保护她的话，她也可以自己生存下去。

惟一支撑赫什帕皮的，就只有她那孩子气的稚嫩的乐观态度



和过于非凡的想象力了，她相信大自然的世界已然达到一种
极致的平衡，然而一场来势凶猛的暴风雨却彻底地摧毁了她
赖以生存的一切……赫什帕皮只能想尽一切办法去修复能够
让这个世界重新趋于稳定的构架，因为她必须得想办法挽救
她卧病在床的父亲以及正在下沉的房子，这个身材娇小的小
姑娘，不得不学会如何在接连不断地大灾祸下保命继而存活
下来，在面对持续上涨的水位和在不远处虎视眈眈的欧洲野
牛群的同时，寻找她失散的妈妈。

电影读后感篇七

去过维也纳。维也纳人告诉你：在这座城市里呼吸，你呼吸
的每一口空气里都跳跃着优美的音符。这是一座拥有莫扎特，
贝多芬，舒伯特，施特劳斯，勃拉姆斯的城市，维也纳人有
理由这样说或这样想。

去过罗马。罗马人告诉你：在这座城市里行走，你踢到的每
一块石头都会讲述一个千年的故事。当然，你不会去踢罗马
的石头，因为罗马的石头也是磕脚的。但面对满城千百年矗
立着的雕塑和建筑，罗马人有理由这样说或这样想。

生活在上海。上海人能不能告诉你：在这座城市里逛街，你
拐过的每一个街角都会碰撞到关于电影的传说。其实，作为
中国电影的发祥地和重镇，上海人有理由这样说或这样想。

上海自开埠以来就是开放并敏感的城市。1895年电影刚在巴
黎咖啡馆亮相，1896年它就在上海游乐场露面。中国第一部
电影《定军山》1905年在北京诞生。但中国第一部故事片，
第一部卡通片，第一家电影院，第一家制片公司和第一批电
影导演和明星，却齐刷刷地崛起在上海。上海成为最初的中
国电影之都。

上海成为中国电影之都并非偶然。电影在上海一露面，就不
再是票友间的自娱自乐，而是一场盛大的娱乐商业与市民消



费的联姻。电影本性是娱乐，娱乐主体是市民。上海具有成
熟的商业基础与庞大的市民消费，加上电影业发展需要的汩
汩流动的资金，需要的艺术性或工业性或商业性的人才，导
致上海成为中国电影的繁荣和繁华之地。

在中国电影百年中，上海电影始终是汹涌的主流。虽有潮起
有潮落。电影是上海都市的重要景观；更重要的是，电影是
上海人生活的重要场景。上海人为上海电影贡献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歌而自豪；为贡献了数量最多和片种最全的电影而
津津乐道，为拥有最多和最有影响力的明星而眉飞色舞。上
海这座城市飞扬着电影的气息。

在纪念中国电影百年的此时此刻，《新民晚报》记者周铭撰
写了呼吁编写上海电影游览地图，以彰显上海电影历史与现
实的系列文章，引起上海社会各界的热烈呼应。上海电影集
团作为上海电影的重要传承者，义不容辞予以更加直接的呼
应。东方电影频道主持人晓露和她的团队，勤于思索，敏于
行动，用了短短两个月的时间，用文字和影像两种版本完成了
《海上电影地图》。

《海上电影地图》不追求电影史志般的宏阔与完整，而是选
取了散点透视的叙述思维，力求勾勒上海电影基本轮廓与重
要侧影。它以主持人的个人视点，自由流转于上海电影的显
见场景中，并以第一人称的口吻，随心且随意地讲述关于上
海电影的传说和故事。视点仿佛是自由甚至散漫的，讲述似
乎是感性甚至是个性的，但是，在九个篇章的架构里，却渗
透着讲述者的选择眼光，渗透着讲述者的理性点拨。所以，
它既如蛛网般链结出上海电影发展的基本脉络，也点化出上
海电影的成长基因和发展规律。大量历史照片的精心选择和
资料性附录的添加，扩大了这本书的历史氛围和实用价值。

这是一本关于上海电影的导读和导游的感性简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