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电影读后感(汇总5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
表达的含义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
家能够喜欢!

电影读后感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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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读后感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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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读后感篇三

星期六的下午，我和妈妈一起来到垭口电影院看了《可怜妈
妈》这部电影。这部电影是由一个叫桥桥的小男孩为参
加“最好妈妈”竞选，而展开的感人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桥桥是一个聪明、懂事的孩子，在他还没出生
的时候，他的爸爸就为了个人名利和他的妈妈离婚了。桥桥
妈妈本来是一个有名的歌星，为了让桥桥爸爸出名，花光了



所有积蓄。桥桥妈妈是一个善良的女人，她认为孩子是无辜
的，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有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她离开了繁
华的闹市，来到了一个偏僻的野生动物园当了一名清洁工。
由于桥桥出生时，妈妈没有被及时送到医院，身体一直不太
好。可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快乐成长，她一直在坚持着。当
桥桥生病时，桥桥妈妈冒雨到山崖上去采草药来给桥桥退烧，
这是一种多么大的爱呀，桥桥的病好了，他的妈妈却病倒了，
看到这时，我哭了，我想到了我的妈妈，在我生病时，也是
如此的着急，也是如此细心的照顾，比起桥桥来，我真是太
幸福了，完整的家，完整的爱，这是桥桥多么渴求的呀。老
天对桥桥还是公平的，一次意外，让桥桥爸爸悔悟了，他找
到了他们母子，想照顾她们母子，却遭到了桥桥妈妈的拒绝。
后来，由于桥桥妈妈的身体原因，她在最无助的时候，把桥
桥送到了桥桥爸爸的身边，桥桥是那么的爱他的妈妈，由于
想妈妈，又怕找妈妈让妈妈生气，操心，一个大雨的夜里，
他偷偷的跑回妈妈的家，却只是站在外面看着妈妈的身影，
不敢进去，为了能和妈妈在一起，他跑到了石头妈妈那，祈
求妈妈不要生气，让他能和妈妈永远在一起，这是一部多么
感人的电影，我和妈妈都哭红了眼睛。

通过看这部电影，让我懂得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情，是亲情。
世界上最伟大的爱，是母爱!我爱我的妈妈，我要用努力学习
来换取妈妈最欣慰的笑，我要最用好的成绩来回报妈妈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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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