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观看袁隆平读后感(优秀6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
义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
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观看袁隆平读后感篇一

袁隆平，中国大地上一个平凡的农民，用自己的一生默默地
耕耘着；袁隆平，这位不平凡的科学家，通过自己的努力解
决了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粮食危机。他用平凡的一生谱写了
不平凡的辉煌。他是伟大的，他是我们中华民族永远的骄傲。

在跃进时期，在每个人都为自己自保而忧心的时期。他却能
够义无反顾地坚持到底。他有着坚忍不拔的意志，一次次的
失败，也没能阻止他最后的成功。他的坚韧体现在以苦为乐，
逆境中也常开玩笑；他的坚韧体现在痴心不改，数十年如一
日只想着杂交水稻；他的坚韧体现在我行我素，就算是没有
国家和别人的支持，他也要将杂交进行到底。支持他如此坚
韧的，是他心中“为民谋食”的仁爱精神。 “我毕生的追求
就是让所有的人远离饥饿。”当袁隆平高声地喊出这一句话
的时候，我为他鼓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这种精神，是“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精神。这种精
神，是人类社会最广大最深厚的仁爱精神。说白了，就是让
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有一口饭吃。这个愿望，这个看似简单的
愿望，在当是却是那么地遥远与美好。但是，袁隆平战胜了
数不清的困难。是什么力量在支持他不断地向前呢？我想，
正是这种“爱人如爱我”的仁爱精神，帮助袁隆平战胜数不
清的困难，最后获得成功，为人类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因
为他的成果，世界上可以多活一亿人。

袁隆平的心中有一份爱，他不计回报地负起责任的重担。在



他的心目中，每一棵水稻都是有生命的个体；在他的心目中，
它们就是他的孩子。它们寄托他“让人类摆脱饥荒，让天下
人都吃饱饭”的美好愿望。他可以在倾盆大雨的夜晚冒雨去
看望他的孩子们，他会废勤忘食地照顾着他们。就连小小的
水稻，他都对他们付出了感情，更别说全世界的人类，那是
一种无法言语的爱啊！

袁隆平是一个无私的人。但他的杂交水稻研制成功之后，他
所想的，并不是自己的名声会有多大。而是想到了尽快将杂
家水稻普及全国，全世界，让世界的所有人民都吃上香喷喷
的米饭。在研究的过程中，一旦有新的突破和发现,就把自己
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介绍给同伴,从不以单位不同而保守秘密。
同时他把三任总理拨给的数千万元研究专款,用来组织全国同
行共同研究,把申请到的研究课题分配到全国不同的地区和单
位,进行分类指导、合作攻关,不但用个人成就垫高了全国同
行的起跳点,而且迅速在全国形成了各路大军协同作战的局面。
在伟大的事业面前，他完全忘记了个人的得失。

观看袁隆平读后感篇二

“杂交水稻之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因多器
官功能衰竭，于5月22日13时07分在长沙逝世，享年91岁。听
到这个噩耗传出时，我心头一颤、难以相信这个消息，原来
有的人伟大到让我们以为他没有生老病死。袁隆平院士的一
生有两个梦：“禾下乘凉梦”、“杂交稻覆盖全球梦”，并
将此作为毕生追求。他带领中国科研团队一次次攻破难题，
为中国人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做出重要贡献。看完《袁
隆平》这部电影后，我颇有感悟。

“伟大出自平凡，平凡造就伟大。”回顾袁隆平院士的一生，
他心怀“禾下乘凉梦”，秉着“躬耕田垄情”，毕生辛勤耕
耘，让全球数亿人口摆脱饥饿，用一生为这句话写下了注脚。
我们要读懂袁隆平院士“平凡”背后的“不凡”，用坚定不
移的理想信念、敢为人先的创新创造、朴实无我的奉献精神，



写就不凡人生。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亲历过饥馑岁月的袁隆平怀院士揣
着“让中国人民吃饱饭”的理想，决心向“饥饿恶魔”发出
挑战，深扎实践热土，努力发挥聪明才智，脚踏实地把科技
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让粮食大幅度增产，用农业科学技术
战胜饥饿，用一生的实践让水稻高产成为现实。

“操场里跑不出千里马，花盆里长不出万年松。”袁隆平院
士凭借丰富的想象、敏锐的直觉和大胆的创造精神，认真总
结了百年农作物育种史和水稻育种经验，做到了理论创新和
实践创新“双结合”，推动杂交水稻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古
代先贤荀子在《劝学》中说：“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
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试想，如果没有在平凡岗位上锲而
不舍、日积月累的创新创造，哪有积沙成塔、集腋成裘的成
就斐然。作为青年学生，我们要勤于“下田”、善于“蹲
苗”、敢于“拓荒”，努力从实践中汲取“创新”之
经、“闯关”之法、“夺隘”之策，在经风雨、见世面中长
才干、壮筋骨，练就担当作为的硬脊梁、铁肩膀、真本事，
努力做敢于担当的排头兵、善于作为的领头雁，以水滴石穿
的韧劲和迎难克难的姿态践行为民之情，实现报国之志。

接续奋斗，是最好的纪念。我们要从袁隆平的“不凡人生”
中汲取成长力量，播种为国为民之梦，涵养创新创造之能，
积蓄苦干实干之功，在为民造福、奉献社会中发光出彩。

观看袁隆平读后感篇三

寒假期间，我和妈妈带我去看了电影《袁隆平》。

电影开演之前，妈妈什么都没有对我讲，我也不知道袁隆平
到底是谁，是干什么的。电影开始后，当我看到影片中有个
姐姐饿得头晕，还是那个姐姐要拿出家里仅有的准备种地的
种子要给袁隆平爷爷做饭吃而磕破了头，袁爷爷眼睛里满含



着泪水、充满着坚定：不能让老百姓再挨饿，让老百姓吃饱
从那以后成了袁爷爷毕生的奋斗目标。我忽然想起，我在国
学班里最早学过的神农氏，那袁爷爷不就和神农氏一样，用
一根神鞭，正在赶走那个让许多人民饥饿的恶魔。

从那以后，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袁爷爷数十年如一日，不论
春夏秋冬：在烈日下、在暴雨中，他不畏惧任何困难，勇敢
执着地为着自己的梦想前行。最终经过十几年的艰苦科研，
袁爷爷终于成功了！

我虽然还只是一个二年的小学生，但是我也有自己的梦
想——真的很想在若干年后去北京念一流的大学。妈妈告诉
我那同样也是一条艰苦的道路，我也要像袁爷爷一样，遇到
困难执着前行，多多学习增长本领，持之以恒地朝着自己的
奋斗目标努力向前！！！

观看袁隆平读后感篇四

袁隆平，一提到这个名字，想必每个人都知道，但不是所有
人都十分的了解他，不过当你看过这部电影时，你应该就大
概了解他的生平了。

领导也十分看中袁隆平的才华，给他分配了两名助手，随后，
袁隆平的论文发表在杂志上。在那个年代，卫兵把袁隆平培
养的稻苗砸烂了，并准备批斗他。幸运的是，袁隆平的论文
受到了国家领导的关注支持，并取消了批斗，杂交水稻研究
才得以继续。但也有些人十分嫉妒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
在大雨中把他的稻田给捣毁了，袁隆平悲痛欲绝。为了加快
进程，袁隆平带着两名助手前往海南继续实验，他们与海南
人民一起寻找野生稻。几年后，领导们来到海南询问袁隆平
的进展，看见袁隆平没有什么进展，几位领导嘲讽袁隆平，
劝他不要再干了，但袁隆平并没有气馁，反而雄心壮志，表
示他无论怎么样，都会继续研究杂交水稻。功夫不负有心人，
袁隆平终于把野生稻与栽培稻培育成功了!全国都为此欢呼，



他的技术也将在全国推广。

袁隆平艰难地走到了现在，就是凭借他惊人的毅力和坚定的
决心，以及家人朋友，以及国家领导的支持才成功的，尽管
袁隆平已经老了，但是他仍在努力研究农业方面的问题，袁
隆平的精神值得我们去学习。

《袁隆平》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观看袁隆平读后感篇五

12月2日下午，我校在博学楼二楼组织参看了电影《袁隆平》，
影片使我受益匪浅。

这部电影主要讲了袁隆平从普通的农业教育者通过实验，经
过不懈努力，饱经风霜后成为“杂交水稻之父”的故事。在
实验中，袁隆平发现了一株雄花花药不开裂，形状奇特的植
物，他欣喜若狂，经过研究证明出了它是杂交水稻，而且它
比一般的水稻结出的稻粒还多出了许多，于是袁隆平就在崔
主任的阻碍中不懈努力研究杂交水稻。有一次，崔主任和一



些人来袁隆平家闹事，还把袁隆平精心研制的杂交水稻摔烂，
幸好袁隆平的徒弟把几盆比较好的给藏好了，不然袁隆平多
年来的心血就会在这转眼间就化为乌有了。还有一次，袁隆
平的一块杂交水稻田也被崔主任他们全部糟蹋了，虽然崔主
任一直在和袁隆平作对，但袁隆平始终坚持着他的信念，所
以他取得了成功。

看完《袁隆平》，我又联想到了自已，现在我们的家庭条件
可比以前好多了，照道理说我们成就自已的理想也比以前更
容易了，可是在我小时候学笛子时，刚开始笛子对我来说是
一种新事物，因为好奇所以我学得很高兴，学得也很好，可
是时间长了，觉得太没劲了，学了一年我就不学了。我又去
学跳舞，可是有许多动作做出来都很疼，我便也不学了。可
是现在看到小伙伴们吹笛子，跳舞时心里酸酸的很不是滋味，
回想起来当时没有坚持自已的信念真的很后悔。还有一次，
我在科学课上做实验，好几次我都没能把电池装到小装制中，
虽然如此，但是我没有气馁，坚持又做了七次，终于把电池
装了进去。这件事让我懂得了坚持就是胜利!

观看袁隆平读后感篇六

201x年3月19日，我们学校组织全校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共
同观看电影《袁隆平》。早就对这位水稻之父略知一二，正
好趁此做个深入了解。电影手法写实，片中主人公散发出的
人格魅力深深吸引着我。

影片展示了袁隆平所具备的完美品性：一是不屈从。在不理
解甚至是误解的压力面前，不是急于争辩，也不是满怀怨恨，
而是坚持自己的理念，若无其事地继续前行。“任它风吹雨
打，我自闲庭信步”。因为他的内心更强大，有着巨大的勇
气和底气，所以他才能不屈从也不在乎强势的压力。我们周
围有很多看似强悍无比的人，总是颐指气使、盛气凌人，一
副惟我独尊的样子，可一旦遭遇比他更强大的人否定，马上
就唯唯诺诺，内心的虚弱毕现。怎样的人才能够坚持真理？



在此立见分晓。

其二、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坚定的信念。当研究十年没出成果，
上级领导要取消他的研究项目和研究经费时，他回答：“不
管怎么样，我决不放弃！”十年无果，有多少人会在其间知
难而退？这十年外人眼中的空白，于科研实际上是一个积累
的过程。袁隆平终究还是幸运的，在上级领导的支持下，在
助手们的帮助下，他得到了一株上苍赐予的“野败”（野生
雄性败育稻），所以他说，成功=知识+汗水+灵感+机遇。机
遇是可遇不可求的，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机遇，很多人穷
其一生，都是在失败中坚忍前行，他们应该更让人敬重。成
功是需要机遇的，而人生就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呈现
出什么样的品质和精神才是衡量成败的尺寸。其三、心中有
爱，有爱才会不计回报地负起责任的重担。袁隆平心中不仅
装着对妻子的爱，对家庭的爱，更有对全人类、对自然界的
无疆无界的大爱。正是这种大爱，使他立下“让人类摆脱饥
荒，让天下人都吃饱饭。”这个心忧天下、造福人类的宏大
抱负。对爱的深刻理解，也让他更加懂得包括水稻在内的生
命，这种洞察和把握让他始终没有偏离科研轨道的正确方向，
从而最终取得成功。影片不仅展示了袁隆平的大爱，也表现
了亲人们对他的爱，他的父亲为了让他安心工作，不让他知
道自己去世的消息，并要他的妻子转告他：“你安心工作，
早日研究出成果，就是尽孝，是尽大孝！”。父母的理解、
妻子的支持，让他得以一心扑在事业上，终于实现了理想。

袁隆平的成果，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用电脑算出来的。那是
长年累月，蹲在田间地头一点一点摸索总结出来的。现在搞
学术的人难出成果，常自抱怨，可是有多少人有袁隆平那样
的勤劳辛苦精神呢？袁隆平够坚韧，一次次的失败，也没能
阻止他最后获得成功。他的坚韧体现在以苦为乐，逆境中也
常开玩笑；他的坚韧体现在痴心不改，数十年如一日只想着
杂交水稻；他的坚韧体现在我行我素，就算是没有国家和别
人的支持，他也要将杂交进行到底。支持他如此坚韧的，是
他心中“为民谋食”的仁爱精神。



袁隆平代表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他的使命已经完成，
我们的使命才刚刚开始。如何参与重建中华民族精神，使我
们的国人，人人都可以成为袁隆平，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果静林们已经开始努力了，我们难道就只想旁观？为了祖先
的光荣，为了国人的幸福，我们需要为重振中华精神做点什
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