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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观
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
的观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故宫观后感篇一

记忆中的故宫星星点点，而那些零星的记忆也是来自平时看
的电视剧和小说中的描述。而《故宫》这部纪录片让我对故
宫这一伟大的建筑有了一定的了解。

纪录片《故宫》分为十二集，这次我们看了第三集《礼仪天
下》和第四集《指点江山》。虽没有全部欣赏完这部巨制，
但也能从中看出该片的电视工作者们的用心。他们将故宫的
人文底蕴展现在我们面前。影片中，一座座辉煌的宫殿，雄
伟的中远景拍摄。故宫，这座集合了无数工匠心血的建筑群
展示在我们面前。故宫，这座带着时间的洗礼和历史的沉淀
的建筑，在我们面前散发着它独特的光辉，而《故宫》这部
纪录片就成为其展现其光辉的载体。

《礼仪天下》向我们展示了中国五千年的礼仪制度。说到礼
仪，不能不提到宫服的穿戴。宫服的穿戴一般与祭祀有关，
祭祀被喻为与上天对话，所以礼仪必须规矩。祭天穿蓝官服，
祭地穿黄官袍，祭日穿红官袍，祭月穿月白色官袍。祭祀也
分大祭，中祭，小祭。大祭由皇帝执行，小祭由官员执行，
但是中祭有时皇帝执行，有时由官员执行。紫禁城是个封建
等级极度森严的象征，在里面发生礼仪之争是在所难免的。
这部片子向我们完整的展示了明清时期的礼仪制度，而其中
的一些情景再现令我们印象深刻。



《故宫》采用了国际先进的动画技术和电影的多种拍摄手法。
在《故宫》中，电脑特技给我们展示了一幅故宫的场景：从
前门外，快速地向北移动，经过天安门，沿着故宫的轴心穿
过了整个紫禁城，然后镜头上移，展现了故宫的全景，或者
倒过来走位，这样的空间感的突破无疑更加立体和真实地展
现了故宫的全貌。

《故宫》这部纪录片为我们了解中华民族建筑史上的一个瑰
宝提供了很多资料，这种纪录片应该普及下去，让我们对先
人留下来的文化瑰宝有更多的了解。

故宫观后感篇二

其实，故宫没有大多数人想象中那么庄严肃穆，它很和蔼可
亲、平易近人。经受了几百载春秋洗礼的故宫，曾经辉煌过，
也沧桑过，到如今已然形成一种含蓄、慈祥的姿态了。

走进故宫，你会看到故宫西侧办公区内有几个连在一起的、
不起眼的小院子，这里住着一群身怀绝技的文物修复大师，
每日里从事着世界上最昂贵的工作。在清明上河图、马踏飞
燕等世界顶级文物见到观众之前，都要经过他们的清洁修复。
别人只能远观不可把玩的绝世珍宝，被他们的双手日复一日
地摩挲，故宫古老的文物也因此焕发出勃勃生机。

“我在故宫工作，故宫的几个平房里边。骑车上班，上班开
门，下班锁门前确认里面没人了才走。”一位上了年纪的文
物修复大师用寥寥数语讲述着自己日复一日的工作，在旁人
看来，耀眼得无法轻易靠近的故宫经历风吹日晒，已经与自
然的气息很接近了。在纪录片中，经常看到这样的镜头，进
了大门就是红墙绿树，文物补修者们时常在伸出墙的果树枝
头打果子，也在院子里边养鹦鹉、种花木，还常常遇见流浪
猫，就好像在院子里面普普通通地生活着，又像是被放大镜
放大了好几倍的时光有时在窗外、有时在门里头，缓缓地流
淌着。



“文物其实跟人是一样的。”故宫工作者屈峰说道，“你看，
我们从过去最早的时候说，玉有六德，以玉比君子，玉就是
一块破石头，它有什么德性啊，但是中国人就能从上面看出
德性来。所以中国人做一把椅子，就像在做一个人一样，他
是用人的品格来要求这个椅子。”补修文物，首先并且关键
在于懂文物。这一点，屈峰显然做到了，他能跟不会说话的
文物进行交谈。善于在精神上循循善诱的中国人为文物注入
了德性，这便是文物的魂。掌握了魂，便掌握了一切。

对于文物补修者来说，除了掌握魂，还得坐得住。大师之所
以能成为大师，最难能可贵之处，便是一个“忍”字，忍常
人之所不能忍。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他们将整颗心都放在
了手中的文物上。一点点拼接，一点点雕刻，他们花费大量
精力将细枝末节做到极致，还原文物本真的样貌。纪录片中，
他们的眼睛锐利似鹰眼，一眼便能用多年的经验看出问题之
所在，着实令人佩服。

“择一事，终一生。”这句话经常被文物补修大师提起，以
告诫他们的徒弟——既然选择了补修文物这一行，便要守得
住寂寞，最忌半途而废。“我们这代人、下代人，一代接一
代传下去，都是需要付出一辈子的。”对于故宫文物补修者
来说，他们将自己短暂的一生奉献给了故宫文物，在这重重
红墙中安然度日。对于中华文化来说，他们是故宫文化的传
承人，他们用言传身教告诉下一代中华儿女，何为使命，何
为担当。

只有短短三集的国产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为何能得到
观众的青睐、在一众纪录片脱颖而出?除了师傅们精湛的技艺
外，纪录片还在一个“慢”字。在这个浮躁、喧哗的时代里，
“碎片化”、“猝死”等词层出不穷，反映了令人堪忧的社
会问题。让人眼花缭乱的大咖级综艺节目邀请几位明星，一
天到晚吃喝玩乐，更加助长“娱乐至死”的苗头。而该纪录
片却用淡漠如水的语言，将故宫工作者们平静、美好的生活
娓娓道来，仿佛描述了一个现实中的世外桃源，启迪着我们



慢下来，欣赏欣赏路边的风景。

故宫虽历经沧桑，却依然面容不改。正是因为有故宫补修者
这样一群最敬业、最可爱的人在，故宫方可如一朵艳丽的牡
丹，盛开在更加繁荣昌盛的华夏大地，年年岁岁，岁岁年年。

故宫观后感篇三

《故宫》作为现在文献片的典范，从20xx年10月26日开始，
在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20：47分播出，由央视和故宫博物
院合作拍摄的12集大型纪录片。它以全新的电视创作理念，
上乘的电视画面和声效，讲述了故宫的历史故事。它首次披
露紫禁城被建造的过程，清代登基大典的全景盛况、深藏于
太和殿内部的神秘浮版、溥仪盗宝的历史档案等等诸多以往
难以看到的史料。

《故宫》显示了当今中国高清电视的制作水平，被称为中国
电视技术发展的里程碑之作。精美的画面、恢弘的场面、大
手笔的之作，特别是大量动画特技等异类元素的巧妙运用，
使得该片一改以往纪录片的慢节奏、纯纪实、再现力差等特
征。

在团队进行拍摄之时，制作团队做足了功课，一切都是用数
据说话，也更加具有真实性，更能让人信服。在拍摄过程中，
拍摄团队要严守程序，申请拍摄时就要故宫审核，珍贵的藏
品都要当天拍摄当天送往，出于保护文物的目的，拍摄时也
要十分谨慎，为了优化环境，一定要精简人员。

印象最深的是纪录片中有一幕光线照在匾额上，按照时间的
推移，光会按照匾额上字的顺序照到字上。这一幕出现的时
间虽然短，但是制作团队肯定花费了大量精力，首先要知道
太阳光线转移的时间，还要不能拍到游客，，如果一次不成
功以后要继续拍这样的画面会花费更多的精力。



《故宫》之所以能成为现代文艺片的典范，都是有一定原因
的，制作团队的良苦用心才成就了这样一部纪录片。

故宫观后感篇四

连着假期的时间，一口气把这个节目的两季都看完了！

节目每期以不同的嘉宾来完成不同的任务，然后一层一层揭
开这些建筑物和文物背后的故事！

通过这个节目，对文物一窍不通的我，开始慢慢的有点喜欢
了，那些大作品，那些山水画，那些瓷器，原来还有那么多
的故事，原来他的珍重不仅是工艺的精美，还有选料的极致，
更多的还有当时那个时代下那么多人的努力和工匠精神，还
有那么多的故事和感情！

故宫，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整个建筑宏观上就有很多寓意，
天人合一、北斗七星，龟蛇、各种祥瑞等等！然后每一个宫
殿都有着许多不平凡的故事，三大殿的太和殿、中和殿、保
和殿；后三宫的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还有东西六宫，
文华殿、武英殿，还有乾隆帝给自己打造的宁寿宫也就是乾
隆的后花园，清代皇帝的正寝养心殿，顺治帝皇贵妃董鄂氏
居住的承乾宫，康熙出生、乾隆生母崇庆皇太后（甄嬛）居
住过得景仁宫，比较特殊的命运多端的被称为水晶宫的延禧
宫，孝庄文皇后居住过得慈宁宫，崇庆皇太后居住过得寿康
宫，同治帝的生母慈禧太后居住的储秀宫等等！

一部部鲜活的历史画面通过节目都展现在世人的眼中，那些
许多未开放的区域也首次在电视上公布，真正的一堵故宫的
宏伟！同时还有许多的国宝级文物，石鼓、千里江山图、慈
母的各种釉彩大瓶、大禹治水等等各种，每个文物的背后也
是一个鲜活的历史故事！

带着敬意，希望能够再次步入故宫，去感受它的宏伟壮观！



故宫观后感篇五

看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感叹于文物修复者的执着，
专注，匠心，和技艺的传承。纪录片分三集，主要从青铜器，
宫廷钟表，陶器，木器，漆器，百宝镶嵌，织绣，书画修复
和临摹等文物修复的角度切入，展现北京故宫博物院文物修
复者们的工作场景和工作状态以及文物修复的过程。

时间旅者

红墙绿树，黄瓦蓝天，进入故宫，仿佛进入另一个世界，这
里庭院幽深，古朴宏伟，这里承载了历史，仿佛时间的巨大
容器。而在这里工作的他们，仿佛一位位时间旅者。这么比
喻，是因为在这里从事文物修复的人，大多一干就是一辈子，
将毕生精力都倾注在文物修复的事业上。但一个人一辈子，
并不能修复完所有藏品，师父修不完的，留给徒弟修，技艺
世代传承。在历经千百年的大量文物面前，一个人的一生显
得多么短暂。

他们的目的是要呈现如果时光倒流，一件文物该有的风貌，
还原历史本来的样子。时间仿佛一条洪流，而文物修复者，
在其中逆流穿越，完成修复，也顺流而下，倾注一生。

匠心传承

通过纪录片看到的文物修复工作，大多需要静心，细心，耐
心，长时间修炼的技艺和艺术审美水平。在脆弱而又珍贵的
文物面前，需要的是一颗能与历史产生心灵交流的宁静的心。
他们的工作严格朝八晚五，没有电脑，也不能随时刷手机，
吃东西，和大部分写字楼的上班族很不同，他们大部分时间
就是在工作室里做修复手工，描画，纺织，修补，临摹……
看似平实甚至枯燥的工作很需要耐性。但他们有人说，工作
中能看到许多历史艺术文化相关的东西，其实很有意思。



分析文物，清洗修补，反复打磨，日复一日，他们都有一颗
匠人之心，在那个仿佛与外界脱节的世界里，慢工细活，怡
然自乐。

修复技艺的学习是一个多么长远的事情。

在这里，你看不到尔虞我诈，快速匆忙。他们师父和蔼，徒
弟认真，每个人默默完成着手头的工作，时而交谈说笑，也
是一派平和景象，这里与北京快速发展的城市氛围形成了一
个反差。

其实匠人精神并非一种过时的精神，放到现代，它可以是做
许多事情的心法，譬如做学问，做教育，做设计，写文案，
甚至跑销售，任何一件事，要想做好，都离不开专注，细心，
刻意练习，钻研精神，和一点点完美主义。

对于画画来说，匠心当然也是需要的，因为画画（尤其是传
统绘画）不但需要创意想象，更需要一定水平的技艺来呈现。
如果坐不住，画一幅三四小时就烦了，是无法成就好作品的。

今天，我后知后觉（因为这部纪录片已经火了很久了）地将
这部《我在故宫修文物》推荐给你（或许你已经看过），希
望你也可以看到世界上存在着这样一群人，这样一种工作，
这样一种心态，希望你能领悟，这别具一格的匠心。

故宫观后感篇六

一个偶然的机会，在简书上发现了《我在故宫修文物》这部
纪录片，看好多作者都在推荐，于是带着满满的好奇心看了
这部片子。

果然，不负所望，让我深受震撼。可能我孤陋寡闻，以前我
没听说过还有文物修复这样一种职业，更没想过这一群人会
让我如此敬佩，其中很多人都只长我几岁，那么年轻，却把



一腔的热情都投身于故宫文物修复中，甚至终身在这里工
作……偌大的故宫，就好像是一个华丽的鸟笼，而他们就像
一只只金丝雀，被束缚在鸟笼里，不同的是，他们是深爱着
这鸟笼的金丝雀，他们爱这份安静的工作。

“一入侯门深似海”，那种对工作的责任和热爱，是我所体
会不到的，我无法想象，如果我在那样一个静的不敢说话的
地方工作，我会怎样，毕竟我是一个闹腾的人。片中也提到
说，刚进去工作的年轻人大都是不适应的，但他们却没有选
择离开，依然决定在那里工作，无怨无悔，这应该就是中国
人的“工匠精神”吧！

短短的三集，却让我大开眼界，了解了很多工艺，如织绣、
书法修复、木雕修复、瓷器修复等等，但无论是哪一项，匠
人们都是精雕细琢，没有一点儿粗心大意，也不允许有，因
为可能自己一点儿的疏忽，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那是
一种巨大的压力。这样的工作需要多细心的人才能坚持下来，
需要多勇敢的人才敢做，因为他们肩上扛着的是“中国文化
的传承”。

看着那一个个朴实的面孔，有一种莫名的心疼，但他们却是
那么乐观，那么的热爱生活。真的，可能这就是自我的一种
修行，就像大家所评论的那样“修文物也是在修心”。

看片中，他们的住处和所工作的场所都极其简陋，穿的也都
简单朴实，女性都素面朝天，有一种与世无争的感觉。评论
区有人打趣的说到“住在这里面的人，出趟门都会感觉自己
穿越了。”的确是这样，但他们却也从不抱怨，为自己热爱
的工作，为国家文化的传承，乐在其中，默默坚守着。

一呆几十年，媳妇都熬成了婆，却也开心。

看着师傅们那认真专注的模样，特别感动，但更多的是敬佩，
敬佩的不仅仅是那满身的技艺，更是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



更是那种一点儿都不能凑合的责任心。那一部部被修复的作
品，不仅仅是单纯的被修复了，更有一种精神在里面，那就
是大国工匠的“工匠精神”。

可歌可颂，崇敬至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