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看 2024 开学第一课感悟（40 篇）

（2024年《开学第一课》将于 2024年 9月 1日晚 8点在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会持续更新文章，欢迎大家收藏和关

注。）

　　观看开学第一课感悟 1

　　2023年央视《开学第一课》于 9月 1日晚上 8点在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播出，本次节目的主题为“强国复兴有我”。

　　在节目中，我触摸到历史变迁、时代发展，更了解到历史洪流

中许许多多的祖国青年用一生的捍卫与守护，铸就了今日的祖国荣

光、文化地基。至此，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我们才有更多机会继续

谈个人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

　　《儒藏》工程首席专家王博教授，为同学们讲述世代流传的典

籍背后的守护故事，并回顾《儒藏》编纂人汤一介先生皓首穷经汇

聚《儒藏》的过程，让同学们更能感受到薪火相传的历史自觉与文

化自信；《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工程副主编金晓明带领同学们“画

中游”，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考古学家高星通过最新考古发

现和研究成果，讲述人类起源、演化历史，追溯中华文明起源和发

展的历史脉络。



　　中国国家版本馆建设，构筑国家版本资源总库，就是着眼于中

华版本资源的永久安全保藏，让文化典籍‘藏之名山、传之后世’。

这对增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厚植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具有重大意

义。

　　多读书、读好书，是一个人树立三观、蓄积力量的重要途径。

而书籍的保存、传承、版本研究，在其中更是起到了关键作用。了

解文化，知道宇宙茫茫，自己从何而来；运用文化，知道世界之大，

自己该如何做，对于个人成长至关重要。因此，未来，我希望自己

也会在图书版本领域增加了解，为文化传承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让我们一起为梦想扬帆，为祖国远航。新学期，我要向着自己

的小目标冲冲冲！同时，我也明白了少年是民族最鲜活的血液，是

家国篇章的书写者，所以生逢其时的我们要担起家国理想，心中始

终牢记强国的信念！　　观看开学第一课感悟 2

　　“强国复兴有我，少年立志强国！”9月 1日晚上八点，我和

父母已经守在电视机旁，等待着今年《开学第一课》的播出。随着

美妙的音乐响起，开学第一课映入我们的眼帘，今年开学第一课的

主题是：“强国复兴有我”。



　　在节目中，通过王博教授对《儒藏》的讲解，我了解到了《儒

藏》这个宝藏级的儒家文献收藏，以及整理这些文献的艰巨任务。

收藏儒家文献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保存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更是

为了让我们能够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了解影响了我们两千多年

的思想。我被《儒藏》工程首席专家王博教授所介绍的汤一介先生

深深感动。他为了完成《儒藏》的编纂工作，不顾自己的健康状况

和年龄，坚持不懈地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坚持和奉献精神

让我深受启发。

　　中华文明的传承需要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努力。我们不能仅仅是

被动地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更要积极主动地去学习、理解和传承。

正如汤一介先生所说：“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是知识分子应有的

对国家对民族的担当与职责。”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肩负起这份责任，

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同时，这堂课也让我认识到，中华文明的复兴需要我们每个人

的努力和奉献。无论是在学习中，还是在工作和生活中，我们都应

该以积极的态度去追求卓越，为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我们每个人

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我们的努力和奉献将会

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添砖加瓦。

　　今年的开学第一课，我深刻认识到了中华文明的伟大和宝贵，

也明白了我们每个人肩负的责任和使命。我将怀着对中华文化的热

爱和敬畏之心，不断学习、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



民族的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我相信，在我们每个人的努力下，中

华民族必将实现伟大复兴的梦想。　　观看开学第一课感悟 3



　　今年开学第一课的主题是《强国复兴有我》，看完后我的感受

是无比振奋和自豪。作为一名学子，我感到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我们身处的是一个多事之秋，面对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和挑战，我

们不能只是观望和受益，更需要积极主动地参与进去。唯有我们每

个人的辛勤努力和真心奉献，才能为国家的繁荣昌盛贡献一份力量。

　　自古以来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耕文明历史悠久，代代相传。

　　农技专家、“时代楷模”“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赵亚夫也在美

丽的田园里，与学生们一起回顾白沙村从贫穷走向富裕的艰难历程。

几十年前的戴庄还是一片荒山，到处都是泥泞的土地，赵亚夫大学

毕业后来到戴庄，从分析土质后决定种植桃树，到带领农民一同打

造戴庄品牌，赵亚夫和他的团队一步步引导着大家振兴家乡、共同

富裕。

　　如今的戴庄村，已经打造成为更具教育意义的生态农业园区，

种植果树的同时，还养育家禽家畜、种植水稻，在适当的区域范围

内大力培养生物多样性，水稻生长成熟后，大米作为人的粮食、米

糠稻草作为猪的粮食，猪的排泄物则又能成为有机肥料，供养田地。

戴庄全村 13平方公里的小流域内，水田种植有机水稻、岗坡地种植

经济林，已形成了多层次的生态农业布局。

　　广袤的土地孕育了生物，也源源不断地为人们提供着生存所需

要的'各类养分，然而，索取于斯，我们却很少关注与真正了解过这

片土地。在乡村振兴楷模的事迹里，我深深为他们亲身踏上土地，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埋头于田间地头，呵护着土地上每一种生物的毅

力和细心打动。



　　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我们要为自己的祖国感到荣誉和骄傲，

我也会以身边的优秀老师、优秀同学作为榜样，刻苦学习，提高自

己的知识文化水平；不畏艰难，遇到困难要勇于克服；敢于担当，

济困扶弱，从身边力所能及的小事做起，经常参与社区志愿者活动。

　　时代的发展不仅是科学家的事，不仅是大人的事，更是我们青

少年的事，因为我们青少年才是未来社会的主人!我们只有认真学习，

不断努力，才能改变自己，创造更加辉煌的新时代！　　观看开学

第一课感悟 4

　　强国复兴有我，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使命和责任。观看了今年

的《开学第一课》，我收获了许多，也感悟了许多。

　　节目中，王博教授介绍了《儒藏》这一宝藏级的儒家文献收藏，

让我了解到这部巨著的编纂过程是如此辛苦和不易。《儒藏》由 2

亿字、282册、510种编纂而成。若要做完全本《儒藏》大约需要

10亿字，绝大部分人终其一生都很难读完。然而，这个工程的意义

却远远超出了个人的阅读能力。《儒藏》这个收藏儒家文献的宝藏，

不仅仅是一部巨大的文献编撰工程，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王博教授还向我们介绍了《儒藏》编纂人汤一介先生的故事。

汤一介先生在高龄和病痛的困扰下，仍然坚持完成了《儒藏》的编

纂工作。他的坚持和担当，让我深受感动。他的话“事不避难，义

不逃责”，让我深刻认识到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应该承担起传承中

华文明的责任和使命。



　　这节课让我明白，中华文明的传承离不开历代有志之士的守护

和努力。正是因为这些才智横溢的读书人，中华文明才能保持五千

年来的延续。他们的辛勤工作和不懈努力，让我们能够接触到中华

文明的精髓，并且为我们提供了强大的.文化自信和认同感。

　　作为当代青年，我们应该立志成为中华文明的传承者和弘扬者。

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学习中华文明的精髓，传承和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贡献

自己的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这节课让我深刻认识到自己的身份和责任，激发了我对中华文

明的热爱和对国家复兴的渴望。我将以汤一介先生为榜样，努力学

习中华文化，传承中华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

斗。　　观看开学第一课感悟 5

　　今天是九月的第一天也是开学第一课播放的日子，象征着新的

学期新的寄托。今年开学第一课的主题是强国复兴有我，今年的开

始第一课带着我们温习励志故事，培养受众的爱国情怀，积聚成长

能量。

　　在节目里，我看到了中华民族历史的变迁、时代一直进步，我

们作为新青年同时也要跟着进步。还有就是更多的`去了解祖国有今

天的繁荣景象，是因为有历史洪流中许许多多的祖国青年用自己一

生去捍卫与守护，至此我们要更好的奋斗，不要辜负的祖祖辈辈的

辛苦付出。



　　从王博教授《儒藏》到金晓明给我们讲述《中国历代绘画大

系》。让我知道了要多去读书。同时多读书、读好书，是一个人树

立三观、蓄积力量的重要途径。可以了解中华的文化，知道中华民

族的传统文化和祖祖辈辈付出的努力背后的故事。还可以了解到这

个宇宙之大。就《儒藏》这本书就 10亿字，我可能看不到这么字的

书，但是我知道《儒藏》蕴含的中华文化是多么的博大精深，同时

让我感受到薪火相传的历史自觉与文化自信。

　　今年的开学第一课真的很不错，同时给我留下非常深刻和不会

忘记的印象，我想我这一辈都会记住的。他们为中华民族奋斗的故

事，让我作为一名新青年，明白了自己身上的责任语使命。让我们

从这一学期，从今天开始努力的去学习。让我们怀揣着对祖国的热

爱和对未来的憧憬，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吧！加

油新青年，祖国的未来靠我们去努力，去奋斗！　　观看开学第一

课感悟 6

　　2023年《强国复兴有我》是一场令人瞩目的开学第一课，这是

一堂令人难忘的课程，我们看完内心是无比激动与自豪的。而最让

我们激动的是在天地连线的太空课程，见到了为广大青少年送出开

学礼物的神舟十六号的三人乘组。在节目中，正在太空出差的神十

六航天员为全国中小学生送上独特的开学礼物，分别是“上进心、

好奇心、初心”。



　　朱杨柱说，在上高三时候，他想过如果上不了天，他就来研究

上天的东西。这个梦想他实现了，在高考填志愿时，他填了唯一的

国防科技大学的飞行器系统与工程专业，此后的他在追逐航空航天

梦想道路上用不停歇。这种精神，这个梦想，我们值得学习。这颗

上进心，使他成为了一名真正的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遥望浩瀚宇

宙，俯瞰美丽的地球。

　　桂海潮送给我们的一颗好奇心，从在高二校园广播听到神舟五

号飞船发射成功，点燃对航天的兴趣开始，他用二十年的时间，从

一名学生到成为一名高校老师，再到幸运成为一名航天员。他表示，

是他对太空的好奇心指引这他去选择并坚持。我们对待未来，需要

保持一颗好奇心，勇于探索，奔向自己心中的梦想。世界需要我们

不断的探索，祖国需要不断的创新，我们唯有保持好奇心，不断前

行。

　　景海鹏说，为了实现第一次的飞天梦想，他用了整整十年的.时

间。他的这可初心，让他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祖国的载人航天事业。

最后他表示，如今，中国空间站已经全面建成，进入应用与发展新

阶段，在轨要开展诸多领域的大规模科学实验和试验。在未来，我

国还将实现载人登月，在月球上留下中国人的足迹。我国还将完成

火星采样返回，木星系探测，还要研制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等等。



　　在这个节目上，我们感到无比的自豪，看在三人乘组送来的礼

物，点燃了我们实现心中梦想的决心。加油，少年们，新征程号角

已经吹响，让我们用汗水与努力书写强国复兴有我的壮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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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长又愉快的暑假过去了，9月 1日开学如期而至，在 9月 1

日晚上 8点，我准时收看了央视播出的《开学第一课》，今年《开

学第一课》主题就是“强国复兴有我”。

　　节目一开始，主持人就跟我们一起回顾了祖国这些年来所取得

的成就，祖国所取得的成就，离不开祖国在背后默默地支持，离不

开我们每一位中国人自强不息，不断创新，敢于探索的伟大精神，

我们作为祖国未来的接班人，更加要学习这些前辈们的艰苦奋斗精

神，不断学习更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用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共

同把自己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伟大的国家。



　　也许我们在想，我们每一位中国人，自己的根在哪里，我们又

是从哪里来，前辈们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又是如何一代一代地传承下

来。节目中的中国科学院研究员考古学家高星老师带领我们一起来

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我们祖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给我

们留下了太丰富的文化遗存。节目中带领我们走进了湖北十堰学堂

梁子遗址，一起探索第三具郧县人的头骨化石，据说至今有一百万

年左右的历史。节目给我们介绍了郧县人当时的生活习惯，还能用

先进的 CT技术来尝试恢复他们的相貌。看到这里，我就震惊了，现

在的科学技术真了不起，居然能用先进的 CT技术来让我们了解一百

万年前郧县人生存繁衍的一些故事，让我们这些现代人更好地了解

中华大地百万年的.人类史。考古学家高星老师说了一句话让我们印

象最深刻，我们寻根问祖，我们一次次跨越十万年，百万年的时光

隧道，与中华大地上的祖先们邂逅。我们与古人对话，审视的那也

是我们今天的自己，我们和祖先，脚踩在同一片土地上，这片土地

在百万年前，就有祖先在繁衍生息，这片土地孕育了文化，诞生了

文明。华夏大地养育的人类，百万年来连续演化，生生不息。

　　通过节目中对人类百万年前的探索，让我们这一代人认识到，

祖国人民代代相传，文化也不断传承下来，我们更加要不断创新，

努力学习，才能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断推向前进，为祖国创造出

更多奇迹，实现祖国的繁荣富强。　　观看开学第一课感悟 8



　　新学期来了，在每年的 9月 1日晚上 8点，央视都会播放《开

学第一课》这个节目，每年的《开学第一课》主题都不一样，而今

年的《开学第一课》主题是“强国复兴有我”。

　　说到这个强国，我相信大部分同学都知道，只有国家强大起来，

我们才能过得幸福美好的生活。过去就是因为封建社会的腐败，国

家不够强大，才会被其他列强所欺负，我们不忘国耻，努力学习，

争取把祖国建设成富强的国家，才能够在世界人民面前昂首挺胸。

......由主持人阐述了祖国在近些年来所取得的成就，比如我们的

国产大飞机 C919实现了商业首飞，宇航员多次在太空实现会师



......我们所取得这些成就，都在全世界面前展示了祖国的`强大。

我们作为祖国的未来，更加要努力学习，学习先进的技术，将来才

能更好地投入到建设祖国当中，未来是我们的，祖国现在所取得的

成就，都是前辈们所打下的根基，我们要不断地取得突破，为祖国

创造出更多奇迹。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让我印象最深刻就是节目带领我们进入到

了一个实景课堂，来到了江苏镇江，带我们认识了一位叫魏巧的 80

后“新农人”，她和丈夫分别辞去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的工作，

回到了家乡，在家乡两万多亩的农田上，成为国内最早一批数字化

农田种植的探索者，他们探索出一条数字化引领的现代农业管理模

式。她带领同学们走进了她的农田，她说现在都是靠机械化作业了。

看到这里，我不得不佩服她这种创新的意识，能够利用信息化，机

械化来改变传统的工作方式，使成果大大增加。众所周知，我们自

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建设小康社会的重

复内容这一，只有农民富起来了，我国的人民才能过上富裕美好的

生活。

　　社会在进步，时代也在变迁，我们能否把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上，

就要靠我们这一代人不断努力，不断取得进步。所以，我们作为学

生，要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不断创新，才能像节目中的 80后“新农

人”魏巧一样，靠自己聪颖的头脑再加上一双手，建设自己美好的

家园，带领祖国走向美好的未来。　　观看开学第一课感悟 9



　　金秋九月，我们迎来了开学，同往年一样我早早地坐在家里等

着观看《开学第一课》，晚上八点准时开播。



　　节目一开始就是主持人撒贝宁老师的出场，他用自己极具幽默

的讲话方式带给我来不一样的节目体现。我们的国产大飞机——

C919，商业首飞成功，航天员在太空频繁地会师，中华文明探源工

程也是惊喜不断，与此同时，新时代科技创新也是捷报频传。今年

我们《开学第一课》的主题是“强国复兴有我”。

　　节目中我了解到许多知识，其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有《儒藏》首

席工程专家王博教授给我们讲述了世代流传的典籍背后的故事，并

回顾了《儒藏》编纂人汤一介先生皓首穷经汇聚《儒藏》的过程，

让我们更能感受到薪火相传的历史自觉与文化自信。通过《儒藏》

我们可以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了解影响我们两千多年一直到现

在的`思想，如热爱祖国，孝顺父母，尊敬师长，都关联着“仁”的

思想，正是有他们那一批孜孜不倦，甘于奉献的精神，才使得如此

有文化蕴含的典籍流传下来。这让我知道我们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

使命和责任，传承中华文明和智慧，我们以后也要继续传承中华文

明和人类智慧，开创美好的未来。我牢记那一段话“乾称父，坤称

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寒，吾其体，天地之帅，吾

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有前辈们呕心沥血的奉献，才有了如今盛世之景，而我们更要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继承前辈之志，继续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

国添砖加瓦。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未来的接班人，强国复兴理应有

我，有我们。新学期伊始，我们要在学习上，在生活上，不断积累。

苦练本领，夯实根基，为明日“起飞”奠定基础。　　观看开学第

一课感悟 10

　　又是一年开学季，开学第一课又将在央视中央一台播出，回想

以往，每年的开学第一课都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惊喜，都拥有各

自的特点。而今年开学第一课的《强国复兴有我》这个主题真是令

我激动和震撼！

　　节目通过采取全新的实景课堂模式，让我们有幸亲身参观了多

个地方，领略了祖国的壮丽山川和灿烂文明，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

中国梦的伟大意义，鼓舞了我们中小学生奋发向前，为中国的`伟大

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这次的课程主要由多个部分组成，国家版本馆、《儒藏》、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等国家级文化工程向我们展示了中华文明的

博大精深。令我印象最深刻是《儒藏》，通过王博教授讲述《儒藏》

编纂的故事，我看到了汤一介先生如何辛勤工作，如何将一代又一

代的文化传承下去，也让我明白，文化的传承需要代代相传，需要

每一个人的努力。这也提醒了我，作为一名学生，我们肩负着传承



和弘扬中华文化的使命，向世人展示古老悠久且繁荣昌盛的华夏文

明。



　　此外，节目还通过与各行各业的杰出人士对话，为我们树立了

优秀的榜样。时代楷模、全国脱贫攻坚楷模、二十大代表、航天员、

科学家、文化学者等一系列杰出人物，他们的故事鼓舞着我、让我

相信，只要付出努力，坚持奋斗，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领域取得

卓越成就。我们应当学习他们，抓紧当下，从现在开始，从学习开

始！

　　每年的开学第一课都是一次我们学习的机会，为新学期生活打

下坚实的基础。我们应当抓住这些机会，改进自己，提高自己，超

越自己，在新学期成就更好的自己！　　观看开学第一课感悟 11

　　新学期开始了！又到了一年一度观看《开学第一课》，还没有

到八点我就坐在那里等着开始。今年的主题是强国复兴有我。 今年

的每一个节目都非常的精彩让我印象深刻。

　　节目中，国家重大文化工程《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工程副主编

金晓明带领同学们“画中游”，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南宋时

期大画家马远额《蹴鞠图》，画中一位手拿餐盒筷子的“外卖小

哥”，便利的“租车”服务，看到这些图中古人的生活场景，都是

来自于“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千古名作《千里江山图》为什么很

少公开展览呢？原来是因为每次展卷打开，都有可能让画面上的石

青、石绿这些矿物质颜料剥落下来，这也让这幅国宝更多时候是藏

在“深阁”中……



　　身为年轻人，我们更应该接近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让这些“历

代绘画大系”继续传承！



　　五千年前的中华文明史给我们留下了太丰富的文化遗存，但是

五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从何而来？考古学家高星为我们讲述了人类

起源、演化历史、中华文明起源……居于首位的湖北十堰学堂梁子

遗址发现了第三具“郧县人”头骨化石，距今有一百万年的历史，

对于这么古老的人类是否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呢？他们通过就地

取材，把合适做工具的'石头打造成为石器。现在的我们都是锥子脸、

鸭蛋脸，那个时候的人可能长着敦敦实实的大方脸。根据推测，可

能是因为当时人们饮食粗糙，需要粗硕的牙床和强劲的咬肌，长此

以往就容易长成大方脸。

　　这节开学第一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它让我明白了中国发展

之快，也同时让我知道了我们要传承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我无悔身

在中国，同时也为有这样的祖国而感到自豪。　　观看开学第一课

感悟 12

　　我通过观看今晚的的开学第一课，今年开学第一课的主题是强

国复兴有我。我发现原来中华的文化原来这么的博大精深，以及他

们背后奋斗的故事。这个节目从传统文化、文明探源、生态文明、

国防教育、科技创新这几个方面去介绍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



　　节目中展示的各种文化都给我留下了很难忘的印象。从开局的

儒藏到人类的起源，接下来就是自然世界从昆虫到江现现代化农场。

到了最后就是到宇宙曹臻向我们介绍了拉索观测站到航天员景海鹏

的故事，这里面每一段每一个故事，都很振奋人心，让我了解到平

时可能没有发现的东西，给我科普很多知识。这些成就不仅仅展示

了中国人民的艰苦奋斗的决心和智慧，也向我们展示中国在整一个

世界的舞台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今天这节开学非常的精彩，同时也让我们明白我们今天的一切

都是来之不易，要好好的珍惜，同时也要好好的奋斗，不断学习和

进步，将来有机会可以报答我们的祖国。同时，我们要传承中华的`

文化，还要知道要好好保护环境和粮食来之不易。

　　这节开学第一课也让在新学期的有了新的奋斗目标，并且为这

个目标而不断的努力学习，不需度美好的光阴。我也希望其他的青

少年也可以认真的观看这个节目，去感受到一代又一代那种伟大奋

斗精神的力量，积极去参与到我们国家建设中去，携手一起去共同

实现属于我们中国的复兴梦想。　　观看开学第一课感悟 13

　　通过观看 2023年开学第一课《强国复兴有我》，我们深深感受

到了中国的壮丽景象和坚强奋斗精神。这一节目采用了全国探访，

各地接力的方式，让我们跟随着科学家们的脚步，学生们的视角，

见识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复兴，让我们对中国发展有了全新的了解。



　　在这堂课上，我们见识到了国家富强，脱贫攻坚的重要历程。

在节目中，农技专家赵亚夫，用现代科技为乡村赋能，64年扎根农

村一线，服务农民，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带领庄村创新发展，实现

生物多样性农业，让一个贫困村庄建设成为现代化全国文明村，30

多年来，他带领的亚夫团队，推广新品种，新技术，帮助农民脱贫

致富。从吃不饱到实现农村农业现代化，这这种不怕苦不怕艰辛，

勇于迎难而上，为建设祖国奉献自我的精神，是我们所需要学习而

传承的。

　　从种植水稻开始，到探索一条绿色发展道路，科学实现生物多

样性农业，实现大自然物种跟物种之间相生相克，相互制约又相互

利用，做到大自然生命共同体。我们传承古人的智慧，再利用科学

技术创新突破，实现如今吃得饱吃得好的盛世局面。我们作为学生，

都是冲刺实现现代化的`主力军，只要我们能够肯吃苦，肯坚持，一

定能够把农业搞好，实现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实现小康社

会。

　　今天我们享受着前任的栽树，明天我们作为接班人，有义务有

责任有当担去奋斗，去实现我们的中国梦。心中怀着强国复兴的理

想，努力学习创新，为建造美好社会奉献自己的力量。　　观看开

学第一课感悟 14

　　今年的《开学第一课》不拘囿于传统教室，中国国家版本馆、

武夷山国家公园、镇江的戴庄农场、中国航空博物馆、海南自贸港



等都化身“行走的课堂”；授课方式也不拘囿于文字，文物、绘画、

CG动画、AR技术等都来助力；参与讲课的人更堪称“最强天团”，

包括“八一勋章”获得者、党的二十大代表、时代楷模、航天员、

科学家、文化学者、一线劳动者代表，以及国际经济发展局全球新

闻官、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鲁斯兰。



　　就像正在执行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任务的景海鹏、朱杨柱、桂

海潮在节目中送给孩子们的三件礼物——上进心、好奇心、初心—

—传承有我、创造有我、未来有我！神舟十六号乘组成员景海鹏寄

语青少年：“同学们可以想一想，有没有可能下一个实现梦想的，

就是你们自己！”传承有我，寻找中华文化的根脉；创造有我，体

验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未来有我，汇聚命运与共的时代心声。

从前有他们，现在有我们，未来有你们。

　　盛世修文、传承民族文化是今天的一桩大事。《开学第一课》

里的“第一课”往返于中国国家版本馆与演播室，从文化传承工程、

中华文明探源的考古新发现等角度溯源历史、寻脉中华，为同学们

讲述世代流传的典籍背后的守护故事。跟随王博的介绍，同学们一

同回顾《儒藏》编纂人汤一介先生皓首穷经汇聚《儒藏》的过程，

感受薪火相传的历史自觉与文化自信；金晓明做导赏，带领同学们

“画中游”，从《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里感受中华文化的

博大精深；高星的演讲《“东方故乡”上新了》，则把大家带到湖

北十堰学堂梁子遗址，在这个今年 3月揭晓的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中，讲述人类起源、演化历史，领略中华文明生生不息。



　　在“双世遗”武夷山国家公园，碧水丹山的自然课堂，孩子们

跟随“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员和“科技特派员”探寻得天独厚的

地理环境和举世称奇的生物奇观，了解科技赋能下可持续发展的生

态茶园。在镇江，观众跟随 80后返乡创业代表魏巧、农业专家赵亚

夫走进田间地头，“现代化农场”和“生物多样性农业”的真实体

验，切切实实地告诉人们，何为“慧”种田农业模式下的播种“新

速度”，感受新农人如何用现代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我们不仅跟随节目行走在沉浸式课堂里，更借助诸多新科技手

段，往返于虚实场景之间，为中华文明、为中国式现代化叹为观止。

同样，《开学第一课》能上天入海、穿梭古今地呈现在全国青少年

面前，也是现实中的科创力量让我们得以进一步亲近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让散布在中华大地甚至宇宙苍穹的文明能鲜活宛若比邻——

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创造中激活新的'灵感，这恰是“第一课”的

应有之义。

　　今年的《开学第一课》让我们对我们中国大好河山有了更多的

认知，为全国青少年观众描绘出一幅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壮丽图景，

以此鼓舞广大青少年去接过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接力棒，去

追逐梦想、探索无尽的星辰大海。我们中国现在的蓬勃发展，离不

开先辈为之奋斗。作为一名学生，我们应该了解和尊重自己的国家、

民族和文化，并对其深感自豪。　　观看开学第一课感悟 15



　　时间总是不经意的流逝，又过了一个充实的暑假，迎来了金秋

九月，今年的《开学第一课》以“强国复兴有我”为主题，向我们

展示了中国的历史文化，以及祖国的大好河山，让我们领略到了新

时代的面貌。



　　在节目中，我们看到了各行各业的专家和工程师，正是因为他

们的努力付出，让我们得知背后的故事时不禁为之震撼。

　　在开篇，王博教授为同学们讲述世代流传的典籍《儒藏》背后

的守护故事，编纂人汤一介先生在开工时就已经是七十多岁的高龄

了，而且身体状况更是日益下降，身处肝癌晚期，但依旧日复一日

的工作，靠着自己坚定地决心和顽强的毅力完成了这项工程，让我

们感受到了老一辈人的坚韧不拔！

　　另外，《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工程副主编金晓明向我们展示了

中国早期的绘画，可谓是生动有趣，活灵活现，带领着同学们“画

中游”。

　　回顾中华历史，我们总是眼含热泪。

　　如今的.中国蓬勃发展，国际地位不断提高，是无数的先烈们前

仆后继，为我们开创了这盛世的模样。那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

人为我们负重前行。

　　节目中更是邀请了抗美援朝老兵陶伟讲述了自己的经历，1953

年 5 月 17 号，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不满 19 岁的陶伟在对敌空战中，

首创志愿军空军 120米近距离击落敌机的战绩，创造了“空中拼刺

刀”的范例，激励着一代代空军官兵搏击空天，守卫长空。



......朝这场“立国之战”，我们的志愿军战士，在长津湖、上甘

岭......这些耳熟能详的战场流血负伤，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身

为中学生的我们更要明白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

　　看完节目，我更加坚定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信

念，一定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观看开学第一课感悟 16

　　观看 2023年开学第一课《强国复兴有我》之后，我深受触动和

启发。这堂课以文化传承和中华文明的起源为主题，通过介绍《儒

藏》工程编纂的故事，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性和影响力。

　　节目一开始，王博教授给我们讲解了《儒藏》名字的由来。

《儒藏》是收藏儒家文献的大宝藏，所以称之为儒藏。然后接着讲

解了《儒藏》由 2亿字，282册，510种编纂而成。若要做完全本

《儒藏》大约需要 10亿字，绝大部分人终其一生都很难读完。听完

王博教授的讲解，让我了解了原来一部文献的编纂是如此繁杂。

　　通过《儒藏》工程的介绍，我了解到这是一项庞大而艰巨的工

作。整理和编纂《儒藏》需要耗费巨大的力气，而且几乎是不可能

完全完成的。然而，这项工作的意义却远远超出了它的规模。通过

《儒藏》，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了解影响

了我们两千多年的思想。它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民

族的精神财富。



　　在节目中，王博教授向我们讲述了《儒藏》编纂人汤一介先生

的故事。汤一介在高龄和病痛的情况下，仍然坚持着这项工作。当

被问到为什么要编纂《儒藏》时，他坚定地回答道：“将中华文化

发扬光大，是知识分子应有的对国家对民族的担当与职责。”这句

话深深地触动了我。汤一介先生的坚守和担当精神令人敬佩，他的

奉献精神和对中华文化的'热爱让我深感自豪。

　　通过这堂课，我意识到中华文明的传承需要每一个中华儿女的

共同努力。我们作为中华儿女，应该了解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

历史脉络，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如汤一介先生所说，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肩负起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为中华文化的发展

和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观看开学第一课感悟 17

　　2023年开学第一课《强国复兴有我》终于开播了，我们带着期

待与自豪，对于中华儿女来说，了解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历史

脉络，是一堂不能缺少的课。



　　在节目中，我们节目中，我们了解了三个国家重大文化工程：

国家版本馆、《儒藏》和《中国历代绘画大系》。这些工程贯通了

5000 多年的中华文明史，让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历史、现在和未来。

我们从书籍、绘画中了解到了中国在历史长河中的演变，了解到我

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了解到影响我们两千多年的思想，感受到

了科技发展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革，领略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理解到了教育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也展望了未来中国的`无限可

能。

　　自古以来，我们国家都非常重视文献的整理和编撰，而文献的

传承离不开历代有志之士对文脉的守护，也正是因为在不同时期的

一批批读书人，他们孜孜以求、殚精竭虑，才有了五千年未曾中断

的中华文明。我们秉承着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并为之努力。就

想《儒藏》工程首席专家汤一介说的八个字，事不避难，义不逃责。

他说：“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是知识分子应有的对国家对民族的

担当与职责。”他只要活着一天，他就愿意为这个工程来尽力。这

种精神让我们感动敬佩，也激励着我们当担起文化传承的责任与使

命。金晓明带领我们进入《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展现了中华民族

的审美情趣和艺术造诣。通过欣赏和了解中国历代绘画，我们深入

地了解了中华文化的独特之处，也明白了艺术传承的重要性。

　　强国复兴有我，为中国梦奋斗吧，少年们！　　观看开学第一

课感悟 18



　　今年的《开学第一课》的主题是“强国复兴有我”，我们，是

国家精心培养的花朵。幸福地沐浴在祖国和煦的阳光下，高速生长;

我们，是祖国八点钟的太阳，给国家带来了新的希望，生气蓬勃;我

们，是国家未来的栋梁，肩负着给国家锦上添花的重任，一往无前。

因此，我们应该不负祖国的栽培，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节目邀请“八一勋章”获得者、时代楷模、全国脱贫攻坚楷模、

二十大代表、航天员、科学家、文化学者等，以奋斗者的第一视角，

讲述新时代奋斗故事，呈现伟大奋斗精神，鼓舞广大青少年博学笃

行，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

　　首先由王博教授讲述以《儒藏》为代表的.世代流传的典籍背后

的守护故事，以及回顾《儒藏》的编纂人汤一介先生汇聚《儒藏》

的过程，王博教授说“同学们，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使命和

责任。”我们这一代以后长大了也要继续传承中华文明的和人类智

慧。

　　接着由《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工程副主编金晓明带领同学们

“画中游”，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然后是考古学家高星通过最新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讲述人类

起源、演化历史，追溯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

　　抗美援朝战场上的飞行员陶伟讲述 1953年的 5月 17日空战的

情景。

　　“拉索”首席科学家曹臻向同学们介绍了我国自主设计、独立

建设的复合型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拉索”的前世今生，在宇宙

观测领域，中国人有了自己的声音。

　　最后是来自太空神舟十六号乘组向广大青少年送出三件开学礼

物分别是一颗上进心、一颗好奇心与一颗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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