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觉醒年代读后感(模板7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什么样的读后感才
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觉醒年代读后感篇一

最近，我观看了电视剧《觉醒年代》，让我感慨万千。

新生的中华民国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很快陷入政治混乱的局
面之中。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不甘沉沦，一心想着救国，他
们经过痛苦的反思认识到：仅有政治制度的革新不足以救中
国，必须启发国民新的伦理道德意识，培养国民的独立人格，
并彻底荡涤封建旧文化的毒害，进行一场思想文化领域的革
新运动，才能使中国人民的思想得到空前解放，才能推动现
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彻底消灭旧中国，建设新中国。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中国共产党史上一段广为传颂的
佳话。那么“南陈”与“北李”是如何认识，并走到一起的
呢？他们的第一次交手，谈论的是什么问题？剧中一开篇，
就展现了陈独秀与李大钊相识的过程。

开头几集，于和伟扮演的陈独秀就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有激
情却不用力过猛，有气场却不虚张声势。既展现了先进知识
分子的深邃思想和澎湃的激情，又有普通人的无可奈何。人
物的塑造有温度有情感，看起来极具感染力。

看《觉醒年代》就像在看历史，年代感、画面感极强。剧情
清晰勾勒出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精神风貌。剧中的`人物刻
画非常生动和形象，往往一出场，便令人肃然起敬，根本分
不清谁才是主角。有故事，有思想，有现实，有理想，有情



怀，有教育。展现了那个时代的文化人之风骨，为天下苍生
的担当。他们不畏艰难险阻，勇敢地追求真理，以自己的一
腔热血和理想抱负，积极投身于革新运动中，着实令人敬佩
不已。

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是无数的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
的，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更应该珍惜当下，奋发有为，
积极探索，刻苦学习，争做国家栋梁，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
贡献自己的力量。

返回目录

觉醒年代读后感篇二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中共
广播电视台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了一部反映建党历程的电
视剧——《觉醒年代》。

电视剧《觉醒年代》以1915年的《青年杂志》，以五四运动、
新文化运动为背景，讲述了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认识到
走上不同人生道路，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建党
的历史。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新文化运动提倡
民主与科学，还将他们称为“德先生”和“赛先生”，整个
中国为之一振；《新青年》实行同人编辑，宣传新文化、新
思想，在蔡元培的`大力支持下，北京大学日新月异，之后鲁
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也相继问世；在这之后，十月
革命一声炮响，打响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从此之后，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普遍传播开来。

在五四运动时，为支持学生运动，陈独秀和李大钊起草《北
京市民宣言》，号召学生、商人，工人等，以直接行动对社
会实行根本改造，并亲自上街散发《北京市民宣言》。陈独



秀在散发宣言时被捕，五四运动风靡全国，工人阶级登上历
史舞台，中国代表拒绝签巴黎和约，取得巨大成果。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
党机关刊物，完成了它的思想启蒙任务。

整部剧塑造了许多英雄人物形象，让历史课本上的人物又一
次出现了人们眼前，表达了对事物的渴望和对真理的追寻。

觉醒年代读后感篇三

原来政治书上需要我们死记硬背的东西，曾经真的有一群人
把它当做毕生的理想和信念去奋斗。在看《觉醒年代》前，
我也知道他们很伟大，但如今我才真正明白，历史书上的纸
张太过单薄，写不尽他们传奇而伟大的一生。

袁世凯为一己私欲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张勋“辫
子军”进京，溥仪和一众清朝遗老妄想复辟，无知的民众争
相抢夺假辫子。这一切都足以证明先辈们在探索过程中的艰
难，但他们不畏艰难险阻，即使前方的路再艰难，他们也要
义无反顾地走下去。陈延年和陈乔年兄弟俩就义是一个29岁，
一个26岁，正是人生中最好的年华，他们在风雨和苦难中来，
如阳光般耀眼，正如延乔路虽短，尽头却是繁华大道。

的出场，他从风雨中来，如阳光般耀眼，他看到了这些苦难，
他记在了心中，而他也改变了这种现状。

而革命人士的爱情也令人动容，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北女
师的高材生，她有文艺女青年的浪漫，也有着贤妻良母的温
柔。李大钊和赵仞兰，“憨坨”和“姐”的绝美爱情，赵仞
兰不识字，是个地道的`村姑，但她一直义无反顾的支持他的
憨坨。胡适是个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人，在新旧文化冲击的
时代，他和江东秀的婚姻多了几分戏剧性，他们后来也算恩
爱白头到老。



还有人血馒头，死刑犯被杀时周围人是漠然的，人死后却有
一群人冲上去，争抢着要用馒头蘸新鲜的人血。其实鲁迅先
生是写过这个诗的，但当时感触并不深，直到在剧中亲眼所
见才感到了惊恐与不适，如看客般冷漠的深情让人毛骨悚然。
卖孩子，嫁公鸡，穷人家的孩子高烧却没钱医治，救国迫在
眉睫，却找不到良策，共和国的探索艰险仍然历历在目。

他们的牺牲没有白费，如今，太平盛世，如您所愿。先生，
泱泱华夏，代代出人才，中华儿女必将不辱使命，砥砺前行。

他们的精神跨越百年，仿佛又站在了我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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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醒年代读后感篇四

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空前惨烈的第二年，趁德国在欧
洲分身乏术，日本加紧了在中国的扩张，在此前后，自二次
革命失败，孙中山等人被迫流亡海外。资产阶级革命派无力
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行到底，国内政局混乱，人民痛苦不
堪。内忧外患，再次将中国抛入风雨飘摇之中。

1915年5月9日，袁世凯下令同意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21条，
根据这个条约，中国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利益，
日本在中国南满和蒙古东部享有特殊权利，日本获得在中国
多条铁路建筑权等等。北洋政府的行为遭到全国民众强烈反
对，全国各大城市如北京、广州、武汉、青岛等等都举行了
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上海码头工人举行大罢工，宣布抵制
日货。汉口、镇江、汉阳、长沙等地的工人相继举行了各种
抗议活动，拒不承认21条，誓雪国耻，表现出坚定的反对立
场和强烈的爱国热情。

在这个倭族趁机，逼我夏宇，中华民族危在旦夕的国亡人死
之际，就应该唤起民众的觉悟，振作民族的精神。如果把共



和的思想灌输给民众，则必须推翻封建的思想，这便是觉醒
年代的寓意。在这个年代，陈独秀、易白沙、严复、李大钊
等等，这些人便是要让全国百姓思想从封建到彻底的觉醒。

“这一次我们真的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强敌，这个强敌不仅强
在武力上，更重要的，他还强在思想上和理念上，他们不仅
有工业时代所产生的先进武器，他们还有资本时代所产生的
先进理念和先进的体制，在他们面前，我们的制度落后了，
我们的思想也落后了，一句话，我们的人落后了，这是我泱
泱中华几千年文明史上的第一次，所以我的结论是改造中国，
首先要改造中国人的'思想，提高中国人的素质，要想光复中
华昔日之辉煌，首当其冲的要造就一代新人……我向各位保
证，让我办十年报纸，全国思想都会为之改观！”

这句话说的是多么有理有据，发自肺腑，慷慨激昂，直指人
心，在这个大多数人都看来无药可救的国家，陈独秀却没有
放弃他，还找到了关键“药方”！

我们今天的一切如平安幸福，都应当感谢，感恩无数革命先
烈们的奋斗，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现在的平安幸福，如果
没有他们，就没有现在的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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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醒年代读后感篇五

《觉醒年代》光听名字就使我很有感触，觉醒年代并非高层
官员的觉醒，而是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
产党建立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讲述了觉醒年代社会风
情和百态人生。艺术地再现了一百年前中国的先进分子和一
群热血青年演绎出的一段追求真理、燃烧理想的澎湃岁月。

对于救中国，使国民觉醒是当代新青年的责任。不管是在国
内还是海外都有无数爱国青年，比如留学日本的李大钊，他



是一位彻底的反封建斗士，他热爱自己的祖国，常以笔代情，
以文带心，把自己的思想融在白纸黑字之间。他虽然身在日
本，深知国内形势严峻，而自己的.手稿又常常面临日本学生
的撕毁，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大钊仍心系祖国，坚守自己
的爱国信念，还不断呼吁身边的爱国青年觉醒，正所谓:国之
兴亡，匹夫有责。

一直在国外研究新思想的仲甫先生——陈独秀，回国后却遭
到自己儿子的厌恶。误以为他是贪生怕死，甚至要与他断绝
了父子关系，但陈独秀却始终坚持，从表象抓住事情的本质，
化悲为乐，换角度思考，不畏坎坷坚守信念倡导新思想运动，
让国民觉醒。

“改造中国，首先要改造国人的思想，提高国人的素质，要
想光复中华。昔日之辉煌，首当其冲的要造就一代新人，”
这是陈独秀先生的一句话，我认为也是觉醒年代的目标，陈
独秀先生等爱国青年的革命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不管形势有
多么严峻与复杂，用《觉醒年代》里的一句话说就是“不敢
担当，就是失职”。

觉醒年代读后感篇六

历史书太小，装不下一个人波澜壮阔的一生；历史书又太大，
装下了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沧桑；在历史书上，你随手翻过的
一页内容，很有可能是他们的一生。

三十七年民国，不同于小说中纸醉金迷的上海滩，风花雪月
的江南水乡，金戈铁马的北国战场，那是普通百姓最真实最
残酷的生活。是北风黄沙肆虐，饿殍遍野，是为了活下去可
以食人肉，饮人血；是为了家中生计可以贱卖儿女；是花季
少女被迫与公鸡拜堂，在四角天地里蹉跎一生的黑暗动荡。

《觉醒年代》的剧情开篇，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消息引起国民
轰动，让海内外的有志之士愤愤不平，纷纷决心回国寻求一



条救国救民之路。日本留学归来的李大钊说：“我们必须唤
起民众的觉悟，推翻封建思想，振作民主。”同时陈独秀也
创办了《新青年》杂志，宣传新思想，倡导白话文，为寻找
救国之路打开了新思想涌流的闸门。作为著名的老派“保皇
党”，辜鸿铭教授对于刚刚萌芽的新思想似乎是教科书式的
绊脚石，留着长辫子，吸着老烟枪，长袍马褂的老爷装束，
虽学了西洋伦敦腔但走到哪儿都有仆从跟随，摆足了旧时的
排场。然而正是这样一位“老顽固”讲中国人的精神，引得
所有接受新式思想学生的满堂喝彩。其中的几段话让我记忆
尤深，“我们每个人头顶上都有辫子，只不过我的辫子是有
形的，顶在头上，你们的辫子是无形的，藏在心里。”“我
们中国人，思想、性格，有很多弱点，但是，在我们中国人
身上，有其他任何民族都没有的、难以言喻的东西，那就是
温良……”很难想象这竟是一直以迂腐封建形象示人的老教
授口中说出来的话。寻找救国之路，是要以本国的实际情况
出发，吸收先进思想完善自身的传统文化，而非完全生搬硬
套推翻自己的传承，与他人同化。

探索和发展真理的历程十分艰苦困难，在各种思想主义的交
锋中，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起来。李大钊的《我的马
克思主义观》《庶民的胜利》再加上白话文的迅速传播，如
鲁迅先生《狂人日记》的发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巨作
的横空出世，大大推动了有志青年探索救国道路的步伐。如
果说每个年代都有它的代表色，那民国三十七年一定是艳丽
的红。这些极具色彩与魅力的人物形象给观众留下浓重的色
彩印象，在北大红楼的衬托下，一批批洋溢着爱国热血的青
年学生让我们过目不忘，邓中夏、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
那一个个年轻鲜活的背影让我们看到在当初那个年代有一群
有志青年正不畏艰难险阻，努力寻找出路，使中国登上历史
舞台。

《觉醒年代》为我们展示了新中国诞生的艰难历程，以深刻
的历史意义揭示了这条救国救民之路的正确，同时还赞扬了
在那个觉醒的时代里共产主义者们那一颗颗真挚的爱国之心。



历史的长河还在滚滚前进，我们应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
以史为诫，为更加光明美好的未来而不懈奋斗。

觉醒年代读后感篇七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
部、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和安徽省广播
电视局联合摄制，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
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为贯穿，展现了从新文化运
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讲述了觉醒年代社会风情和百态人生。该剧以李大钊、陈独
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分手，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
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
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再
现了一百年前中国的先进分子和一群热血青年演绎出的一段
追求真理、燃烧理想的澎湃岁月，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
工人运动相结合和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历史必然性。

通过观看《觉醒年代》，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国民之觉醒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文化名流群英荟萃。蔡元培接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他
致力于北大多层次的文化建设，这里汇聚了诸如陈独秀、李
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一批文化名
流，也汇聚了诸如赵世炎、邓中夏、郭心刚等无数热血青年。
当然，也不乏像辜鸿铭、黄侃、刘师培等保守派人物。新旧
文化阵营的碰撞和交锋，使北京大学校风骤然发生变化，处
处呈现出一派百家争鸣、欣欣向荣的态势。

第二是文化社团应运而生。陈独秀一生追求真理，到任北大
后，他毅然发起了新文化运动。在他的倡导下，各地的青年
文化团体相继成立。起初，北京大学成立了红楼读书社和互
助社，毛泽东在长沙成立了新民学会，周恩来在天津成立了
觉悟社，这些社团秉承反省、持久、奋斗、活泼、创造、批



判和互助的理念，为广大爱国青年提供了实现人生价值的舞
台。后期，李大钊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亢慕义斋书屋，
毛泽东也随之成立了旅京湖南各界研究会以及平民通讯社，
为传播新文化运动及马克思主义作出积极贡献。

第三是新生期刊异军突起。伴随着各种社团的诞生，各种传
播新文化运动的刊物也相继问世。从章士钊早起的《甲寅》
到李大钊主编的《晨钟报》；从诞生于上海的《青年杂志》
到落户北京的《新青年》，这些期刊一期一个模样出现在世
人面前。随即，陈独秀又创办了《每周评论》，他主编的两
个刊物就像黑夜里的明灯，为爱国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而
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和周恩来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
会报》一南一北，与北京的《新青年》等刊遥相呼应，形成
了南北一体的格局。

第四是学生及工人运动风起云涌。1919年5月4日，北京13所
高校的学生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的反帝反封建游行，他们
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反对《巴黎和约》的
签订，史称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爆发后，周恩来在天津，张
闻天在南京，毛泽东在湖南，陈潭秋在湖北，他们领导学生
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不仅如此，各地的劳工也迅速
行动起来，纷纷上街游行，全国多地出现了学生罢课、工人
罢工、商人罢市的“三罢”现象，尤以上海最为突出。在全
国人民强大的呼声面前，北洋政府被迫免去了曹汝霖、陆宗
舆和章宗祥的职务，并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第五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如火如荼。1920年7月，俄共代表分别
在北京和上海会见了李大钊和陈独秀。同年8月，陈独秀率先
在上海创立了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组织。10-11月，李大钊在北
京、毛泽东在湖南分别建立了中共北京小组和中共湖南小组。
与此同时，远在法国的陈延年也完成了从无政府主义者到共
产主义者的转变。周恩来抵达法国后，随即成为中共旅法小
组的成员。之后，董必武等人在武汉、王尽美等人在济南、
陈公博等人在广州、周佛海等人在日本也相继成立了中共小



组。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中国国民之觉醒，绝不是几个知识分子的觉醒，而是整个无
产阶级的觉醒。无产阶级的觉醒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开创
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并为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
和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