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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什么样的观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
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观后感的范
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观后感篇一

看过《感动中国》之后，我的内心仿佛收到了神圣的洗礼，
在感动于眼泪的背后，我收获的不仅是这些文字上的，更多
的是内心中无法言语的那份震撼与动容。

20xx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他们分别是吴锦泉、张宝艳、秦艳
友、郎平、屠呦呦、阎肃、徐立平、莫振高、官东、买买提
江·吾买尔、王宽等。感动中国让我们明白，自己的路该怎
么走；感动中国让我们清楚，人的梦想该如何做。 最让我感
动的是屠呦呦。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时，觉得这个名字很特
别，后来看了她的事迹，更加感动。

20xx年12月10日，屠呦呦因开创性地从中草药中分离出青蒿
素应用于疟疾治疗而获得当年的诺贝尔医学奖。这是在中国
本土进行的科学研究首次获得诺贝尔奖。1968年，中药研究
所开始抗疟中药研究，39岁的屠呦呦担任该项目的组长。经
过两年的研究对象筛选，并受到中国古代药典《肘后备急方》
的启发，项目组将重点放在了对青蒿的研究上。1971年，在
失败了190次之后，项目组终于通过低温提取、乙醚冷浸等方
法，成功提取出青蒿素，并在接下来的反复试验中得出了青
蒿素对疟疾抑制率达到100%的结果。在没有先进实验设备、
科研条件艰苦的情况下，屠呦呦带领着团队攻坚克难，面对



失败不退缩，终于胜利完成科研任务。青蒿素问世44年来，
共使超过600万人逃离疟疾的魔掌。未来，屠呦呦希望通过研
究，让青蒿素应用于更多地方，为更多人带来福音。

她的颁奖词是青蒿一握，水二升，浸渍了千多年，直到你出
现。为了一个使命，执着于千百次实验。萃取出古老文化的
精华，深深植入当代世界，帮人类渡过一劫。呦呦鹿鸣，食
野之蒿。今有嘉宾，德音孔昭。

感动中国让我们知道人应该懂得关爱和感恩，懂得坚强和坚
持；感动中国激励我们年轻人前行和进步；千言万语，汇成
一句话：感动就在我们身边，感动一直在传递着和发扬着，
相信和期待更多的爱和梦想被点亮，愿好人一生平安，愿善
良的人，收获福报，祝福您们健康长寿。

其实我想，生活中，有太多太多的人在自己平凡的生命中感
动着别人，也感动着中国。中华民族之所以逐渐富强起来，
也是因为这些有太多的有道德有品质的中国人。

也许我们身为人民教师，无力做一些感天动地的事情，但如
果我们每个人都能为别人做些什么，为集体做些什么，为家
庭做些什么，那我们会成为一个感动中国的人。而我们的家
庭，集体，祖国也就越来越好了。

相信每个看了感动中国的人都会有一种真实的清洁感，就像
一次精神上的沐浴，而同时，走路的脚也更结实一分，就像
是一次年度的充电，一个缺点的电池再度内心充实，于是，
又可以支撑自己，也希望可以帮助别人。 这，正是感动的一
种力量。

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观后感篇二

每年的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都是我必看的节目之一，今年也不
例外。在《20xx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中，我最崇拜的一位



是南沙守礁97个月的李文波。

李文波，男，48岁，山东平度人，中国海军南海守礁士兵。

李文波21岁毕业于中国海洋大学，当年入伍，三年后赴南沙
永暑礁守礁。

20多年来，他先后29次赴南沙执行守礁任务，累计守礁97个
月，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军内外气象部门提供水文气象数
据140多万组，创造了国内守礁次数最多、时间最长、成果最
丰的纪录，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高度评价。

长期恶劣环境下的生活，李文波的身体大不如从前，风湿病
越来越重，但他仍然坚持一次不落地守礁，还经常顶替战友。
除了坚守岗位，李文波还不断创新，为守礁工作总结经验，
编写教材。他设计出了南沙第一套水文气象月报表程序，还
编撰完成了《海洋水文气象观测教材》。

为了守礁，李文波亏欠家里太多。他新婚5天后回到南沙，20
多年来，与妻子真正在一起的`时间不到3年。20xx年4月，李
文波第一次回到老家，才知道母亲已经卧病在床3年， 20xx
年9月，母亲病危，李文波回到老家陪伴母亲仅十天，就接到
执行南沙守礁的命令，在前往南沙的舰艇上他接到了母亲病
逝的消息，一个人长跪在甲板上向北方失声痛哭。

李文波说：“南沙守礁是我一生的荣耀，就算下辈子坐轮椅，
也没什么后悔的!”

李文波的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深深的打动了我，看了他的事
迹我的泪水不禁的流了下来。

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观后感篇三

2020!2020!这 个数字是一个圆满的数字，惹人喜爱，但2020



年的春节并不圆满，因为发现一种病毒叫”新型冠状病毒”。
很快全国有很多人被感染，这时医护人员挺身而出，他们成
为了战斗在一线的最美逆行者。

在他们其中有着八十四岁的钟南出院士，不俱年龄的界线，
奔赴在疫情的第一线。他曾经在新闻里严厉的提醒老百姓”
千万不能去武汉，危险”可他刚刚转过身就去往武汉。他争
分夺秒，没有飞机，买动车，没有坐票买站票。他在动车餐
车里办公，到了那里一个憔悴的身影，让多少年轻人的心为
之动容。

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他身患渐冻症，双手双腿的肌
肉萎缩走起来一瘸一拐双腿生疼，医生说：“他的寿命只有
八至十年，可他依然“夜二寝晨”的奔在医院的内外，更让
人感动的是张院长为救人夜以继日忙不停时，他那同为医护
人员的妻子也感染上了新冠壮病毒，在十几公里外的另一家
医院，张院长这种”放下小我，成就大爱”的精神真让人热
泪盈眶。

我相信有这些无名英雄，病毒一定会被打败的，我要向他们
致敬，加油武汉!加油中国!我们在过年，而他们却在过关，
在这病毒肆虐的喘喘不安里，他们一路上披荆斩棘，无所畏
惧。

在新型冠状病毒面前，是他们冲在一线，是他们不畏艰难与
恐惧。他们，就是来自各省地区的白衣天使和军人们，他们
是抗病毒上的逆行者。

八十四岁的钟南山爷爷，本来可以避开病毒的危险，安度晚
年，但是他在人民最需要他的时候，站了出来，就跟十七年
前sars病毒爆发时一样。十七年前他曾坚定的说：“把病人
全部送到我这里来!”，这斩钉截铁的话，带给全世界无比的
震撼。十七年来他这颗为人服务的心，始终未改，为人民的
安全逆行的意志，始终不变。还有许多医生与护士在大年三



十，当我们吃着团圆饭，阖家欢乐的时候，他们义无反顾地
离开家人，踏上了去战场。这些逆行者在医院战地中，为人
民而战。

致敬逆行者，敬畏自然，守护生命。是他们用执着和坚守诠
释着“爱的奉献”，诠释着“大医精诚”。我们由衷的向你
们致敬。让我们众志成城一起战胜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期
待着他们早日归来阖家团圆，一起走上街头，繁华与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