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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观后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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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
秀的观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
一下吧。

国学小名士直播观后感篇一

《国学小名士》是一个以“诵读经典，传承美德”为主题的
电视诵读大赛节目。多阅读国学，能培养一个人的精神气概，
这些知识将带给你终身受益的财富。一起来欣赏以下关于
《国学小名士》的观后感，传承国学的智慧。

一年级的三字经，二年级的弟子规，三年级的笠翁对
韵......我都背过，然而却并不懂得背诵这些贤文的意义!直
到观看了山东省第三届“国学小名士”经典诵读电视大赛，
我才豁然开朗，原来我所学的、所背的，都是中华民族的一
种传承，一种博大精深、国之文化的传承!

“诵读经典，传承美德。知行合一，学以致用。”——这正是
“国学小名士”的口号。背诵古诗词、辨识典籍、临场作诗，
赛场上的哥哥姐姐们满腹经纶、沉着应对，闯过了一道又一
道的难关，这些“国学小名士”的表现令我敬佩不已。这也
让我想到了一句古话，“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相
信，这些哥哥姐姐们能够站在这个国学的舞台上展现自己，
都是靠常年的积累，勤奋的阅读，才造就了今天的他们。

通过“国学小名士”这档节目，我受益匪浅，它让我明白了



国学是国家之学，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是国家源远
流长的文化积淀与精神支柱。国学告诉我们做人的道理，
“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
......孝敬父母、尊敬师长，这是我们的美德;国学也告诉我
们做事的道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锲而不舍，金
石可镂”......持之以恒、坚持不懈，这也是我们的美德;国
学还告诉我们爱国的道理，“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
深”、“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
关心”......爱我中华，这更是我们的美德。

同学们，让我们细细的品味国学，把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吧!

这个周末，我在电脑上观看了《国学小名士》这个节目。

这个节目是一个诵读大赛，诵读国学，诵读经典。这个诵读
大赛的的内容分为三个单元，第一单元主要讲的是节俭。第
二单元主要讲的是自信。第三单元主要讲的是智慧。

选手们表现十分精彩，特别是总决赛时，两位选手在一分钟
内对出对联，并且工工整整，如：冰冻三尺，恰能磨练心志;
谢弈辰：剑磨十载，方可造就英雄。刘康宁：风吹万里，正
待翱翔霄汉。令我从心底油然而生一股对选手们的敬佩——
这些选手答题迅速，惊人的知识储备量使我自愧不如!他们牢
记国学，发扬国学，让国学深入到我们的生活，使更多的人
了解国学。

在这些选手的身上，我看到了熠熠闪烁的光辉——节俭、自
信、孝敬、诚信、智慧……而我也多了一份决心——好好学
习，天天向上!学无止境!

国学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巨大财富，我们必须牢记国学文化。



我呢?也和那些人一样，每天都在浪费时间，每天昏昏度日，
有一次，我在早上赖床不起，白白浪费了四个小时!在这四个
小时里，能干多少事呀!那些选手在这时候应该早就在学习了
吧。所以，我非常惭愧。当我看到那些选手们激情洋溢的演
讲，我的内心就备受鼓舞，他们就是我的榜样，我要努力学
习，让自己变得更强。我的知识十分有限，书读的很少，所
以，以后我要多看书，来丰富我的知识。对!多读书，读好书，
好读书!

看完这个节目后，我有了深刻的醒悟：时间就像海绵，只要
你肯挤，时间总会有的。正所谓学无止境，让我们继续学习，
继续创造美好的明天吧!

中华上下五千年，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国学是我们中国的国
粹，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

观看了首届青少年经典诵读电视大赛，每一位选手对古诗词
的领悟及运用，都让我佩服的五体投地。俗话说的好：“冰
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他们有今天的成绩也离不开昔日的
刻苦努力。我以后也必将多看书多读书，不断提高自己的能
力和知识储备。观看“国学小名士”，我还懂得了一些关于
历史的知识，如在古代，脍鲤就是生鱼片，相扑原来的时候
角抵等等。

国学，不仅仅是传统文化，更是一种不断传承不断完善的精
神力量，是中华民族核心的价值理念和追求，是数千年来中
国人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的高度总结，是中华儿
女的血脉、精神和灵魂。

国学的经典，华夏的辉煌，是我们炎黄子孙的脊梁，让我们
一起诵读国学经典传承中国文化，肩负起民族复兴的伟业，
让中共这条巨龙腾飞在世界的东方!



国学是经典的、伟大的，它像我们求知路上的一盏明灯，照
亮前方的路。最近，我观看了山东少儿频道的"国学小名士"
经典诵读电视大赛，学习到了丰富的国学知识，同时领略到
了国学小名士们的风采。

有一场大赛让我印象深刻，大赛第一关是“初露锋芒”，进
入决赛的12名选手要根据关键字轮流说出含有此字的诗词。
答题开始了，小选手们个个旗鼓相当，难分伯仲，在连续说
了一百多句诗词后，才分出胜负。这哪里是初露锋芒，这简
直是锋芒毕露!第二关是“火眼金睛”，晋级的6名选手需要
根据关键词和相关问题进行抢答。答题开始了，选手们个个
胸有成竹，纷纷按下抢答器，最后有3名选手出类拔萃，晋级
到了最终环节。这个环节选手们机智灵活、眼疾手快，我真
是佩服他们呀!第三关是“妙笔生花”，同时也是终极之战!
晋级的3名选手需要根据关键词在十分钟内即兴创作一首五言
绝句，并用毛笔写出来，这真是难上加难呀!可选手们好像早
有准备，个个拿着笔的手蓄势待发，裁判一说开始，选手们
就在纸上奋笔疾书起来。最终一位小选手脱颖而出，获得了
大赛的冠军!

参赛选手们这么小的年纪就懂得这么多国学知识，真是让我
佩服!观看"国学小名士"经典诵读大赛，不仅让我丰富了知识，
更重要的是让我喜欢上了国学。我今后要多学习国学知识，
多了解传统文化，并努力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应用在自己
的行为礼仪中，做一个新时代的好少年!

回眸历史，中华民族经历了五千年的洗礼，它承载的文化，
就像夜空中的流星，给人们留下了最美好的印象。

在这个高科技发达的21世纪，大快人心的手机和电脑已经使
人们淡忘了古典诗词的韵律美和境界美。所以，为了让历史
不断线，为了使传统经典中的知识和精神更好的传承，我省
举办了《国学小名士》经典诵读比赛。



“诵读经典，传承美德，知行合一，学以致用”，每天都是
同样的开头，每天都有意外的收获和惊喜。我是一名初中生，
很享受诗词朗诵，享受其中的韵味，享受投入其中的感情。
可以说，虽然我不是一位古典美女，但我对经典的古诗文非
常喜爱，喜欢它的抑扬顿挫，喜欢它的朗朗上口。

古典诗词是我国文学宝库的瑰宝，四书五经，唐诗宋词，一
字一句都蕴涵着深刻的哲理。可是，对于现在的大部分中学
生来说，古诗词就是一些极难理解而又极适合于写在试卷上
的句子。但是，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国学小名士》中的参
赛选手用他们稍加思索，便可回答问题的速度真切地告诉我
们：古诗词，是需要理解的。

其实很简单，我们应该融入到古时的意境中，和诗人一起漫
游于它的意境。和李白一起观赏“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
羌江水流”的清朗秀美;与吴均一起享受“山际见来烟，竹中
窥落日”的有趣生活;和刘方平一起在“更深月色半人家，北
斗阑干南斗斜”的夜色下等待春天的到来。

俗话说：“一切景语皆情语”，顾名思义，古人擅长托物言
志，借景抒情，所以，我们还要用心体会诗中的境界。白居
易在《观刈麦》中一句：“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道出
了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陆游曾有“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
香如故”的高洁与坚贞。

意境与境界的结合，成就了一篇又一篇的千古名作，让我们
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而我们，肩负着沉甸甸的使命：把
古人的智慧接过来，并传下去。

我们应该向《国学小名士》中的同学学习，让古诗词陶冶我
们的情操，让经典在心中永存。



国学小名士直播观后感篇二

《国学小名士》充分的让学生们展现了自己的历史才华，更
让我们，对历史有了一份了解。

看完《国学小名士》总决赛后，我深有感触，“诵读经典，
传承美德，知行合一，学以致用!”这短短十六字的口号让我
们对国学更有了一份新的认识，来自中国各地的选手们跃跃
欲试，经过一轮轮的选拔，选出了十二位能书善画的小名士，
来参加最后的总决赛。比赛中，大家不相上下，比赛结束，
大家互相照顾，这才是一种最美的人品，一份最好的美德。

第一轮，我爱记诗词，根据大屏幕上出现关键字，背诵带有
这些字的古文诗词，大家不相上下，比赛越来越激烈，一连
过了好几十轮，仍未分出胜负，我真为大家的诗词储备量感
到震惊，随着比赛的`轮数越来越多，选手重复频出，我不禁
为他们捏了一把汗，总算，比赛结束了，剩余的六位同学继
续参加下一轮比赛，我的心平静了下来，想想那些哥哥姐姐
对国学的喜爱和认真，我不禁暗暗佩服起他们来。

到了第二轮，赛场上越来越紧张，第二轮的比赛是舞文弄墨，
比赛中选手根据提示答题，知道答案便可按下答题器，获得
答题机会的选手，即可用毛笔写下答案。在这一关中，大家
认真听题、看题，个个都跃跃欲试，用毛笔写字时，充分展
示了自己的才华，第二关过后，场上只剩下四位小名士，在
场的观众和我都紧张起来。

第三轮是棋逢对手，这个环节每两人一组，两人通过答题，
与下五子棋相结合，直到五颗五子棋两连成一条直线，则赢。
场上，大家淡定的答题，一点儿也不焦躁，沉着冷静，而我
倒替选手紧张起来，这一轮比赛终于结束了，场上只剩下刘
康宁、谢奕晨两位选手准备进入冠军争夺战，我真替她们高
兴。



总算到了冠军争夺战：楹联对决。本关中，根据所提供的上
联，两位选手分别对出下联，三局两胜者即为冠军。选手们
跃跃欲试，更是这轮比拼，让我知道了写对联的很多习俗，
比如说要对仗，还有上联的最后一个字往往都是仄声，所以，
下联就必须是平声，经过这一轮的紧张对决，最后刘康宁夺
冠。

小时候，诗词是我们最不愿意接受的东西，国学更是我们不
懂的的东西，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自豪的说出：“我们爱诗
词!我们爱国学!因为它们，是祖国的精华!

国学小名士直播观后感篇三

古诗是画与文字的结合，这样就构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面，
陶冶我的情操，给我带来了美的享受，更让我沉迷于其中，
几乎古诗书不离手，我常常幻想，我如果是诗里面的人，我
的看法和情感会是怎样，日子长久了，我变得多愁善感。

就譬如：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
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诗句中的东、
西、南、北就栩栩如生的写出了鱼儿在水中游动的景象，使
人们能够想象到此景，并且陶醉在其中，无法自拔。节目现
场更是体现了选手们随机应变的能力和超大的脑容量，当然，
最重要的还是需要平日的积累，否则，上了赛场一字说不出
来岂不让人笑话哦。

李白的《把酒问月》中就写到：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
照古人。突出了时光速度之快也警戒人们要珍惜时光，不要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而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
无泥，潇潇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
休将白发唱黄鸡！却与其恰恰相反，这是一首触景生慨、蕴
含人生哲理的小词，体现了作者热爱生活、乐观旷达的性格。

中古代的文化当然还有名著和对联，就拿名著《聊斋志异》



来说，简称《聊斋》，俗名《鬼狐传》，题材广泛，内容丰
富，艺术成就很高。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典型，人
物形象鲜明生动，故事情节曲折离奇，结构布局严谨巧妙，
文笔简练，描写细腻，堪称文言短篇小说的巅峰之作。而对
联，相传起于五代后蜀，是写在纸、布上或刻在竹子、木头、
柱子上的对偶语句。对联对仗工整，平仄协调，是一字一音
的`中华语言独特的艺术形式。

下棋只是为了消遣，其所以能使这样多人嗜此不疲者，是因
为它颇合人类好斗的本能，这是一种斗智不斗力的游戏。当
你给对方一个严重威胁的时候，对方的头上青筋暴露，黄豆
般的汗珠一颗颗地在额上陈列出来，或哭丧着脸作惨笑，或
咕嘟着嘴作状，或抓耳挠腮，或大叫一声，或长吁短叹，或
自怨自艾口中念念有词，或一串串地噎嗝打个不休，或红头
涨脸如关公，而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你在那里拼的你死我活，
而旁观者却早已看穿了一切。

成语，更是智慧的结晶，是中国汉字语言词汇中一部分定型
的词组或短句。成语是汉文化的一大特色，有固定的结构形
式和固定的说法，表示一定的意义，在语句中是作为一个整
体来应用的。

虽然当今社会，并不赞扬尊孔复古，但不能对古代诗词一概
不知，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化传
承下去。

国学小名士直播观后感篇四

最近,我在电视上看完了这一期的《国学小名士》,选手们有
的紧张,有的放松,有的焦虑,有的无忧。在“我爱记诗
词”、“名家对对碰”、“美德大考验”这三关中,我认
为“美德大考验”是最难的。考验选手是否能传承中国古典
传统文化的道德与品质。在选手们的身上,他们拼搏的精神是



值得我们学习的。例如,在一次“名家对对碰”中,大家毫不
相让,纷纷选择分值最高的“李白”。

有一些选手反应比较慢一些,却能在关键的五秒钟倒计时的时
候急中生智,化险为夷。

当然了,在这种高手云集的地方也不缺迦迨隆

有一位大哥哥,口才很好,话也很多,见解更是独特。据他的同
学说有一次老师说全班每一个同学都得准备一份ppt(多媒体
课件),上课的时候每一个同学都得展示,结果他因为有事没有
做完ppt,上课的时候就很紧张;等到该他展示的时候,他站起
来,并没有说:“老师,我没做完。”而是说:“在我之前展示
的那位同学,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那位同学的回答
是:“当然可以。”于是“一个、两个、三个......一连问了
三十多个,还没等他问完,就已经下课了,嘻嘻......

国学小名士告诉我要多积累传统文化,并且知行合一,学以致
用!

《经典与阅读》是我们学生每年必背的，但是由于里面的部
分内容比较难懂，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只是死记硬背，根本不
理解其中的含义。

今天我看了一个节目《国学小名士》，让我感悟颇深，受益
匪浅!通过看节目，我知道了很多的历史典故。我们中国有五
千多年的历史，有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经典与阅读》我们必须牢记的国学文化，所谓经典是指传
统的，对后人影响深远的文化珍品。精美的词句，警示的格
言，都给人以文化的陶冶和知识的熏陶。对传统经典做到耳
熟能详，无疑是让我们在享用传统文化精华的精神盛宴，可
是我们呢?每天都在浪费时间，不学无术，每天昏昏的度日，
所以我非常惭愧dd对不起老师和父母。当我看到那些选手们



激情洋溢的演讲，我的内心备受鼓舞，他们就是我的榜样，
我要努力学习。以后我要多看书，读报纸，来丰富我的知。
看完后我有了深刻的醒悟：应未雨绸缪dd提醒我无论做何事
都要首先做好充分的准备。经典诵读是对广大中小学生进行
爱国和民族传统教育的最佳教材，是弘扬民族精神，弘扬中
华文化魅力的法宝。经典诵读中所含的国学文化须牢记。
《经典诵读》中有许多优美的诗词，如："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择其善者而从之。""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在
《国学小名士》上有评委说："松，在古人笔下是一个备受赞
扬的一种植物，出了他的本意外还有dd高直，坚强，正直等
很多美的象征在他身上。另外还暗含着坚持不懈，认真对待
事物的精神。这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

这个节目使我受益匪浅，让我学到了不少知识。我希望让我
们这五千年悠久的灿烂文化发扬到全世界，让世界关注中国
文化，因为她就是民族传统与民族精神的化身。

在观看“国学小名士”电视选拔大赛中，我不禁感叹选手个
个都是精英。看选手们一个个自信地站在那里，他们一定做
好了赛前的准备，肯定读了很多古书、诗文。不过，我还是
在心里替他们捏了把汗――他们还不知道会面临什么样的难
题呢。而当他们卡壳的时候，我的心就像被手攥住了。当他
们思索了一秒钟后，就说出了一句句诗词，我紧揪的心才放
下来，同时也暗暗的佩服他们的诗词量之大。

每一首古诗都有它自己的意境、韵味，需要我们仔仔细细地
品味。我认为，我们中小学生更加应该学会这些诗词名句、
传统礼仪。国学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接续国学薪火
能更好地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
力和生命力。国学是中国的国粹，它承载着中华民族五千多
年的文化底蕴。作为中国人应该以此为傲。我们一定要好好
学习中华文化，把中华文化、艺术继续发扬光大!最后我衷心
地希望，能有更多人加入国学学习的行列中，继承国学经典，



发扬国学经典，让我们在古诗词文学的海洋里遨游吧!

国学小名士直播观后感篇五

回眸历史，中华民族经历了五千年的洗礼，它承载的文化，
就像夜空中的流星，给人们留下了最美好的印象。

在这个高科技发达的21世纪，大快人心的手机和电脑已经使
人们淡忘了古典诗词的韵律美和境界美。所以，为了让历史
不断线，为了使传统经典中的知识和精神更好的传承，我省
举办了《国学小名士》经典诵读比赛。

“诵读经典，传承美德，知行合一，学以致用”，每天都是
同样的开头，每天都有意外的收获和惊喜。我是一名初中生，
很享受诗词朗诵，享受其中的韵味，享受投入其中的感情。
可以说，虽然我不是一位古典美女，但我对经典的古诗文非
常喜爱，喜欢它的抑扬顿挫，喜欢它的朗朗上口。

古典诗词是我国文学宝库的瑰宝，四书五经，唐诗宋词，一
字一句都蕴涵着深刻的哲理。可是，对于现在的大部分中学
生来说，古诗词就是一些极难理解而又极适合于写在试卷上
的句子。但是，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国学小名士》中的参
赛选手用他们稍加思索，便可回答问题的速度真切地告诉我
们：古诗词，是需要理解的。

其实很简单，我们应该融入到古时的意境中，和诗人一起漫
游于它的意境。和李白一起观赏“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
羌江水流”的清朗秀美；与吴均一起享受“山际见来烟，竹
中窥落日”的有趣生活；和刘方平一起在“更深月色半人家，
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色下等待春天的到来。

俗话说：“一切景语皆情语”，顾名思义，古人擅长托物言
志，借景抒情，所以，我们还要用心体会诗中的境界。白居



易在《观刈麦》中一句：“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道出
了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陆游曾有“零落成泥碾作尘，只
有香如故”的高洁与坚贞。”

意境与境界的结合，成就了一篇又一篇的千古名作，让我们
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而我们，肩负着沉甸甸的使命：把
古人的智慧接过来，并传下去。

我们应该向《国学小名士》中的同学学习，让古诗词陶冶我
们的情操，让经典在心中永存。

国学小名士直播观后感篇六

今天我看了《国学小名士》。在看这个节目之前，我一直感
觉生活中我们和国学的距离很远。但在看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感觉到了国学时时刻刻的陪伴。比如说我们平时背的古诗、
平时接触到的古代知识都是国学。

刚刚上一年级的时候，我觉得最难背的就是古诗。那时候，
古诗对我来说就是些稀奇古怪听不懂的句子。可是在这个节
目里，许多哥哥姐姐一提到古诗就可以信手拈来，非常轻松。
这都是多年来刻苦背诵、注重积累的结果。

第一个环节中，答题分数最高的是第三位小选手，她每一道
题都能对答如流，而且不出错，真厉害啊！第二个环节是诵
读，大家诵读最多的就是李白的诗词。看来李白真的不愧为
诗仙啊！对后世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看完节目，对比哥哥姐姐们的表现，我真的是很惭愧，看到
他们自信从容、知识渊博，回答问题也是有条有理，诵读的
时候更是让人听得津津有味。而我读起来的时候就是乱七八
糟，自己听起来都不舒服。而且我发现，我以前对很多名言
名句的由来典故知道的太少了。但是那些哥哥姐姐对这些典
故的来龙去脉就一清二楚。这是我最需要学习的。



我精彩的表现吧！

国学小名士直播观后感篇七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
则国独立……”我们的拳头紧握在肩上，我们的眼睛目视着
前方，我们的声音越来越洪亮，我们慷慨激昂的朗诵引起了
台下所有观众的共鸣，中华经典诵读展演活动落下了帷幕。

迎着瑟瑟的秋风，怀着激动的心情，我像一只快乐的小鸟飞
进学校的大门。看，五颜六色的彩旗迎风飘扬，好像在说：
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一块块展板清晰的记录着学校
里的特色活动和优秀的少先队员，一排排蓝色的板凳像列队
的士兵整齐的排列着，等待着展演活动的开始。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
高。”——这是艺术高中的哥哥姐姐们在朗诵《沁园春.雪》；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随着熟悉的旋律响起，一年级
的小弟弟妹妹把古诗词演绎得淋漓尽致；《弟子规》的表演
掀起了本次展演活动的一次小高潮，台上台下齐声朗读，让
经典再次浸润心间。

经典诵读活动在我们学校开展得有声有色，同学们在经典诵
读声中，变得更加遵纪守则，有礼有节。经典古诗文不仅语
言精炼优美，而且意蕴深刻。千古美文中"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
不能屈"的操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的道德原则，这会让我们的思想道德品质在潜
移默化中受到熏陶和感染，心灵受到洗礼。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经典诗文不仅让人积累了一定的
文化知识，其最大的作用还是对人的精神的滋润，这是一项
长期的文化浸润式的教育，我相信，在全体师生共同努力下，



经典诵读活动一定能成为我校最靓丽的风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