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开学第一课班会读后感(精选6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
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
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开学第一课班会读后感篇一

武术操，最近在我校是一个热点话题。小学生学，中学生也
在学，当时刚听到“武术操”时，便觉得特别无聊，一点儿
意思也没有，后来在听说小学生学“旭日东升”而我们
学“英雄少年”，便更觉得俗不可耐，这种老古董的东西也
值得那台上一提，心里不免感觉很可笑。所以，在学的过程
中一点儿也不认真，觉得这件事不关我什么事。当后来，老
师说要比赛，才拿出一点儿劲，稍微地认真了些。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没有付出的努力，又怎会有结果？
条条道路通成功，但唯独没有捷径。在成长的道路上，每一
条路都是曲折离奇的，趣味惊险的，不要试图去探索捷径，
因为——成长路上无捷径！就好像学习武术操时，如果你偷
懒那就永远学不会，属于武术操的那份精华，虽然学习的过
程中有困难，但是依然不会消磨我们的动力。

学习每一点知识，都不是靠走捷径而成的，需要的是慢慢地
理解，记忆，实践，最终才会真正的领悟。其实学习任何东
西都一样，只要脚踏实地地去做，才会所有结果。

抬起头，不管前面的困难有多大，踏过了，印下一个重重的
脚印，才觉得只不过是一道门槛而已，越过无数道坎，你就
会奔向成功，印下无数个脚印，你就会得到结果。

任何事，脚踏实地便会成功。就好像武术操那响亮的名字一



样——“英雄少年”！这，便是我们成功后的代号！

心中的武术魂，魂就在心中，心中的那份坚持，心中的那份
勇气，心中那魂的深处——脚踏实地！

开学第一课班会读后感篇二

说起文化，人们往往会首先想到的是中国的国粹———京剧。
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中重大作用。

不论在故宫畅音阁的大戏台，抑或是江南水乡的“草台”上，
还是在如今个歌剧院里，一些人家的院子里，都有着戏曲的
音调，有着浓厚的名族风味。

在古代，京剧表演与现实生活有一定的差距，而新文化后，
京剧推出了一大批现代题材的优秀曲目，也就是所说的现代
戏。此后，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的迅速演变，戏曲又创编
了新的唱腔，新的音乐，使戏曲艺术有了新突破。

对这门艺术有了喜爱之情，这也就是那爱屋及乌吧，即使京
剧的装扮有点夸张，但这恰恰更能突出京剧的独特性。

京剧，传统文化的精髓，有着无限的魅力，一些老外不也喜
欢吗？他们专门来中国拜师学艺，虽然他们不懂戏剧含义，
但他们认为这是一门能提高艺术修养的艺术，依然学得很好。

是的，在北京，京剧在大街小巷都能听到，在电视上也能看
到，是北京的特色文化，是中国文化中不可丢弃的，为什么
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大都流行席卷全国，特别是近一代年轻
人对京剧有极大爱好的非常少，对这种传统文化根本没有用
心去体会，去领悟。京剧的追求与众不同，每个动作，每句
词要高雅、完美，都要流露出自己的真情实感，才能达到京
剧的最高境界，才能体现出一种真正的境界，才能体现出一
种真正的高雅艺术。



所以，我们要对文化精髓不离不弃，要对传统文化继承并发
扬下去，让所有人都能知道，我国有一种艺术之最，让世界
都知道中国国粹——京剧，它的传承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骄傲。

开学第一课班会读后感篇三

天，我又重温了《开学第一课》。节目中汇集了那么多让人
感动的人物，对我来说，都是受益匪浅的。 小编给大家提供
《开学第一课 》读后感，欢迎参考！

今天是9月2日，我们学校的全体师生观看了20xx年秋季《开
学第一课》。我印象最深的是王亚平阿姨的授课。

她在演讲中说到，自己小时候梦想能够做一名飞行员，在参
军后看到中国首次载人航天行动成功后便励志要做一名女航
天员。

这一切都源于10年前她的航天员的“梦想”，而只要努力就
一定能够触到梦想。她由一名普通的士兵到航天英雄，“追
梦者”的身份始终不变。王亚平是中国第二位登上太空的女
航天员，并且进行了首次太空授课，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她在面对主持人撒贝宁采访中说到自己还有一个“教师梦”，
在这一次载人航天计划中她的两个梦想都实现了。而在梦想
成真的那一刻，她感受到了个人的梦想和国家的梦想融合在
了自己的骄傲和自豪当中。

我们是新世纪的少年儿童，我们要努力学习，实现自己的梦
想。

9月1号，我和妈妈一起看了中央台节目《开学第一课》，这
里面的故事深深的打动了我。其中是耿莹奶奶的故事我印象
最深。



耿莹奶奶的爸爸是名新四军，是他带领大家在长征中迈出的
第一步，他被耿莹奶奶称作“超人”，在长征时他的疟疾，
身体不停地发抖，还在坚持在战斗一线，首长给他起了名字叫
“摆子将军”，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爸爸还是坚持战斗。
在长征中大家不仅要受到疾病的折磨，还有饥饿的困扰，你
们觉得每个人每天要吃多少颗黄豆才能吃饱？告诉你们，在
过雪山草地的时候他们每天只吃一颗黄豆，对我来说是件非
常困难的事情，他们吃不到黄豆就吃野菜和皮带，有很多战
士永远的留在了雪山和草地里。

他们这种不怕吃苦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我，我要学习他们不折
不挠的精神，永远不退宿。

今天，在校老师统一让我们观看了《开学第一课》，这节课
专递的主题是“我的梦，中国梦”。长城是中国伟大的象征，
这次开学第一课就是在中国伟大的象征上，上课的。

梦想，每个人都拥有过，在灾难来临时，不管发生了什么，
伤害了多少，我们的梦始终都在。这次，还邀请了许多明星
来诉说他们（她们）梦想的过程，梦想的坚持。这节课分为
四节课，用不同的方式来了解梦，比如水稻之父袁隆平，因
为他的坚持，不仅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还实现了中国的梦想。
试飞英雄李中华，不顾自己的利益，只为祖国做贡献，勇敢
的精神是人佩服。一位父亲在泥石流发生，想去看自己女儿
的情况，却发现女儿已远离人世，但父亲还是把女儿打扮的
漂漂亮亮，并也会一直持续女儿的梦想。每到那煽情的部分，
心灵就会触动，眼泪就会情不自禁的流下，因为父亲对女儿
的爱，因为对梦想的坚持，因为对梦想的尝试，一次次都实
现了。

从小学到中学，从小孩到青年，我们心中一直都有梦，从未
断过，梦想也在不断的变化，但因为心中有梦想，梦想就是
希望。梦想就是想要实现。那么我们要学会坚持，因为坚持，
才可能成功。让我们带着心中的梦想，放飞在中国伟大的长



城上！

开学第一课班会读后感篇四

我们常常会问：“什么是美？而美又在哪里呢？”2012年的
《开学第一课》向我们揭晓了这个答案。

罗丹曾经说过：“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
睛。”第一课“探索美”让我们眼前一亮，仿佛在黑夜里点
燃了一盏明灯，女宇航员刘洋老师带领我们游览了浩瀚的太
空，让我们发现，原来，最美的就是我们的地球母亲。每当
我们完成了功课时，出去走一走，到田野里呼吸新鲜空气，
探索大自然的美，该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啊！

米尔说过：“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事物都是创造力的果实。”
在第二课“创造美”里，运动员焦刘洋姐姐和同学们分享
她15年游泳生涯的心路历程：“要想实现自己的梦想，创造
出最美的感受，需要我们常说的‘贵在坚持’。”在这15年
内，她历尽千辛万苦，终于站在了领奖台的最高点，美，来
源于创造，更需要坚持。当我们看到一片片农田五彩斑斓，
一栋栋大楼拔地而起，一盏盏霓虹灯闪闪发亮，我们唯有感
叹：“美，来源于创造！来源于每一个拥有创造力的人！”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美，
可以感染人，也可以传递，这是第三课“传递美”所告诉我
们的一个事实。这节课的老师徐莉佳姐姐一眼弱视，一耳弱
听，却夺得中国帆船史上的首枚金牌。她告诉我们，有一个
非常感人的不成文的约定，因为担心她们的安全，每一次训
练时，男队友们都会先游到1000米以外的领海里等待着她们
的训练，为她们保驾护航。正因为这样，才没有发生过一次
意外，才有了今天的成功，这就是传递的美。

我曾经看过一个小电影，名叫《爱是会传递的》，一个滑滑



板的小男孩摔倒了，被一个建设工人扶起后，小男孩接着帮
助一位老奶奶拎着东西过马路，那位老奶奶又帮助一位女士
投硬币打电话。就这样，爱，在一颗颗没的心灵中传递着，
最后，开头那位好心的建设工人叔叔接到了来自他人手中的
水杯。让我们看到，爱，不仅会传递，也会轮回。

最近，我们全班参加了校讯通组织的捐书活动，我们都拿出
了心爱的图书，捐赠给那些需要书的贫困学校的孩子们。我
仿佛看到一双双渴求知识的心灵得到书香的浸润，看到他们
用知识武装自己，为祖国撑开一片绿色的大伞。我相信，美，
传递到他们手上，也会传递给其他的人。

冰心奶奶说：“美的真谛应该是和谐。”第四课“和谐美”
向我们展示了团结的和谐美。体操讲究和谐和完美，男子体
操团队获得金牌并不是偶然，在艰苦的训练之外，有一个细
节，那就是互相的鼓励与支持。没有一个人的完美，却有完
美的团队。正是因为他们之间的默契与团结，将和谐发挥到
极致，让我们一起见证了“和谐美”所创造的奇迹。

美，不是一个简单的名词，也并不是特指的一种含义，美，
是多方面的，只要你肯去探索发现，各种各样的美就在你身
边。让我们用一双明亮的眼，观察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发现
生活中的探索美；让我们用一双勤劳的的手，建设美好的未
来，谱写生活中的创造美；让我们用一颗满怀爱的心，感动
身边的人，成就生活中的传递美；让我们用一种团结的力量，
打造富有凝聚力的团队，展现生活中的和谐美。

这便是对美的诠释，这便是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美。让我们一
起去探索美、创造美、传递美吧，建设一个充满和谐美的世
界！

开学第一课班会读后感篇五

《开学第一课》作为一节中小学的必修课，无疑具有警世作



用。“知识守护生命”开学第一课对中小学而言，开宗明义
地诠释了珍惜生命的意义所在。

安全教育当前的确是每个学校的大事，但现在学生安全教育
以学校老师灌输式为主，学生对安全事件的应对能力极差。
要提高学生应对安全事件的能力，就要多开展宣传活动，尤
其要开展校外宣传，但现在学校开展校外宣传严重不足，无
疑这就产生了矛盾。这也是目前学生安全教育的一个“瓶
颈”。这次教育部要求中小学校组织学生和家长上好《开学
第一课》，将学生的安全教育放大到整个社会，较好地弥补
了校内宣传安全教育的不足之处。

学生的安全教育问题，其实并不单纯是一个学校教育问题，
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学生的“安全教育”需要学校、家庭、
全社会来共同完成，缺少了任何一个环节，学生的安全问题
都会存在隐患。

任何一个学生意外安全事故的发生，宣传教育的缺失都难逃
其责。《开学第一课》对学生的安全教育，不仅要立足于学
校，更要时刻处处警钟长鸣。

生命本身既不是祸，也不是福，而是盛载祸福的大容器，就
看你将它变成什么。我期待，《开学第一课》能成为中小学
安全教育的'“催化剂”，成为安全教育的常态，迅速扭转只
注重校内安全而罔顾校外安全的错误观念，让每一个学生都
加倍地珍爱自己宝贵的生命。

开学第一课班会读后感篇六

9月1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了给全国即将开学的中小学生教育
意义的《开学第一课》。看完了这个节目，我终于理解了一
个字的含义，这个字就是“爱”。

爱是分享，爱是力量，爱是承担，爱是荣耀．．．．．．简



简单单的一个字，居然包含的如此得多！对爱的定义，不同
的人有不同的解释，但是，大家都共同的有这一个对爱的看
法：爱使祖国更美丽！每个人付出爱，会得到的更多。让中
国充满爱吧！

在讲述的不同故事中，我感受到了不同的爱。在苏文祥哥哥
和他的合唱团同学的故事中，我体会到了爱是分享。这些孩
子的生活没有游戏机，没有洋快餐，在他们靠近合唱团的日
子中，互相帮助，大一点的孩子帮助小一点的孩子打理生活，
他们相互分享着自己各自的爱。

在黄宝武、李连杰叔叔的四川地震救灾故事中，我了解了爱
是力量。黄宝武叔叔在默默救援时，他得知了自己亲人遇难
的消息，但因为他那强壮有力的爱，他并没有因悲伤而放弃
救援，而是仍然坚持工作，连续救出了27位灾民。黄宝武叔
叔之所以做到如此，完全是因为他那有力的爱。

在马鹏飞哥哥照顾盲奶奶的故事中，我懂得了爱是承担。为
照顾因抚养自己断药而变成盲人的奶奶，年仅6岁的马鹏飞承
担起了整个家，照看奶奶，自己做饭、洗衣，就这样坚持了8
年。14岁的马鹏飞哥哥，至今还为过过自己一个生日，奶奶
的生日却一个也没有落过。他用自己的行动承担起了对奶奶
的爱。

在次仁曲珍奶奶升降国旗的故事里，我感受到了爱是荣耀。
次仁奶奶为自己是个中国人而骄傲。于是，整整45年，老人
每天坚持升降国旗。每当看到飘扬的五星红旗，她都显得非
常激动。年过花甲的次仁曲珍奶奶用自己特别的方式诠释着
对祖国的爱。在她的行动中，爱，成了一种荣耀。

其实，爱不仅仅是分享，是力量，是承担，是荣耀，也是宽
容，是勇敢，是理解，是信任。爱是藏于心底最深处的感动，
也是如波涛汹涌般大海的'慷慨激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