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英雄的心得体会(模板5篇)
心得体会是指一种读书、实践后所写的感受性文字。我们想
要好好写一篇心得体会，可是却无从下手吗？下面是小编帮
大家整理的心得体会范文大全，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
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历史英雄的心得体会篇一

看过英雄的人都说很垃圾，我是不看新闻，不看电视的人，
也没有看过英雄的宣传，只是朋友买了碟，一起看了英雄，
完全没有大家说的那么不堪。我觉得是中国难得一见的动画
片。

当我看到英雄的封面的时候，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么象井上
雄彦的《浪客行》的电影版。仔细观看其分镜、服装的风格，
还真有几分神似。

只是故事比浪客行更唯美一点，但在我心目中这是中国目前
最好的动画片(特效动画时间大概占70%左右)。

很多人说差，很多人说张艺谋垃圾，这是下流的人身攻击，
我们看的不是导演人品怎样，怎样耍阴谋诡计，我们看的是
电影，被宣传误导，只能说明您已经无法以平静心来观看一
部作品。

如果这是一个无名的小导演拍的片子的话，请问您还会说他
垃圾吗？

看电影就好好看电影，不是看导演，更不是看烟雾一样的宣
传。对于在意电影以外的人来说，他绝对不是一个审美很高
的人，因为他不知道专注的对象为何物，社会之所以复杂就
是因为有了这些人。



历史英雄的心得体会篇二

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的那些英雄们，终归是化作玄冥，去了那
六道轮回之界了。

——题记

在不同的文学体裁中，对“英雄”这个词语都有他们各自的
解释；同样的，在今天的世界中，“英雄”已不单单指那些
勇于面对死亡，为人为国的人了。可电影《英雄》给了我对
这个词语另一层新的涵义。也许当中的每一个人物对我们的
影响力各有不同，但在我看来，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位英
雄，功大亦或功小，都具备了英雄的气概。

秦王：气大度凡，以刺为友

在我知道的所有文学知识里，秦王都没有给我留下良好而深
刻的印象，哪怕在他统一六国后，制定的大秦法律都让我对
他嫌弃三分。而在影片中，秦王也给了我一种从未有过的无
奈和宽容。天下人只有刺客真正懂得秦王的心，但刺客所要
的，便是其心。对于他来说，未免过于残忍。看得出秦王对
这几个刺客怜悯，也看得出来他是想与他们成为朋友的，但
法不能违，最后秦王还是被自己挖的“坑”捉弄到了。

刺客无名：冷静沉着，思想成熟

面对着高高在上的秦王，连头发都不曾抖一下的这个男人，
便是刺客无名，虽说同样是刺杀秦王，但与荆轲相比，却多
了一份成熟和冷静。咸阳宫内，烛火摇曳，这场与秦王无声
的较量，他也算是打了平手。他的勇与智不比荆轲逊色，甚
至更胜一筹，哪怕面对万剑穿心，相信他也不会后悔。

刺客四人组：哪怕只有三十尺



杀一个刺客便可近王十尺，这是无名刺杀秦王的前提，三个
人为他争取了三十尺的距离，但差的，还是最后那一剑，最
后那一刻的抉择。刺客四人不论是形影不离的“残剑飞雪”
也好，如月也好，银枪长空也罢，都只有刺秦一个目的的，
但最后残剑的“天下”二字，却真的倾了天下，覆了繁华。
而如月作为一个仆人，对主人无比的忠诚，这便是英雄。但
我最佩服的还是银枪长空，为了刺秦也不惜以生命为代价，
英雄就是这样的本色。

万物自生，定有其英雄本色，千秋万载，不变的只有一
个“勇”字。

历史英雄的心得体会篇三

对于《英雄》这部电影，影片的拍摄，服装，武美都十分出
色，让我不仅视觉上震撼，也让我感触颇多，受益匪浅。

电影以两条主线贯穿，一明一暗，明是剑客无名要刺杀秦王，
暗线是秦王要统一天下，而秦王统一天下是必然趋势。剑客
无名原是赵国人，只是普通百姓的孩子，其父母在秦统一天
下中，在秦王攻打赵国时死于战乱，无名从此流落街头，被
秦国百姓收养，他怀着为父母报仇的梦想不断努力，全心全
意地投入，为实现刺杀秦王的目标，干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
壮举。十年磨一剑，最终成为身怀绝技，天下无敌的知名剑
客。而天下知名的三大刺客长空，残剑，飞雪，得知他的坚
定目标后，都不由自主地选择了支持他，并以命相许。但残
剑最后却阻止无名刺杀秦王，可无名还是走近了成功的殿堂。
他的努力得到了回报，这告诉我们有志者事竟成，只要我们
努力地去做一件事，即使在别人看来是多门不可能，我们也
要努力去证明 它的可能性。坚定的目标和不屈的毅力最终会
把我们带入成功的殿堂，不断的去努力，为成功创造机会，
不断提高自己，发展自己。才能十年磨一剑，最终展现光彩。

而对于秦的大一统，争议一直很多。中国有句古话叫：天下



兴亡，匹夫有责。而匹夫即是百姓，也就是天下中最最最最
无辜，而且总是被践踏的人。这些人是兴亡的主体，但对兴
亡无责。当权者玩弄天下，也对天下兴亡不敢兴趣。他们只
为自己的利益着想。有权就有责，但反过来有责就意味着有
权，至少“应该”有权。而匹夫有了责就应该有权，而责是
天下那么大的责，那么权也应该是天下那么多大的权。秦王
嬴政的目标很宏大，也很明确，也就是统一中国。中国统一
的三大好处：

1、结束了7国长年战乱。

2、修筑长城，抵御外来侵略。

3、统一了度量衡、钱币、文字，极大地方便了人民生活。

但像修筑长城，也带来了生灵涂炭，还有焚书坑儒，为了自
己的统治来愚笨百姓，而发展必定要有牺牲。秦的大统一奠
定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也是中国人民长期领先世界
人民的重要前提，更是华夏文明得以源远流长的一大重要基
础。四大文明古国的中国之所以有着如此丰厚的文化底蕴，
与秦王统一文字，方便后人文化交流，融合发展，各具特色，
漠不相关。秦王统一的想法既是他的野心的表现，也是历史
的必然趋势。即使他的方式不完全对，但他的创举无法磨灭。
我们应全面的角度看待事件，没有什么事实十全十美、完美
无缺的，把握主要方面做出的判断才是理智的想法，遇事应
全面思考。 总体来说，《英雄》是部相当不错的电影，它的
文化价值远远超越电影本身，我们应借鉴历史，放眼未来。
汲取有利部分，不断丰富、发展自己。

历史英雄的心得体会篇四

“暴力美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电影表现手段和风格在近年来
的很多国产商业大片中都有表现，而张艺谋的电影《英雄》
更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所谓“暴力美学”，指的是对于暴力



的表现不再执着于暴力内容本身的真实展现，而更讲究一种
形式上的追求，也就是赋予暴力内容以形式的美感。

影片的故事是国绕“刺秦”展开的，有多段精彩的武打场面，
但在表现这些场面时，影片并没有采取真实再现杀戮场景的
方法，而是把这些原本残忍、血腥的场面处理得空灵、飄逸，
富有诗情画意，充满了形式上的美感，使这些暴力场面不再
让观众感到厌恶，而是具有了一种可观赏性。下面我们将选
取一些典型打斗段落进行分析。

在无名向秦王讲述的故事里，无名首战长空，将其杀死。这
本是一场高手之间的决斗，但在影片的表现中我们感受不到
惨烈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空灵的美感。两人的打斗伴着一位白
发老人的琴声进行，紧和着琴声的节奏。两人在空中飞跃，
交战。屋檐上的水滴缓缓落下，显出一种空灵、寂静。在双
方对视的时候，交战则在意念中进行，这也体现出中国传统
美学的虚实合一的境界。最后，无名一剑刺死长空，但镜头
并没有渲染长空死时的痛苦，没有血流如注的表现，只有一
把宝剑落地，溅起了地上的水珠。这一段落，本应是生死对
决，充满血腥和痛苦，可影片的处理方法让我们看到的只是
一种形式上的美感，高手过招的空灵飘逸，这样就消解了观
众对死亡的恐惧。

同样是在无名向秦王讲述的故事里，飞雪因嫉妒杀死了残剑，
如月为报残剑之仇与飞雪決战。决战在一片枫叶林进行，黄
色的枫叶，飞雪，如月红色的长裙，色彩饱满，画面极富美
感。风吹起满地的黄叶，漫天飞舞，两人不时腾空、飞起，
红色的裙衫，黑色的长发也随风舞动。伴着柔美的音乐，这
场决斗不像是充满恨意的决战，更像是两个女子的一场绝美
的舞蹈。最后，如月中剑，影片依然没有正面表现她临时的
惨状，而是表现了一把剑插在树上，落下一滴鲜红的如宝石
般逶亮的血珠。随后，以如月的视角表现了一片黄色的枫叶
林慢慢被整片的鲜红浸透，我们可以清楚知道这是一种对死
亡的描述，但感觉到的仍然是一种浓烈色彩带来的美感。这



一段落可以说是“暴力美学”的一个经典段落，这场厮杀，
原本是充満仇恨和血腥的，但张艺谋用浓烈的色彩、黄叶、
红衣等意象构建的影像留给我们最大的感受还是视觉上的美
感冲击，充满飄逸、灵动之感。

在无名的讲述中有一段秦军攻赵的场景，也是影片中暴力美
学的典型场景。秦xxx队的阵营用两种色彩表现，一种是鲜艳
的红色，战士的红铠甲，飞舞的红色军旗，一种是灰色，战
士的灰色铠甲，灰色的盾牌，这种大块的色彩表现军队，伴
着整齐的“大风，大风”的口号，气势恢宏。赵国书馆内的
颜色也是一片鲜艳的红色，红色的陈设，赵人红色的裙衫，
极富视觉冲击力。随后秦军箭阵齐发，密密麻麻，像密集的
雨点落在书馆，射在赵人身上。赵人在白发老者的带领下，
集体练习书法，纹丝不动。这个场景表现的内容实质上是一
场集体杀戮，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影片对相似场景的表现往往
是慘绝人寰，百姓凄苦的喊叫，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一片
阴郁的色彩。但《英雄》中的处理方法并没有让我们感觉到
这是场残忍的杀戮，更像是一种集体的表演，极具形式化。
我们在震撼于影像中场面的宏大之时，对惨遭屠杀的赵人并
没有过多的怜悯、同情之感，反而觉得他们的牺牲很正义。

综上所述，在电影《英雄》中，原本表现生死肉搏的视听符
号已被转化成了极具形式美的表演，暴力打斗本身已被解构。
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影片的主题是“英雄的牺牲精神”。
而如果英雄的牺牲太过于真实、残忍，就会有悖于主题的表
达。故而，影片采用了暴力美学的手段，既让电影充满视觉
奇观，又让英雄们的牺牲显得正义而富有仪式感，进而完成
了英雄牺牲精神的主题的表达，是一部难得的暴力美学佳作。

历史英雄的心得体会篇五

电影是音画艺术，音乐与电影是骨肉相连的。音乐进入电影
以后，成为电影这个综合艺术的一个有机部分，是一种新的
音乐体裁。它既有一般音乐艺术的共性，又有自身的特殊性。



它在突出影片的感情、推动影片的剧情起着特殊的作用。电影
《英雄》无论从画面和声音来讲无不都是美的体现，宏大的
画面与磅礴的音乐、画龙点睛般的声音特效相互辉映。我将
向大家展示《英雄》这部电影中音效带来的震撼。

电影声音诞生在上个世纪即将转弯的时候。关于电影的声音
滥觞，最初有一派学者主张是为了掩盖放映影片时机器运转
所产生的杂音，或是填补器材故障与换片的空档时间，因此
以音乐来遮蔽噪音或把音乐当成串场的中介。但是，我们随
即发现这种说法过于偏向功能主义，不是用来解释电影声音
起源的合理因素。 最早期的无声电影(默片)就伴有音乐，当
时的影片由于没有音效声、环境声与对白声，音乐就成为弥
补视、听不平衡的方法，最常用的作法就是以管弦乐的强音
来表示打击声、摔门声、关窗户声，或打雷声等；至于人物
对白的部分，多以乐器演奏的形式来配合呈现，例如男女主
角互诉情衷时配上某段歌剧里的二重奏。这种以音乐来替代
声音的情形，其实有更深层的心理意义，因为人类的感官需
要接收上的平衡。德国电影音乐学家汉斯艾斯勒对此解释为：
音乐正足以当作影像的解药，因为观者目睹近乎真实世界的
一切活动时，却听不到一点相对应的真实声响，必然引发感
官上的不适应，因此音乐不只用来填补影像所欠缺的真实生
命感，更可以解除观众在看影片时所产生的不适应以及恐惧。

电影从无声到有声，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变过程。20世纪初，
人们逐渐领悟到无声电影需要用音乐来渲染剧情，也可以以
此掩盖放映机的噪音，于是就尝试在电影中加入音乐。随着
时代的发展，电影技术的革新，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电影音乐
在影片中的作用，使得它无可替代的成为了电影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

《英雄》开始就以小提琴和古玄子为主的悲壮的音乐开篇，
对电影有一种暗示的韵味。电影背景音乐是综合性的，它的
存在是为了使观众的注意力集中于作为整体出现的情节上。
因此，音乐必须受到画面叙述的严格制约，按照叙事的需要，



决定自身的出场与否。音乐在电影中的运用不一定多，但是
一定要恰到好处。合适的音乐出现在正确的位置，可以渲染
影片气氛，调节观众情绪，有时候还可能帮助画面共同制造
影片的高潮。

反映在影视作品中，角色也需要有语言。在有声电影问世之
后，电影作品中通常都会使用对白，独白，旁白等，这些统
称为影视作品中的语言。《英雄》全篇人物语言大多都是类
似文言文的古香古色的言词。很符合时代大背景，能够将观
看者带入那样的时代背景下引人入戏。

看过张艺谋导演的《英雄》都知道它的画面美得让人陶醉三
日三夜，那它的音效给你的回味更是前所未有，全片声音采
用同期录制在很大程度上它将武侠片的意境境提升了一个层
次。

全片贯通的音乐是小提琴演奏的低沉的曲调，在剧情变化或
者是激烈的场面的时候，鼓声就会响起。在观看《英雄》的
过程中，除了影片中低沉的音乐外，给人们最深印象的应该
就是低沉的曲调，和那超强悍的音效。英雄在除了对白外的
地方都用上了声音，这一点难能可贵，这部影片的制作过程
可以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英雄》是一部奇观，不论是从影片中所讲述的离奇的故事，
还是影片中给画面配上的音乐，都是现实生活中所不能全部
看到或者是听到的。他只是一部电影，一部娱乐的大片，供
人们消遣用的。在一部大片中能看到如此唯美画面还有如此
超现实的音乐，也是一种享受。

首先，音乐的描绘功能，可以有效生动地向我们展示电影的
背景。即电影画面中的事物和情景通过适当的音乐配合，能
够使画面和情节更加生动，使整部影片更具真实性。例如棋
馆比武，在“长空”和秦宫七大高手时，冷兵器碰撞的声音
特别大，金属的每一次碰撞，都会有一次刺耳的声音。而



在“无名”和“长空”比武的时候，特效就很多。背景音乐
的节奏在加速着观众们的心跳。好像观众都身临其境似
的，“无名”踏水花的声音，以及在大都正酣时候的叫喊声，
不是发自他们口中，听起来也是恰到好处。每次水落下的声
音，清晰可闻，真实的可能比在现场效果还好。而背景音乐
使用古琴，加上剑和长枪碰撞所发出的金属声，真如“无
名”所讲的那样，“武功琴韵虽不相同，但原理相通，都讲
究大音希声之境界。”二者完美的结合，意境深远。而最后
一击，更是运用音效到了极点，“长空”长枪划的水
花，“无名”碰撞水滴的声音，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听不到，
但是却让我们产生了一种相信它会存在。

音乐的戏剧性功能往往在配合情节发展方面有突出作用。例
如在危险、幽默、惊喜或者不知名的东西出现的时候，一般
会有音乐的提醒，来烘托背景和环境气氛。例如在影片中，
胡杨林决斗的场景时，“飞雪”和“如月”两个人打得你死
我活，背景音乐这次是女高音，到了后面就开始加上了手鼓，
节奏随着故事情节的变化而变化。“飞雪”每一次拉剑都会
有和树叶碰撞的蜂鸣声，这种长剑的蜂鸣声音给人真实感。
特别是“飞雪”最后刺向“如月”的那一剑，在空气中应该
是没有这种声音的，加上特效之后，给人的感觉是这一剑快，
刺破了空气。背景的女高音加上画面的纯色，让人很容易的
联想到唯美的画面。一个“如月”死去了，在唯美中死去了。
美丽的风景，漂亮的女主角，优美的旋律和特效声音完美结
合让观看者久久不能忘却。再如，影片中的九寨沟之战，这
里用的音效可谓是开创了中国水下音乐的先河，剑声交触的
声音可以听出双方交锋时的力度和剑的质感，剑在水面轻点
触碰、脚步掠过水面的声音显得格外干净清晰。而当镜头在
水下拍摄，两人在水面上蜻蜓点水式的飞过时，触水的声音
亦模仿观众的主观视角在水下听到的感觉。这一段落也运用
了京剧。男人意念的斗争，在京剧的演唱中凸显了力量和深
度。也结合画面增加了视觉节奏感。这个段落的最后部分，
残剑轻柔拭去飞雪脸上的水珠，那种深爱融入进了弦乐之中，
让人动容。弦乐的演绎亦营造了一种沉重和悲重之感。



再次，气氛性音乐在表现时代背景，渲染某种气氛时都起到
了不容忽视的作用。音乐本身具有浓厚的地域性和时代性，
把某一地域或某一时代比较流行的音乐用于电影中，便能增
加影片的地域色彩与时代感，营造渲染出不同气氛，从而达
到深化视觉效果的作用。有的影片还用音乐营造一定空间和
时代背景，用以表现人物形象和一定的思想情绪。例如在影
片中，无名刺杀秦王的时候，当时无名离秦王只有“十步”
时，当时无名夺剑刺向秦王中途有一段“无声”接着就是秦王
“啊”的一声和无名刺秦的剑的声音；这一小段给人一种无
名刺秦“成功”的错觉，“无声”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表
现手法，在影视片中通常作为恐惧、不安、孤独、寂静以及
人物内心空白等气氛和心情的烘托。“无声”可以与有声在
情绪上和节奏上形成明显的对比，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如在暴风雨后的寂静无声，会使人感到时间的停顿，生命的
静止给人以强烈的感情冲击。但这种无声的场景在影片中不
能太多，否则会降低节奏，失去感染力，产生烦躁的主观情
绪。

以上几个片段从画面和声音来讲都完美的结合，简单的说面
了声音和电影画面是相互成就相互衬托。《英雄》的音乐粗
犷、沧桑、唯美、浪漫，表现了北方大地的一种情怀。浓郁
的北方音乐氛围，带人走进两千多年前的秦代。音乐的沧桑
带人走进历史，动人肺腑，对人的心灵产生了冲击，让人去
接进古代的传奇。 开始时配的音乐给人一种苍凉，幽怨的感
觉；然后又在这种沧桑的音乐之上加上了手鼓，使得整个开
幕给人一种期待的感觉。在一种沧桑的背景音乐下让人感觉
不到苍凉或者是哀伤这是一种很好的配合。

总之，电影音乐在电影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说，现
在的电影已离不开音乐。有些电影，离开了音乐，就会很难
说清呈现了怎样的面貌。相反，只要有了音乐，不懂电影的
人，也能从音乐中读到一些东西，这是电影中其它元素所无
法取代的。一部好的电影，必然有深入人心的音乐，评价一
部电影的好坏，音乐是十分重要的一个部分。在影视教学中，



声音除了与画面教学内容紧密配合以外，运用声音本身的组
合顾虑也可以显示声音在表现主题上的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