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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观后感吧。观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怎样才能
写一篇优秀的观后感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观后
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讲座工作总结 百家讲坛观后感篇一

每天早上起床就是看《百家讲坛》，今天听的是喻大华教授
评说《嘉庆王朝(五)——洪亮吉大案》当把洪亮吉流放新疆
后，地方上发生了一场罕见大旱，先是老百姓拜神祈雨，后
来各级官员向天求雨，大到极致的官员也没有用，无奈皇上
只好亲自向天祈雨还是没用。实在没有办法，想到了大赦天
下，仍然仍然是滴雨不下。于是嘉庆想到了洪亮吉，在他亲
自含泪写完诏书(相当于自我检讨，嘉庆觉得委屈所以流泪)
后，一场大雨倾盆而下。

这是迷信吗?应该说不是，因为从老百姓到当官的祈雨应该是
过了很久的时间，从时间上来说，也许本来就是到了该降雨
的时候，再者嘉庆本身就有点心虚，如果说他对洪亮吉不是
心存不安，他不会觉得自己应该受到惩罚，他作为一国之君
能够自我检讨非常不容易，在他内心深处其实早就知道自己
错了，只是一直不愿意承认，直到这场大旱让他把这份内疚
显露无遗。

每一个人在内心深处都有自己的道德底线，这个底线就是牵
制自己的行为，甚至也会让自己倍受折磨，当自己无法逾越
自己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恐惧，于是就会用一些行为救赎
自己。于是人的信仰便产生了，不断的用一些行为来救赎，
只求自己问心无愧。



讲座工作总结 百家讲坛观后感篇二

央视广告说：百家讲坛，坛坛都是好酒。虽然连我儿子都知
道，广告就是言过其实的东西，但能吸引我每周（不是每晚）
必看的节目，质量还算是上乘的。

象今天，听完于丹教授读《论语》。我深有感触，僵坐在沙
发里久久沉思。

我知道自己不可能隐居到三清山顶或者桃花源里，但只要内
心充盈和自由，我仍然可以快乐，心灵的快乐可以让蓬荜生
辉。其实，就是要真正做到“随遇而安”。

过去，我所缺乏的，就是这么一种平和的心态，总把自己贴
上完美主义者的标签，事无巨小都劳心劳力。象林彪元帅打
仗，每仗都求全胜、全歼。很累。为事所累，放不下，输不
起，自己的心老是要拴在某件事上。

这段时间于丹教授一夜窜红，不逊于易中天，其实相比之下，
我更喜欢后者。人曰：读史可以明志，但对于我这种立志做
闲云野鹤的人，无心仕途，多读史又有何用？无非是教教小
孩讲讲故事罢了。所以我还是想潜心看看诸子百家，听听孔
孟之道。

虽然《论语》不及《三国》精彩，虽然我不喜欢于丹jj的外貌
（女人味不够，更不喜欢她穿普通的短袖衫就出镜的形象）。
但我还是感谢她的讲述，为我提炼了以上几点人生哲理，虽
然这些道理原本就存在于我的脑海里，但却过于朦胧，不深
刻，现在是恍然大悟！蓦然回首，自己近年干的有些事情幼
稚得令人发笑。

有人形象地比喻看百家讲坛有如“嚼饭哺人”，没了嚼的过
程，滋味和营养必然少了。有位名家有另一个比喻：历史古
典文学象美味果仁，只有少数社会菁英能尝到，大学教授上



电视讲故事就象把坚果敲开，让大家分享果仁。

没办法，我只是平民布衣，没闲情逸趣也没本事去“敲”
再“嚼”，只好接受别人“哺”了。的确，在这个多元信息
化的社会，我不可能去买线装竖排繁体的《论语》20篇来读，
老实说，我好久没有读书了。

有人把于丹比喻为“文化奶妈”也很有意思，哈哈，人奶最
有营养！

其实与这两位相比，我又更欣赏讲清史的名家阎崇年老师，
一个绝对出色的学者。还有其它登坛的名师，待日后慢慢品
味，希望自己能陆续有感而作。

讲座工作总结 百家讲坛观后感篇三

今天《百家讲坛》讲的是爱上语文系列节目中读诗中
的“厚”与“薄”。

老师，有纳兰性德的《长相思》做例子，要先把它读厚，再
去读薄，最后再读活，读厚是基础，读薄是关键，读活才是
最终的目的。独厚并不是数量上的，是质量上的一种变化。
要解读《长相思》，在不同的角度，有许多不同的见法和感
受，理解的也不同，也可以根据他的其他诗词和经历来感受，
这样就会读的越来越厚。纳兰性德也有许多称号来体现他的
故事、经历和性格，用现代话说，纳兰性德是个“天
才”“学霸”“专家”“大咖”“情种”。

读薄关键的关键在于你能够聚焦和锁定这首诗最核心、最有
价值的信息。《长相思》上片可以把他读成一个字“身”，
下片可以读成“心”字。

读活就是反复的读，有感情的读，把自己带进诗里，体会作
者要表达的感情。这首诗就被你读活了。



这就是阅读诗词的“妙招”。

讲座工作总结 百家讲坛观后感篇四

上午，参加一个“道德讲堂”活动，深受启发。道德讲堂是
中央文明委推广的某某省常州市“文明城市创建过程中的惠
民利民创新之举”。作为文明城市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工作，
某某市率先在某某的省级以上文明单位试行。这项活动的开
展，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升全社会的
公民文明素质，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升级。

这次活动按照市上的统一安排部署，借用某某常州的经验，以
“身边人讲身边事，身边人讲自己事，身边事教身边人”的
方式，安排了本单位一位先进模范人物，通过“道德讲堂”
这种形式，讲述自己经历的工作中很有创意的三个故事，以
及工作中的教训，表明公务人员做人做事应该具备的基本素
质。他们还从市环卫处请来一位“某某十大女杰”，讲述她
在环卫工作一线的酸甜苦辣，以期对本单位干部职工一些启
示和教育。下午尽管只用了一个多小时，但效果很好！

环卫工人虽然被誉为“城市美容师”，但真正愿意主动从事
这项工作的人并不多。环卫工人三班倒，早班每天早上四五
点钟就上班，晚班要十一二点才能回家。成天跟垃圾打交道，
保持城市的清洁卫生，人们是瞧不起又离不得。下午一位管
着320多位环卫工人的大班长，讲述她搞好环卫工作的三点体
会：一是心态放平和，在人们肯定中感悟成就；二是敬业放
首位，在默默无闻中成就事业；三是人本为核心，在相互关
爱中展现凝聚力。

讲座工作总结 百家讲坛观后感篇五

刚刚结束一门课程的期末考试，眼见着这一学期就要结束，
借着博士政治课程作业给自己这一年在科大的代培生活和学
习做个总结，认真回顾一下这一学期的得与失，成与败。



记得九月份刚入校的时候学院的领导说：你们今后就是科大
的校友了！恍然间内心闪过一丝激动，因为对于包括我在内
的大多数代培生来说，我们是不能认可被贴上“代培生”标
签的我们会与这里的土著们一样日后成为科大的校友，于是
调侃道：也许等我们功成名就的那一天就真的是科大的校友
了，只是这一天是什么时候呢？不管我们来自哪一个研究所，
科大这个地方是我们中不少人高考时的梦想，如今以代培生
和未来校友的身份在这里生活一年也算是了了一桩遗憾吧。

在科大的生活相比于所里是轻松的。这一学年里我们有很多
可自由支配的时间，没有实验室，没有老板，没有课题，没
有项目……没有太多在未来将充斥我们生活的重担，有的是
大片空白的课表，几本书，几节课，几位注定擦肩而过的老
师……可以熬夜到很晚而不用担心第二天起不来，可以睡到
自然醒而不用担心上班迟到，可以给自己放个小长假到合肥
周边玩玩，可以放肆的跟同学朋友到处游荡，可以在以前的
大学同学现在的科大土著校友们面前“炫耀”“丰富多彩的
生活”……总的来说这里的生活理应是惬意的，然而当年关
将至的时候，回首已经过去的一年，我没有感觉到生活有多
惬意，反而因为太过松散的生活状态感到愧疚和紧张。

我是已经在合肥呆过四年的安徽人，因此安徽周边可玩可看
的几乎没有遗漏，相比于第一次来合肥的同学来说这个地方
我太过熟悉，也就没有了出游的兴致，于是这一学期我多数
的课外时间献给了寝室，更确切的说是献给了电脑、手机和
床！不再如大学时一样兢兢业业，在图书馆或自习室留下印
记，虽然固有的习惯会督促着我按时完成课业，但相较于以
前主动的要去学习知识，这段时间更多的是被动的完成任务。
于是在临近期末，各种考核接踵而至的时候我突然觉得紧张，
觉得这学期似乎除了几份标注了的ppt，我在学习上一无所获，
于是就有了近一个月的疯狂补救，枯燥、辛苦却也充实的度
过每一天。xx年的下半年，我用一个月来弥补以前四个月在学
习上的亏欠，这样的忙碌和不安像警告一样伴随着我，新的
一年难道还要如此浪费年青的生命吗？我不想过早的回答，



在xx年的开始，我在图书馆学习，那么接下来的xx，我仍希望
这样的生活在我在科大的日子里有规律的出现，希望在xx年
终总结的时候我不会再一次觉得愧对了这一年。

也许是因为代培远离实验室，我似乎还没有适应自己已经是
研究生的状态，还不太明白研究生与本科学习的区别。与今
后研究领域相关的文献读的少，该学习的软件也没有学好，
似乎每天都在忙碌，却不知道自己究竟得到了什么。情感的
宣泄？只是昨晚的或哭或笑，第二日醒来在脑海中并没有留
下什么印记，徒增加了八卦时的谈资而已。这不该是我作为
研究生该有的状态，全新的开始，我必须为今后的自己负责，
新的一年新的一学期，这种松散随意的生活不能再继续下去，
留下文字为证，明年的今天，希望给自己一个满意的回顾！

这一学期也不全都是需要反省的过往吧，总有一些事值得怀
念。新的生活新的环境自然认识了新的朋友接触了新的事物，
给故去的昨天灰色的底板上添几笔亮色。感谢在这段旅程里
遇到你们，那些一起学习生活的场景填补了我这学期对于科
大的空缺。还有那些教学风格迥异的老师们，虽然知道政治
老师一直都是针砭时弊的高手，但第一次知道政治老师可以
如此潇洒的教学，第一次感受到政治课也可以如此生动有趣，
第一次在没有点名的政治课堂上看到几乎满座的现象。感谢
虽然分隔两地却依然彼此牵绊的朋友、同学，我相信距离不
会淡化我们之间的感情，感谢你们的一路相伴！

博政课上老师那个关于英国老板放弃事业自费到剑桥读博研
究中国古董的事让我记忆犹新，还有那位自称“化学是用来
混饭吃，这个（物理）才是我的兴趣”的学者，我知道现在
的我不能奢求像他们这样因为兴趣而做研究，因为快乐而选
择如是生活，但希望在今后的研究生涯里可以如他们一样不
去功利的追求什么，而是出于兴趣和快乐从事着自己的研究，
更希望今后的课题恰好就是自己的兴趣所在。

xx，但求落幕无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