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开学第一课少年强中国强读后感(精
选8篇)

当面临困难时，我们需要给自己一分钟来冷静思考。在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总结时，需要先理清思路。以下是小编为大家
收集的一分钟总结范文，供大家参考。

开学第一课少年强中国强读后感篇一

《开学第一课》这个节目对我而言意义重大，因为它教给了
我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今年的主题是：少年强，中国强。

中国力量展现的制度优势。我们把人民群众的安全放在第一
位。艾四林教授在直播课中讲到，新冠疫情自爆发以来，中
国防疫战“疫”的做法彰显中国速度、中国效率和中国战果，
十四亿人民汇聚的群防群控长城，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
大事的能力，高度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世界卫生
组织高度认可我国的防控防疫措施，我们彰显了大国风范，
对人民负责，对世界负责。我们的种.种举动都体现出了“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含义。这是一种担当，更是一种精神。

今年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开局之年，而这次
的疫情应对也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考验和磨练。
一场大疫的重大意义是我们要去思考总结，而不是将其淡忘。
如秦教授所说的风险意识，我们国家风险意识和应急管理仍
存在短板，如何弥补不足，是我们之后不断研究提升的事。

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打赢这场战争。正确看待形势，辩证
看待问题。王教授带领我们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公共
卫生事业的发展，“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新中国三次
大疫：1958年血吸虫，2003年非典，以及今天的新冠疫情。
告诉我们在任何时候不要忘记历史，要谨记从历史中获得的



教训。我们要正确看待事情的发生，辩证地对待各方的信息，
坚信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因为在历史抗“疫”过程中，中
国从未输过，而今天我们也将必胜。

中国青年的责任与担当，爱国是最大的责任担当。冯教授将
战疫中的青年故事带到我们面前，提出年轻人要心有大我、
肩有大任、行有大德。而这些的基础就是要有硬核本领，知
其国才能爱国。我们要有厚德载物和格物致知的精神，求真
至善，承担我们的使命。

在提问环节，有关岁月静好的小确幸和胸怀大志的奉献精神
这个问题，冯教授的解答让我豁然开朗，如果没有那些甘于
奉献的人的砥砺前行，何来我们的平安宁静。这里的奉献不
是单指牺牲，而是我们要做自己该做的事，肩负起应当承担
的社会责任。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愿我们中国青年肩负使命，青
春与美德同行，成为祖国真正的脊梁。

今年是《开学第一课》陪伴全国中小学生的第_个年头，这十
三节大课以寓教于乐的方式给人以深切的关怀与深沉的关爱;
它与全社会的青少年一同成长，一同见证了每一代人的发展
历程;它不仅仅是开学的第一课，更是人生的一大课。

2003年非典爆发时，全世界都守护着祖国的花骨朵们，时
隔17年再一次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当年的孩子们学着前辈
们的样子穿上了白衣，冲在了疫情的最前线，替人们负重前
行，他们在责任与担当中盛放。这世间并没有神，救你的只
有善良的人，他们在危难之时仍选择义无反顾逆行，素不相
识却愿意为你赌上自己性命。英雄都是勇于挺身而出的普通
人。中华文明之所以能五千年薪火相，就是因为一代又一代
的人担起了时代赋予的使命与责任。正是因为他们街道上才
能一如既往车水马龙，灯红酒绿。



首先，我们清晰地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完全
可以转换为治理效能的，因为它有着明显的优势——集中力
量办大事，因此我们理应对自己的制度保持自信。其次，疫
情的高效解决，离不开中国青年的责任与担当，青年是中华
文明五千年薪火相传的接力者，美好生活需要共同付出。最
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绝对不会轻轻松松，
我们必须总结历史经验，认识到自身的优点与不足，完善体
制，才能实现发展。现如今，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疫
情的控制已经卓有成效，我们相信，冬将尽，春可期。

经过一堂思政课的学习，我明白了许多。我更深刻的理解
了“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的含义，我愿为中
华之崛起而读书，我愿挥洒青春与汗水，铺开祖国的繁荣富
强之路。雾霭消逝，霁云终临，没有一个冬天不会逾越，没
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

不知不觉，又一个暑假过去了，新的学期又要开始了，可以
说心情非常激动。在2020年9月1日晚8点，最令人期盼的就是
《开学第一课》的播出了，今年的《开学第一课》主题
是“少年强，中国强”。

这次中国的疫情，其实也是一场大考，很荣幸，我们为国家
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当观看完《开学第一课》后，被里面的一个又一个励志的故
事深深地感动了，当初面对严峻的疫情防控时，医务人员义
无反顾，挺身而出。

一直以来，90后、00后被贴上了很多标签——卖萌搞笑追求
个性胡闹等等，就像教授所忧思的一样，很多家长并不相信
九零、零零后长大了，甚至认为这是垮掉的一代。

然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2020年初，爆发的新型冠状肺炎
病毒，让世人改变这一看法。在赶赴武汉的支援队员中，90



后和00后达三分之一，约有1.2万人。父辈的孩子，已经可以
穿上防护服去和病毒打一场艰苦的战争，去死神手下抢人，
做危险的逆行者。疫情以来，“曾经是你，现在是我”说的
是三代人的担当与传承，展现的是当代青年的心有大我，行
有大德。每个人都在为这次战疫作出贡献。有去做志愿者的
大学生、给拾荒者送口罩的小朋友，当代青年用自己的行为
告诉世界中国的未来由我们守护。

当代青年用自己的活力与青春，让这场沉重的疫情战不在沉
闷。《火红的萨日朗》跳的是积极开朗，方舱考研哥诉说的
是不放弃，蹭网上课、上山找信号讲的是对知识的渴求。中
华民族优秀儿女从不服输，我们一直在找寻阴霾中的阳光。

什么是青春?青春并非指年代，而是心态。青春是生命源泉迸
发的朝气，青春意味着勇气泉涌、超越惶恐、敢试敢闯、不
图从容。

作为医学生的你我，也要努力学习，尽快成长起来，为祖国
的发展托起坚实的一片天。

九月一号的到来，预示着学生们新学期学校生活的到来，而
央视大型教育公益节目《开学第一课》会像往年一样于9月1
日晚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在此次大课中，我看到了中央“咬定”的狠劲，是不胜利不
收兵的狠，是不消灭不放松的狠，也是为人民排除万难的狠。
如此科学严谨的工作作风让我不由得开始反思自己这段时间
的一些生活状态。确实因为疫情情况只能在家，但是在舒适
的环境懒惰之心就会滋生，而在现实生活中我并没有很好的
去战胜它，克服目前的这种状况，党中央的这一系列行动尤
其是这堂课给我敲了一个警钟，更是为我树立了一个榜样。
面对时刻会发生的困难与挑战要迎难而上，狠下心来。

不仅仅是狠劲，我还学习到了面对疾病全面迎击的顽劲儿，



不恐慌不麻痹奋发图强的坚劲儿，统一指挥统一调度坚定信
心的豪劲儿。直面疫情实际情况，在坚决打赢这场阻击战的
同时冷静分析现状，制定合理防控机制与措施更是这场战争
的主体部分。有时我面对困难会感到迷茫，甚至有的时候会
去躲避，但在经历这次疫情之后，我看到了大家在面对大难
时也一直直面困难、永不放弃，相比这些我的那些困难真的
是小巫见大巫。

问题来了，不怕，我们一起去面对。这次的防控阻击战在越
来越多的一线工作者，各地区各行业间帮助，科研工作者的
努力以及全国人们共同努力下，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次
“战争”胜利的曙光。栉风沐雨，不畏浮云;长风破浪，行稳
致远。

开学第一课少年强中国强读后感篇二

不论你是学生，老师，家长，还是社会上各行各业的角色，
在九月的第一天，上一堂属于自己的“开学第一课”吧。

为了铭记白衣天使白衣执甲、逆行出征、救死扶伤的英雄形
象，中央指导组宣传组策划并发起了“影像记录工程”：为
每一个驰援湖北的医护人员拍一张摘下口罩瞬间的肖像。

国难当头，人人有责!作为教育工作者，要知明理懂感恩，要
以钟南山、李兰娟院士等为国出力奉献的科学家们、保家卫
国的解放军、许许多多在平凡岗位默默为国献力的人为学习
榜样，要永远铭记像李文亮医生、无数干警为抗击新冠肺炎
献出自己生命的英雄。

教育孩子要从小热爱祖国，努力学习，树立长大报效国家的
宏伟志向;宅在家的日子，我们要谋化开学工作，制定工作计
划，规划自己新年的发展目标;宅在家的日子，我们要强化师
生、家长思想意识，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不出门、不



串门、不聚集，加强自我防护，养成健康生活方式。我们要
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要把守护师生身体健康和生
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为后期的停课不停学做好充分准备工作，
为开学工作做好坚实的各项后勤保障。

开学第一课少年强中国强读后感篇三

盼望着，盼望着，开学第一课如期而至，在9月1日这一天，
学校要求全体师生一起观看开学第一课，老师也组织我们在
教室观看，此时我的内心十分激动，很早之前就有听过这档
节目，只是没有真正的看过，现在终于可以达到愿望了。

今年的主题是“少年强，中国强”，我的内心是十分澎湃的，
这在以前的学习是从未有过的。开学第一课对小学生人生成
长道路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我也懂得了人生无限的可能性。
而这次节目让我更加坚定学习目标，改变以往的慵懒态度，
从此做一个积极向上的好少年。

观看完节目以后，老师给大家提了几个问题，来检查我们是
否有认真学习。当老师提问的时候，每个人都踊跃的参与回
答，而我也不甘示弱，也勇敢的举起来手。大家的回答结果
自然是令老师满意的，我也被老师表扬了一番，心里甜滋滋
的!

开学第一课虽然已经结束了，但它的意义却永远的印在我心
里。未来我一定要努力学习，不骄不躁，让自己变得更加优
秀。希望自己长大以后可以为祖国献上自己的力量，成为父
母眼中的骄傲。

开学第一课2020“少年强中国强”观后感心得感悟9

随着愉快地暑假生活结束，象征着金黄的九月已经到来，9
月1日是我们正式踏入校园的重要日子，而在这一天，一年一
度的《开学第一课》也是正式播出了，今年《开学第一课》



主题是“少年强，中国强”。

《开学第一课》是国家送给我们所有中小学生的一份礼物，
每年到9月1号，《开学第一课》总会准时陪伴我们踏入校园，
开展下一阶段的学习新生活。而对于2020年来说，今年的
《开学第一课》，更是难能可贵，因为疫情原因，我们的国
家面临很多我们小学生无法想象的困难。但在祖国的英明领
导下，一步步的不断战胜抗疫过程中所遇到的重重难关，最
终取得最后的胜利。

在这个过程中，更是出现不少我们熟知或陌生的抗疫英雄，
他们在国家面对危难之时，以身躯铸就一道坚实的防护墙，
将所有的危险都阻难在我们的视线外面，为我们创造了一个
健康和平的安全环境。这不仅让我们能顺利回到校园学习，
也为我们学习道路，铺垫了一道安全无危险的求学之路。

我们小学生如今年纪还小，当国家面对困难时，还无法像各
位英雄一样挺身而出;但只要我们不断的努力学习，健康成
长;那我们终将会成为祖国的下一道坚墙，为保护国家与人民
而挺身而出。而在一切，就让我们在《开学第一课》这一节
目里打下一颗坚定的向学之心，为未来给祖国做贡献而学习。

开学第一课少年强中国强读后感篇四

因为梦想，所以奋斗，所以不凡。

在“团结奋斗”篇章中，我被中国航天精神深深地打动了。

刘洋、蔡旭哲、王亚平、周建平……

这些名字的背后，凝聚了太多的泪水与荣光。身体隐患、技
术壁垒……追梦的路注定不会一帆风顺，但他们没有放弃，
继续钻研，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



这些名字的背后，是更多默默无闻的航天科研人员团结奋斗
的结果。他们可能终其一生都没机会登上飞船，也不会在历
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但是，他们总结出的技术理论和工程经
验，让我们的太空之路走得更有底气。

功成不必在我，功成一定有我。

从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到载人航天事业的巨大成就，
再到“嫦娥揽月”“天问探火”，中国航天人不断加深着对
时空的认知，创造出一次次新辉煌。

也许，我埋头书本十几年也站不到奥运冠军的位置，走不进
神秘浩瀚的宇宙，更无法在人类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但
我相信：

我的生命，一定会因为奋斗而精彩，我有自己的光芒。

开学第一课少年强中国强读后感篇五

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晚上，我和爸爸妈妈一起观看了《开
学第一课》。

《开学第一课》的主题是“幸福在哪里”。一开始，舞台上
响起一段优美的旋律，然而谁也想不到的是，这竟然出自一
个只有十岁的盲童刘浩之手。刘浩看不见黑白键，看不见美
丽的钢琴，更看不见自己面前的五线谱，但是，他也是幸福
的，他也是快乐的。因为他有在背后默默支持他的妈妈，因
为他有一份对音乐的挚爱！正是这份热爱，让他珍惜他所拥
有的一切，让他没有时间去痛苦，让他感觉到自己只是看不
到东西，别的都和其他正常人一样。乐观，也是一种幸福！

一位乡村老师，他叫王忠华，他，教乡村孩子们跳迈克
尔·杰克逊的舞蹈；他，让乡村的孩子们视野开阔；他，让
乡村的孩子们看到了世界；他，让孩子们学习快乐。在乡村，



学习条件相对来说比较差，但他带领着孩子们每天都是快快
乐乐的学习！在孩子们心中留下了一盏灯！因为他的努力，
因为他的付出，因为他的奉献，让孩子们很感激他、很不舍
得他、很离不开他。奉献，也是一种幸福！

“最美女孩”孟佩杰，养母全身瘫痪，只照顾了她三年，而
她却十年如一日的照顾养母，以四倍的温暖和时间来照顾养
母，陪伴着养母走过了四千多个日日夜夜，用她瘦弱的肩膀
挑起了一副可能连成人都无法挑起的重担。她心怀感恩：她
知道养母给了她一个温暖的家，她知道是养母给了她上学的
机会，她知道是养母给了她爱与温暖，她知道是养母辛苦把
她抚养大。感恩，也是一种幸福。

我是幸福的，所以，我要珍惜我现在的生活，一直一直永远
地幸福！

开学第一课少年强中国强读后感篇六

开学啦！又是一年开学季，20__年的《开学第一课》让我受
益匪浅。一开场，演员成龙就用特殊的连线方式与我们见面。
讲述了他为实现梦想的付出与坚持。听了成龙的演讲，我明
白了只有奋斗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梦想是春天的绿，梦想是生命的水，梦想是一种信念。每个
人都有自己的梦想，而要向着自己的梦想去奋斗，努力，才
能实现。否则，一切都是空谈，是幻想。

我们说梦想是一种永不放弃的坚持。我不禁想起了居里夫人，
她是“镭的母亲”。在提炼纯镭的时候，不知经历了多少挫
折。一次次的实验，一次次的失败。然而居里夫人并没有就
此止步，而是更加奋力拼搏，最后终于成功了。

记得我幼儿园学跳舞的时候，看到别人都能轻而易举地下腰、
劈腿，我却一点都不会，总觉得跳得没别人好，我心里难受



极了，差一点都不想学了。后来，在老师的鼓励下，我没有
放弃，经常利用空闲时间练习基本功，有一次我把腿都练受
伤了还坚持，因为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舞蹈家。现在的我已
是校舞蹈队里的佼佼者，常常出现出现在各种舞台上。我也
终于明白了只有努力，梦想才会成真！正应了那句名言——
有志者，事竟成！

新东方的创始人俞敏洪说，人生是一个奋斗的过程。的确，
他的经历验证了这一说法。他曾经是一个留级生，高考考了
三次，但他一直坚持自己的梦想，最后实现自己的理想，考
进了北京大学。创业期初一次次的失败，也是他一直坚持自
己的信念，不停奋斗，最后成功的创办了新东方。人生的道
路上，有着汗水，泪水，但朝着一个目标前进，你一定能有
所收获。

在追求梦想的路上，永远不会太晚。在世界各地享有广泛声
誉的摩西奶奶。她76岁开始作画，80岁举办个人画展，90岁
成为作品风靡全球的风俗画画家，100岁启蒙了后来成为日本
著名作家的渡边淳一。半个世纪以来，她的画穿越了国界，
呈现出一道美丽的世界文化景观。是啊，一个年逾古稀的老
奶奶在她生命的最后阶段仍坚持追求梦想，何况是不断成长
的.我们，更是宏图一片。

奋斗成就梦想。做为小学生，我们目前就是努力学习，发奋
图强。少年强则中国强！奋斗吧，伙伴们！朝着梦想的方向，
迈步向前，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看到属于自己的那道彩
虹！

开学第一课少年强中国强读后感篇七

10月6日上午，湘潭大学20__级本科新生开学第一课在我校大
礼堂开讲。校党委书记黄云清为20__余名新生上了题为《传
承红色基因弘扬优良传统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的开学第一课。副校长刘建平主持讲座。



黄云清从品味我们的湘大读好你们的大学践行时代的使命三
个方面带领新生了解湘大，品味湘大。

黄云清详细讲述了院系变迁、专业建设、学位点建设、早期
教授、学术大师、学校发展概况、学校实力、优秀教师、知
名校友等方面内容，让新生们详细了解了我校建校至今的历
史发展变化，及未来办学发展目标。

大学和中学究竟有什么区别？黄云清为新生们解答了疑惑，
高中是知识积累的存储器，获取知识、记忆能力；大学则是
知识加工的处理器，培养思维、应用知识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黄云清从教育的本质出发，指出大学要读书
本、读专业、读老师、读同学，勉励新生们每天进步一点点，
让优秀成为一种习惯。

在校大学生正处于风华正茂的年龄，到了本世纪中叶，你们
大都在45至50岁之间，时代的责任与使命必然扛在你们肩上。
黄云清结合新时代国内外大变局指出了中国青年的时代使命。

每一所大学，都有她独特的文化与精神；每一位大学生，都
有自己的梦想和追求；每一种大学生活，都有她不同的样式
和魅力。黄云清殷切希望同学们在大学期间用心地去体会，
发奋学习，勤于思考，勇于实践，善于创新，真正把大学读
出自己的味道来、读出自己的精彩来。

刘建平勉励新生要将第一课的内容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
湘大的沃土上释放青春魅力。

听完讲座，感受到学校的厚重校史和未来的宏大愿景，我
校20__级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韦俊洁感到很自豪：听完这堂
课我明白了我的目标，我要有一份担当，与学校一起努力、
共同成长。



开学第一课少年强中国强读后感篇八

伴随着美妙的音乐，我们逐渐拉开开学第一课的序幕。今年
我们开学第一课的主题就是奋斗成就梦想！

比如说在这一年，我们跟着冰墩墩、雪容融一块儿去见证了
北京冬奥带给我们的冰雪奇迹，同样是在这一年，我们一块
儿见证了中国的第三艘航空母舰福建横空出世，而且也是在
这一年，我们见证了问天实验舱加入了天宫大家庭。所有这
些我们曾经憧憬的梦想，一个又一个变成了现实。他们啊，
告诉了我们一个最朴素的道理，那就是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
喊得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在奥运冠军徐梦桃的带领下，走进冬奥的世界里。她告诉我
们战胜困境的秘籍，要带着荣誉感和自豪感的自信，保持
着“我要学”的态度勇往直前，艰苦奋斗，努力会在最关键
的时候帮到你。另外还有在冬奥赛场上默默付出的工作人员
们，稍微有一点点的误差，都会给冬奥会带来无解的影响。
在这晶莹剔透的冰里透出了青春的奋斗与激情。现在冬奥会
结束了，大家都带着折柳相送的依依惜别之情告别。这真的
是唤起一天明月，照我满怀冰雪啊！

下面是谢爷爷的水稻历程，他讲述了他培养水稻的心路历程，
中国育种事业的成就是一步一个脚印换来的，他的双手写满
了为育种事业服务50多年，被太阳和稻种留下的痕迹，实现
了中国人自己养活中国人！

在塞罕坝有着三代务林人创造的绿色奇迹，他们讲述了当时
造林的多么惊心动魄，多么艰苦，那里的树是他们一锹一锹
栽出来的。塞罕坝还有特别的一点是，在林子中间有小溪，
这是攻坚造林，树木多涵养水源的成果。

再到万年稻米，是在浙江浦江出土的世界上最早的稻米。然
后我们进入到万年冰芯，最吸引我的是冰芯周围有好多小气



泡，听老师说，那些是大气，具有非常多的研究意义。再到
青藏高原，青藏高原又被成为亚洲水塔，涵养了九万亿立方
米的水源。西藏土壤分两种，一种是粗土叫“莎嘎土”，另
一种是细土叫“巴嘎土”。在青藏高原的两次探索中，不仅
生态方面有突破，在动物方面也不少突破，例如：濒危动物
增多。用一句老话说就是“人努力，天帮忙”。

再到航天方面，王巍老师向我们讲述了他的战友牺牲了的事
迹，在牺牲之前还在问：我还能不能飞。这种向死而生，为
国而战的爱国主义精神值得我们尊敬。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三
航母时代，发扬光大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努力，我们一定会跑
好属于我们的那一棒。

当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讲述中国空间站的奋斗
历程时，我的心里咯噔一下，我为他们的奋斗而感到辛苦，
他们必须精准到给火箭拧螺丝劲大劲小都不行，这真的是非
常考验技术的啊。我们的中国空间站是一个永久性的轨道空
间站，寿命大约为十年，希望我们这一代能够上到太空，为
中国航天事业做出贡献。

好了，我们相约下次开学第一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