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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可是观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
秀观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阅读观后感篇一

4月8号，我有幸听了蒋军晶老师的报告会，使我受益匪浅！

上午，蒋老师先给大家上了一堂课《半轮月》。上课伊始，
蒋老师先让学生背学过的诗，但是大家想到的都是古诗，老
师引导孩子们背现代诗。接着引出《秋天的晚上》、《海鸥》
两篇散文变成现代诗再读感受。问孩子们什么是诗？最后总
结出写诗需要“敲回车键”。又问学生：写诗就是分行吗？
之后让学生自学文章，找出自己的发现。学生通过思考一一
总结出，写诗需要比喻、拟人、夸张的对比等修辞手法，是
短句，有特别的动词，诗中要有象征意义，还要注意表达顺
序。紧接着让孩子们学以致用，把《半轮月》改成现代诗，
自己试着写，并与洛尔迦的《半轮月》相比，注意好在哪里？
让孩子们体会意境。

第二节课蒋老师带给我们的《武松打虎》简直就是一场视觉
与听觉盛宴。先让孩子们看图片，与想象中一样吗？为什么
武松打虎知名度更高？然后让孩子们欣赏山东快板、京剧版
《武松打虎》，比较它与《李逵打虎》、《雄阔海打虎》的
不同，从而引出题材不同，表达方式不同，写法不同，让孩
子们找出文中表现武松“人”的地方，并引用金圣叹的评价：
皆是写极骇人之事，却用尽极近人之笔。实在是新颖，太精
彩了，看来讲课实在不能太墨守成规。

在这个提倡阅读的时代，包括高考以后的改革方向会有大量



的阅读材料，如果速度跟不上会落后的，因此我们要从小进
行学生的阅读训练，要求学生海量阅读。老师首先要自己先
进行海量阅读，鼓励孩子们看大量有意义的书籍，蒋老师呼
吁让学生多读一点书，让学生多读一点好书，把教材里文章
教好。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
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我将继续努力！

阅读观后感篇二

在我们现代社会中，观看电视、电影和网络视频已经成为了
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这些方式获取信息
和娱乐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主要消遣方式之一。所以，观后感
在我们看完一个影视作品后经常会产生。但是，观后感到底
算不算阅读心得体会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第二段：观后感的定义与特点

观后感是通过观看电影、电视和网络视频等作品后，所产生
的对作品的感受和评价，并将这些感受和评价表达出来的一
种思考和阅读方式。不同于阅读一本书，观后感通常是结合
图像、声音、文字和情感等多方面的因素，并在视觉体验的
基础上，产生出来的综合性体验。观后感通常是基于观众本
身的认知、文化背景和价值观等因素，主观性强，不同人对
一部作品产生的观后感也不一样。

第三段：观后感的优点

观后感可以促进个人的审美体验和情感涵养，通过影视作品
的多方面展现和文化内涵的塑造，可以使观众感觉到不同的
人性、情感和社会现实的表达，从而扩宽自己的视野。同时，
观后感也可以促进人们的思考和交流，通过个人对作品的评
价和解读，可以产生良好的探讨和交流氛围，进一步推动社
会的艺术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此外，观后感也可以做为一种
良好的读书习惯，使人更好地理解和把握阅读内容，为阅读



和思考提供更多的方法和思路。

第四段：观后感的缺点

不可否认，观后感也存在许多缺点，主要表现在个人主观性
强，对客观事实的理解和把握有限，容易产生误解和偏见。
此外，一些人可能通过简单叙述故事情节，硬生生地制造出
观后感，过于简单和肤浅，缺乏真正的思考和价值评判。最
终所产生的文字作品很难达到艺术和文化创作的标准，限制
个人理解和思考的深度和广度。

第五段：结论

综上所述，观后感可以算是一种阅读心得体会，但是不同于
阅读一本书，观后感更多的是以个人感性体验和情感认识为
基础，对作品进行个人价值判断和看法表达的一种思考方式。
其优点和缺点并存，要准确地评价和使用观后感，需要个人
拥有更深的思考和理解能力，更多的阅读和观影经验以及更
好的艺术和文化感受力。同时，对于文化产业来说，也需要
更好地理解和利用观后感的作用，使之成为促进文化艺术发
展的有力武器。

阅读观后感篇三

近年来，随着人们阅读的多样化，出现了一种新的概念——
观后感。很多人把观后感视作阅读心得体会的一种形式。但
是，观后感真的算是阅读心得体会吗？这一问题一直备受争
议。在我看来，观后感算不算阅读心得体会，这个问题不是
简单的是非题，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

首先，阅读的目的各不相同。有人阅读是为了获取知识，有
人则是为了享受文学艺术之美。如果以获取知识为主要目的，
那么阅读需要注重形式和内容的吸收和消化，需要精心阅读
并书写阅读心得体会；如果以享受文学艺术之美为主要目的，



那么阅读就不需拘泥于形式和内容的传递，也不一定需要写
出阅读心得体会。而观后感往往更偏向于后一种情况，因此
又与阅读心得体会有所区别。

其次，观后感通常出现在对影视作品的评论中。当人们观看
电影、电视剧或其他视频时，他们产生的感受往往是直接和
即时的。此时，人们心中对作品的思考和反思也不断在变化
和加深，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感觉会深深地存留于心中。
因此，在看完以后写下自己的观后感是一种能够更真实表达
个人感受的方式，也是艺术欣赏和评论的一种形式。

第三，观后感并非所有人都需要写，书写也并非每个人都担
当。对于一些特定职业群体，写观后感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
作。例如，电影评论人和文艺评论人等职业人士，他们需要
看懂和品味作品，为观众提供专业的评论和评价。而对于普
通观众来说，他们只是在享用自己的娱乐时进行简单的影视
评论，无需为看完一部电影或电视剧而写出阅读心得体会，
以此来衡量自己对作品的喜好与否。

第四，观后感与阅读心得体会在写作风格上有所不同。阅读
心得体会注重的是对书中的内容的透彻理解，分析和把握作
者的思想，然后用自己的话来表达。观后感则更加注重感性
思考，展现观众情感的表达和情绪化的抒发。不同的写作风
格和表达方式，也让观后感和阅读心得体会展现出完全不同
的味道。

最后，观后感和阅读心得体会各有优点，我们无需刻意去较
量，而应该学会转换角度，运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看
法。同时，我们需要意识到阅读与观后感的不同，增强阅读
之间的体验和智慧，用我们的心灵去感受和思考。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观后感和阅读心得体会都
有其独特的特点和魅力。它们虽然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并非
等价的概念。因此，在讨论观后感算不算阅读心得体会时，



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思考。当我们理解了这两个概念的区别
后，我们就能够更好地去感受和欣赏作品，从而用专业的视
角与感性的思考，给出更为有意义的影视评论和阅读心得体
会。

阅读观后感篇四

阅读是一种享受，一种对知识和思想的探索和理解。随着网
络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观看电影、电视剧、综艺
节目以及游戏等多种形式来获取信息和娱乐。但是，观影时，
我们是否需要总结感受？这篇文章将探讨观后感算不算阅读
心得体会的问题。

首先，我们需要对“阅读心得体会”和“观后感”进行定义，
并比较它们之间的不同。阅读心得体会是基于自己在阅读中
所得到的理解和感悟，通过文字形式来呈现。而观后感则是
根据观看电影、电视剧、综艺节目等的情节、主角、剧情结
构、大家观影心情等来进行的简短概括。观后感强调的是对
影片的客观评价与总结，更加注重感性体验，而阅读心得体
会则大多数情况下更加注重个人对文本的理解与感悟。

其次，我们来考虑观后感与阅读心得体会之间的关系。虽然
阅读文本和观影形式不同，但它们都是一种思维活动。而阅
读思考的主要目的是获取信息和思想，通过对文本的理解进
行自我学习与思考。观看电影、电视剧等，我们通过角色、
情节、表现方式等进行感性的体验，这样就可以了解到不同
的社会文化、价值观等，从而增长自己的见识和拓宽自己的
视野。由此可见，两者都是对一个事物的思考过程，因此观
后感可以算作阅读心得体会。

然后，我们我们来考虑谁更需要“阅读心得体会”。对于喜
欢阅读的人来说，读书是他们乐于享受的事情，对于影视等
更多人会有情感参与。观影时，人们通常会夹杂一些情感因
素，那些角色跟情节深深打动自己，此时写出一个观后感可



以让自己在情感的基础上，更加理性的去剖析、分析和研究
影片。而对于读者来说，阅读心得则是自主性、探究性思考
的一个过程，可以系统的表达自己关于文本的不同层次的认
知与反思。

最后，我们来考虑“观后感算不算阅读心得体会”的问题。
我们认为“观后感”和“阅读心得体会”有着相同的精神内
涵，都是通过观察、思考和总结，获取知识和思想，因此，
观后感也可以算作阅读心得体会。当然，这只是从一种宏观
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对于不同的人、不同的阅读方式，观
后感和阅读心得也会有所差异，应该因人而异。

总之，“观后感”和“阅读心得体会”在不同的情景和阅读
方式下，都是一个人对所见所闻的总结和体悟。无论是看电
影/电视剧或是看书，只要你能够从中得到启示和思考，甚至
有所心灵共鸣，写出对自己有意义的东西，这就是一种成功
的阅读和体验的方式。因此，观后感也可以算作阅读心得体
会，只不过是来源于电影、电视剧等影视形式。

阅读观后感篇五

在我读过的书籍中，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的便是鲁迅的《呐
喊》了。《呐喊》深刻地揭露了旧时封建社会的残忍，从中
我也读到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残忍景象。从
《狂人日记》到《孔乙己》再到《啊q正传》，从《风波》到
《故乡》再到《社戏》，没有一篇不是在用犀利的笔锋与封
建社会的欺压百姓的人们手中的尖刀、火枪做斗争，他犀利
的笔锋令国民党-闻风丧胆，无论是他的文章还是他的爱国之
心，都是那么地令人肃然起敬。虽然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新
社会，已经不仅仅满足于温饱甚至小康，但是老一辈的精神
不能丢啊。

在我认为，读书是人生中的娱乐、消遣的方式，它不但能给
予人无穷无尽的知识，而且可以给予人无限的乐趣并且培养



人为人处事的的能力。

在人们孤独的时候，读书变成了的乐趣。这时它既是人们丰
富知识的工具，也是消遣的娱乐品，当人们在这时看它时，
会感到快乐、轻松;而在人们处理事务的时候，最能发挥由读
书而获得的能力。从读书中获得的对自己有利的东西是无穷
尽的，能力便是其中之一，多读一些好书，对自己是有利无
害的，如果能够在实践的时候不是单纯的运用书本中的知识，
而是在书中的知识的基础上不断的创新，结合自己的实际，
灵活运用，才是读好书的境界。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是高尔基爷爷的一句名言，也
同样是对书籍赞美的一句名言。从这句话中便可以看出书在
世界的地位是多么重要，它的价值有多么珍贵。正如高尔基
爷爷所说的，一本一本的书，就像一个一个的阶梯，使人爬
上高峰。但是爬上高峰的路是陡的，是险的，是要的努力才
能爬上去的。读一些不同的书籍就像是在爬阶梯，对自己也
是很有帮助的，但也要会选择书籍。一本好书就犹如是由钻
石似的思想和那些珍珠似的字句堆砌而成的无价之宝，其中
所蕴含着的知识与智慧是那样的珍贵，书籍真可谓是人类的
良师益友、精神的食粮啊!相反，如果我们去读那些几乎汇集
了天下所有肮脏之物的不利于健康的书籍，那不是在掌握知
识、寻找乐趣，而是在使自己堕落，会使自己变得庸俗、无
知。

在一本书中，又使它会让你伤心、同情的落泪;有时它会让你
开怀大笑;有时它会让你觉得自己身临其境;有时它会让你自
己觉得离它根本就在两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