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长津湖观影感 不抱怨的世界读书心
得体会一千字(精选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
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长津湖观影感篇一

《不抱怨的世界》是美国知名牧师威尔•鲍温，发起的一
项“不抱怨”活动，他邀请每位参加者戴上一个特制的紫手
环，只要一察觉自己抱怨，就将手环换到另一只手上，以此
类推，直到这个手环能持续戴在同一只手上21天为止，以前
妈妈曾经买过这本书，当看到那个紫色的手环后，我很喜欢，
紫色让我的心情很平静，但是我真的可以按照书上写的那样
做么?我想那可能对于我来说很困难吧。

但是当我了解到这本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全世界就有80
个国家、600万人热烈参与了这项运动，学习为自己创造美好
的生活，让这个世界充满平静喜乐、活力四射的正面能量。
那么我是不是也可以成为其中的一份子，戴上紫手环，接
受21天的挑战，为自己创造心想事成的无怨人生!

记得有媒体评论这本书说，会改变你的命运!把坏事当好事办，
人生就只有快乐、没有抱怨。我开始细细品读《不抱怨的世
界》，竟然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作者不抱怨思想的召唤，渐渐
融入到不抱怨活动中。现在正好借助这次机会，将自己的心
得体会写下来。

其实，抱怨无非是一种不满情绪的释放，人们抱怨是为了获
得他人的同情和安慰，似乎抱怨了就会得到别人的理解和帮
助。事实如何呢?抱怨并不会改变我们的处境，它对我们的生



活没有一丝一毫的好处。相反，抱怨只能使我们的情绪变坏，
健康受损，工作效率降低，人际交往受挫，严重影响我们的
生活质量。

以我自己的经验为例，读高中时,我抱怨数学老师讲课不好，
渐渐厌烦上数学课，后来通过老师家长的帮助，我开始强迫
自己喜欢数学不再抱怨，后来我真的喜欢上了数学，结果数
学成为了我高考的提分科目。这使我得出一个结论：抱怨产
生的消极情绪只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负面影响，可谓百害而
无一利。抱怨自己不如改变自己、抱怨他人不如帮助他人、
抱怨社会不如奉献社会。

最后，我认为提高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的重要途径是敞开心
灵、接纳现实、乐观豁达，把抱怨的思想转化为积极的行动，
这样就能积跬步而成千里，逐步实现自己的目标。我想人们
之所以常常产生抱怨的情绪，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觉得自己得
到的不够多，不够好。如果只想索取，恐怕永难感到满足和
快乐。与其让自己生活在抱怨的世界里，不如去感受“赠人
玫瑰，手留余香”的快乐。用自己的所学、所长奉献他人，
奉献社会，创造更有意义的人生。

我在思考，如果人们都能摆正心态，不再一味追问我得到了
什么、我应该得到什么、我还没有得到什么?而是扪心自问，
我付出了什么、我奉献了什么、人们因我得到了什么，我想
不仅我们的生活会更充实快乐，和谐社会的构建也将更加充
满希望。读《不抱怨的世界》已经过去很多年了，紫手环的
力量也一直影响着我，虽然还没达到最高境界“无意识的有
能”，但对生活中的小矛盾，小摩擦我已能泰然处之。记得
有一次上课时，同学看见从不戴任何首饰的我竟然戴了一只
紫手环，问我是何含义，我告诉他们紫手环的秘密，希望他
们也可以不再抱怨自己的生活，快乐的生活。

如今的自己已经是大学生了，开始更加真实的接触这个世界，
开始了解世界，《不抱怨的世界》也已经很久没有读过了，



这次借着这个机会开始重新阅读，发现自己的心境早已和原
来不同了，开始有了更深的感悟，有了更深的了解。希望自
己以后可以正确的面对这个世界，不抱怨的快乐生活。

长津湖观影感篇二

通过一个多小时的学习和培训,我获益匪浅。上次学校举行的
心理培训，让我这个心理委员理解和掌握了心理辅导的一般
理论和操作技能,理解和掌握一些大学生常见心理问题的表现
和应对措施,知道自己的工作职责,就是要自觉开展朋辈心理
辅导工作,观察并及时报告同学中存在的异常心理现象,协助
学校开展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工作. 这次的培训让我更知道
怎样组织心理活动。

还有就是觉得我们心理委员学会用乐观的眼光看待生活，学
会用赞赏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人。也许你不经意的赞赏却会给
别人以强大动力，不吝惜掌声，不忘却赞美，人与人之间的
距离也不是那么难以逾越。快乐是可以传染的，拥有快乐的
心情，眼中的世界也是另一番景象。

培训的结束课是老师带领我们所有的心理委员做心理游戏，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这样的活动，觉得心理学是一门很奇妙的
课,只要你用心参与就肯定会有收获，不管是理论，还是理论
与实际的结合。

很多时候，很多同学的心理问题是我们没办法解决的，但学
院心理老师和学校心理教育中心的专业老师们是我们坚强的
后盾。现在 我的初步设想是积极参与和配合即将要开展的主
题班会关于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系列活动的开展，做好自己的
职责, 我想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将这份工作做好，让同
学们能够生活得快快乐乐，少些烦恼和忧伤。



长津湖观影感篇三

在这短短的军训期间，做到互帮互助，团结一致，我们要从
原本懒懒散散的暑期生活中脱离出来，参加严格训练，接受
阳光的洗礼，面对种种的考验。

给我们训练的教官和我们一样大，他身材不高，在他那稚气
未脱的脸上写满了严肃和认真。他还很爱笑，而且笑的时候
原本就不大的眼睛变得很可爱，他的睫毛很翘。但是，教官
在军训的时候对我们的要求还是很高的。只要大家不努力，
他就会批评我们；只要大家动作不规范，他就会一而再，再
而三地示范给我们看。这可是我第一次与军人接触。

你是那么一丝不苟。抱着在军训中混的我，今天，才认识到
严谨的时间意识和坚忍不拔的意志。哪怕是一个最简单的动
作，在训练场上，我们无数次地重复着，用自己的心去真真
切切的体会军人的英伟。军姿的纹丝不动，跨步的整齐有力，
使我们真正体会到军人的一丝不苟。军训快要结束，看着晒
黑的脖子、脸和手臂，就能记起烈日下的汗水。但是汗水不
能淹没我所有的记忆，因为有更多的东西充实着我。

记得军训刚开始的时候，似乎是那样的无声无息，它没流下
太多的时间让我做好心理准备去应付它。就这样的几天里，
一点一滴的收获渐渐地烙在我的记忆深处。军训的内容或许
是单调的。每天都做着一样的动作，心中抱怨着自己的汗水
白流了好几尺。在教官的标准指导下，慢慢地发现自己和同
学平时的习惯如此的便扭。

纠正错误永远是困难的，炙热的太阳似乎为了惩罚我们这群
有坏习惯的孩子，燃烧了自己每一寸的肌肤。不过努力的力
量是巨大的，错误也不会永恒不灭。虽然离教官还有差距，
但进步欣喜地摆在了每个人的眼前。军训也不总是枯燥的，
每天的拉歌都是单调的军训中的调节剂。



在拉歌中听到的除了"原始的吼声"，那就是欢笑声。每一丝
的欢笑声都能将要崩溃的身体唤醒。我们抱着娱乐第一的心
态，度过最轻松的十几分钟。

军训不仅仅是对行为上的操练，更是对精神和思想上的深化。

长津湖观影感篇四

军训已经一周多了，在这一周里我们付出了汗水与辛苦，也
收获了许多。

“立正、稍息……”听着这些已经熟悉的口令，我们都已经
被融进了军营的那种氛围中了。小时候向往军营，向往那和
平绿，总是梦想着长大后有一天自己也能穿上绿军装成为他
们其中一员。

渐渐长大后，明白了一些事，也懂得了一些道理，不再像孩
提时的幼稚，多了几分现实，没有理想的生活是空洞的，迷
茫的，可是空有理想的生活也是浮浅的。

高中时的军训只是一周，那时的我们在花季雨季徘徊，无知，
迷茫是我们脸上的表情，一周的军训收获甚少，只是知道军
训苦，让人受不了，脸上晒的掉了一层皮，在也不想当军人，
这时高中，青涩的季节，让我们匆匆走过了那段青涩的年龄。

而今，我们都已长大，成了人们所谓的成年人，从走进大学
的那一天，大家期盼着，等待着军训，可是一年过去了，大
家的热情消减了不少，军训的时间到了，可是因为自治区的
大庆，给学校下达了政治任务，男生参加大庆表演训练，女
生回家等待下一年军训，这是一个令人失望又高兴的消息。
大家可以回家了，可是明年当大家的激情都退却的时候我们
依然逃不过啊！

真正军训的时间到了，有人欢喜，有人悲啊！可是不管怎样



总是逃不过去了。大家无一例外穿上了迷彩装。从教官来后
一直反复着乏味训练。但军训也不是想象中那样痛苦，欢声
笑语，歌声也在其中，大家还是都很积极的。这也许就是团
结的力量吧！

还有一周的时间按，我们相信，没有逃兵，大家一定都会坚
持下去，将军训进行到底，取得一个好成绩。

随着闹钟的铃声响起，习惯性的翻身，如果没有被子的保护，
恐怕早已掉下床了，才智到这是学校的宿舍里，也开始了我
高中生活的第一天。

终于踏入这个梦寐以求的学府，巍巍红楼，莘莘学子，心中
感慨万千。高中的生活首先要进行军训，以培养我们有吃苦
耐劳的作风。虽然着不是我第一次军训，可是我依然很期待。
伴随着洪亮严厉的哨声，迈着欢快的而有力的步伐，开始我
们的军训生活。

军训有苦，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从起点一直训练到十一点。
烈日当空，汗流下来了，不能擦。烈日灼背，不能抓。”一
二一，向右看，正步走，腿抬高些，绷直点……”每天都重
复着这单一又枯燥的步伐。军训有收获，每天起床的时候，
在宿舍里为了那有棱有角的被子而手忙脚乱的时，看到自己
的成果而欣慰时，也感叹到叠被子这样一件小事，也可以锻
炼我们的毅力与耐心。而这一切正是我们所缺少的。

军训有乐。休息时，各班之间的拉歌，雄伟的军歌为我们增
添了力量，听教官说军营里有趣的事情扫除了身体的疲惫。
辛苦的收获是加倍的快乐。现在我才深深体会到了。

经过这次短暂，艰苦而又难忘的军训，我们少了份娇气，多
了份坚强，少了份幼稚，多了份成熟。

“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



长津湖观影感篇五

最近，组织发了一套书。这两天读了一本《让群众过上好日
子》。

读过之后，最大的感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只有真
正与群众在一起，才能让群众过上好日子。

虽然是个18线小城，毕竟也是个城市；
他还是副书记、书记，也是个挺大的官儿。

读书过程中，一直有一个非常有画面感的镜头，在脑海里闪
耀。一个年轻的大个，穿一身旧军装，骑一辆二八大自行车，
沿着坑坑洼洼的土路，到一个公社大门口，或者一户百姓家
中。这好像我们小时候过门走亲戚的镜头，可这是当时的县委
（副）书记。

农业大户家、科技能手家、文学作家家、致富能手家、困难
户家……都有这辆自行车和这个穿军装大个的身影。他的到
来不是光带着问候“辛苦啦！”“好好干”来的，而是带个
问题“有什么困难？”“需要什么？”来的，带走的是问题，
下次来带回的是解决了的问题。

走村串户还是太慢了，受众面太小了，那就在县城大集上摆
桌子，听取群众意见。一切可以走进群众的方法，都是他的
工作方法。

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看起来是行动上的事儿，实际上是思
想上的事儿。当前，“嘴上把群众放在心里，心里把群众放
在嘴上”的现象比比皆是。只有亲自“真正从群众中来、到
群众中去”，而不是层层过滤来的“群众”，才能真正让群
众过上好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