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军长征胜利的心得体会收获(优秀8篇)
从某件事情上得到收获以后，写一篇心得体会，记录下来，
这么做可以让我们不断思考不断进步。那么你知道心得体会
如何写吗？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关于学习心得体会范文，希
望会对大家的工作与学习有所帮助。

红军长征胜利的心得体会收获篇一

红军，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名字，联想起红军，就让我想起
了世界的“红军长征之路”，想想看，当年的红军们是凭着
怎样的一种毅力渡过了多少个艰辛的岁月?克服层层困难，坚
定必胜的信心，爬山涉水，不畏艰辛地完成了长征之路。如
果没有红军当年的努力与付出，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
活。

有一位红军，她是在出生18天就加入了红军的队伍，每当她
在哭泣时，红军们就会喊到：“她还活着!”有一次，红军打
了败仗，在部队即将撤离时，就在她们犹豫要不要把这个孩
子带走时，人群中传来了一句话：“如果我们连自己的孩子
都不能保护，那我们还怎么能保护老百姓，保护我们的国
家!”就因为这样一句普通的话语，那个在襁褓中的孩子被带
走了。就因为这一句话，体现出红军对每一个生命的关爱与
爱护。

在长征的路上，基本的食物需求成了战士们每天的问题，战
士们好的时候还能“美美的”吃上一顿野菜充饥，如果遇上



恶劣的环境就什么东西都没得吃。尽管是在这样艰苦而又恶
劣的条件下，战士们还是不畏困难，不惧艰苦，凭着顽强的
一种毅力挺过来了。“团结就是力量，坚持就是胜利”只有
团结起来才能做成大事，红军每一次遇到困难时，都是万众
一心，共同克服。

3.红军长征胜利85周年心得体会

红军长征胜利的心得体会收获篇二

小时候见过的“雪山”，在邀请到学校来作报告的老红军头
上：苍苍白发象形的雪山，我怀疑就跟他所历经的长征有着
因果。那时候，老红军嘴里的长征因为苍老的方言而含混不
清;那时候，老红军被老师介绍成为“爬过雪山的老同志”;
那时候，以为长征仅仅就是爬雪山，以为雪山是一枚不朽的
勋章，珍藏在老红军心窝里，随岁月的堆积慢慢提升，变成
红领巾眼前一头耸立的白发。微型的“雪山”，跟二万五千
里烽烟失去关联。

后来，通过课堂上一首著名的诗歌，知道雪山是放在尾联的
一句浪漫主义，岷山千里的积雪与三军过后的笑颜，成了牢
固的历史逻辑。那时候心目中的雪山，仅仅是一种海拔，仅
仅是一个路标，它指向红军的豪迈，指向革命的胜利。

“1935年的雪不断落在横放背包上的上，金黄色的军号和猎
猎作响的方面军旗帜上。布制的五星和八角帽下，这群反穿
着羊皮的南方籍农民，像一群战争年代的食草动物，他们的
饥饿是一把从喉咙里长出的锄头，渐渐挖出了埋藏在六月深



处的草根与野菜……”

南飞雁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毛泽东《清平乐·六盘山》

“秋天来了，一群大雁往南飞”。八十年后的小学课本，依
然这样描写一个季节。如果时光回溯到上个世纪的那个秋天，
如果让一群迁徙的候鸟来描写人间的景象，肯定会有这样对
应的句子——“秋天到了，一支队伍往北飞。”

在历史特定时刻，南飞的雁阵与北上的军队构成立体的画面。
方向相反的运动共同把那年的秋色写进历史永恒的记忆。

对于北上的队伍，“雁南飞”是心头回荡的一支久远的歌，
一个幸福的意象。是的，梅坑话别时何叔衡相赠的绨袍，依
然是林伯渠征途中战胜风雨的“雁翅”。客家女池育华跨越
世纪的沧桑守望中，北上的丈夫始终都是一只行将南归
的“大雁”。六盘山上的一支雁阵，是那位领袖“屈指行程
二万”时的算筹。而那草地上两人爬着拖着、一人躺着望着的
“三人行”中，北上的信念与南飞的雁群都一样，在征途中
一点点积累胜利的曙光。

南飞雁，是革命者的仰望，给予了留痕史册的机遇。

山丹丹花

从赣南馥郁的桂花香，到陕北山丹丹花红艳艳的笑脸，有二
万五千里。当《十送红军》的民歌犹在江西的秋风中飘荡，
另一支陕北民歌已在山丹丹花枝叶间孕育，含苞未放。一支
铁流的英勇，万里征途的风尘，将是这种山丹丹花一年间要
红起来的原因。

一段革命的征途终于延伸到山丹丹花扎根的土地。一支队伍



饱尝的困苦，被山丹丹花视作亲人遭遇的艰难。拥有革命的
热情和纯朴的人民，“陕北”是长征篇幅里一个多么温暖的
终端名词。是的，十一个省份之中的曲折和坎坷，万水千山
间的饥寒与泥泞，无数绑腿上的疲惫和坚毅，都可以在陕北
卸下来，放在窑洞里，放在米酒中。山丹丹花像陕北人民支
起的火柴，等候中央红军的旗帜来擦燃，历史的天空被照红
了一角，长征的队伍和盼望的百姓一时都被温暖。

山丹丹花，穷苦人民的花，站在陕北的土地上，见证着穷苦
大众的革命与革命的穷苦大众互相拥抱的时刻。山丹丹花，
热烈奔放的花，它所照耀的革命和被革命照耀的花枝，说出
了八十年后，人们依然纪念长征的根源。

更多

红军长征胜利的心得体会收获篇三

“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的重要讲话，阐明了怀
抱强国梦想与焕发前进力量之间深刻联系，更揭示出实现中
国梦的重要路径。今天，全国人民都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要实现中国梦，就必须大力弘扬
长征精神，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
积极因素，凝聚中国力量，共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
军和第二十五军先后进行长征。在长征路上，英雄的红军在
毛泽东等同志的领导和指挥下，以非凡的智慧和勇气，运用
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
河、飞夺泸定桥、转战乌蒙山、激战嘉陵江，在川黔滇鄂豫
陕广大地区调动敌人，击退了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
征服了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了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
纵横十余省，长驱二万五千里，取得了长征的胜利。红军长
征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弘扬伟大革命精神的胜
利。红军长征不仅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战争史诗，而且谱写了
豪情万丈的精神史诗，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学习和弘扬



长征精神，对凝聚中国力量，实现伟大中国梦有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

一、弘扬长征精神，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革命必胜的信念，
使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取得胜利

中国共产党人无论在发展顺利之时，还是身处逆境之时，始
终秉持理想信念的力量，秉持崇高精神的力量，所向披靡，
无坚不摧。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是中国梦强大的精神支柱。
坚定的理想信念，是长征精神最基本的思想内核，崇高的共
产主义理想和坚定的革命信念，始终鼓舞着广大红军将士在
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在缺衣少食，匮乏，
吃草根，咽树皮，头上敌机轰炸，四周敌军围追堵截等艰苦
的条件下，走出了雪山草地，翻越了高山峻岭，实现了三大
主力的胜利会师，走上了抗日救国前线。前进的.道路被敌人
封锁了，就在崇山峻岭或深山峡谷中辟路前进;部队被敌人截
断了，就以钢铁般的意志实行突围;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
抛石块，血战到底，广大红军将士正是靠着坚定的理想和信
念的支撑，取得了长征的胜利。一位红军老战士在回答“是
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你们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也不倒下?”的提
问时，毫不犹豫地回答：“是理想!革命理想大于天”。

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证明：坚定的理想必定产生伟大的动力，
坚定的信念必然激发不懈的追求和坚强的努力，确立了共产
主义信念，就有了坚定的奋斗目标，强大的精神支柱和用之
不竭力量源泉。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实现
共产主义理想的必然之路，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正确道路，
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一次伟大而艰巨的长征。进行新的
长征，同样需要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及坚强的革命意志
和信心。用长征精神教育广大党员干部，是加强理想信念教
育比较有效的一种途径。在新形势下弘扬长征精神，要不断
强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矢志不渝、对党和人民无
比忠诚、对革命事业锲而不舍的坚定信念。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
引领风尚，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定理想信念，经受考验，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奋斗。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维护党的集中统一，是取得长
征胜利的首要条件，是长征精神的核心内容。只要我们紧密
团结，万众一心，共同为梦想努力奋斗，实现梦想的力量就
会无比强大。要实现全国13亿人的中国梦，我们每一个人就
必须要有大局意识，凝聚一切正能量。大局意识，就是要看
的长远，不计眼前得失，从而得到最长远，最广最多的利益。
长征中，尽管各路红军出发的时间、地点、路线不同，但都
能从革命的根本利益出发，自觉服从大局，勇于牺牲奉献，
互相配合支持，使长征形成了一个形散而神不散的整体。长
征的胜利是党和人民军队铁的纪律的胜利。长征途中，广大
红军指战员从革命利益出发，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严守纪
律，只要上级一声令下，坚决完成战斗任务，可谓“军令如
山重，纪律似铁坚”，真正做到了个人服从组织，局部服从
全局。

大局意识是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是做好各项
工作，尤其是领导工作的重要前提。大局意识首先反映的是
政治立场，就是高度自觉地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从群众
根本利益出发，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高度来思考处理问题，
贯彻落实上级决策指示，做到对党忠诚、对人民负责。在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更应该大力弘扬长征精
神，使每一个党员干部都树立大局意识，提高关注大局、理
解大局、维护大局的能力。自觉地站在党的事业高度上，自
觉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自觉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要识大
体、顾大局，紧密地团结在以习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在
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为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

三、弘扬长征精神，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战胜
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



艰苦奋斗是共产党人的传家之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保证。红军长征史，就是人民军队的艰
苦奋斗史。万里长征中，红军将士与天斗，与地斗，与敌人
斗，斩关夺隘，抢险飞渡，具有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雪山
草地是红军长征中最为艰苦的历程，千里沼泽吞噬了多少红
军战士的生命。肖华上将后来在《长征组歌》中写道：风雨
浸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
高于天。这正是当年的真实写照。红军战士在“爬过雪山就
是胜利”、“走出草地就有希望”口号的鼓舞下，以惊人的
毅力战胜了雪山死神和草地恶魔，表现出了崇高的革命乐观
主义精神。长征胜利的历史表明，艰苦奋斗的作风是战胜一
切困难的重要法宝。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
军队，只要有艰苦奋斗、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就能战胜前
进道路上的任何艰难险阻，永远立于不败之地。长征胜利的
宝贵历史经验启示我们，艰苦奋斗的作风任何时候都不能丢
弃。

党员干部的作风体现党的形象，关乎党的生命。我们今天的
富裕，离不开昨天的艰苦奋斗，我们明天的更加富裕，需要
今天的艰苦奋斗。因此，发扬红军长征胜利的法宝——艰苦
奋斗，是我们共产党人实现中国梦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
在大步走向富裕的时候，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我们不但不能
丢，还应该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使之成为自觉。党员干部
有了艰苦奋斗这个“本”，有了这个基本政治素质，就会有
进取之气，在思想上、感情上热爱人民，关心群众;在工作上
努力拼搏，为民谋利;在作风上，虚心倾听百姓意见，与人民
群众打成一片;在生活上，力戒奢惰，克服享乐主义和娇奢之
气。

中国力量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就是13亿人心往
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汇集起来的力量。要实现伟大中国梦，
必须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良好的党群关系就是实现中国
梦的坚实根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以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为唯一宗旨。长征时期，党始终坚持这一宗旨，得到



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为取得长征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
众基础。长征途中，在物质极其匮乏，甚至基本的生存条件
都不具备的情况下，红军战胜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实现
了战略目标的转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忠实践行党和
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始终把人民群众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
地位。长征之路，红军所经之地绝大多数是偏辟的山区、农
村和少数民族地区，作战环境和生活条件异常艰苦，但红军
纪律极为严明，不侵占民宅、不违犯禁令，公平买卖、救死
扶伤。并且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
革命政权，赢得了劳苦大众的爱戴。由于红军所到之处真心
诚意为群众办好事，打土豪分田地，帮助穷苦人翻身解放，
因而广大群众把红军视为自己的子弟兵，为红军长征提供了
可靠的物质保证。沿途各族群众帮助红军筹款筹粮、烧水送
饭、传递消息、掩护伤员，以各种方式支援红军作战，这一
切都有力地支援了长征。

今天，广大党员干部忠于职守，无私奉献，创造了优秀的工
作业绩，形成了基本和谐的党群关系。但是，人民论坛问卷
调查中心在庆祝建党90周年之际，曾对党的优良传统的传承
流失状况进行了公众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密切联系群
众”满意度最低，仅为35.6%，党群关系不容乐观。民心向背
直接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如果这种状况不能得到及时
改善，党最终就会丧失执政的社会基础。因此，在新的历史
条件下，我们要大力弘扬长征精神，克服官本位思想，端正
对群众的态度，增进对群众的感情，秉承对人民负责的精神，
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
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对群众做到思想上尊重、感情上
贴近、作风上深入、生活上关心、工作上依靠，与群众同甘
共苦，最大限度地凝聚民心、团结群众，切实增强党在各族
群众中的感召力、亲和力和影响力，以实际行动为民造福、
为国兴利。未来的征程中，只要13亿人团结一心，这种不可
战胜的中国力量，必将成为我们在民族复兴之路上的胜利之
本、力量之源。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举世无双的壮举，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强无
畏的历史丰碑，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大史诗。只有理解长
征，才能理解中国共产党。长征精神是我们党勇往直前的力
量源泉，是全国人民发展进步的精神动力。只有理解长征精
神，才能理解我党由弱胜强，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的伟大历
程。回顾长征，缅怀先烈，就是要继承红军的光荣传统，弘
扬长征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为新的长征胜利——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造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更多

红军长征胜利的心得体会收获篇四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6周年，10月12日，由延安市委宣传部
和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卫视中心联合主办的《永远的长
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6周年文艺晚会在延安大学窑洞
广场精彩上演。

红色的绸缎高高飞舞，铿锵的鼓声久久回响……演出在华东
师范大学学生艺术团舞蹈团和延安演艺集团合作演出的开场舞
《胜利鼓舞》中拉开序幕，现场3700多名观众的喝彩声、掌
声不绝于耳，舞动的荧光棒如夜空中的点点星灯照亮了整个
广场。《七律·长征》《延安颂》《闪闪的红星》等一曲曲
英雄赞歌的传唱，一章章热血诗篇的演绎，把观众的记忆带
回到了80年前那段血火相伴的岁月。参加本次文艺晚会演出
的有刚登上g20峰会文艺晚会舞台、享誉世界的中国著名歌唱
家、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廖昌永，曾在意大利国际歌唱大赛
与歌剧比赛中夺得桂冠的青年男高音歌唱家韩蓬，中国著名
青年钢琴演奏家吴牧野，著名青年歌手平安，上海歌舞团的
优秀青年歌手席燕娟等演员。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
蒙磅礴走泥丸……”我听着这首歌，想起了红军在过草地、
爬雪山的过程中，不因为自然的阻碍而终止前进道路的精神。



长征，不光是靠自己的双脚从漫漫征途中走过来的老一辈人
的骄傲，也是我们的骄傲，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它不
仅载入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史册，在世界史中，它同样也是
永远不可忘记的重要一笔。

为了这心中永存的信念，红军克服重重困难，浴血奋战。正
因为这心中永存的信念，才有了“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精神!
正因为这心中永存的信念，红军才有了“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的英雄气概!

此时，我感到了一种力量，一种因历史而越发令人臣服的力
量，我感谢那些长征中的先辈们，感谢他们为我们留下了一
笔可贵的精神财富——坚持到底，永恒的长征精神!

红军长征胜利的心得体会收获篇五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让我懂得什么叫不屈意志;《简.爱》
使我领悟什么是成长的艰辛，《最后一课》感触爱国深情的
真实流露……中国漫步成长中长征的史诗打动人心。

长征是革命史上的惊天壮举。共产党就像一匹马，国党正如
另一匹马，相互的竞争，才使得中国拥有今天的历史。长征
路上多少人抱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思想
情怀踏上远征之路;多少人成为“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的
先烈”;又有多少人成为“万里长征人未还”的楷模。历史
的'进程，是需要有牺牲的，为革命牺牲的人可谓不胜枚举。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对：“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
开”般围剿行动无奈的妥协，但却表现出了不与计较的高姿
态。红军过草地“宁做饿死鬼，不做亡国奴”的精神和气节
让我深受折服，“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饱受历史轮轴碾
压考验的中国人真如东方雄狮一般威武不屈。中国的统一离
不开长征的烈士和英雄，中国的兴隆离不开长征的胜利。长
征犹如一块镌刻着历史足迹的丰碑，竖立在历史进程的潮流



中。

长征，打开了我心里一面崭新的视野，我尽情地倾听着历史
轰隆驶进的步伐，我为“金色的鱼钩”所触动，随痛击敌人
的战捷所情绪起伏，我乐长征之所乐，我苦长征之所苦。我
深遣敌人铁血铸下的滔天罪行，我感叹长征的无奈，我敬佩
下令的因明果断，我佩服周总理的平易近人，我赞赏“前无
古人，后无来者”的明智选择。

每一个长征故事的结束就有另一个故事的开端，我的心永远
记住马儿飞驰的故事… …

红军长征胜利的心得体会收获篇六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7周年，从7月1日到7月6日，
由印青作曲、邹静之编剧、吕嘉执棒、田沁鑫、杨笑阳执导
的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长征》拉开首演大幕。英雄气质与
浪漫色彩相交织的动人音乐，史诗性与时代感相融合的舞台
呈现，带领观众感受到了革命先烈为理想与信念不怕牺牲、
不畏艰险的正能量精神。

由国家大剧院原创的歌剧《长征》，策划始于20xx年。四年
多来，参与创演的台前幕后的艺术家和制作团队，在以艺术
的形式致敬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的同时，也在竭力思考
与探索如何以符合当代观众的审美，重现红军历经千山万水、
千辛万苦的伟大行军过程。

歌剧《长征》分别展现了红军告别瑞金、惨烈的湘江战役、
迎来新的历史转折点的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
草地、会宁胜利会师等场景，并通过剧中人物彭政委、曾团
长、平伢子、洪大夫等闪烁着人性光辉的感人事件，弘扬勇
往直前、百折不挠、团结互助的长征精神。

在演出中，作曲家印青为该剧谱写的既有磅礴史诗气质、又



饱含英雄浪漫主义的音乐。湘江战役的惨烈、夺取泸定桥前
两百四十里的奔袭、翻雪山、过草地的艰苦卓绝等都化作震
撼心灵的旋律，令人动容。

同时，阎维文、王海涛等主演，更是以真挚情感、朴素生动
的演绎，塑造出众多有血有肉、怀着至高理想与信念的红军
战士。其中，彭政委与洪大夫离别时的《我不知道该说些什
么》，阎维文与王喆将夫妻间的爱情、亲情与革命者的豪情
表现得淋漓尽致;湘江战役间隙，彭政委一曲《寒夜中》，阎
维文在触动人心的歌声里，饱含着一位指挥官对于英勇战士
们的深深赞美;爬雪山时，万霞饰演者龚爽时而激昂，时而空
灵的《雪啊雪》，赞颂着战士们坚定的革命理想和高尚纯洁
的情怀。

另外，导演田沁鑫、杨笑阳以兼具史诗感与时代感的舞台呈
现，表现出红军战士在艰苦环境中，凭借着信仰的力量，由
绝境步入辉煌的过程，突显了红军长征“行走的力量”。在
上半场瑞金、湘江、遵义、泸定桥等场次中，有着建筑感的
舞美与丰富的多媒体视觉效果，将不同地区的地理风貌与人
文风情，运用中国艺术特有的写意精神在舞台上得以呈现。
与此同时，山西省吕梁市民间艺术团的舞蹈演员，将红军一
天一夜两百四十里的奔袭、飞夺泸定桥的艰险，在舞台上表
现得惊心动魄。

在下半场，险峻寒冷的雪山、沼泽林立、瘴气难行的草地，
也通过在舞台上营造自然环境的艰险，来突显红军战士不畏
惧任何险阻的坚韧。“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在全剧结尾，伴着“红军万岁!长征万岁!”雄壮的大合唱，
为革命理想奉献出青春与生命的红军战士们屹立于舞台，带
着无上的崇高感，将全剧推向了最后的高潮。

在民族唱法组歌唱家首演后，7月2日晚，由著名男高音歌唱
家迟立明、国家大剧院驻院歌唱家刘嵩虎、青年歌剧演员梁
羽丰、张心、王一凤组成的美声唱法演出阵容，也将共同唱



响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长征》。本轮演出将持续至7月6日。

演出结束后，观众高女士评论说，以前大家谈起“信念”，
总觉得是个虚无缥缈的东西，而观看歌剧《长征》，让人真
实感受到信念的力量。虽然如今早已不在战争年代，但在我
们的工作和生活中，其实时常需要这种信念的支撑。文艺作
品有独特的感染力，可以让年轻人接纳、被感动。

人大附中学生邓昊天表示，“以前对于长征的认识主要来自
于课本，这一次亲身近距离观看歌剧《长征》，觉得很壮观，
很震撼，心里受到很大冲击，对于长征的理解也更加深刻了。
”

邓昊天说，观看这场歌剧，“对于今后的学习会有一种指引
和鼓励的作用，也许在以后的某一天学习的过程中突然脑海
里会回想起《长征》中的场面，那种不畏艰难的精神、坚韧
不拔的精神一定会对今后的学习起到很大的激励作用。”

红军长征胜利的心得体会收获篇七

长征是什么在我这个年龄已经是很模糊的事情了，只是听家
里的爷爷经常说起，慢慢我长大了对待长征这段历史越来越
感到神秘了，终于今天我决定好好去感受一下中国近代史上
的奇迹。

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的整整两年中，中国工农红军
离开了原来的根据地举行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
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创造的英雄壮举，是人类战
争史上的奇迹。长征以世所罕见的艰难困苦铸造了举世闻名
的长征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象征。在
漫漫长征路上，不仅有枪林弹雨，还有急流险滩、雪山草地，
更有饥饿、寒冷、疾病等等难以想象到的困难。“红军不怕
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面对各种险恶的环境，红军广
大干部战士表现出了压倒一切敌人、战胜一切困难的革命英



雄主义气概。靠着英勇牺牲、不屈不挠的革命意志，红军冲
破了一道道敌人的封锁，越过了一道道的艰难险阻。中国工
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一部史无前例、雄伟壮丽的史诗。
在漫漫长征路上，有峡谷急流，有雪山草地，有乌江天险，
有弯弯赤水，有大渡激流。尽管，红军长征胜利已经过去了
八十年，但长征精神却万古流芳，永垂不朽。

长征中的红军战士为什么能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克服重重
艰难险阻，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战略目标。他们靠的是什么?靠
的是长征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
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是保证革命和建设事业从胜利走向
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

今天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新的长征。走在新
长征路上，我们应继承和发扬当年红军长征的精神，把长征
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变成推动我们各项事业前进的巨大力量。
作为一名新时代学生，我们要把长征的精神当作学习的动力，
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大好时光，刻苦学习，全面发展，成为
祖国有用的栋梁之才。

毛泽东曾说过：“骄傲使人落后，虚心使人进步”。当我们
成功时，不要自认为自己了不起，我们应该向更高的目标奋
进，虚心的学习科学知识。所谓站得越高，摔得越重，在学
习过程中，我们不要因取得一点成功，而忘了自我。每时每
刻都按一颗真诚的心去学习每一学科知识，对自己的知识永
远都不要满足，要不断的努力奋进。这样我相信我们一定能
够创造出更多的奇迹。同学们，努力吧!让我们重踏长征路，
弘扬长征精神，努力拼搏，为更好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献
上自己的一份力量。这就是我对长征的理解你们有没有不同
的理解可以和我分享呢!

猜你喜欢



红军长征胜利的心得体会收获篇八

从没想过长征是怎样的一个场景，也想像不出那是一个怎样
的场面，对长征的理解仅有“爬雪山，过草地，两万五千里;
吃草根，啃树皮，岁月苦无比”这样一个简单的概念。今日
观看了电影《我的长征》，那些战斗场面震撼了我的心灵，
让我深切的感受到了战争的无情，也感觉到了中国人民的伟
大。

影片主要讲述的是老红军王瑞对长征岁月的回忆，那段岁月
是他难以忘记，却又不愿想起的岁月。当年87岁的王瑞还是
个小孩子，全家四口人都参加了长征，湘江突围时，在敌机
的狂轰滥炸中，他第一次认识了，他的父亲也在惨烈的炮火
中牺牲了。残酷的战争给他的心灵留下深深的创痛，父亲说
过的一句话却坚定着他的信念：“跟着走!”。在紧急环境中
被迫丢掉刚刚出生的女儿那动人心魄的一幕。这使他“跟着
走，跟党走”的信念更加坚定了。

红军经过凉山彝区受到拦阻，瑞娃子和他的姐姐经过以诚待
人的我军民族政策取得了彝族同胞的信任。也是在那里，瑞
娃子失去了他的第二个亲人。就在清晨，反动头人勾结白匪
洗劫了红军的野战医院，瑞娃子的姐姐竹妹子是野战医院的
护士，在这次劫难中，没能逃脱。竹妹子牺牲了。

红军强渡大渡河，三条船无法渡过千军万马。瑞娃子所在部
队奉命沿江而下，抢夺距安顺场渡口三百二十里的泸定桥。
悬崖羊肠道，大雨泥泞难行，红军战士饿着肚子，不畏艰辛，
日以继夜赶赴目的地，连长为救遇险情的瑞娃子落崖牺牲了。
瑞娃子失去了敬爱的兄长。

发起总攻之前，还差半年才满87岁的瑞娃子被提前接收入党。
飞夺泸定桥的战斗打响了，二连担任突击队，他们冒着敌人
密集的枪弹，攀着铁链向对岸冲去。跟在后面的战士一边铺
桥一边进攻。最终，红军战士英勇地夺下了泸定桥，取得了



长征中的又一次决定性的胜利。

x年过去了，当年的瑞娃子已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他又回
到了当年战斗的地方……

以长征精神激励新长征，就是要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密切
联系群众，始终坚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长征是最严峻
的生死考验，死亡的阴影时刻笼罩在红军将士的头上。红军
将士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英勇顽强地与穷凶极恶的敌人展开殊死搏斗，十多万红军将
士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红军战士所以能够克服千难万险，
靠的就是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
长征的胜利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忙，人民群众是红军
坚强的支柱与后盾。今日，应对我们肩负的历史使命，应对
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形势以及各种困难和风险的考验，应对我
们国家还不太富裕、部分人民群众生活还比较困难的现状，
我们共产党人要以革命先辈为榜样，用长征精神鞭策自我，
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大力发扬艰苦奋斗、勇于牺牲的精
神，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始终坚持
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创造的壮丽史诗，70年岁
月流逝，那些日子已载入史册，成为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如今的我们是多么的幸运，能够生活在和平年代，但我们时
时刻刻都要牢记长征精神，长征精神具有永恒不变的历史价
值，它能够激励我在今后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要具有不畏艰
险、不怕挫折，奋力拼搏，我们要继承这种精神，并将伟大
的长征精神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