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童年的读后感(精选10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
适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
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童年的读后感篇一

《童年》是高尔基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是以作者
高尔基自己的童年为写照写的。

书中的主人公阿廖沙从小就失去的父亲，然后便被母亲送去
了外祖父家，故事便从这里开始了。刚到外祖父家就特别不
喜欢外祖父，感觉外祖父对他的不怀好意，所以就格外的留
心外祖父的一举一动，对外祖父怀有一种好奇心，同时又很
害怕他。在一次好奇心的驱使中，阿廖沙把白布丢进染缸因
此被外祖父狠狠的打了一顿，阿廖沙更加害怕外祖父了。外
祖父主掌家中的一切事物，视财如命，以打人为乐，阿廖沙
因为调皮时常犯错所以也经常被外祖父毒打。阿廖沙的两个
舅舅也是完全继承父亲的残暴，因为分家两个人互相残杀，
不顾兄弟手足大打出手。他们间接的害死了阿廖沙的好朋
友“阿茨冈”，对此阿廖沙更加的厌恶他的两个舅舅。米哈
伊尔舅舅的一把火把作坊烧的差不多了，但因此他的妻子因
为难产去世了，这也算是上帝给他的一个惩罚。这一切的一
切都让阿廖沙觉得十分压抑。

而外祖母的出现就犹如黑暗里的一束光芒，她照亮了阿廖沙
的整个童年，外祖母会经常讲故事给阿廖沙听，给他关爱，
让他相信世间还是有真情的，这份爱驱散了阿廖沙内心阴暗
的一面。同样带给阿廖沙温暖的还有，乐观朴实经常保护阿
廖沙的小茨冈、勤劳正直的老人格里戈里、知识渊博的“好
事情”。



阿廖沙又回到了外祖父那，可是外祖母和外祖父完全各过各
的了。阿廖沙跟着外祖母，在这种日子中，阿廖沙知道了贫
穷的可怕，年少懂事的他利用节假日、放学后的时间去外面
捡破烂挣钱。在这期间，阿廖沙碰到了几个要好的朋友。在
和他们相处的日子当中阿廖沙找到了一种叫友情的东西。他
们那种纯真、毫无恶意、善良的性格让阿廖沙感到从所未有
的温暖。

不久，在亲眼目睹母亲死后，阿廖沙出去谋生了。

与阿廖沙的童年相比较我的童年是快乐亦或是幸福的。我是
在农村长大的，在那里，春天可以看到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壮
丽景象；夏天，可以和一群要好的朋友爬树抓知了；秋天，
可以看到一大片一大片的稻田里金灿灿的稻谷，风一吹，它
们就像穿着金黄色连衣裙的美丽女孩翩翩起舞；冬天，可以
欣赏漫天飞舞的鹅毛大雪纷纷扬扬飘洒下来的样子，还可以
同一群小孩推雪人。这一切的一切就像一个个动听的音符将
童年串成一首悦耳的歌，在风中飘扬。

我也是和我的外祖父外祖母一起生活。我的外祖父比较严厉，
他会很注重礼仪，比如说；和长辈吃饭的时候得让长辈先动
筷子，不能乱说话，所谓“食不言，寝不语。”夹菜得夹自
己那方不可逾越。但我外祖母是个非常慈祥的人，她会很宠
溺我，会接受我许多无理的要求，我也会经常跟外祖母撒娇，
时不时爬上她的肩头“骑马”，与外祖父比较我跟外祖母会
更亲近。

我的童年没有勾心斗角，没有嫉恶如仇，有的只是天真烂漫，
它在我心中纯洁就像一片白纸，不允许让任何人玷污。

童年就是这样，在我们不知不觉中它离开了。只留给我们无
限的回忆。我的童年是如此，我想阿廖沙的童年亦是如此。
待他人生垂暮时，再回忆起童年，也许是嘴角的一抹释然的
笑；也许是浑浊的眼睛里闪动的泪光。不管怎样，童年总是



最令人回味的。

童年的读后感篇二

在这个愉快的寒假里，我读完了几本对我们身心发展有益的
世界名著，例如:《木头娃娃的旅行》、《童年》、《居里夫
人的故事》、《纳尼亚传奇 狮子女巫和魔法衣橱》……然而
令我情有独衷的是《童年》这本书。它是苏联作家高尔基的
自传体小说，作者用回忆的形式写出了自己悲惨的童年生活。

上学期我就对这本书有着无比的期待，寒假里我终于有时间
拜读整篇文章。他是描述高尔基从三岁到十岁的童年生活，
真实的反映了俄国民众生活。读到《我的谋生之道》这里，
我的心头热浪涌起，眼泪不停的在眼眶里打转。当时，在这
个镇上，偷窃已经成风，它是饥寒交迫的人们唯一的生存手
段。大人们偷那些货船,在休息的时候，他们到处炫耀自己的
收获，孩子们在旁边，一边听一边学。阿列克塞虽然和外婆
相依为命，但不去偷东西，而是走街串港去捡牛骨头、破布、
烂纸和碎片，平时放了学也去捡，到星期天卖给旧货商。而
和他同龄的一些孩子们，喜欢到奥卡河对面或是彼斯基岛去
偷木板，他们都喜欢在大风大雪天去偷，只要阿列克塞看到
他们去偷木板时，便会严厉的警告他们下次不能再偷了，否
则后果不堪设想。当他看到别的小孩去偷醉汉的东西时，他
会追上去警告他们，有时还会揍他们。阿列克塞在困难面前
永不放弃，以热情面对生活。对穷人有同情心，不许任何人
去欺负一个无辜的人。他让人们明白了，要靠自己的双手去
辛勤劳作，不能养成不劳而获、偷窃的恶习。

在现实生活中，也有许多人有这样的恶习。我兴趣班里就有
一个这样的人。有一次，我买了一只好看的笔，他看见了不
禁喜欢上了，下课时我忘了放进铅笔盒里，摆放在桌上。可
是回来时却不见了，而某某同学手中正拿着我的笔欣喜地写
着字。我下课去向他要回来，可他并不给，还找尽理由说是
他家长买的。



读完这本书，我深有感触:这部作品让人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
在邪恶中看到了善良，在冷酷无形中看到了人性的光芒。看
到了高尔基的坎坷经历，我很庆幸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年代
里，我们更要学会感恩，用爱心去包容每一个人，更要努力
学习，天天向上，更要热爱祖国。在阿列克塞的身上，我明
白了一定要做一个坚定、正直、善良的人。

这是一部令人心酸的作品，作者用他的亲身经历使文章更具
有感染力。我不仅从书中读到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还看到
了高尔基不屈不挠善良，真诚的高尚品质。高尔基曾说书籍
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真不愧是世界名著，这碗既美味又营
养的心灵鸡汤，大家都快来喝一喝吧!

童年的读后感篇三

”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悲惨的童年呢？“读完《童年》后
我便产生了这样的叹息。

每一个人都有童年，每一个人的童年却又各不相同。但我们
每一个人的童年有高尔基那么困苦吗？不，我们没有，我们
在家是小皇帝、小公主，是父母的掌上明珠。而高尔基的童
年却没有我们这么幸福，家庭也没有我们美满。他从小父母
双亡，只有外祖母照顾他；他没有新衣服，只有几件打满了
补丁的旧衣服；他没有好的学习条件，就连书包也是破的，
然而他并没有抱怨现在的生活，而是更加努力的学习，想报
答他的外祖母。功夫不负有心人，高尔基最后当上了世界著
名的大文豪。

这让我想起之前在电视上看到在山区的留守儿童，他们和高
尔基有着相似的童年。他们的父母不在身边，每天上学要走
几个小时的山路，但他们仍然刻苦学习，在放学途中捡柴禾，
回家后帮助老人做家务……这些都让我十分敬佩。

高尔基和这些留守儿童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长大并且成才，



是多么的不容易，而我们的童年却充满阳光、雨露的滋润，
我很庆幸自己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

因此我们更要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抓住童年的尾巴，努
力学习，千万别身在福中不知福。绝不让我的父母和老师失
望，用高尔基的《童年》来激励自己，迎接充满活力的童年，
抓住童年的尾巴，让童年的记忆更加美好！

童年的读后感篇四

文中让我印象最深的人物是高尔基的外祖母。女儿用女儿自
己对世界无私的爱丰富着周围的人，女儿用爱包裹着高尔基，
使人看到了人性的善良光辉，让人产生一种温暖的冲动。外
祖母还非常信仰上帝，是忠诚的'基督教徒，从不杀生。

读了这本书，我最大的感受是，要接受生活的困境，即使要
面对黑暗的社会。我曾看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女儿对父亲诉说女儿的生活，抱怨事事都那么艰难。女
儿不知该如何应付生活。问题永远也解不完。女儿的父亲是
厨师，阿廖沙把女儿带进厨房。阿廖沙先往三只锅里倒入水，
然后把阿廖沙们放在旺火上烧。不久锅里的水烧开了，阿廖
沙往三个锅里分别放入胡萝卜，鸡蛋和咖啡粉。大约二十分
钟后，把胡萝卜放入第一个碗，鸡蛋放入第二个碗，咖啡倒
入杯子里。阿廖沙让女儿靠近些并用手拿胡萝卜，女儿说胡
萝卜软了；阿廖沙又让女儿把鸡蛋打开，女儿看到的是熟的
的鸡蛋。最后，阿廖沙让女儿啜饮咖啡，品尝到咖啡的香浓，
女儿笑了，女儿知道，这三样东西面临同样的逆境——煮沸
的开水，但其反应各不相同。胡萝卜入锅之前是强壮的，但
进了开水后，它软了。鸡蛋原来是易碎的，但经开水一煮，
虽然外壳看似从前，内心却早已经变的坚强。而粉状咖啡豆
则很独特，进入沸水后，它与水融为一体，并改变了水，在
它达到华氏212度的高温时让它散发出最佳香味，水最烫时，
它的味道最好，在情况最糟糕时会变的坚强并使周围的情况



变好。

“生活的逆境，使庸者变得卑琐，使强者变得坚韧聪慧”。
这句话来概括《童年》再好不过了。

它们，《童年·在人间·我得大学》是世界文学中最杰出的
自传体小说之一。

童年的读后感篇五

今天，我读了《童年》这本书，它是前苏联作家高尔基写的。

阿廖沙从小失去父亲，随母亲寄居在外祖父家。外祖父家那
里有严厉而暴躁的外公，有慈祥的外婆，有爱喝酒闹事的舅
舅，有漂亮而忧郁的妈妈，有自杀的小偷彼得伯伯等等而阿
廖沙正是以一颗脆弱而敏感的童心生活在这群人中，体验着
人生的酸甜苦辣，让他明白人生来之不易，使他充满坚强的
力量去应对困苦的生活。

阿廖沙太棒了！在严厉暴躁的外公教育下，他的童年很不开
心，但阿廖沙很懂事不怪外公。

我最难忘的人是外婆，因为外婆性情乐观、开朗 、慈祥。

我最难忘的事是在阿廖沙外祖父家有一个房客叫’’好事
情“他有点驼背，留着两撇胡子，眼镜后的目光时分和善。
" 好事情 " 孤僻执着于化学实验，每天在小屋里忙来忙去，
身上沾满了各种各样的颜料散发出一股刺鼻的味道，他不停
地熔化什么，在小天平上称，十分专心，在无数次失败中发
现错误，一次次改进，终于取得成功。

这个故事让我明白：要勇于尝试，细心观察。



童年的读后感篇六

我读了这本书，我就得高尔基童年是悲惨，他没有父亲关爱，
在他6岁时候父亲离开了他，即使这样他自己很坚强。

《童年》一书讲了高尔基父亲死后，高尔基与他外祖母与母
亲来到外祖父家中。在外祖父家中。高尔基收到了外祖母疼
爱，亲眼目睹了两个舅舅为争夺家产而吵闹及在日常生活中
表现出自私与贪婪。后来，伴随着母亲去世，高尔基走向人
间。

我觉得，高尔基家庭似一个小社会，充满了善与恶。高尔基
童年不是似我们一样欢乐童年。而是充满悲伤与痛苦童年。
他在这样痛苦童年中能够成长为一位大文豪，是十分不容易。
但，正是因为他童年痛苦生活激发了他写作灵感，才使他闻
名世界。《童年》让我知道了只有经历磨难才能获得成功。

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生活与高尔基一样，历经了千辛万苦，
但他们最终获得了成功。音乐家贝多芬遭受病痛，双目失聪，
这对一个音乐家来说几乎是灭顶之灾，然而，正是这样磨难
让贝多芬不甘向命运低头，创作了向命运挑战《命运交响
曲》。

德国音乐家海顿，从小生活困苦，正是在这逆境生活中，海
顿勤奋努力，成为一代“交响乐之父”。他们成功都是源自
于苦难经历。都是不甘向命运屈服结果。

我相信，你们要是读了这一本书，可定也会似我这样喜欢吧！

童年的读后感篇七

克西姆·高尔基的《童年》举世闻名。在一个很平凡的星期
天下午，我翻开了它。情绪也随着书上一行行黑色的微软雅
黑字忽起忽落。



主人公阿廖沙痛苦的童年生活打动着我：四岁丧父，跟随悲
痛欲绝的母亲和慈祥的外祖母到专横的、濒临破产的小染坊
主外祖父家，却经常挨暴戾的外祖父的毒打。但善良的外祖
母处处护着他。在外祖父家，他认识了很多“安安静静”的
亲戚，其中包括两个自私、贪得无厌的、为了分家不顾一切
的米哈伊洛舅舅和雅科夫舅舅，还有两个都叫萨拉的表哥。
朴实、深爱着阿廖沙的“小茨冈”(伊凡)每次都用胳膊挡外
祖父打在阿廖沙身上的鞭子，尽管会被抽得红肿。但强壮的
他，后来却在帮二舅雅科夫抬十字架时给活活的压死了。

阿廖沙的童年是在一个典型的俄罗斯小市民的家庭里度过的：
贪婪、残忍、愚昧；父子、兄弟、夫妻之间勾心斗角；为争
夺财产常常为一些小事争吵、斗殴……但在这个黑暗的家庭
里，有一个勤劳、坚强、善良的外祖母。她常常给阿廖沙讲
好听的神话故事，也潜移默化地教他做一个不想丑恶现象屈
膝的人。

阿廖沙的童年是黑暗的，就像他的家庭一样。周围残酷的事
情太多了，有时甚至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竟会发生那样的事
情。但好在有外祖母——全家人的精神支柱。阿廖沙也还认
识很多其他的人：搬进新房子后的几个房客、隔壁的三少爷，
等等。阿廖沙从家人的一些“奇怪”的举动中懵懂的明白了
一些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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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除此之外，
我们的生活中也很少有家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为争夺财产而
打架斗殴之类贪婪、凶狠的事情。更不会发生残忍的把某个
无辜的人无端地折磨致死这类想都没想过的“恐怖事件”。
天哪，如此比较，我们的童年和阿廖沙的有着天壤之别。我
们每天生活在蜜罐儿里，被甜水泡着，被金灿灿的钱堆
着……我们是多么幸福呀！我们从来不用考虑衣食住行，这



让大人么操心就足够了，还轮不到我们呢。

但拥有着这些，我们并不知足。我们总是奢求更多。因为，
在我们眼里，大人们挣钱是那样的容易，似乎都不费吹灰之
力。我们多天真啊。的确，我们不用像阿廖沙那样只十一岁
就到“人间”独自闯荡。但读过《童年》之后，我们应该悔
过自己曾经的奢侈，我们应该不再浪费，我们应该学会珍惜。

那么，就从现在开始吧。我们不再奢侈，不再浪费；我们开
始为长辈着想，体谅他们；我们更应该开始满足自己的幸福
生活。为了以后，为了将来，为了我们到“人间”的那一天。

童年的读后感篇八

这几天，我读了老师推荐的名著——《童年》。这部举世闻
名的小说，深深地吸引了我。捧着它我经常忘记吃饭，放下
它我感慨万千，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这是部自传体小说，写的是作者高尔基悲惨的童年生活。主
人公阿廖沙是个孤儿，寄居在外祖父家。外祖父吝啬、残暴，
两个舅舅自私、粗野，只有外祖母疼爱他，给他讲故事，教
他怎样做人。阿廖沙受尽苦难与折磨，十一岁时，他被外祖
父赶出了家门。

我是非常投入地读这本书的。我常常觉得自己就是书中的主
人公阿廖沙，他快乐，我和他一起快乐，他痛苦，我和他一
起痛苦。读到“为了能生活下去，阿廖沙只好去拣拾破烂赚
钱”那部分时，我读得特别仔细，读着读着，我仿佛走进书
中所描绘的情境中。我的眼前出现了瘦弱的阿廖沙顶着烈日，
背着口袋寻找破烂的身影，闻到垃圾堆里散发着冲天的腐败
臭气，置身于同学们嘲笑、侮辱的环境中……泪水模糊了我
的眼睛。阿廖沙的生活太难了，他真是太可怜了！

与阿廖沙相比，我的生活无忧无虑，没有烦恼与痛苦，就像



在蜜罐里。父母每天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我，我吃着可口的饭
菜，穿着漂亮的衣服，爷爷奶奶都疼爱我，我还有零花
钱……阿廖沙的痛苦童年让我觉醒，我真正地认识到自己的
生活是多么的幸福与美好啊。我应该知足并珍惜这种快乐生
活，感谢为我创造这一切的父母。

在这部小说里，我十分喜欢外祖母。她善良、慈爱、坚强、
宽容、快乐，她有讲不完的故事。她“腰弯得几乎成为驼背，
肥肥胖胖，可是举动却像一只大猫似的轻快而敏捷，并且柔
软得也像这个可爱的动物”的形象让我一闭眼就看见。我庆
幸阿廖沙有这样一位外祖母。在她的教育、影响下，阿廖沙
无论生活怎样恶劣，始终都能保持一颗正直、善良、健康的
心灵，这颗高尚的心灵以及不断地追求、学习，使他日后成
为伟大的作家。

读《童年》，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每个人的童年都不一样，
有的快乐，有的悲惨。我们要学会珍惜或承受。只要心中有
梦想，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再多的痛苦也都会过去。

童年的读后感篇九

今天上午我看完了马克西姆高尔基写的一本巨作——《童
年》。

《童年》这本书写的是阿廖沙的成长。他三岁时就失去了父
亲，被带到了祖父家家。外祖父是一个濒临破产的小染坊主，
他的性格非常暴躁，并且还自私贪婪；两个舅舅更是粗野不
堪，自私至极，在这个典型的俄罗斯小市民家庭中，层出不
穷的暴行和各种各样的丑事把幼小的阿廖沙压的几乎喘不过
气来了。但是仍有许多善良、正直的人们给了他正确的支持，
使他看到了阳光，他们但是阿廖沙的良师益友。正是这些善
良而又平平凡凡的人们哺育了阿廖沙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和反
抗精神。



高尔基真实的描述了自己苦难的童年生活从而反映出了当时
社会生活的一些典型特点。它不仅反映出了内心“铅一样重
的丑事”，还描绘出了社会底层普通人美好的心灵。

阿廖沙的家境和我们比起来，差许多，可是他仍是那么可观，
那么自在。

阿廖沙能在家境那么差的环境下能那么可观、自在，真令我
佩服。

童年的读后感篇十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每个人的独特的风采。高兴也好，辛酸
也罢，那都是一段段珍贵的回忆。那著名高尔基所描述的他
的`童年又是怎么样的呢？让我们一起去品读名人的童年吧！

主人公高尔基，全名为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
出生于俄国下诺夫戈罗德城。他自幼丧父，被母亲寄养在外
祖父家，并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在这期间，他见证了
两个舅舅因为分家产，不顾及昔日的兄弟情而打了起来；见
证了他许多亲朋好友的死亡；还见证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善
与恶、爱与恨。

母亲的去世、外祖父的家道中落，高尔基不得不离开亲人，
来到城镇为他人工作，倍受排挤和欺负。但是在这一段时间
里，他并没有放弃对生活的追求，还接触到了书籍，沉浸在
书的世界里。后来，高尔基独自一人来到喀山求学，在俄国
政治和革命的暗流涌动，以及一群进步人士的熏陶下，他的
思想得到了升华，也为后来成为名人打下了优良的基础。

高尔基这种对生活抱有热情、努力奋发学习的感情激励了我。
回想我们敬爱的毛泽东主席，年幼时无论多晚回到家，都坚
持着练一百个大字。他可不是随随便便写完一百个大字就行
了，而是认认真真地写完，没写好就再重写几遍，练好了才



肯休息。他成年后，也都随身携带着一本书，有时间就拿出
来阅读。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搬家是常见的事，他每一
次搬家，都必定把所有书都带上。

“我读的书愈多，就愈亲近世界，愈明了生活的意义，愈觉
得生活的重要。”从高尔基所说的这句话中，我们可以得知
学习和读书的重要性。在往后的日子里，我们应该要像高尔
基那样对生活抱有热情，努力奋发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