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职开学第一课读后感(汇总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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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读后感怎么写
才合适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
家可以喜欢。

中职开学第一课读后感篇一

9月1日晚上，我们全家观看了《开学第一课——先辈的旗
帜》，里面讲述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美好的生活是先辈们用热血和生命换来的。

我觉得，如此艰苦环境下，他指挥着千军万马的同时，还要
坚持带着自己的孩子，贺龙将军真是个伟大的父亲啊！

有一位104岁的老红军给我们讲起了他们穿着草鞋爬雪山、过
草地，有时甚至每天只能靠一粒黄豆来充饥，却还要时刻面
临敌人的围追堵截。

长征开始时的三十万红军战士，在经历了枪林弹雨、饥寒交
迫的两年长征后，仅剩下三万人。是什么让红军战士们不怕
艰难险阻，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夺胜利呢？是对祖国和
民族的忠诚和无限热爱，是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激励
着他们，指引着他们向胜利前进。想想我们现在的生活：丰
衣足食，吃香喝辣，我们却还经常挑三拣四，不时抱怨，缺
少感恩，是多么的不懂事呀！每当生活和学习上遇到困难时，
我们经常会想着到逃避和放弃，不敢迎难而上，是多么的脆
弱和不堪一击呀！

后来，我还听94岁的梁爷爷回忆起了长征途中他和杨政委之
间相依为命的感人故事。部队首长和小勤务兵同吃一碗饭、
同睡一张床、同盖一床毯，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深厚情谊。



这种同甘共苦、先人后己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

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迹。
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当年红军长征的精神，珍惜今天来之不易
的幸福生活，刻苦学习，自强不息，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
自己的一份力量。

中职开学第一课读后感篇二

新时代，新梦想，扬帆起航，今年的《开学第一课》跟以往
不一样，主题：理想照亮未来，向我们展示了祖国如此强大。

今年的《开学第一课》给了我一个全新的视觉，首先拿出一
双筷子，再拿出茶包，然后用手像挤牙膏似的挤出茶来，这
时候，茶水像果冻一样飘在半空中，最后用筷子把茶水夹起
来，放到嘴巴旁边，一口就吞掉了。神奇的太空喝茶方式，
点亮了我的好奇心，还有在太空里可以打太极，打着打着人
慢慢飘起来，真是太有趣了。

太空喝茶，太空打太极，深深吸引了我的眼球，祖国的航天
梦也让我明白了，只有坚定的理想与信念才有理想的未来，
这个世界有太多太多的知识需要我们去学习，我们的理想也
要用知识来实现。

是啊，我们现在用着明亮的教室，宽敞的课室，不再是在茅
屋里上课，不再是靠微弱的蜡烛光来学习，我们为什么不好
好学习呢？或许我们无法延长生命的长度，但是我们要尽量
增加生命的厚度，做一个认真学习，积极向上的好学生，学
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成为建设祖国的有用人才。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要有理想，理想照亮未来，要有理想就
要有行动，新学期我要好好学习知识。



中职开学第一课读后感篇三

这一学期的《开学第一课》的主题是“美在我身边”。这一
档一学年一次的电视教育节目，是通过名人的演讲或互动，
来教育孩子们、学生们，开学了，是该学习了。

在所有的活动中，或者说是演讲中，于丹老师的“货比三
家”，给我留下了深入人心的印象。

于丹老师把人生当作三锅沸腾的水，把三种不同的人当作鸡
蛋、胡萝卜和茶叶，然后分别放入三个锅中，当三锅水将三
种材料沸腾毕后，发生了三种有着天壤之别的情况——放入
鸡蛋的锅中，鸡蛋的壳是硬的，里面也是硬的，水却毫无变
化;放入胡萝卜的锅中，胡萝卜变成了像柿子肉一样的一摊萝
卜泥，锅中的水却没有什么变化;放入茶叶的锅中，茶叶由原
先弯曲别扭的姿态，在水的沸煮后，舒展开来，在水中漂游
着，而锅中的水，也因为茶叶的醇香和自身的沸煮，脱胎换
骨般，香气诱人。

这三锅水，这三种材料，在煎熬、沸煮后，呈现出了截然不
同的人生“三”态——鸡蛋。铁心石肠，和社会生活中那些
固执、冷漠、无情、自私的，在如此这般地煎熬中却依旧以
自我为中心的人一样，令人厌恶;胡萝卜。懦弱无能，和我们
身边的那些做作、无心奋斗、心无余并力不足，在生活的万
般煎熬中仍旧无法向光明未来奔去的人一样，叫人惋惜;茶叶。
无私奉献，和那些在平常开朗、外向、乐于助人、在朋友眼
中他就是开心果或百宝箱，在生活的苦苦煎熬之中出人头地，
融入集体和社会的人一样，让人欢欣。

《开学第一课》是一个让人在小小题眼中体验到人生百态的
节目。“美”，它让我们了解了如何发现美、创造美、传递
美，知晓了美的重要性。小美大美都是美。



中职开学第一课读后感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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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职开学第一课读后感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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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职开学第一课读后感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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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在家看了《开学第一课》，看完后我又了很深的感受。

刚开始，是一段动画，接着便出现“开学第一课”几个字。
一段优美的朗诵便开始了，那一句句优美的语句，是那么优
美。朗诵完后，主持人便请出豆豆班长还有李连杰叔叔，李
连杰叔叔原来从小就有梦想，他的父亲因公殉职，自家贫穷，
他的梦想就是帮助母亲分担家里的困难，这是我们每一个孩
子的梦想，但却是往往没有实现过。李连杰叔叔靠着坚毅的
意志，完成了自己的梦想。此外，李连杰叔叔除了完成
了“功夫梦”，还完成了“电影梦”以及“公益梦”。还有
残疾人杨孟伟和刘伟，他们虽然双臂没有，但却各自有着伟
大的梦想，杨孟伟哥哥本想成为一位国家游泳队员，但却没
能成功。最后他依靠自己的不断努力，被有名的大学录取了。
刘伟哥哥也同样失去了手臂，但经过努力，也成为了一位钢
琴家。可见，有一个梦想是多么伟大。还有许多凭困的人，
也是凭借着坚强的意志，还有永不磨灭的梦想，有了非常大
的成就。

节目结束了，我突然感觉：平时同学们写自己的梦想时，都
写自己的梦想是做一个科学家。不仅千篇一律，还从没有坚
持下来并努力完成过。我曾经发表过作文，就梦想自己是当
作家的料，但中间却曾有过放弃的念头，还是经过妈妈的劝



告才又恢复了信心。现在我决定了，发表作文其实并不是就
表明自己能当作家，重要的是那颗坚持的心，还有那远大的
梦想。从现在起，我决定了，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伟大
的作家”，我要一直坚持下去，冲破重重困难，不管前方有
什么艰难险阻。我要完成这个梦想！

中职开学第一课读后感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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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职开学第一课读后感篇八

呜呜――我为什么哭呢？因为每一位老红军身后的故事令我
感到。

“红军为国奉献，没有红军就没有新中国。红军长征时，爬
雪山，过草地，不管经历多少枪林弹雨，死了多少军人，他
们勇往直前，不后退。”主持人说。

94岁的梁天文爷爷、99岁的张正先爷爷和104岁的秦华礼爷爷，
他们都是“千里眼”的通信员。

每一位老红军讲完一件感人的故事，都会把自己的名字写在
红五星上，让红五星冉冉升起。

最令我难忘、感动、惊讶的是一位才18天就上战场的孩子：
贺――捷――生，他的爸爸是开国大将军贺龙。有一天敌军
轰炸机飞过他们的头上飞过，给他们对了几枚跑到，因为贺
捷生在马背上的摇篮里，马受了惊吓，用脚踢了摇篮，孩子
差点掉下了。于是贺龙把她抱在怀里，敌人攻来了，贺龙骑
着马去迎战，但他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已经丢了。当打完仗才
发现女儿丢了，他连忙寻找，最后被一位伤员找到了。贺捷
生从18天就上战场，而且还活了下来，真了不起！！！！

呜呜――太感人了，以后我也要为国争光。呜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