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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观后感了。那么你会写观后感
吗？知道观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
观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感动中国人物钱七虎观后感篇一

叶先生说：“其实我一生经过了很多苦难和不幸，但是在外
人看来，我却一直保持着乐观、平静的态度，这与我热爱古
典诗词的确有很大的关系。”

“现在有一些青年人竟因为被一时短浅的功利和物欲所蒙蔽，
而不再能认识诗歌对人的心灵和品质的提升功用，这是一件
极可遗憾的事情。如何将这遗憾的事加以弥补，这原是我这
些年来的一大愿望。”

1948年，她随丈夫渡海来台。在白色恐怖之下，丈夫因思想
问题入狱，几年后出狱，却因长期囚禁性情扭曲，动辄暴怒。
为了老父和两个读书的女儿，她辛苦教书维持整个家庭，极
尽忍耐。王安石的《拟寒山拾得》把她从悲苦中提振了起来。
“众生造众业，各有一机抽”一句，如当头棒喝。她跟自己
说，要把精神感情完全杀死，杀死了，就不再为它烦
恼。1969年叶嘉莹携全家迁居加拿大温哥华。1976年3月24日，
长女言言与婿永廷以车祸同时罹难，又一次给了她沉重的打
击。料理完女儿女婿的后事，她闭门不出，日日哭泣，写
了10首哭女诗。

“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逼人一世来”，“痛哭吾儿躬自悼，
一生劳瘁竟何为”，她叹命运不公，反思劳瘁一生的意义。



经此一难，叶嘉莹突然觉悟到，“把一切建在小家、小我之
上，不是一个终极的追求和理想。”

1978，她向中国政府申请回国教书。一年后，她收到了中国
教育部批准回国教书的信，安排她先去北大，不久，又应李
霁野先生之邀去了南开。每年3月，温哥华的大学停课放假了，
她就飞回国内讲学。如此奔波30多年，直到20xx年，她决定
定居南开。

感动中国人物钱七虎观后感篇二

昨天，学校里组织我们去看“20xx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
其中，我对其中三人的映象十分深刻。

第一个，是好医生吴孟平。对他的感动，源于他作为一个医
生要拥有的''医者人心"。他的颂奖词，是；六十年前，他搭
建了第一张手术台，到今天也没有离。手中一把刀，游刃肝
胆，依然精准，心中一团火，守着誓言，从为熄灭。他是不
知疲倦的老马，要把病人一个一个驮过河。

是呀！他都九十岁了，却仍在手术台前忙碌，设生处地为病
人着想，全心全力拯救病人的生命。他要求医生用最简单，
最便宜，最有效的方法为病人治疗。虽然这些，仅仅是最基
本的医生的守则呀。不过，现在能有几个医生能做到这点呢？
对病人冷言冷语，开药能贵则贵，真不知道他们的良心去哪
儿了。

我又想起吴孟超的话：“作为医生，没有能力为病人治病，
是一种遗憾。”这才是真正的医者啊！

另一位，是张平宜。她是一个台湾人，却抛弃年薪百万的工
作，来到海峡另一边深处——大营盘麻风村，只为履行自己
的承诺，为这儿的孩子建一所学校。“蜀道难，蜀道难，台
湾娘子上凉山。跨越海峡，跨越偏见，跨越怀疑，她抱起麻



风村孤单的孩子，把无助的眼神柔化成对世界的希望。她看
起来无比坚强，其实她的内心比谁都柔软。”她让麻风村的
孩子看见了世界对他们的温柔笑容，让他们燃起了对未来的
希望。

最后，是孟佩杰，她只二十岁，同样是“90后”。但是，她
却没有同样出生在这个年代的我们对物质的热切追求，对亲
情的极度冷淡。“在贫困中，她任劳任怨，乐观开朗，用青
春的朝气驱赶种种不幸；在艰难里，她无怨无悔，坚守清贫，
让传统的孝道充满着每个细节。虽然艰辛填满了四千多个日
子，可是她的笑容依然灿烂如花。”不知为何，看着她灿烂
的笑容，我的胸口总有种压抑之感，觉得这个姐姐太不容易
了，心中淡淡的酸涩渐渐膨胀开来，想哭。她的笑容，很美
丽，很从容，但也充满了艰辛。看着她，我心中那块最柔软
的地方，被深深地触动。

那些无私的人啊，他们用青春和生命换来我们良心的谴责，
用他们那颗不为回报的赤诚之心，点燃了我们心中的感动之
花。

感动中国人物钱七虎观后感篇三

在观看2016感动中国组委会给中国女排颁奖的那一刻，时光
仿佛又回到了北京时间2016年8月21日，里约热内卢小马拉卡
纳球场，中国女排以3：1击败塞尔维亚队，又一次捧起奥运
会冠军奖杯。中国女排在小组赛出师不利的情况下上演“绝
地反击”东道主巴西，小组赛曾赢过我们的荷兰、塞尔维亚
都没能挡住她们前进的脚步。对于向来有“女排情结”的中
国人而言这个冠军重于千钧，五星红旗升起的那一刻，《义
勇军进行曲》响起的那一刻，激动与幸福的泪水美于一切。

2016感动中国给予女排的颁奖词：“虽然它不是颁给个人，
但是十一总会让我们想起一加一大于二，还有它代表着一个
团队。绝地反击，上演惊天逆转。比的是实力，拼的是意志，



搏的是勇气，奋勇拼搏，决不放弃。这是女排精神，是激励
中国前行的力量！”

在中国女排再夺奥运冠军后，一段话在网络中盛行：“有人
曾经问，女排精神是什么？”郎平说：“女排精神不是赢得
冠军，而是有时候知道不会赢，也竭尽全力。是你一路虽走
得摇摇晃晃，但站起来抖抖身上的尘土，依旧眼中坚定。”

中国女排承载着国人太多的荣耀记忆，郎平说：“中国女排
的精神一直都在，并不会因为输赢而改变，这就是女排精神
的传承。”的确，在奥运赛场，让一个运动员变得伟大，让
一支球队成为传奇，让一场比赛荡气回肠、成为人们日后津
津乐道的经典回忆的，确实往往是某种超乎竞技的精神。女
排姑娘拼命苦战为国争光的背后，是平时的艰苦奋斗，是赛
场上永不磨灭的斗志，是多年来凝聚成的“无私奉献、团结
协作、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精神，这在里约奥运上又一
次被女排姑娘出色的表现诠释出来，这就是永不过时并赋予
时代内涵的“女排精神”。

我相信，熠熠生辉的女排精神将激励中国运动员在竞技体育
上不断创出佳绩，更将激励中国人上下同心共铸中国梦。向
中国女排致敬，让顽强不息、奋斗不止的女排精神永远铭刻
在我们心中，激励我们努力学习、提高自己，成长为一个对
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才。

感动中国人物钱七虎观后感篇四

20xx年的中国发生了太多的不幸，例如7·23动车追尾事故，
例如“小悦悦”事件。不过，在这些不幸的背后，中国也让
我读出了不少感动与希望，正可谓“多难兴邦”，在中国人
的骨子里，在中国人的人性里，多重的光辉少不了，那是人
性的伟大。观看了《2011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后，在朦朦
的泪光中，我又笑了。



那双希望之翼，那位爱心巴郎。一位从都市来到村庄，一位
从村庄来到都市，不同的是路线，不改的是爱心。

凭着对孩子的爱，他们义无反顾。台湾娘子张平宜为了麻风
村的孤独孩子，心中满怀希望，为他们提供上学受教育的机
会，那份坦荡的“巾帼之美”骤然体现，那份质朴大爱于柔
软中坚强。

被网友称为“烤羊肉的慈善家”的义侠阿里木8年来不顾风吹
雨淋，只如一日地辛苦卖着羊肉串，这全部的钱便用来捐献
于上百名贫困学生的学业。买上一串羊肉串，那是世间最美
的味道，它是世间最朴素的恻隐。

大爱十分动人，但妈妈、女儿这两个熟悉而又陌生的词永远
是亘古不变的话题。

那位最美的妈妈给我们带来震撼的虽然并不是与她自己女儿
的故事，但这位妈妈却让我们动容，那源于母亲的本性。于
母亲，都是爱孩子的，所以在生死的一刹那，她接住了那份
希望。

孝女孟佩杰对养母是一般亲生女儿难以做到的。她给我们带
来了什么?应该是对孝的更深一层次的认识，从现在开始，不
要等待，从行动落实，不要空谈。那是90后的.又一华美篇章。

再者，还有一种爱，便是干部对人民的爱。谁会在退休后义
务植树22年?那是人民的好书记杨善洲。

很多人不明白他图什么?图个为百姓服务，意在造福人民。他
留给了国家巨额财产，却留给了人民更宝贵的精神财富。烈
火中锻造出的金刚刘金国，更是人民的忠诚卫士，在一切险
情、灾情前，永冲第一，却很贫穷，那是发扬了“先天下之
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



对医生来说，服务人民是最重要的。”吴孟超以他的原则让
病人感动。能有他医术的人已不多，再有他医德的人便更少，
但他，做到了。

人活着即是幸，而活着又是为了做一件大事来。一老一小见
证了这一点。朱光亚是在遥远的苍穹望着我们的。而这丝中
华之光，这位上世纪老人见证了国家太多辉煌时刻，他可以
说只做了一件事，但他做了一件大事，那是一件在中国的血
脉中注入了奔腾的力量的大事。

隐形的翅膀带着刘伟飞向了维也纳。他遇到了太多的不幸，
但他 “活着”给了他力量。他对自己的狠心，才造就了今天
的辉煌。没了双臂，一双完美的腿唱响了人间的绝唱。

再次拂去脸上的泪珠，心中自然难平，泪腺再一次被激发。

那些画面充溢在我脑中，唯一只有对感动的理解。难道对待
父母，我们还须叛逆?难道对待同事，我们还须勾心斗角?难
道对待所有，我们还要抱怨?不要。只长存于一份感动于胸中，
足矣，再将这份感动付诸行动，你也可以感动中国。

那样，路会被你越走越宽。

那些天使的善举，化作了我们的感动，那是一份别样的感动，
于你、我、他。

昨晚如约打开电视机，准时收看《感动中国20xx年度人物颁
奖典礼》节目。

与往年一样的结果，在这个不平凡的“末日年”里面，又有
很多已经死亡的“草根英雄”在感动着中国。他们有国之大
器的精英，也有百姓草根的凡人，却都以不同的伟大事迹感
动着这个麻木而又世俗的国度。



我看这个节目其实就是一个超级“催泪弹”，其威力堪比北
朝鲜当局刚刚施行的那枚核弹，使人在刚刚过去这个喜庆的
春节假期里，还获得有一个感受悲情的时刻。每一个获此殊
荣的“英雄”其实都表演了一场悲剧，他们给自己的家庭带
来的是永远的痛。

由于是同行，我首先想到了“最美女教师”张丽莉，还想到了
“最美司机”吴彬，还有更多创造了许多“国之第一”纪录
的人，尽管我这一票并不能有什么作用，并不能算数!

看完节目后，泪眼婆娑，还有一点遗憾，吴斌师傅为什么没
有入选呢?按说吴斌师傅当时的行为其实是全社会都需要践行
的基本准则，尤其是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大环境下。

也许是由于吴师傅的英雄行为只有短短的几十秒钟。

张丽莉老师如果凭借着对学生的爱心和工作的认真努力获得
此荣誉，那将是多么完美的事情，只可惜她是坐着轮椅上台
领奖的。

感动之余，我也有更深的思考：

1、精神的觉醒

感动中国到昨天就已经整整十一个年头了，其规模和影响力
的不断扩大，让我们看到了国人一种从物质至上到精神至上
的转变。与发展迅速的物质水平相对比，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一些精神层面的东西落后了太多太多，以至于被西方某些国
家称为是“没有信仰的民族”。

但是，感动中国的传承与发扬让我们看到了国人对道德发展
与经济发展的思考与探索，感动中国，其实是国人对优秀精
神的一种寄托，是虚无缥缈的灵魂与现实接轨的媒介，是美
好品质发扬传承的载体。



2、榜样的力量人性的力量

《感动中国》，与其说是对道德模范、学术精英的嘉奖表彰，
不如说是对崇高精神、优秀精神的宣扬与传播，当获奖者的
事迹通过感动中国传遍大街小巷，那些曾经默默无闻的他或
她俨然已经成为了亿万中国人的榜样。

坐在电视机前的我们与其说是被获奖者的无私感动，不如说
是被他们人性中的那种真善美感化、激励，那些崇高的精神
在我们内心翻腾，化作一种独特的动力，使我们不自觉地向
他们靠拢，向他们学习，社会的风气因此而改变。

这就是感动中国的力量，是榜样的力量，更是人性的力量。

3、时间的流逝带走感动

每年都有感动中国人物评选，人们选择坐在电视机前接受一
次灵魂的洗礼，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心情似乎一直很沉重，
眼泪总是停不住，但典礼结束以后，人们又恢复了之前的一
切，内心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似乎人们把感动中国变成了一
种情绪的宣泄途径，把一年的泪水在短短几个小时内流干净，
第二天重新回到自己的小世界，麻木不堪地活着，期待着下
次感动中国。

不信的话，可以扪心自问，你能叫出几位曾经感动过你的他
或她的名字?

大多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遗忘了吧。不管怎样，我希望被遗忘
的仅仅是名字，是符号，而不是其背后蕴含的一种精神。

感动中国人物钱七虎观后感篇五

昨天，学校里组织我们去看“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其中，



我对其中三人的映象十分深刻。

第一个，是好医生吴孟平。对他的感动，源于他作为一个医
生要拥有的''医者人心"。他的颂奖词，是；六十年前，他搭
建了第一张手术台，到今天也没有离。手中一把刀，游刃肝
胆，依然精准，心中一团火，守着誓言，从为熄灭。他是不
知疲倦的老马，要把病人一个一个驮过河。

是呀！他都九十岁了，却仍在手术台前忙碌，设生处地为病
人着想，全心全力拯救病人的生命。他要求医生用最简单，
最便宜，最有效的方法为病人治疗。虽然这些，仅仅是最基
本的医生的守则呀。不过，现在能有几个医生能做到这点呢？
对病人冷言冷语，开药能贵则贵，真不知道他们的良心去哪
儿了。

我又想起吴孟超的话：“作为医生，没有能力为病人治病，
是一种遗憾。”这才是真正的医者啊！

另一位，是张平宜。她是一个台湾人，却抛弃年薪百万的工
作，来到海峡另一边深处——大营盘麻风村，只为履行自己
的承诺，为这儿的孩子建一所学校。“蜀道难，蜀道难，台
湾娘子上凉山。跨越海峡，跨越偏见，跨越怀疑，她抱起麻
风村孤单的孩子，把无助的眼神柔化成对世界的希望。她看
起来无比坚强，其实她的内心比谁都柔软。”她让麻风村的
孩子看见了世界对他们的温柔笑容，让他们燃起了对未来的
希望。

最后，是孟佩杰，她只二十岁，同样是“90后”。但是，她
却没有同样出生在这个年代的我们对物质的热切追求，对亲
情的极度冷淡。“在贫困中，她任劳任怨，乐观开朗，用青
春的朝气驱赶种种不幸；在艰难里，她无怨无悔，坚守清贫，
让传统的孝道充满着每个细节。虽然艰辛填满了四千多个日
子，可是她的笑容依然灿烂如花。”不知为何，看着她灿烂
的笑容，我的胸口总有种压抑之感，觉得这个姐姐太不容易



了，心中淡淡的酸涩渐渐膨胀开来，想哭。她的笑容，很美
丽，很从容，但也充满了艰辛。看着她，我心中那块最柔软
的地方，被深深地触动。

那些无私的人啊，他们用青春和生命换来我们良心的谴责，
用他们那颗不为回报的赤诚之心，点燃了我们心中的感动之
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