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纪录片的心得体会 观看纪录片心得体
会(汇总10篇)

心得体会是个人在经历某种事物、活动或事件后，通过思考、
总结和反思，从中获得的经验和感悟。那么我们写心得体会
要注意的内容有什么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才
能写好一篇心得体会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纪录片的心得体会篇一

《幼儿园》是一部很有趣的纪录片，当你不再是儿童，再去
看儿童，可笑之余，也会觉得儿童和成人之间离得并不那么
遥远。孩子们都很可爱，即使有个别孩子很霸道和暴力，但
孩子毕竟是孩子。画面中的情景是在幼儿园里经常出现的，
就像发生在我们身边，但是具体解决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
如果一个教师把热爱事业和热爱学生结合起来，他就是一个
完美的教师。他就能用爱心塑造幼儿的心灵，用爱心激发幼
儿的热情，爱心是一种感情是一种催化剂，只有时刻把他带
在身边，才能帮孩子创造美好的`明天。千人千脾气万人万模
样各有不同，从童年就开始了，并且影响人的一生。俗话
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幼儿园生活
是人生最关键的时期，如何打下良好的基础，这也许是这部
片子的价值所在。

另一件引起共鸣的就是一个男孩子左顾右盼地守侯家长，这
也是我们每天遇到的事情。孩子虽然一天没看到妈妈，接孩
子时从窗口眺望着妈妈的出现是他们最快乐的事情。何况影
片中的孩子一周没见到妈妈那种急切盼望的心情，最后一个
时孤单焦虑不安。老师应该陪伴在孩子身边，给予更多的关
心和帮助，利用玩具和有趣的游戏分散孩子的注意力，在欢
乐的气氛中耐心等待家长的到来。从中反映了家长们忙于工
作忙于生意，缺乏对孩子的关爱和拥抱，导致孩子不懂得什
么是爱。



《幼儿园》这部纪录片，虽然记录的是武汉一所普通的寄宿
制幼儿园，但精彩而丰富的生活细节却时时令人动容。我们
都以为那么小的孩子什么都不懂，实际上他们的小群体也是
一个社会的缩影。在今后的工作中应更加引起我们的重视，
时时处处为孩子们树立表率。更应该实行感恩教育，感恩来
自心理的满足，来自于对人对事的宽容和理解，来自于能够
促进互相信任、互相理解、互相尊重，有利于良好人际关系
的发展。只有在家长和老师共同的爱与感恩的教育下，才能
让孩子适应幼儿园的生活，顺利度过幼儿教育这个阶段。如
题记所说：也许是我们的孩子，也许正是我们……希望天下
所有的孩子都能健康快乐的度过童年。

纪录片的心得体会篇二

纪录片《科举》讲述了古代中国的科举制度背后的故事。这
部纪录片让我深入了解到了这一历史事件的细节和意义，也
让我对古代中国的历史更加了解和感悟。

第二段：科举制度的历史背景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的选拔官员的一种考试制度，从唐朝开
始，到清朝结束，一直延续了一千多年。这个制度有着它的
历史背景，与唐、宋、元、明、清等朝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和
文化背景有关。科举制度的实行日益完善，形成了一套独特
的考试制度，对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三段：科举制度的传统意义

科举制度不仅仅是一种考试制度，更是一种社会制度和文化
传统。它既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现实，也象征着各个时代的精
神风貌。传统的科举制度让千百年来的学子们在继承和传递
文化的同时，努力追求个人的升官发财，进而为国家社会做
出更好的贡献。



第四段：科举制度的弊端

尽管科举制度在历史上起到了推动中国现代化的重要作用，
但科举制度也存在一些弊端，比如评选官员偏重于文化教育
而非实际能力这一点会导致社会中存在大量“书生官员”，
这些人不一定有卓越的实际能力，但由于他们考试成绩优秀
因而被任命为官员，从而对当时的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造成了
一些负面影响。

第五段：科举制度的当代启示

尽管科举制度已经成为了历史，但是我们可以对科举制度的
遗产和历史价值保持传承和传统。科举制度也给我们留下了
一个重要的启示：不管什么考试，考试的重要之处在于，更
多地考查学生的实际能力而非传统的记忆力和应试技巧。为
了使中国教育更加科学健康，我们今天需要度过一场教育革
命，从而摒弃传统教育制度中的弊端，从而建立新的高效教
育体系，以更好地适应当今发展的要求。

纪录片的心得体会篇三

这是一个专选课老师推荐的纪录片，本来对纪录片没有什么
感觉的我，竟然深深地被它所吸引。生门，顾名思义就是生
命之门。可想而知这个纪录片讲的都是关于生命的故事，这
是一部记录在中南医院妇产科发生的故事的纪录片。

该片的拍摄地点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妇产科，这是整个湖北
知名度最高的产科医院。该院的很多孕妇都是慕名前来的，
还有一部分病情复杂的`高危产妇是从别的医院转来的。所以
这里总是一床难求，甚至走廊里也都排满了病床。上面躺着
等待床位的孕妇，旁边坐着他们的家属，医生、护士在走廊
间匆匆的来回窜梭。就是在这么一个忙碌、嘈杂的环境中，
导演用镜头纪录了无数个承载着家人希望的宝宝的诞生。



目前我只看了一集，第一集正值大年三十，其他诊室可以休
息，但新生儿不会因为过年就晚一天来到世上，所以整个妇
产科都在加班。不仅要加班，还比平时更忙，因为其他诊室
的病人一部分转到了妇产科。陈主任和医生董良波这边刚做
完一例刨腹产，还没下手术台，就听说外面有个独自前来引
产的女病患出血越来越严重。让人头痛的是这位女病患哪怕
疼得要死，也坚决不透露任何一位亲人朋友的联系方式，而
手术是需要有人签名才能进行的。于是，医生、护士一边做
手术准备，一边轮番上阵、软硬兼施的劝她，哪怕叫一个朋
友来也行。有人搞不懂为什么医生不先救死扶伤，而是一定
要等人来签名。因为近些年来，本来好心救人的医生到最后
却因“家属未同意”而承担责任的案例不在少数。这让整个
社会也越来越意识到，现实情况远比简单的把“救死扶伤”
的道德枷锁给医生带上复杂。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同一天
晚上，医生董良波怀孕40周的老婆也住进了同一家医院。把
老婆稍微安置好，董医生就又跑去看别的病人了。面对摄像
头，他有点不好意思的说，自己还有事情要忙，不能一直陪
着老婆。人缘超好的董医生被其他女医生、护士们称为“波
波”。另一位怀孕的女医生调侃，“你们一定要采访下他的
老婆，妇产科男医生很少，他们比女医生更累更辛苦。”第
二天，“小波波”顺利出生，接生过无数个生命的董医生在
看到自己的宝宝时也露出了初为人父的幸福和感动。

这部纪录片更像一部中国式的“战争片”，不仅是孕妇本人、
更是一个又一个家庭的战争。有的人在观看时倾向于对其中
的人物进行道德评价，但大多数人还是会感到同情的，因为
作为普通人的我们，都有可能“因病致贫”。把我们卡住的
金额可能不一样，但同样可以把一个家庭逼到山穷水复的境
地。这部片之所以有力是因为它展现了其他中国影视作品中
极力回避的话题，也许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它并不合适
宜。比起清醒，我们更喜欢自我麻醉、逃避现实。但真正的
现实往往比电影中的更加残酷，而且我们是无法逃避的。所
以观看这部片子，是我们认识生命、直面人生的开始。



纪录片的心得体会篇四

最近，我看了一部关于老人生活的纪录片，名为《老矣》。
这部纪录片展现了一群不同年龄、不同境遇的老人的生活点
滴，令人感慨，同时也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内心。

从这部纪录片中，我感受到了老人生活的不易和他们面对的
各种困境。有的老人因为缺乏儿女看护，独自面对疾病和无
助感；有的老人在陌生的城市流浪，生活的艰难令人心痛。
但这些老人并没有放弃希望，他们仍然在努力地奋斗着，为
自己的生活寻找着乐趣和价值。

通过观看这部纪录片，我深刻地认识到了老年人应该得到更
好的关爱和尊重。同时，我也意识到自己作为年轻人，应该
积极关注老人的生活和困境，为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另外，在这部纪录片中，我也看到了一些老年人的家庭关系
问题。有的老人因为儿女的离开而感到孤独和无助，甚至被
迫独居。这让我深深地反思了家庭的重要性，同时也鼓励自
己要多花时间和家人交流，建立更加紧密的家庭关系。

最后，我希望我们能够在生活中关注老人，为他们提供必要
的关心和帮助。只有当我们真正关心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
才能创造一个更加温暖和谐的社会。

纪录片的心得体会篇五

首先，科举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一大重要考试，纪录片
中展现了科举制度的特点和历史背景，让我对中国古代教育
制度的了解更加深入。科举制度的实行，使得中国古代的文
化教育得到了全面的推广和发展。在科举考试中，考生可以
以个人能力参与竞争，在通过考试后就可以进入仕途或者教
书育人的道路。而在考试的过程中，考场的神圣和考生们的
艰苦奋斗也在纪录片中得到了展现，让我带着更加深刻的敬



重去看待这段历史。

其次，在纪录片中，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底蕴和精髓全
方位的体现。而且中国古代文化的底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儒家思想、文化精髓和优秀的草书文化。儒家思想是中国古
代教育统治思想的基础，纪录片中也一再呈现考场上所强调的
“仁、义、诚、信”等儒家思想。而文化精髓部分，则体现
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宏大和多样性，让人感慨中国文化的深
厚和源远流长。另外，草书文化也是纪录片中所体现的优秀
文化之一，其表现出的书法艺术之美，也让我深深地被震撼。

再次，在纪录片中，也可以看到一些考生的坚持与努力。科
举考试是古代中国社会最重要的考试，竞争激烈，可谓是天
下大比武。而每一位考生都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坚持，给自己
赢得了一次机会，冒着万千的困难完成考试，展现的是一种
坚定的信心，更体现了一种坚强的意志力。这些考生的故事
让我感受到了“持之以恒”的力量，毫不动摇地追求自己的
梦想，是获得成功的不二法门。

另外，纪录片中还展现了中国古代教育的传承和发展。而在
传承和发展的过程中，科举考试应该说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科举考试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仅是古代中国的选拔人才的方法，
而且更是战胜缺陷的方法。它使得中国古代文化得到了全面
的传承和发展，让更多有才能的人才有机会得到了发展，推
动了中国古代文化向更高的水平不断发展。在现代社会中，
这种教育传承和发展的方式，也许不可避免的存在着缺陷，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更加细致和周全的规划，不断调整搭建平
台，推进教育以及人才的发展。

总之，纪录片科举心得体会让我对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和教
育制度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更是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
深。同时，纪录片也让我深刻理解到人才的重要性，科举考
试不仅是选拔人才的方法，更是战胜缺陷的方法。教育对于
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都非常的关键，以科技为核心，以人



才为基础，通过全方位的发展，推动教育事业持续的向前发
展，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努力去追求的目标。

纪录片的心得体会篇六

最近，我们班上老师让我们观看了一部纪录片，叫做《老
矣》，讲述了一些老年人的生活故事。观看完这部影片，我
深深地感到了人生的珍贵和生活的可贵。

影片中，一位老奶奶的丈夫去世后，她一个人过着简单的生
活。她虽然拥有自己的一套公寓，但是她选择了租房子住。
她说自己一个人住，房子太大了，住在小房子里，一个人也
不会感到孤单。奶奶还喜欢躺在床上看着窗外的天空和云朵，
畅想自己的人生。

还有一位老人，退休后选择了到养老机构居住。他表示，养
老机构的环境非常好，设施也很先进，而且还有和自己一样
年龄的朋友可以聊天、活动。而且，机构还有专业的医护人
员，生病了可以得到妥善的治疗。

观看这部纪录片，我感到自己年轻的时光非常珍贵。每个人
都一定会到老的时候，而年轻的时光不会回来。我们应该珍
惜每一个时刻，多去尝试、去认识，去创造自己的人生。

同时，我觉得在年轻的时候，应该为自己的未来做好准备。
多学习、多锻炼、多积累，这些都很重要。退休后可能会有
形形色色的问题出现，防患于未然，提前规划将来的生活。

最后，我感受到了我们社会对老年人的关爱和尊重。老年人
是我们社会中最需要关怀的人群，我们应该为他们提供更好
的生活环境和条件。另外，在观看《老矣》这部纪录片的时
候，我们一定要尊重老年人的选择和决策，让他们有权利去
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让他们在晚年能够过得快乐、幸福。



纪录片的心得体会篇七

在小胡的强烈建议下，我终于看到了《含泪活着》这部日本
电视台播放的纪录片。

在这部历时10年拍摄的两个小时的纪录片里，讲述了一位中
国父亲为了给女儿挣学费在日本打黑工15年的动人故事。

每个人生来都想着如何有自己理想的生活，有一个美丽的爱
人，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有一个幸福的孩子，普普通通的慢
慢变老，可现实并不是这样，读书后才发现，爱情，工作，
美好的生活，这一切都注定上帝给予不了我们一生享受不完
的安稳生活跟幸福。所有的一切都要靠自己去奋斗才有所得。
在这个竞争惨烈的社会里，如何能得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如
果你不是高-官子弟，如果你不是家境丰厚，首先就要学会如
何生存，如何去面对竞争，如何去争取自己的幸福，如何去
规划自己的未来。这一切都需要一种奋斗的精神鼓舞着我们
努力，鼓舞着我们前进。这个社会或许是公平的，你努力多
少就能得到多少，除非你有突破常人的能力和捷径，但这并
不现实也并不符合我们常人的`逻辑。

来了日本近两个月，感触颇多，但几次提笔却又欲言又止，
对日本的感触是一个文明的民族，是一个安静的有秩序的无
争社会，是一个以服务为生命的社会。在东京到处可以听到
普通话，到处可以看到中国人。想想我们太多的国人来日本
是为了什么？有人有了妻儿还来留学，有人在国内已经接受
了良好的高等教育也来留学，有人在国内有份安稳的工作，
有人是为了来接受良好的教育，大家其实都是如出一辙，那
就是钱，只有钱才能让我们得到所谓舒适稳定的生活，只有
钱才能让我们接受良好的教育，只有钱才能让我们得到女朋
友、房子、车子，只有钱才能让我们的父母老年无忧，只有
钱才能让我们得到所谓的幸福，这确实是不争的理性的事实。
感性的人可能不这么认为，但现实是平淡就是要生存，生存
就需要接受理性的考验，接受理性的洗礼。只有有了生存的



能力，才谈得上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国内总有人羡慕我们国
外的留学和工作生活，但只有我们知道我们是为了什么？为
了什么？说的伪善一点为了实现我们在国内实现不了的人生，
为了我们心中的那份责任，不过这已经足够了，我们无须去
解释什么，不是吗？艾，说来说去，我们是为了钱，可我们
为了钱就是为了自己吗？还不是为了自己的亲人，如果单纯
是为了自己在哪都可以舒适的活着，不是吗？这就是我们一
个人为责任而付出的伟大之处。我真想为那些为责任而付出
着的人们大声说“责任是伟大的！”，为那些只想平淡生活
着的人们说“伟大的责任！”

纪录片的心得体会篇八

刚看过同导演的《迁徙的鸟》，相比《海洋》我觉得它粗糙
了点。《海洋》的画面精致太多，可见制作的用心。海洋的
色彩在雅克。贝汉的镜头下是清澈的蓝，影片里的生物也有
自己的色彩，像一开始像穿着绸带一样的褐色章鱼，泛着黄
色荧光的水母，橙色小丑鱼，身体有各种纹和斑点的鱼。另
外光影的调节也非常好，使画面更有质感，也因此海底生物
本身的颜色能够透出来。

看了法语解说版和日语解说版（当然是有中文字幕的），法
语解说的声音低沉、肃穆，是上了年纪的男人配的，日语解
说是宫泽理惠，声音亲和、清亮。看两个版本的心情是不同
的。法语版沉重，让人思考人类的活动对海洋的破坏，日语
版则偏重于普及海洋知识，好似在教育小学生一样，好在解
说词比法语版多，知道了不少鱼的名字。

《迁徙的鸟》有一幕是看着看着鸟在飞，突然就听到了霹雳
一样的枪响，鸟掉下来了。在《海洋》也有类似的，人们捕
杀鲨鱼、鲸鱼，也用枪打，蓝色的海水血蕴开，动物发出凄
厉的叫声。捕杀鲨鱼的'镜头，不忍心想。就是这么残酷的一
面导演呈现出来，渔民割掉鲨鱼的鳍和尾，又把它抛到海里，
任其自生自灭。这条可怜的鲨鱼鳍和尾巴的伤口全是血，躺



在海水里，变成了缺胳膊少腿的怪物。在曾经恣意的海洋里，
如今只能靠着身体的蠕动来移动自己，每一次身体的振动都
让伤口的血渗出，它会有多么疼。然后沉没在海底的沙土，
艰难呼吸，两鳃不停出血，慢慢的死了。

我看清了杀掉鲨鱼的渔民，是亚洲人，那时我有一种惶恐，
我害怕拍到的是中国渔民在捕杀鲨鱼，甚至涌出了强烈的对
导演的恨意，为什么单单选中国渔民这样丑陋的一面，外国
人也杀鲨鱼的，中国人就能这样被你轻视吗？我查了下，没
有查到。看到有说雅克。贝汉因为中国的污染不曾来中国取
景拍摄的新闻，宽了心，但也不排除是中国渔民的可能性。
这个答案只能等到机缘巧合的时候被解答了。

海洋面积占地球表面的71%，还有很多秘密等待被探索。我也
想说请在探索和开发的时候，对海洋保持敬畏，保护海洋。

纪录片的心得体会篇九

最近在学校老师组织看了一部名为《老矣》的纪录片，记录
了很多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和他们的晚年生活状态。看完这部
纪录片，我深刻地感受到了老年人的不易和他们所付出的努
力。

在这个社会中，老年人的存在感往往被忽视。习惯性地忽略
了老年人的贡献和智慧，忘记了他们曾经为社会建设付出的
艰辛。而这部纪录片正是在提醒我们，“养育有恩，老有所
安”。老年人身上有着几代人所积累的智慧和生命力，不应
被我们草率地遗忘。

纪录片中采访到的一些老年人的独白让我印象深刻。他们谈
到了晚年的烦恼，包括身体上的不便和思维上的迟缓。而尽
管如此，他们并没有被这些问题击垮。他们仍然保持着自己
的坚强和勇气，积极地与周围社区互动，构建起自己的精神
家园。



另外，纪录片中还展示了一些老年人面对日益恶劣的自然环
境时所做的努力。一些老年人利用自己丰富的经验和知识，
不断地尝试着去种植植物，或者通过一些自然手段去保护周
围的环境。这些行动让我很是敬佩，充分体现出了老年人的
智慧和爱。

同时，这部纪录片也让我反思了一些现代人的行为方式。在
忙碌的日程中，我们往往会轻易地放弃一些美好的事物。社
会本应该倾听老年人的心声，因为他们的意见通常都具有非
常实际的价值。然而，现实中我们往往忽视了这些想法，只
关注表面的东西。

总之，观看了这部纪录片之后，我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认识，
也更加感谢老年人的付出和贡献。我们支持他们，就是为了
回报他们的恩情。

纪录片的心得体会篇十

《货币》这部纪录片给人很多现代宏观经济上的启示，尽管
对货币的产生以及后来的繁衍是粗线条的反映，但人们仍然
能从中获得很多经济知识。这部影片告诉人们货币因为社会
发展而产生，又作用于社会的发展，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告
诉人们货币从哪里来，但永远无法知道它向哪里去。

《货币》中充满了意味深长的内容，这些内容有的很直观，
有的内容在影片看不见的地方，社会在政府对货币的理解与
操纵中发生着变化，百姓们的生活也随之沉浮，就像波浪中
的浮萍随着波浪或高或低。政府用着百姓们提供的税钱，用
着通过通胀从百姓们手中盗出的钱，通过债券借钱等等，百
姓由政府控制着生活，百姓们有不满意的地方只能抱怨，能
不能过上好日子甚而幸福生活完全由政府说了算！

政府由人民推举组成，其职能代表着人民并提高、维护着人
民的利益。政府有没有做对人民有益的事？做得怎么样？完



全取决于政府对“货币”的运用！这里的“运用”概念很大，
它们反映在国策之中，反映在国家的法律之中，也反映在政
府行为以及政府公务员的各种行为之中。普通百姓看《货币》
只会关注自己国家的命运并与自己每天的柴米油盐发生联想。
在国家昌盛时期，百姓们从《货币》这部纪录片中得到的启
示是把自己的幸福生活寄希望于政府，他们相信政府会通过
货币把自家的“菜蓝子”搞得很丰满。其实，除此之外，
《货币》所告诉人们的还有与百姓生活的很多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