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建党拜年心得体会(优质7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在成长和进步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宝贵财富。
优质的心得体会该怎么样去写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
优质的心得体会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建党拜年心得体会篇一

那天党课看《建党伟业》，一直听见此起彼伏的笑和隐隐约
约的掌声。让明星出演建党巨擘无疑是商业化的噱头，但是
如果没有这噱头，又有几人会再度关注这段写进历史课本、
几乎人尽皆知的历史呢。这样的无奈之举，也是对“速食
化”普及历史这一举措的深刻反讽。

刘禹锡有诗：“从此世人开耳目，始知名将出书生。”渴望
十年寒窗之后“一举成名天下知”的日子已然过去，我们有
我们各自的快乐，也会为全人类共同的理想而奋斗。实现共
产党*就是共产党的最终奋斗目标，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我们，要为了这遥远而幸福的梦而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对
于我们这样的“一介书生”，我相信我们的知识并非是沉迷
故纸堆的本本主义，而是能够为社会做出什么的鲜明理论。
也许只是在自己的领域里做好自己的工作，正确行使权利完
成义务就好，我们应当在位谋政，从具体而微的地方为我们
的社会主义事业添砖加瓦。

党的先辈们抛头颅洒热血，用翻过书页的手握起枪杆，以书
生之意气，创建党之伟业。我们应当学习他们，怀揣着因浸
润理想之光而火热的一颗心，将理论联系实践，在党指导的
道路上不断前进。等待有那么一天，我们的代名词是“书生
意气，挥斥方遒”!



建党拜年心得体会篇二

我们回过头来看民国时期的变革，孙中山提出的将中国带入
共和制国家，然而他的这一理念却屡屡碰壁，他倡导的”三
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受到重重阻击。民国初期的六
年，整个社会一片混乱，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频繁的暗
杀活动等将国内政局搅的支离破碎。这让我想起了《走向共
和》这部电视剧最后一集孙中山的演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
到，变革不会一蹴而就，特别是有着五千年文明，两千年封
建史，四亿人口(当时的人口)的大国来说变革是一个相对漫
长的过程，作为一个大国，变革所需要具备的条件以及需要
做的工作都要多得多。影片中毛泽东提到：把外国的革命经
验搬到中国就一定会成功吗，中国的问题比哪都复杂。这句
话是毛泽东对当时中国现状的理解，也揭示了变革的艰辛，
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个国家变革时的“急转弯”思想对社会的
危害。

影片中还有一幕是学生对胡适批评陈独秀、李大钊二人学习
俄国革命的做法表示质疑。我认为应一分为二的看待这个问
题。我们不应盲目的学习，因为正像胡适所说，”俄国成功
的经验未必适合我们，同样的做法即使在俄国取得成功，在
中国也未必能实现”。然而，我们要学习的是别人的精神，
是俄国革命成功的本质，那就是团结社会中的大多数。正是
这种理念，帮助俄国革命获得胜利，正是这种理念，中国产
生了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像民国初期一样，让整个社会强行“转
型”，因为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很难在短时间内冲破两年多
年封建文化的束缚。中国共产党先团结了社会中的大多数对
抗腐朽的北洋政府及外来的侵略。这样的战略思想在当时顺
应了民意，即便是现在来看，我认为当时的做法也是正确的。

我们回顾历史，无论是政治领域的革命，还是其他领域的变
革，不管是推动社会前行的伟大革新，还是一个小小的改革，



都要尊重被改变的那个群体的文化背景，只有尊重文化，变
革才会掷地有声，改革才会受到预期的成效，整个社会才会
稳步的良性发展，社会大众才会从中受益。

建党拜年心得体会篇三

那天党课看《建党伟业》，一直听见此起彼伏的笑和隐隐约
约的掌声。让明星出演建党巨擘无疑是商业化的噱头，但是
如果没有这噱头，又有几人会再度关注这段写进历史课本、
几乎人尽皆知的历史呢。这样的无奈之举，也是对“速食
化”普及历史这一举措的深刻反讽。

刘禹锡有诗：“从此世人开耳目，始知名将出书生。”渴望
十年寒窗之后“一举成名天下知”的日子已然过去，我们有
我们各自的快乐，也会为全人类共同的理想而奋斗。实现共
产党*就是共产党的最终奋斗目标，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我们，要为了这遥远而幸福的梦而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对
于我们这样的“一介书生”，我相信我们的知识并非是沉迷
故纸堆的本本主义，而是能够为社会做出什么的鲜明理论。
也许只是在自己的领域里做好自己的工作，正确行使权利完
成义务就好，我们应当在位谋政，从具体而微的地方为我们
的社会主义事业添砖加瓦。

党的先辈们抛头颅洒热血，用翻过书页的手握起枪杆，以书
生之意气，创建党之伟业。我们应当学习他们，怀揣着因浸
润理想之光而火热的一颗心，将理论联系实践，在党指导的
道路上不断前进。等待有那么一天，我们的代名词是“书生
意气，挥斥方遒”!

建党拜年心得体会篇四

电影《建党伟业》所叙述的故事自10月10日武昌起义拉开的
辛亥革命开始，至6、7月间中国正式成立时止，虽然这短短
的十年时间里在历史的长河里或许只不过是一瞬间的功夫，



然而这十年又是极其不平凡的的十年，在这十年里，许许多
多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走向的著名事件都发生在这十年，比如：
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护法战争、巴黎和会、
五四运动、中国成立，等等，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真
正称得上是“风雷激荡”、“巨变迭起”。

最让我感到血脉贲张、激动莫名的电影桥段是：中国在巴黎
和会上全面失败，日本全面接收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利益，消
息传来，举国震动，全国各地的莘莘学子终于把满腔爱国热
情迸发出来，他们以无所畏惧的姿态走上街头，高呼着“爱
国无罪”、“革命万岁”等口号示威、游行，继而火烧章宅、
痛殴卖国贼;青年学子的拳拳爱国心震撼激扬、感昭日月，不
仅在视觉上冲击着我，更在在心灵上感动着我，那些激情燃
烧的岁月就这样以其独特的魅力永远定格在我的脑脑海之中，
凝固在浩浩的历史长河之中了。

一路曲折一路歌，从当年建党之初的五十多名党员到今天拥
有将近八千万党员，中国走过了九十年的风雨历程。这九十
年是不平凡的九十年，是可歌可泣的九十年，是丰功伟绩的
九十年，作为一名中国员，我为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无比
的骄傲与自豪!观看《建党伟业》，重温中国建党那段峥嵘岁
月，感受革命先辈崇高的信仰，以及他们为了自己的崇高信
仰而执着地去努力奋斗，使我再一次深深地被他们的革命精
神所感动，自己的理念信念也得到了洗礼，思想境界也得到
了进一步的提升。

忆往昔峥嵘岁月，百年史浸满多少屈辱的泪水，数十年抗争
又流尽了多少中华儿女热血满腔。九十一年前，一艘嘉兴市
南湖上的红船从黎明中驶来，中国革命放射出第一缕绚丽的
曙光。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正确的航向。党以七月的名义，
呼唤八月的南昌风暴，呼唤秋天的井冈星火，呼唤长矛、大
刀和红缨枪。九十一年风雨兼程，说不尽的坎坷沧桑;九十一
年风云巨变，道不完的伟业辉煌!忘不了，太行山下抗日的烽
火，忘不了，微山湖畔的凯歌嘹亮。在无数先烈们用鲜血染



红的党旗上，翻卷着的是旧社会、**日本帝国主义的怒涛，
流淌着的是为保卫祖国而澎湃的血浪。九十一年，是党带领
我们斩关夺隘，历尽风险夺取胜利;九十一年，是党带领我们
艰苦奋斗，建设家园，奔向小康。

没有就没有新中国!给中国带来的是91年的和平发展环境，是
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从所未有的教育推广和文化普及，是
一个属于中国自己的工业文明时代。而这一切，都发源于91
年前，发源于那个7月，发源于那些已经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不
可磨灭的足迹的人们。90多年来，中国自始至终都代表着中
国大多数人的愿景和诉求。从到1949年，甚至有超过370
万**党员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自由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所以，作为当代的大学生，作为一名预备党员，我们更应该
铭记那段峥嵘岁月，牢记我们的党史，时刻怀抱理想，努力
地成为一名优秀的员，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而奋斗，努力实
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先辈们用鲜血换来
的成果，忆往昔峥嵘岁月，展未来任重道远，我们要以时代
为己任，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国家，要把实现自身的人生追
求同党的事业、国家的富强紧密联系在一起，沿着正确的方
向不断前进，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胸怀祖国，扎实工作，
与时俱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出我们的全部才智。

建党拜年心得体会篇五

《建党伟业》是一部于20xx映，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
周年而制作的献礼影片。该片沿用《建国大业》导演客串执
导的做法，海外部分由李少红执导，五四时期部分由陆川执
导，战争场面由沈东执导。电影从1920xx年辛亥革命爆发开
始一直叙述至1920xx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为止共20xx年间中国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大体上
由民初动乱、五四运动及中共建党三部分剧情组成。内容包
括中共建党的历史原因以及毛泽东、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共



创党领袖选择并确立共产主义政治信仰的历程。

《建党伟业》这部电影在开机前后都抄的异常火热，令我对
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幸得在中国近代史的课堂上观看了一
次，看完后还是给了我些许欣慰，也有许多的感想。

《建党伟业》之所以感人，是对我们中国人心灵的冲击党课
建党伟业观后感。电影用蒙太奇的手法，再现了那段不堪回
首的历史，重温了老一辈的革命家为了挽救人民与水火之中，
为了拯救危难中的中国，历经千难万险，经过不懈的斗争与
牺牲，终于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的历程，对我们这些出生
在新社会、沐浴在党的恩赐下的小孩，是一次很好的爱国主
义教育。1920xx年到1920xx年这十年，或许在中国几千年的
历史长河当中显得微不足道，但是，在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
正处于命运的危难时刻：帝国主义列强虎视眈眈，妄图灭我
中华，瓜分我领土一些有识之士纷纷行动，寻求救国之路。
其中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
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孙中山并没有提出切合中国实
际的思想，顶多是把西方的东西拿来。他的理论，在松散的
党内都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

国民的另一个大佬黄兴，革命成功后醉心于实业治国，思想
上未有进一步的发展，而当时实际主持国民党的宋教仁，幻
想靠议院政治来实现共和，最终用生命证明了此路不通。并
且这一革命的果实却又被袁世凯窃取。紧接而来的是靠武力
占据民国政府的北洋军阀们，都不是思考者，他们都是实际
主义者，只是想用手中掌握的武力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哪怕
只是局部的，这更进一步的加剧了人民的苦难。

当青年毛泽东在对着广大劳苦工人宣讲革命的道理时，我们
已经明显领略到了伟人的风采……同时，无数次的失败最终
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
中国。正式在这个时候，我们党走在了时代的前面，承担起
这份历史赋予的使命!



当影片迫不及待的结束时，我意犹未尽地叹了口气。心中一
直涌荡些东西不吐不快，于是就写下了这些文字，虽然说得
不一定就对，可确实是我的心里话。尽管这部电影并不是完
美无缺，但是也比目前和以前的许多革命样板戏之类的影片
强的太多了。它带领我们走进那段历史，用心去温润那片土
地，用热血去温暖那片土地，用智慧去拯救那片土地，用所
有的一切去捍卫我们这片土地，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

建党拜年心得体会篇六

《建党伟业》--一部记录中国由松散走向紧密，由无助走向
独立的纪实电影，它真正让我感受到了过去人民的苦难、国
家的颓废，也同时让我明白了党的创建过程，国家富强的理
由。

风雨飘摇的年代里，伟大的中国先行者们在腐败横行、灾害
频发、内忧外患的大环境中，冲破无能、独裁、卖国的政府
压力和旧势力的重重阻挠，运用自己的勇气与智慧，与反动
派政府周旋。反独裁、争民主，争自由，建共和。一次次的
呼喊疾走，一次次的无畏斗争，一次次的流血牺牲，他们逐
渐发现，零散的抗争是不足以撼动反动势力的巨大的根基的，
要想暴政独裁，创造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就必须要有一
个有着明确目标与详细策略的组织来领导此起彼伏的民众的
自发的起义与抗争，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建“党”。

然而，面对独裁政府，组建“党”显然是侵犯了当权者的利
益，因为一旦有了“党”的出现，这个反对党势必要发动革
命，将现在政府从民众手中抢来的权利又抢回去还给民众，
所以这个无耻无下限的政府就要想方设法阻止建党。于是，
一幕幕精彩的较量就在正义与邪恶、前进与反动、民主与独
裁、善良与残暴，先进与落后的气场中频频上演。

最终，在中国先进分子的努力奋斗之下，我们取得了胜利，
标志着中国团结一致拼搏向前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并一



路茁壮成长直到今日!

这部影片不仅让我的心灵受到巨大冲击，同时也让我进一步
深入的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内涵。它是中国工人阶级的
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
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
益。它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
自己的行动指南。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
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
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神圣的名字，它代表着共和，代表着团结，
代表着希望。我志愿加入其中成为一员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量。或许我离一名真正的党员距离还有很远，但我依然愿意
坚持，愿意努力锻造自己，争取早日符合标准，真正服务于
人，我相信，我坚持，我可以。

《建党伟业》结束了，可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却依旧深存内心，
我永远忘不了那些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而流血奋斗的先辈--
陈独秀、李大钊、陈望道、张国焘......我也永远忘不了他
们为新中国的成立冒着生命危险而奔走呼喊，我还忘不了党
课上各位同学认真听讲的张张面容......我相信大家和我一
样会为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党员而努力奋斗，会为我们的党、
我们的祖国贡献一己之力直到永远!

建党拜年心得体会篇七

今天是大年初一，我很早就起床了。兴高采烈地穿上崭新的
漂亮衣服，去给老爸、老妈、爷爷、奶奶拜年。

我拿着两个红包，心想：“父母用汗水换来的钱来之不易，



所以我不能乱花，我要花在有用的地方。”于是，我对老爸、
老妈、爷爷、奶奶，说：“我会花在有用的地方的。”老爸、
老妈、爷爷、奶奶都说我很懂事。

这个拜年真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