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舌尖上的中国观看心得(优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
考，一起来看看吧

舌尖上的中国观看心得篇一

在看第一集的时候，看着那些诱人的食物，不得不勾起我们
的兴趣认真的去倾听每道食物的神奇与诱人之处。在此片当
中，它都有详细的介绍，每道食物的具体做法，它的讲述也
是蠢蠢欲动。让我们边看边惊叹，甚至还留着口水。在观看
那些美食的同时，那些朴实的劳动人民的勤劳与智慧给我留
下了深深的印象!

通过观看这部片子，我了解到每一道美食都伴随着辛勤的汗
水。就像春笋的挖掘，那些有经验的劳动人民就知道在什么
时候挖的春笋最鲜嫩可口，知道什么地方可以挖出春笋，挖
出春笋后又该如何的保护好那些竹子的根系。知道挖出的春
笋该如何保存。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辛勤劳作，才出现了世
界上各种各样的美食。正是因为他们勤劳的智慧，才能使得
每一道食物完美的呈现在我们眼前，我由衷的佩服他们!

当然，在这部片中，我也感叹中华民族五千年悠久的饮食文
化。就像那些传统的习俗，在除夕晚上，北方人喜欢自己做
馒头，包饺子吃。通过自己的手工制作，做出可口的食物。
这样的习俗一代接一代的传下来，虽说，在当今这个机械化
的社会，自己亲手和面蒸馒头、包饺子的人越来越少，但是
还是有人传承下来了，在这里我也希望不要让这种文化消失，
有着更多的人可以传承这种习俗。繁衍中华民族的悠久文化。

在片中我也看到了，劳动人民的`艰辛，他们为了生活，为了



让孩子上学，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用自己的体力换取一些
钱。就像片中的挖藕兄弟，每年九月，他们都会来到湖北的
嘉鱼县挖取大自然所赋予我们的一种长在水里的美食——藕。
说到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大自然对于我们人类的厚爱，我
也希望作为人类的我们不要鼠目寸光，肆意的虐取!从他们兄
弟两上看到了他们的艰辛劳作与朴实。他们说在大街上看到
藕，就有一种亲切感，就感觉那些藕是通过自己的双手挖出
来的!由此可见，他们是多么质朴的人，如今的我们在餐桌上
随处可见藕，却不知道这些藕的背后有着多少故事，流了多
少劳动人民的汗水。当我们在享受餐桌上的每一道美食上，
我们都要想到那些勤劳的劳动人民，感谢他们的双手，让我
们享受如此美味的佳肴!

虽说还只看了两集，但是这两集却让我受益匪浅!

舌尖上的中国观看心得篇二

4月18日晚，暌违两年的《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终于被端上
电视荧屏的餐桌。一以贯之的解说词、熟悉的配乐、行云流
水般的旁白和画面，都让《舌尖2》维持了上一季的精良和考
究。有观众直呼“触动灵魂”，口水和泪水齐飞。

如果说《舌尖1》开创了国产纪录片的历史，那么，《舌尖2》
无疑仍在继续创造更多的第一。央视1套每周五晚九点的首播，
央视多频道多时段的重复播出，每周只播一集的“追剧”范
儿，大型综艺节目般的广告投放，不菲的国内国外版权收入，
以及大型电商同步跟进的营销大战，都将国产纪录片的市场
地位，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我们开始意识到：好的纪录片，相比肥皂剧与娱乐秀，不仅
收视率可以更高，经济效益也可以更大。“舌尖上的中国”
之所以会成为一个响亮的品牌，不只是名字取得有新意，也
不只是因为“吃货”越来越多；而是因为，这是一部对美食
充满了敬意的纪录片，它满溢着对自然馈赠的感恩，对草根



劳作的歌咏，和对中国饮食文明的礼赞。

相比第一季，第二季更为鲜明地加强了对社会文化层面的挖
掘：从人开始，叙事起兴，入眼观感，入心情感，美食成为
背景，灵魂感受触动。虽然也会有人觉得，故事略显喧宾夺
主，对食物描述太过匆忙，但是一部主题为“探讨人与食物
关系”的纪录片，本来就不只是一场美食盛宴，它不是“天
天饮食”的菜谱，更不是“美女私房菜”。

《舌尖》跃出屏幕之外的，有一种妈妈的味道、儿时的味道、
故乡的味道。就像第一集“脚步”中的养蜂人逐花而行，很
多人都远离故土成为异乡之人，拥有几千个味蕾的舌头，却
顽强保存着来自儿时、来自故土的味觉记忆。《舌尖》让人
有种冲动，想要回家再吃一顿妈妈做的饭，跟妈妈学做一道
家乡菜，奔波路上永远带一点家乡美食，认真对待我们的一
日三餐。

对家庭温情和血缘亲情的渲染，也是《舌尖》的动人之处。
这是一部美食纪录片，却看不到酒店的名厨，只有民间的厨
房。用一种平视而非俯拍的角度，讲述着市井美食与草根生
活，市井味与人文味的和谐混搭，让人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

以美食见人生，将美食寄托在人物的情感和故事当中，既是
《舌尖》的最大特点，也是其最为成功之处。真正流连“舌
尖”的美味，不是价格昂贵的“高大上”美食，而是藏在自
然深处溢满草根味道的食材，以及那些亲近它的人，春夏秋
冬的辛勤劳作，苦辣酸甜的生存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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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中国观看心得篇三

前段时间，我看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对其中的北京
烤鸭充满向往。烤鸭营养丰富，滋味独特，令我垂涎欲滴。
看我这么馋，爸爸妈妈真的带我去品尝了一次。

厨师把一整只烤好的鸭子放在特制的小推车里，推到我们餐
桌旁边。它是枣红色的，油润发亮，香气扑鼻。看厨师片鸭
肉是一种享受，只见他帅气地拿起刀，如闪电般地下刀了，
在他的巧手下，每片鸭皮大小一样，薄厚一致。再下刀，片
出的就不光是鸭皮了，还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的鸭肉，看
得我们口水直流。没一会儿工夫，他就片好了鸭肉，装进盘
子里了。

脆脆的鸭皮，嫩嫩的鸭肉，简直就是绝配。

烤鸭吃法多样，最适合包在荷叶饼里吃。荷叶饼有成人手掌
心那么大，圆圆的、薄薄的，把几片鸭肉放在上面，蘸上酱
汁，夹一根黄瓜条，或者加上几根葱丝，又酸又甜又脆。

烤鸭好好吃啊，我长大以后一定要学着做烤鸭吃。这么好吃，
怪不得能上《舌尖上的中国》这个节目呢。

舌尖上的中国观看心得篇四

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节目热播当中，延续了第一季的主
题，“探讨人与食物的关系”，该片以美食为切入点，透过



纪录片影像进行一次中国饮食文化全景式、深层次地人文解
读，影片以“中华美食”为路径，展示了中国辽阔地域的风
土人情，将镜头对准中国社会的普通民众，展现了中国人的
生活智慧、勤劳，热情和追求。不仅仅拍摄一流，让人享受
到了美食的盛宴，而且让人得到了味觉上的享受。__、味诱，
诱得心灵驿动。

中国绵延几千年的美食文化重新被人们审视.在此基础，导演
把笔触更多地运用在了美食背后的故事讲述和情感酝酿
上，“触动灵魂”，口水和泪水齐飞，让女子同时，也留下
了更多的感悟。人文情怀愈加升华乡愁成为渲染的主题，餐
桌上的美食见证生命的诞生、成长、相聚、别离。透过美食，
在精神上有滋有味地认知、古老的东方国度，五千年的人文
深厚的底蕴。让女子为之而自豪。

美食家蔡澜说;爱吃东西的人，多数不是什么坏人。他们拼命
追求美食，没有时间去害人。大笑姑婆兼馋嘴，是完美的结
合，这种女人多多益善，想来，女子能够挤身其中的一员，
笑谈一下。因为自己也是一个吃货。一个完整的女人，就应
是既会穿优雅的高跟鞋，又能够脚踏平底鞋在泥土地上接地
气而生活。既就应在工作中挽起袖口，懂得自我奋斗的价值，
又懂得适当的转换身份，轻盈的走入家庭-----杨澜《一问一
世界》里如此睿智的回答。说得极是。：

林语语曾说;‘我们的身体都有一个饕餮精神的人，无可无不
可，是人吃的东西女子都吃，越没吃过的越想尝尝，几乎如
俗语所说;天上飞禽不吃风筝，地上走兽不吃板凳，不食人间
烟火才算高洁么?恐是无人能做到吧!只有传说中去寻觅了。

男人不可下厨房，这种颇旧的思想，很让人费解，在女子看
来也是不可思议的。无论男人或女人，基本都必需会一个人
生活，至少要会为自己准备简单的饭菜，打扫房间，如果连
这些都做不到的话，启算是一个正常人呢?对一个会做饭的男
子在女子眼中是会加分的，在我看来，锅碗瓢盆里碰撞交织



的才是最朴实的生活，点起炉火，端起碗筷，里面传达的是
一份沉甸甸的爱。人生如做菜，做菜也如人生，一盘菜好不
好吃，不只是量要足，火候要到，用心烹饪才是关键。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无论靠山还是靠水，劳动者都有专属
于自己家人的美味。自小就喜欢喝鸡汤，自打离开老家。妈
妈炖鸡汤，总抱怨汤肉不如当年鲜美，那时愚钝，不明白好
与不好，鲜与不鲜差距何在，心想大概是“一代不如一代论
吧”，此刻才大概明白了些。

在人的脑海中，只有故乡的味道熟悉而顽固，它就像一个味
觉定位系统，一头锁定千里之外的异地，另一头则永远牵绊
着记忆深处的故乡。起点，终点，归根到底都是家所在的地
方。这是中国人秉持千年的信仰，朴素，但有力量。

越是弥足珍贵的美味，外表看上去，往往越是平常无奇，辛
苦劳作给全身心带来的幸福，从来也是如此。极致的美食只
留给最勤劳的人们.只要对自然怀着不变的信任和尊重，每一
道菜，每一家人，都会获得甘甜的回报。有一千双手，就有
一千种味道，中国烹饪，无比神秘，难以复制，从深山到闹
市。无不如此。厨房里没有秘密，注满了爱的就是珍贵佳肴。

民以食为天，食以味为鲜，色香味俱全，味与形色兼顾，正
是中国人的饮食哲学。每个平凡的人，都在某个瞬间，参与
创造了舌尖上的非凡史诗。祖先的智慧，心觉和领悟，美味
的每一个瞬间，无不用心创造，代代传承。从手到口，从口
到心，中国人延续着对人生特有的感知。

寻常的衣食住行中，传统日复一日地延续。对于扬州人来说，
上午喝茶皮包水，下午泡澡水包皮。如果在听一场评话，便
是平凡而精彩的一天，就像那些动人的故事，听过千遍也不
厌倦，女子十分赞赏这种生活方式，在快节奏的压力中，还
能有这种慢生活。惬意的栖居。不失本真。也是一种返璞归
真的传承。



【舌尖上的中国】看的不仅仅仅是中国的美食，还有中国的
文化习俗.美味的不只是食物，还有背后有关食物的情感与故
事，每一种食物背后的来源与创造，无不透露出中国千万种
美食的博大精深“认清明天的去向，不忘昨日的来处。”中
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才是精髓，食物恰如其分的融入中国人的
勤劳勇敢重视亲情的美德。舌尖上的正能量，淋漓尽致的表
达了中国人的审美观点，在美食中感受到爱的味道!

忆苦思甜，一所幼儿园里，老师问小朋友;你们明白吃的大米
是哪里来的吗?一个小朋友奶声奶气的回答。老师，我明白，
是从超市里买来的。一笑，无言。孙子孙女都上小学了，但
是，在当今社会，还有多少爷爷奶奶在追着给他们的宝贝喂
饭。这就是安逸的生活所教育出来的孩子么?苦不苦，三年困
难时期，对饥饿的人来说，所有的快乐都于食物相关，鸟为
食亡，人也一样，像传说中的神农一样，人们尝遍了百草百
虫，为扩充人类的食谱作出了贡献。

《舌尖上的中国》让人们爱上“那一个个采摘者、种植者、
打捞者，以及持守传统制作工艺的烹饪者”，用那些我们熟
知未知的食材，传达了有关于记忆的共同属性，击中的不是
个体，而是所有人心。

从今以后，这世界有你，有我，一米一面，一粥一饭当思来
之不易，一饮一啄饱蘸苦辣酸甜。当知自然厚藏，万勿浪费。
感恩生活。

舌尖上的中国观看心得篇五

前不久有闹得沸沸腾腾的南海仲裁案，菲律宾的无知行为引
起了数以万计网络民众的愤怒。在有关南海仲裁的微博底下，
有个评论总是能占据热评的一席之地。

“每一寸土地都不能交给别人，谁知道那上面能长出啥好吃
的。”



虽然有些玩笑的成分在内，但是却直白地体现了中国的饮食
文化。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一个传统的
饮食文明与其它文明共同在历史中轮回。在东方一个拥有悠
久文明历史的国度，那里有令人垂涎的山珍，那里有令人回
肠的美味，无时不刻的触动着亿万人的神经和味蕾。

在观看《舌尖上的中国》过程中，弹幕时不时飘过远在大洋
彼岸正在留学他国的学生对故乡的思念故乡的食物最能代表
故乡，也最寄托了游子的思念。介绍一些菜系时，也总
有“这是我家乡菜”之类的话，盛满了对故乡的骄傲与自豪。
几千年来，中国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辽阔的地域也带来
了各地饮食的差异。但即使差异再大，饮食中也有家的味道，
故乡的味道。我想，很多人看舌尖上的中国，不仅仅是因为
它激起的口水使我们兴奋，也因为从各地的饮食中我
们“看”到了家里的味道。

越是弥足珍贵的美味，外表看上去，往往越是平常无奇，从
来也是如此。极致的美食只留给最勤劳的人们，只要对自然
怀着不变的信任和尊重，每一家人，都会获得甘甜的回报。
有一千双手，就有一千种味道，中国烹饪，无比神秘，难以
复制，从深山到闹市。厨房里没有秘密，注满了爱的就是珍
贵佳肴。

哲学家费尔巴哈有句名言，人就是他所吃的东西。《舌尖上
的中国》也不只是一部关于吃的'纪录片。

“看着笋挖出来，火腿吊起来，渔网里闪闪发亮，揭开蒸笼
白花花、冒着蒸汽的馒头，拉面摔打在案板上的脆响……都
让人激动得落泪。多可爱的中国。”从舌尖上的中国，到味
蕾中的故乡，影片所展示的厚重感，体现了该片的独特
性——“通过美食这个窗口更多地看到中国人、人和食物的
关系、人和社会的关系”。



中国人讲吃，不仅仅是一日三餐，解渴充饥，它往往蕴含着
国人认识事物、理解事物的哲理，吃的文化早已经超越
了“吃”本身，获得了更为深刻的社会意义。正因为此，中
国的饮食文化也代表了一部分中国传统文化。

每个平凡的人，都在某个瞬间，参与创造了舌尖上的非凡史
诗。祖先的智慧，心觉和领悟，美味的每一个瞬间，无不用
心创造，代代传承。从手到口，从口到心，中国人延续着对
人生特有的感知。

看着每一集结束时那些可爱的人自然而又真切的笑容时，才
真正感受到中国人的伟大和智慧，融入了饮食，融入了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