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中信息技术的教学反思(汇总10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观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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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观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
来看看吧

梅兰芳观后感篇一

看完电影《梅兰芳》后，最惦记的是十三燕，他的死就像一
块沉甸甸的石头，硬生生地硌得我心头不舒服，我不得不拿
出来好好打磨一番。

十三燕在给梅兰芳的信中说：“记住，唱戏的再红，还是让
人瞧不起。”这足一个薄薄的、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撕开的纸
枷锁，但十三燕自从戴上这个心灵的枷锁，终身部没有取下
来。戴这种纸枷锁的不仅仅是十三燕，它是新中国建立之前
世世代代艺人躲不开的命运。纸枷锁是座儿，是皇权，是封
建制度，是唱戏人的天和地，是唱戏人要苦苦侍奉一辈子的
主儿。

十三燕的死不是因为他是不被人理解的天才．而是同步自封
的失败。但是他的死与那些天才们的死有共同点：因为那份
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他的傲气原如夏日的万物生机勃勃，因
为害怕改戏被人骂，他固步自封在与革新的梅兰芳打擂失败
后，他的傲气蓦地荒凉成冬日里的皑皑白雪，失败的寒风如
此凛冽，他难以抵挡。

我想十三燕这辈子最大的悲哀就是被别人的日光、被那个纸
枷锁牢牢地禁锢住了、他不敢奢望突破这纸枷锁里的一丁点
儿空间，卑微地想在这可怜的空间里苟延残喘，最终还是害
了自己。



大多数的人们都是活在别人的眼光中，活得战战兢兢，即使
足一些天才们也不例外、我愿意相信凡·高之死是因为庸俗
的世间灰尘玷污了他的神性，卡夫卡冷冷地看着世俗，却也
当了一辈子的职员。我们的生命起始于寒冷刺骨、一无所有
的荒野，艺术，宗教，运动……倾尽一生不过是为了找寻让
自己的生命稍微温暖些的柴火，每个人自给自足，与他人无
关。生命从来都是属于自己的，别人的剥夺没有理由；而最
可悲的残酷是，自己因他人的冷眼而无法承受生命之轻。

于是我们应该知道，失败、孤独的对立面不是死亡。死亡仅
仅是生的折射面，慎重对待死亡，才能使生有分量．不能承
受生命之轻的十三燕之死，不应在我们现代人身上重演。

梅兰芳观后感篇二

从我的感受看来，《梅兰芳》这部电影应该是这几年以表现
主义为主的中国电影浪潮后另一个开始。

在台湾成长的我对于梅兰芳有着与内地观众不同的认识。然
而在那个时代这么伟大的艺术家无论后来的人怎么解读他的
故事，梅兰芳对我来说都是个值得去了解的传奇。尤其这几
年呆在北京的时间多了，更可以明白人们为什么尊敬他。然
而这么一则故事要以电影这么具象的平台重述一次，又在家
属的'关注之下这肯定是一件需要心思的工作。

说大故事、拍大场面、卖弄中国元素为手法的中国大片经历
了几个年头下来，观众都累了，而《梅兰芳》这部电影适时
地把戏剧带回戏剧。陈凯歌先生的确是高手，尤其他刻意放
弃所谓大导演们喜欢用的唬人手段，从而显现出他与其他导
演的不同。即使是这么一个传记型的故事仍可读出属于陈凯
歌先生的浪漫。

我和许多看过《梅兰芳》这部电影的人有着相同的看法，前
段少年梅兰芳实在是一气呵成、戏韵十足，看得十分过瘾，



这段戏不但漂亮地为梅兰芳的故事开了个头，陈导演也巧妙
不露痕迹地描述了那个乱世年代悲凉之美。然而我特别喜欢
中段黎明与章子怡的演出，这不是一个曲折的爱情故事但两
人用着较亲的表达方式成功地串联了这个头尾沉重的电影，
原以为会是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反而在这样轻描淡写的处理
下更令人回味。

看这个电影我也阅读出属于我自己的看法，接近观众的艺术
永远是在接近观众思潮的变革中往前走，而变革往往是受到
争议的，这与艺术家本身或者艺术家的团队的中心思想有着
息息相关。梅兰芳的成功与他的天分和人格有关系，也与他
周围经纪人等有关系。从个人到产业，同样的情况发生在现
在进行式的我们的身上，一个歌手、明星、运动员与和他一
块工作的团队加上这个时代对于这个产业的关系，越来越复
杂地互动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看梅兰芳与他的经纪人邱先
生之间累积出种种复杂的故事，不禁让我想起身边的事情来，
不胜感叹！

然而我不禁要问我们这个年代也能产生一个梅兰芳吗？

梅兰芳观后感篇三

看完电影《梅兰芳》后，最惦记的是十二燕，他的死就像一
块沉甸甸的石头，硬生生地硌得我心头不舒服，我不得不拿
出来好好打磨一番。

十三燕在给梅兰芳的信中说：“记住，唱戏的再红，还是让
人瞧不起。”这足一个薄薄的、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撕开的纸
枷锁，但十三燕自从戴上这个心灵的枷锁，终身部没有取下
来。戴这种纸枷锁的不仅仅是十三燕，它是新中国建立之前
世世代代艺人躲不开的命运。纸枷锁是座儿，是皇权，是封
建制度，是唱戏人的天和地，是唱戏人要苦苦侍奉一辈子的
主儿。



十三燕的死不是因为他是不被人理解的天才．而是同步自封
的失败。但是他的死与那些天才们的死有共同点：因为那份
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他的傲气原如夏日的万物生机勃勃，因
为害怕改戏被人骂，他固步自封在与革新的梅兰芳打擂失败
后，他的傲气蓦地荒凉成冬日里的皑皑白雪，失败的寒风如
此凛冽，他难以抵挡。

我想十三燕这辈子最大的悲哀就是被别人的日光、被那个纸
枷锁牢牢地禁锢住了、他不敢奢望突破这纸枷锁里的一丁点
儿空间，卑微地想在这可怜的空间里苟延残喘，最终还是害
了自己。

大多数的人们都是活在别人的眼光中，活得战战兢兢，即使
足一些天才们也不例外、我愿意相信凡·高之死是因为庸俗
的世间灰尘玷污了他的神性，卡夫卡冷冷地看着世俗，却也
当了一辈子的职员。我们的生命起始于寒冷刺骨、一无所有
的荒野，艺术，宗教，运动……倾尽一生不过是为了找寻让
自己的生命稍微温暖些的柴火，每个人自给自足，与他人无
关。生命从来都是属于自己的，别人的剥夺没有理由；而最
可悲的残酷是，自己因他人的冷眼而无法承受生命之轻。

于是我们应该知道，失败、孤独的对立面不是死亡。死亡仅
仅是生的折射面，慎重对待死亡，才能使生有分量．不能承
受生命之轻的十三燕之死，不应在我们现代人身上重演。

梅兰芳观后感篇四

《梅兰芳》讲述的是一代京剧名师——梅兰芳传奇、悲情的
一生。

古时的演员身份是很低微的，不那么让人敬重所以他家人，
并不想让他学唱戏。希望他做个平凡的人，但他生在这个梨
园世家，从小对戏曲的耳濡目染让他还是喜欢唱戏。他是个
凡事都认真、进取争取做到最好的人，所以他争取到了每一



部戏都让自己唱到最好，让他赢得了无数的戏迷粉丝。

通过这部电影我隐隐感觉到梅兰芳的内心是孤单的，从来都
是，如果毁了他的这份孤单，也就毁了梅兰芳——优秀的人
注定是孤单的，做不到平凡，注定要孤单，忍受这份孤单吧！
他是优秀的、卓越的，不属于自己也不属于任何人，福芝芳
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有幸能陪梅兰芳左右，被梅兰芳认
可，他需要忍受跟所有迷恋梅兰芳的人一起分享这个枕边人，
孟小冬是自私的，但不能掩盖了他的才华，《天下第一小生》
不能忽略他识大体的气派，人都是自私的，他有权利争取跟
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两个优秀的人，两个孤单的人，注定
不能在一起，名人的婚姻注定是让人关注的。

只有凡是认真的人，才能演出那么好的角色，梅兰芳很纯真，
很无邪，很干净，试问多少人可以做到！当时我对自己说：
我需要保持纯真在纯真，我会坚持、会忍耐。我的内心要排
除那些干扰，那些污秽，我需要读书，学习很多很多的东西，
才能让自己强大起来，让自己做到最好！

现在的明星我觉得他们是幸运的，生在这个明主自由的世纪，
能做更多他们想做的事情，所以我们都应更加珍惜现在所拥
有的生活！

梅兰芳观后感篇五

梅兰芳先生的一生堪称传奇，以梅兰芳做题材实际上很丰富，
大时代背景、梅孟的恋爱、京剧改革、男旦的身份特殊性，
等等，从不同方面解读，其实可以拍出很多部电影。偏偏陈
导的梅兰芳几乎事事都讲到了，然而哪个角度都不透彻、不
够味啊，合起来是一部流水账一样的梅兰芳年谱，最后只知
道梅兰芳做了什么，却不知道梅兰芳是什么样的人。有很多
次从某个场景某段对话里，我以为某个可以深入探讨一下的
主要矛盾终于出现了，等着看导演怎么展现，几分钟以后终
于明白了，原来在那个场景或那段对话里，这个话题就这么



着过了......

说陈导江郎才尽实在有些不忍心，但从片子来看，陈导近年
实在有些混乱，要表达的不透彻，表达的方式也无新意，没
有电影独特的感觉。这部电影从根源上就是弱的。

比如十三燕最后那出戏，一摔茶壶，所有观众齐刷刷疯狗一
样爆发了....我实在不能理解啊，不至于吧，在打擂台的时
候来的人肯定是专门捧十三燕的，除非被邱如白下了幕后黑
手....还有接下来那个镜头，从十三燕的特写转到剧院的观
众席，空无一人，也太假了些个。当然这样很震撼，说明十
三燕对京剧的坚守，但十三燕毕竟是一代戏王，雷打不动的
铁杆儿粉丝肯定还是有的。如果我拍这个镜头，就这么着：
十三燕的特写，最好唱的是某出悲剧英雄的戏，镜头慢慢转
到观众席上，仅剩几个穿长跑马褂梳辫子留胡子的遗老，聚
精会神，若有所思所感，十三燕最后一个字一收，几个老人
响亮亮地喝一声彩：好！在空空的戏院里略有回荡的感觉。
戏里人物是悲剧英雄，戏服里的十三燕是结局惨淡的戏王，
戏台下的老人是清王朝最后的遗民，戏里戏外，三人引为知
己。

还有梅兰芳与孟小冬的一段故事，多好的.故事啊，一个是男
旦之王，一个是坤生之后，正是探讨男与女、艺术与人生与
爱情的关系的好题材，拍得实在不够味啊不够味！

下面的文字，专门抒发我对于瑜老板的爱慕之情――

片子里的京剧唱段无疑是大亮点，尤其是为孟小冬配唱的王
瑜啊......唱腔那叫一个美啊......字与字之间的粘连、顿
挫，把人物的情绪、性格和气质都表现出来了！戏实在是好！
我之前也看过一些京剧，不过更多是对京剧的舞台表现、故
事和唱词感兴趣，这次听瑜老板唱了几句，绝对是革命性的
启发啊，原来京剧的唱腔这么有味这么丰富！我反复倒回听
这几句唱，心漂浮在巨大的美好之中。



看《梅兰芳》是因为那之前的几天看了戏曲频道白燕升采访
王瑜的节目，瑜老板精神干净的样子折服了我这颗直女的
心~~尤其是最后那段《月亮代表我的心》，摇头晃脑实在深
情得不得了，尤其是最后那一低头微笑抬眼看人神采飞扬的
样子，简直与她的唱腔一样让人沉醉！而且节目的编辑把这
个动作回放了好几遍有没有！浓妆艳抹装腔作势的娱乐圈大
姑娘小媳妇们可以下课了。

从那时起我便坚定了一个信念：阴阳调和，方为尤物。所以
才找来《梅兰芳》看。当然电影里的梅大爷和冬皇都是人戏
分明，“没扮上，怎么看您都是男人”，但我对此表示怀疑。
像梅先生和冬皇这样顶尖的戏曲艺术家，尤其在男旦和女老
生这两个比较特殊的行当，一个“比女人还女人的男人”和
一个“比男人还男人的女人”，他们对男和女的理解有什么
独到之处，他们自身的人格、气质，戏与生活的关系，都是
让我很感兴趣的。而且这样两个本来已经自成尤物的顶尖的
人，还遇到了一起，还有了一段感情，他们之间艺术与人格
会有怎样的交流。这些想想都有趣啊。陈导全部避开不谈，
是因为《霸王别姬》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