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影读后感 活着电影读后感(优质8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接下来我就给
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
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电影读后感篇一

昨天刚读完的，后面苦根死后心情彻底崩了，那时候舍友都
没睡，开着灯，说着话，我那时候什么都不想说，就感觉心
口闷闷的，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想放声大哭一场。

有庆死了，那个活泼懂事的少年死了，那个跑几里只为回家
给羊喂草的少年死了！凤霞死了，那个内心柔软，却因为聋
哑，被受欺负；好不容易过上好日子，却难产出血死亡的女
子呀！家珍死了，出身富贵，却跟着福贵甘愿吃苦的，得了
软骨病还坚持干活，只怕少挣了公分拖了后腿的悲催而又坚
强的女人呀！二喜死了，那个偏着头，不嫌弃凤霞残疾的青
年，那个疼爱凤霞，在凤霞死时无措痛苦的男人，那个在凤
霞死后，背着苦根，照顾着岳父，担起这个家得好父亲，好
女婿的人死了，被水泥块砸死的呀！

苦根死了，那个能说会道，会因有个小镰刀高兴地干活越来
越起劲的小男孩；会懂事的从筐里拿下两棵白菜对福贵说
着“这下轻点了吧”的小少年死了，最后居然因为吃豆撑死
了，听着可搞笑，可背后是说不尽的心酸。都死了，都死了，
就剩福贵了，就剩他了，哦，不对，还有老牛，那头有着许
多名字-有庆，凤霞，家珍，二喜，苦根，和福贵一样很老很
老的牛。死了，死了，剩下一人一牛，每天看着日出日落，
就这样活着，也不知道还能活多久！



电影读后感篇二

当仔细品读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都增长了不少见闻，何不
写一篇读后感记录下呢？怎样写读后感才能避免写成“流水
账”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海上电影地图》读后感，
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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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读后感篇三

时下影坛，虽说每年电影产量不少，但市场效益和社会效益
较好的影片却为数不多。最近，一部由江西省委宣传部、江



西电影制片厂等单位联合摄制的亲情励志电影《网络妈妈》，
尽管没有大牌明星，却在全国各地悄然火爆，且赢得600多万
票房佳绩，值得大家重视和关注。

这部表现平民英雄的作品，是根据江西省劳动模范、“全国
十大优秀母亲”、“中国互联网十大新闻人物”——江西弋
阳县网络妈妈刘焕荣的爱心事迹改编而成。影片以朴实感人
的影像语言，讲述了刘学萍身残志坚，利用网络媒体帮助网
瘾少年重拾自我、奋发向上的故事。作为我国第一部以网络
教育为题材的影片，去年亮相第17届(大连)金鸡百花电影节，
成为国产新片展映新亮点，又在20多个省市上映后反应热烈，
迅速从二级市场跃向一级市场，在公益性和低票价的放映过
程中，影片创下了观众人数最多、票房最高的良好绩效。

一部主旋律影片何以春风遍绿、温馨和煦，被观众誉为中国
最煽情的励志电影?众多媒体跟进报道，广大观众参与热评，
各方评价影片主题积极向上，情节真实感人，弘扬自强不息、
乐于奉献的精神，教育青少年努力学习、健康上网、感恩惜
福。纵有许多引爆观影热潮的理由，然而最具震撼力、穿透
力的还是那一份沉甸甸的母爱。《网络妈妈》是一部至情至
性、闪耀着母爱光芒的佳作。

说那一份母爱沉甸甸，是因为女主角刘学萍(片中改为此名)
是一位重度烧伤的残疾人，她不仅可以像平常人一样生活，
甚至比平常人活得更精彩、更有意义。刘学萍14岁时被山火
烧伤，全身烧伤面积达91%以上，皮肤不能正常排汗，只有一
只完整的.手指。可以看到，国内外有不少描写残障人自强自
立、奋发有为的影视作品，如前苏联电影《真正的人》(1949
年)、台湾电影《汪洋中的一条船》(1975年)，近些年国内推
出的电视剧《中国保尔——吴运铎》(2001年)，电影故事片
《黑眼睛》(1997年)、《隐形的翅膀》(2007年)等。《网络
妈妈》中的刘学萍她一路走得艰辛，身体和精神都承受着巨
大的痛苦，但她用残损的双手敲击键盘，利用qq、电子邮件、
纸质书信等方式与网瘾少年及其家长们沟通，用母亲一般的



真情和爱心，在网络上教育沉溺网游不可自拔的少年。刘学
萍本来是一个需要社会关爱与帮助的人，但她顽强地走出自
我进入社会大我的境界;走过自立进入无私奉献的高度。

说那一份母爱沉甸甸，是因为女主角刘学萍是一个虚拟世界
中的母亲，她以穿越网络与现实的博大母爱，关心教育许多
网瘾青少年。网瘾是一个与现代高科技相伴而生的重大社会
问题，据《中国青少年网瘾数据报告》显示，目前中国青少
年网瘾群体比例为9.72% ，人数高达1300万以上，而且呈几
何趋势上升，因此，引导青少年正确使用网络、预防青少年
上网成瘾转 贴 于 贵 州 学 习 网 http://已是刻不容
缓。2005年，由中央文明办、共青团中央、新闻出版总署等
部门联合主办的“健康上网拒绝沉迷——帮助未成年人戒除
网瘾大行动”持续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008年，国家有关部
门又推出了绿色上网过滤软件《绿坝·花季护航》。电影
《网络妈妈》切入的是一位特殊母亲的视角，刘学萍丧失了
生育能力，除了相依为命的老母亲，没有丈夫和儿女，也没
有通常意义上的完整家庭。影像叙述的并不是刘学萍组建家
庭认养孩子，而是定位于关注网瘾青少年的重大社会问题。
人们说每一个网络成瘾孩子的背后，都会有一个辛酸的故事
和一个哭泣的母亲。刘学萍从网瘾少年贺嘉妈妈求助的帖子
中体察到孩子的自暴自弃，父母的悲伤绝望。她开始介入这
个破碎的家庭，在网络上与贺嘉直接对话，主动承担起挽救
教育网瘾少年的责任。此后在网络妈妈的影响和感召下，海
内外2000多名志愿者加入了帮助青少年戒除网瘾的行列，共
同构建起一道社会关爱的绿坝。

说那一份母爱沉甸甸，还因为女主角刘学萍是一个懂得科学
教育的母亲，她的教育方式有如大禹治水，重在疏导而不是
一味堵塞。专家认为网瘾背后折射的主要是家庭教育问题，
网瘾孩子受家庭“伤害”主要是父母教养兼有溺爱和控制。
影片中的女生贺嘉在现实中很不顺心，父母出于疼爱追踪打
骂甚至是强制性监控，在学校无法正常学习几乎被劝退学，
她觉得“活着没劲”，表现出低自尊、高抑郁、缺乏控制力



等个性缺陷。然而贺嘉在虚拟世界中却是游戏高手，她在网
络中有一种成就感、没有压力和歧视、感到快乐……迷途中
的孩子在网络世界里感受到了“做自我的第一”和实现愿望
的狂欢。刘学萍在工作之余病痛之中，耐心地与贺嘉成为网
友，不断地肯定说“你是个诚实的孩子”，“你真聪明”。
她用自己痛苦的经历教育孩子学会坚强，热情地鼓励说“大
海从不拒绝走过弯路的小溪”。她引导贺嘉感悟父母的操劳
和爱心，亲切地启发说好好学习、健康成长就是对父母最好
的感恩回报。刘学萍关爱孩子、理解孩子、激励孩子，她那
一份网络妈妈的爱有如一缕金色的阳光，照亮了网瘾少年前
进的道路。正如影片主题曲所唱“喊一声妈，就一年年长大。
喊一声妈，就一年年奋发。”

总之，据导演周勇介绍，《网络妈妈》是围绕“亲情·母
爱”的主题，走的是亲情励志路线。影片成功地塑造出一位
特殊的母亲，她那一份母爱沉甸甸，穿透了自我与大千社会，
穿透了现实与虚拟世界，穿透了影像与观众群体，勃发出润
物无声、大爱无疆的生命力量。

电影读后感篇四

我是一个对吃特别挑剔和讲究的人，但并不是挑食，而是一
些吃饭做菜的方式。比如，我煮火锅的时候，里面的小葱和
油麦菜，我喜欢一根根从底部开始夹，一次绝不会夹两根，
然后慢慢地一截一截嚼，直到最后整个吞咽下去。我觉得这
样吃菜才有感觉，要是一整筷子搅合在一起，太失韵味了。

我几乎每天都会做饭，只不过比较简单，六点半下班，路程
接近一个小时，到家就七点半左右了，收拾收拾差不多就八
点了，再去做饭，肯定不会花上太多时间做一顿精美的大餐。
但不管做什么，都不会马虎，该放的调料一样都不会少，即
使只炒一道小青菜，每片叶子都会好好洗净，在案板上切好
葱、蒜、姜、干辣椒，按照步骤一点一点下锅。



这是我对吃饭的一种状态，生活已经有那么多不如意了，不
要再随便对付自己的胃，胃是我们身体最亲密的朋友，要好
好对它。在我的印象中，日本人是一个特别精致的民族，尤
其是在吃上，即使一碗简单的泡面，他们也能玩出上百种花
样，这对于奔波在钢铁森林里的我们，几乎是无法想象的。

在《电影食堂》自序里，作者饭岛奈美说，她为了做电影里
的美食，看了很多很多电影，那些电影里的餐桌镜头可能就
短短的一些时间，她却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研究，放在餐桌
上的究竟是什么菜品，用什么材质做的，做饭的人是什么性
格，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状态，如果不知道做法，还要
去查资料或者请教饭店的大厨。这不是一份简单的工作，但
饭岛奈美做得开心，这就已经足够。研究吃的，是一件特别
美妙的事情。

里面的所有美食都来源于电影，如果你喜欢电影，恰好对吃
的也有兴趣，或者有挑剔的毛病，那你可不能错过这本书。
书里每一道相对于电影的菜品，都有明确的制作指南，且非
常简单，只要稍微有心的人，都能轻松上手。

她笑起来很和蔼，和她的食物一样有温度。愿你我在享受生
活的欢愉时，也能品尝到可口的美食。

电影读后感篇五

?芳华》虽已是去年的老电影，可再次观看时，心中还是五味
杂陈，有着说不出的滋味。

这部电影实属良心作品。它包含着文工团中文艺兵们一起训
练一起生活时的愉快;包含着何小平翩翩起舞时的优美和战场
上救助战士们时的勇敢无畏;它有着战场上战争的冷酷无情，
也有战士们的坚毅与誓死守卫;还有着六七十年代人们最美的
年华。



当然，它包含了令人向往的美好回忆，但也带着让人避之不
及的阴暗一面。何小萍初到文工团时遭人排挤，烂好人刘峰
最终落得残疾、受人欺负的结局。我不禁地想：为什么好人
总得不到好报呢?反而是那些存有私心，抱着事不关己、高高
挂起的人过得滋润呢?难道正应了"坏人吃香的喝辣的爽死，
好人吃糠咽菜的穷死”这句俗语?但其实啊，不是说好人做不
得，但也需有个度，像刘峰这“烂好人”，大家都把他的好
当做了理所应当，也就造成了如今的情况。

在电影的最后，刘峰和何小萍相互依偎在一起，衣着虽简朴
面容却带笑。这也许就说的是好人看穿了虚名，得到了真正
平淡的幸福吧!不信，那你瞧：一代人的芳华已逝，面目全非，
虽然他们谈笑如故，可还是不难看出岁月给每个人的改变。
倒是刘峰和何小萍显得更为知足，话虽不多，却待人温和。

仅以此谈，献给我心目中的《芳华》。

电影读后感篇六

今天我津津有味地读了一篇《两个人的天堂》的文章，这篇
文章使我受益匪浅，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这篇文章主要讲的是，一对双胞胎姊妹的感动人心的故事。
她俩的爸爸因吸毒贩毒而锒铛入狱，母亲没有固定收入，只
好外出拾荒捡垃圾，微薄的收入只够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她
俩一起上学读书就成了奢望。怎么办?经过一番前思后想，她
们想出来一个“妙计”，因为姐妹俩是双胞胎，只交一人的
费用，她俩隔天上学，上学的那人晚上就讲解给在家的人。
虽然她们生活贫苦，但是她们没有放弃学业、放弃希望，而
且她们的成绩还很优异，真是令我敬佩。

文章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段落是这样描述的：思晴说：“我和
姐姐都要当作家，要写童话书，现在我们已经写了4000多字
了……”她们在条件最艰苦的时候不但没有退却，反而是选



择迎难而上，努力地坚持自己远大的理想，真是令我感动啊。

和这姐妹俩相比我真是自惭形秽呀，在学习上，我遇到一
些“拦路虎”“绊脚石”就知难而退，懒得查阅工具书和请
教别人，甚至有时还抱着老师可能不检查的侥幸心理，就故
意漏题不写，实在是不应该呀。在生活上，姐妹俩常常帮助
妈妈给捡来的垃圾整理、分类，干家务活，是妈妈的左膀右
臂。而我就像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风吹雨打的千锤百炼。
有一次，我想买一个仰慕已久的新型玩具，妈妈不同意，我
就和妈妈“反目成仇”。现在回想真是悔不当初啊。

她们，在风雨中成长，在黑暗中生活，是寒风中的腊梅。我
要向她们学习!

电影读后感篇七

今天，我带着难以言喻的心情读了一篇文章――《两个人的
天堂》。小主人公不为困难屈服，对未来充满信心的精神值
令我感动。

小主人公程思晴和程思爱生活在一个贫困的家里。爸爸因为
吸毒和贩毒背叛徒刑，妈妈为了支撑这个家，用单薄挑起这
个家的重担。妈妈每天在外面捡破烂和旧废品拿去卖换成钱
养家糊口。这微薄的收入只能供全家吃住，对于两姐妹上学
就有点困难了。他们俩只好轮流去上学，但是艰苦的环境却
阻当不了她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她们的学习不仅优秀也
是班里的班干部，学习之余她们俩一起编写童话故事――
《天堂里的微笑》，这本书寄托了她们的理想。

对于现实生活中的我们而言，尤其是像生活在大城市里的我
们，也许体会那样的生活。我们从小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在我们这些同龄人里有的甚至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小
皇帝生活。在学习上，不管我们的爸爸妈妈花了多少心思在
我们的学习上，却毫无长进。那是为什么呢？就我自己来说，



大多数的原因是自己没有用心地去学习，而是过着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的日子。有时，因为自己的不是被父母责备一下，
却直接顶回去。可看看文中的小主人，她们多么的体贴妈妈，
平时在家帮妈妈捡回来的废旧品分门别类，小小年纪能做到
这点真的不易。

今天，读了这篇文章让我受益匪浅。小主人公程思晴和程思
爱不仅是我生活中的榜样也是学习的'榜样，从今以后我要努
力学习，不辜负爸爸妈妈对我的期望。

电影读后感篇八

“有灯点燃文学的梦想，指引热爱文学的人们前行的道路。
用爱撒下文学的种子，滋润童年的心灵岁月”。这就是《两
个人的电影》的主题歌，写的多好啊。爱是一首悠扬动听的
歌，有爱就有力量、就有信心、就能走向成功。

《两个人的电影》的作者是那左泓。你们想知道这部电影的
简介吗？让我来告诉你们吧！这部电影主要写了一个少年和
一位女孩朦胧的爱情是他们人生中最美好的一切。这个故事
虽然有一些残酷和凄凉，让人有些不敢触碰，可是，心中却
充满温暖。

你们还想知道作者的简介吗？听我一一说道：左泓原名为王
左泓，他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是国家一级作家，是黑龙
江的作家协会的副主席。还得到过许许多多的金童奖。

你们知道什么是播种者的.喜悦呢？是到处都有着青春之痕！
这部电影能让你们知道。这部电影有12个精彩的故事，一个
个故事都有着不一样的道理。

看了这部电影让我懂得两个人的友谊和他们那朦胧的爱情散
发了无限的艺术气息，因为他们俩个认认真真的写了属于自
己的剧本，电影中的女主人公安琪写了属于自己的剧本《走



过秋天》，剧本写了一个小女孩芳芳离家出走，经历了许许
多多的曲折后回到了父母的怀抱。安琪知所以选了这个题材，
是因为这个故事很感动，让她一边写一边流着感动的泪
水……剧中的男主人公吴淘淘是他们学校dv小组最有才华的
男孩子，安琪的《走过秋天》就是准备让吴淘淘来拍摄的。

课间的时间安琪和吴淘淘聊起了一部好多年前的电影《天堂
电影》，虽然这是一部老片子，却是他们俩的最爱。安琪一
下觉得吴淘淘是天下最懂电影的男孩子，吴淘淘也觉得安琪
是天下最懂电影的女孩子。后来，他们两终于慢慢的发出了
朦胧的爱情。

同学们，《两个人的电影》精彩吗？同学们，你们一定要懂得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句名言的含义。还是赶快去
看看这部《两个人的电影》中的精彩的故事吧。

俄罗斯作家说过：“每一个十字架下，都是一部长篇小说”。
我想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成长经历，每个人都因成长而不断
地丰富着，看书对大家来说有这么难吗？原本是一件很简单
的事情，看书没有这么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