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童年第一文章读后感 童年第章读后感
(优质10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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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年第一文章读后感篇一

周

重

点

1、通过听故事看演示，感受故事中爷爷变废为宝的过程。

2、感受和表现音乐的民族特点，用打击乐器伴奏。

3、学习表现正面的人物头像，了解人们在仰视的时候五官的
位置。

教育

活动

数学：

快乐火车

语言：

儿歌《拜年》



数学：

挂花灯

语言：

故事《爷爷一定有办法》

音乐：

打击乐

《小看戏》（一）

美术：

剪纸窗花

音乐：

打击乐《小看戏》（二）

美术：

绘画《我喜欢的花灯》

科学：

神奇的喷画

科学：各种各样的灯

游戏

活动



体育

游戏：

韵律操：踏浪

（一）

音乐

游戏：

《小雪花》

体育

游戏：

韵律操：踏浪（二）

音乐

游戏：

《西风的话》

家长

工作

1、与孩子一起计划压岁钱的`使用。

2、带领幼儿一起到南禅寺观看元宵节花灯展。



童年第一文章读后感篇二

《公司财务分析》第1章年报及其内涵

。在年报中蕴涵着大量法律、法规、条例、会计准则和实务
规定，所有这些用表都在不断增加，这使得年报更加复杂。
每当虚假信息或管理不善导致的问题被披露出来时，审计师
或董事们就会面临被解雇甚至被追究责任的压力，而公司往
往被要求披露更多或更详细的信息。

《公司财务分析》第1章年报及其内涵》()。复式记账法要求
最终得到资产负债表，所以借贷理所当然是平衡的。

复式记账法

意大利人宣称自己是最早使用复式记账法的国家。卢卡?帕乔
利被认为是第一个著书阐述这种方法的人。1494年他写了
《算术、几何与比例概要》，在书中，他详细介绍了该方法，
包括借方(账簿左方分录)、贷方(账簿右方分录)。

在复式记账系统中，每笔交易都要在账簿中记入两次。无论
在哪一个账户的右方(贷方)记入一个数额，都要在另一个账
户的左方(借方)记入相同的数额。这样就确保在会计期末可
以制作一张利润表(在英国被称作损益表)，此表可以披露该
年是盈利还是亏损;一张资产负债表，在该表中资产(借方余
额)等于负债(贷方余额)。

童年第一文章读后感篇三

初中时代曾读过一些文学名著，其中有一篇就是马克西姆.高
尔基的《童年》。高尔基出生在俄国尼日尼.诺夫戈罗德一个
木工家庭，早年丧父，寄居在外祖父家，十一岁走向社会，
饱尝了人生的辛酸。而《童年》正是根据他童年的生活而写
成的，可以说是自传体小说，正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状。



小说中的主人公同样是三岁丧父，由母亲和外祖母带到外祖
父家。外祖父是一个性情粗暴、自私的小染坊主，但已快濒
临破产。而两个舅舅也是同样的粗暴、自私的市侩，甚至他
们的儿女也沿袭着这样的风气。阿廖沙就在这样的家庭中饱
受虐待：外祖父经常痛打外祖母及孩子们，有一次竟把阿廖
沙打的失去了知觉，结果大病了一场。在这样的环境下阿廖
沙幼小的心灵能不觉得恐慌和不安吗?!所以这本书都会令我
们每一个人感到不快和压抑，这也是必然的，因为我们每一
个人心中都有恻隐之心。

处在这样丑陋的社会，我们不得不担心阿廖沙的心灵会不会
也被玷污?但幸好这世界也不完全是丑陋不堪的一面，身边还
会有善良正直的人存在，他们给了阿廖沙信心和力量，使他
看到了光明和希望，并相信黑暗终将过去，未来是属于光明
的。在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便是他的外祖母，她把蜜送
到了阿廖沙的心窝中去了。作品中外祖母是最慈蔼、最有人
性的形象，她总是用她的温存给予阿廖沙爱的种子，种子发
芽了，长成了参天大树，有了羽翼的保护，阿廖沙的世界就
不会再任凭风吹雨打了。祖母抚慰了他心灵上的创伤，而真
正教他做一个正直的人的是老长工格里戈里。当然那个善良、
乐观、富于同情心的“小茨冈”也同样教会了阿廖沙如何面
对生活的艰难，但他却被两个舅舅给害死了，然而我觉得与
其说是被他们害死的，还不如说是被这个黑暗的社会所吞噬
的。高尔基正是以他无产阶级作家特有的感情和娴熟的艺术
技巧，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成功地再现了阿廖沙作为一代
新人从觉醒到成长的艰难历程。

高尔基在作品的开头就写到：“有时连我自己也难于相信，
竟会发生那样的事。有很多事情我很想辩驳、否认，因为在那
‘一家子蠢货’的黑暗生活中，残酷的事情太多了。”但是，
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黑暗的另一面，还有一种
叫做光明的东西在那隐隐发光。只要还对光明充满希望，那
么这一点点微弱的火光就可以被放到无限大，直至洒到每一
处阴暗的角落。我想这大概就是高尔基想要表达的另一个更



直接更迫切的主题--批判俄国几世纪以来形成的小市民习气，
痛斥小市民的卑鄙灵魂。让这种卑鄙灵魂消失，正是无产阶
级努力的方向，直至今天还在继续......

而我所要说的就是不要对任何不堪的现实失去信心，总会有
一些人一些事令你感到痛苦甚至绝望，但你想想，黑暗过去，
黎明的曙光总会到来。只要你仍能保持不灭的信心，做一个
善良、乐观、富于同情心的人，那么你的光明定会到来。

童年第一文章读后感篇四

我读了苏联著名作家高尔基写的《童年》。它是高尔基自传
体三部曲中的第一部，讲述了一个叫阿廖沙的孩子的'童年故
事。这本书对我的启发很大，它让我了解了一个典型的俄罗
斯家庭。

这本书是作者真实生活的写照，高尔基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
再现了黑暗统治下的孩子从觉醒到长大的苦难历程。阿廖沙
是一个悲惨、可怜的小孩，他的童年是在外祖父家度过的，
他的生活可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幸福，充满阳光和爱。他的外
祖父性情暴躁，贪婪、自私；两个舅舅也很自私、粗暴，这
些都在年幼的阿廖沙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阿廖沙是一个善于观察和十分敏感的好孩子，能辨别是非，
有坚定的、不屈不挠的意志，虽然他生活在一个不太好的生
活环境里，但这反而让他成长为一个坚强、正直、勇敢、自
信的人。阿廖沙还是一个善良的孩子，它很同情穷人，经常
帮助他们。

这本书让我了解到了当时沙皇统治时期的困苦生活，让我知
道了现在的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我们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
活，热爱生活，努力学习，用自己的能力和智慧把这个世界
建设得更加美好。



所以，我们更要珍惜如今美满、幸福的生活。我们要抓住童
年的尾巴，努力学习，千万别身在福中不知福。这样优秀的
学习环境，这样美好的童年生活，我们再不好好学习，那就
太对不起父母了。

童年第一文章读后感篇五

在阳光的照耀下，我读完了那本厚厚的《童年》，心里突然
有一种莫名的惭愧与懊悔，想到自己与高尔基生活得巨大悬
殊。

四岁丧父，跟随慈祥的外祖母来到了外祖父的家中。在那里，
他认识了许多东西，也看清了许多东西，他看清了自私自利、
贪得无厌、粗野的两位舅舅；朴实的朋友“小茨冈”；吝啬、
小气、贪婪、专横、残暴的外祖父；每一天都生活在残忍、
愚昧、亲人之间的勾心斗角和争吵，从善良与邪恶之间，阿
廖沙懵懂的明白了一些道理。

与他相比起来，我们的童年是灿烂的，幸福的；没有痛苦与
斗争，一直无忧无虑地生活着。就从那一点上看来我们就与
阿廖沙已经有了天壤之别，我们拥有了许多，但是我们还是
不知足，只想奢求人世间更好，更多想要的东西。

是啊，我们经常对父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只用顾着让父
母为自己遮风挡雨，从不用自己独自在“人间”闯荡。现在，
我们应该悔过曾经的奢望，应该不再浪费任何东西，学会珍
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便足够了。

从现在考试，我们要自立起来，遇到困难时别只想着那样退
缩，逃避或走捷径，应该对自己有信心，人生中总有事或有
人会令你痛苦甚至绝望，但我们应该要像一下作者是怎么样
坚持的。那样，你就可以再痛苦中寻找快乐，在绝望中寻找
希望。是的，黑暗过去，黎明的曙光总会到来，只要你仍然
保持对任何事物都有不灭的信心，懂得珍惜拥有的一切，那



么你的光明一定会到来，因为你懂得珍惜。

童年第一文章读后感篇六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有的童年令人回味无穷，有的童年
想想就会笑，有的想想就会哭……高尔基的童年确实很悲惨。

高尔基出生在俄国的一个木工家庭，早年丧父，寄居在外祖
母家，十一岁的时候走向社会，尝尽了人生的辛酸。而《童
年》正是根据他童年的生活而写成的，可以说是自传体小说，
正反应了当时的社会现状。童年与其续篇《在人间》、《我
的大学》共同构成了高尔基自传体小说三部曲，描写
了“我”的成长过程，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高尔基的成长历
程。《童年》是三部曲中的首篇，叙述的是孤独孩童“我”
（阿廖沙）的成长的故事，记叙了主人公成长、生活的历程，
以一个孩子的独特视角来审视整个社会和人生，描写了那令
人窒息的、充满可怕景象的狭小天地。阿廖沙4岁时，父亲就
死了，于是跟着外祖父、外祖母过着贫寒、艰苦的生活。

外祖父家是一个充满仇恨、笼罩着浓厚小市民习气的家庭，
这是一个令人窒息的小家庭。外祖父有着矛盾复杂的性格，
他的内心有善良的一面，但贪婪金钱腐蚀了他的灵魂。在这
冷冰冰的世界里，只有外祖母爱护、关心着他，给予他无限
的温情和钟爱，并对他进行了有益的教导。此外，小说也展
现了当时整个社会的腐败。

主人公阿廖沙同样是很早失去了父亲，由母亲和外祖母带到
外祖父家，并在那儿成长。外祖父是一个性情粗暴、自私的
小染坊主，但已快濒临破产，而俩个舅舅也是粗暴自私的人。
阿廖沙就在这样的家庭中饱受虐待：外祖父经常痛打外祖母
和孩子，又一次竟把阿廖沙打得失去了知觉，同样结果大病
了一场。在这样的环境下，阿廖沙那幼小的心灵感觉到压抑
和恐慌，同样，也渴望生活中的温情与人间的爱。在读这本
书的时候，心头总是感到不快和压抑，为阿廖沙的悲惨童年



感到忧伤，为那些逝去的生命感到忧伤。

这就是我喜欢的书。

童年第一文章读后感篇七

读完《童年》的第十一章后，我深有感触，我发现，我们的
童年与阿廖沙相比，我们真的幸福。这一章讲了母亲回来后
的家庭生活：首先是母亲与一些青年男人的交往；其次是表
哥萨沙的逃学和逃跑。表哥和“我”都是可怜的孤儿，他没
有亲母，继母对他不好。最后，外婆给“我”讲父亲的身世
和父母的婚事，听完后，“我”为父亲感到悲哀。

和阿廖沙相比，我们的童年是灿烂的，是彩色的；是没有烦
恼痛苦的，更是无忧无虑的。有那么多的孩子甚至不懂什么
叫做“打”，因为我们从没有经历过被人打、被人拿鞭子抽
的滋味。那也许是一种无法想象的痛苦吧。

一直以为我们总是生活在被打被骂的世界里，可是，现在看
来，我们的童年和阿廖沙的有着天壤之别。()

童年第一文章读后感篇八

第一章的中心人物是外祖母。她善良、聪明、能干、充满爱
心，是千千万万俄罗斯女性的优秀代表，对“我”的一生有
着非常大的影响。本章末尾用充满诗意的美好语言描写了外
祖母的肖像和人品，塑造了一个光彩照人的平凡而伟大的人
物形象。年过花甲的外婆跟三、四岁的“我”见面时的第一次
“对话“生动活泼，风趣盎然。早已过不惑之年的高尔基，
以三、四岁儿童的口吻、眼光、心理、行为，真实而生动地
描写、反映当时的客观现实，深刻而准确地表达自己十分成
熟的思想、观点和感情。语言简洁生动，非常口语化，非常
适合人物的口吻和当时的语言环境；情节画龙点睛，人物栩
栩如生。



童年第一文章读后感篇九

很早以前，就听说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本值得读的
好书。所谓闻名不如见面，前不久，我就读了这本好书。关
于革命一类的书籍看得不是很多，但也涉猎过一些，但是这
本书对我影响是最大的。这本书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保
尔·柯察金”的青年。在他十二，三岁时，母亲把他送进了
学堂。保尔的家庭很贫困，母亲在给别人做佣人，哥哥是一
个电工，而父亲很早就死了。所以，进学堂对于保尔的家庭
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但是，因为保尔对于教书先生
的不公平，对于教书先生对他的百般刁难感到十分愤恨，因
而做出一系列的报复行为。很快，他被学堂开除了。

由于生活的无奈，母亲把他送到一个饭馆做伙计。在那里，
他工作了一年多，也是在那里，他看到了这个社会的黑暗，
这个社会的最低层。那儿简直就是人间的地狱。然后，在哥
哥的帮助下，他被调到了发电厂做了一个电工。在那儿，他
认识了一个名叫朱赫来的水兵。在他那儿，保尔接触到了一
连串的新鲜事物，关于团组织，党组织以及革命。一些日子
以后，保尔偶然得到了一把枪，也因为杀了一个敌人，为了
逃难离开了母亲哥哥以及生长的家乡。那个时候开始，他就
参加了革命。

以后的八年，他都热衷于革命事业。虽然只是八年，对于生
命来说，太微不足道了。但是，与某些人的生命比起来，这
八年比别人活了三辈子还要珍贵。一次又一次的病魔缠绕着
他，他也一次又一次的克服着。后来，由于神经遭受破害，
导致自己下肢瘫痪，双目失明。但他还是用他仅有的一点点
儿生命写成了一部中篇小说《暴风雨所诞生的》。对于保尔
来说，能写成这本书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因为他只读过三年
书。以前写文章，总有几十处修辞有问题，但经过几年的大
量阅读书籍，完成了一个对于他来说的奇迹。当这一本书发
表以后，他的生命又重新燃烧起来了。当然，这本书对于我
们现在很多人来说，是有点儿看不懂的，这并不难明白。因



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但是，这样的精神还是可以
延续的。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呢？就像保尔一样，为了革命的事业坚持
到底，无论多大的困难，多大的挫折都不屈服。这就是所谓
的百折不挠。当然，现在我们这儿没有战争，但是生活中一
样的会出现很多的困难，虽然不大，但我们仍旧需要用我们
的精神去克服他们，我很喜欢书中的一段话：“人最宝贵的
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
当回忆往事时，他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
无为而感到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
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
的解放而斗争。’人应当赶紧地，充分地生活，因为意外的
疾病或悲惨的事故随时都可以突然结束他的生命。”不要惧
怕生活。它就像弹簧，你强它就弱，你弱它就强。“人最宝
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

童年第一文章读后感篇十

第六章写大舅米哈伊尔为了争夺家产带领流氓冲击、攻打外
祖父家的暴行。这不仅深刻地揭露了这个逆子的凶恶嘴脸和
丑恶行径，也客观地暴露了千千万万小市民家庭的尖锐矛盾。
在这次父子短兵相接的“战斗”中，阿廖沙“我”担任了火
线侦察兵的脚色，写得有声有色，相当精彩，可以推出一篇
标题为“我注视街上的敌情”的优美散文。这次“战斗”中
善良的外婆由于“劝架”被醉酒的逆子的砖头咂伤了手，造
成了骨折。

本书大量运用了比喻、拟人的修辞手法，把人物刻画十分逼
真。也写出了人物的语言和动作，让人读来仿佛置身于其中，
亲眼目睹了事情的经过一般。作者当时生活的年代是沙皇的
统治时期，平民的生活受到严重的剥削与压迫。打架斗殴给
作者的心里留下了阴影，使他从小不得不走入社会。有恶就
会有善，书中的外祖母就是一个光明的人物，她用自己的言



行举止给作者树立了榜样，使在她身上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
情。

在我们身边，也有许多像外祖母这样的人，默默开导你，我
们要满怀感恩之情，感谢他们。我们比作者要幸福很多，有
疼爱自己的家人，我们要好好学习，回报社会。

[童年读书笔记第六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