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人间小说读后感 在人间的读书心得总结
(大全5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这
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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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间小说读后感篇一

很多时候我们都过于害怕自己和大多数人的不一样，不想成
为那个不一样的人从而畏手畏脚，掩饰自己真正的想法，拒
绝表达，假装合群假装和所有人都一样。

文中的女主角确实是一个大众理解层次很不同甚至是很奇怪
的人，她是一个三十几岁在便利店里当兼职十几年的人，是
一个几乎没有什么共情能力的人，她也难以理解他人选择拥
有亲密关系或家庭甚至是养育下一代的决定。

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她与周围人社会认同感来源的不同，文
中的大多数周边的人都将他们的社会认同满足感依赖于社交
和亲密关系(也就是拥有很多朋友或是拥有另一半家庭孩子等
等)但是女主的满足感来自于便利店里的这份工作，便利店这
个特殊的地方是她能完全实现个人价值和感受被需要的地方
也是她自己坚守的舒适区，所以她压根就没有那么想要去经
营上述普世的满足感来源。所以她没有男朋友，几乎没有好
朋友，也没有一份稳定踏实的工作，因为和太多人看起来不
同，别人也觉得她就是说不上来的奇怪，”究竟是什么奇怪
好像也说不清，大概就是跟我们太不一样了吧。”

能真正做好真实的自己本来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至于自
己到底”正不正常”这个问题，还是不要操心了，放心交给



生活吧。

在人间小说读后感篇二

精选在人间读书心得(一)

《在人间》是一本不同的小说，不是描写贵族舞会似的生活，
而是一本贫民贴心的读物。跟着主人公去经历底层社会的种.
种。在无法抗拒的压力下，人们似乎只能选择堕落。每人都
有各自的生活经，懂得怎样去敷衍与游戏。在肮脏的环境与
低俗的思想里，在狭隘的天地与无聊乏味的日子里，调情与
淫荡似乎成了大家唯一有趣的嗜好。“大家都相互欺骗着，
这里面没有爱，大家都只是胡闹而已。”爱情已经完全扭曲
为一种简单的肉体上的依存，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大家不都
过的很正常吗?谁叫社会所需要的只是他们能够提供简单的劳
力而已。

就在看不到希望的地方，分明有一双犀利的双眼，探寻着智
慧的光芒。那就是主人公渴望出路与改变的双眼。他生活在
他们中间，独立着，总是以旁观者的角度去揣测生活的意义。
他的思想被书引领着，生活在另一个广阔而自由的天地。书
中的世界与现实的强烈反差，也常使他苦恼，外祖母美好的
心灵与玛戈尔王后高尚的情操成为日后回忆的主角。

对书籍的酷爱，开启了愚昧的头脑。一个用书籍填补思想贫
瘠的人，反抗着周围的种.种不协调。主人公，厌恶了身边的
丑陋与粗俗，向往一种纯洁，美好的生活。“我必须寻求一
种新的好的生活，不然我就会毁灭。”带着一种更高的追求，
走上了去学校求学的道路。

书籍，始终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让人有所追求，给人崇高
的信仰。何时何地最好都别忘了读书。

参考在人间读书心得(二)



《在人间》是高尔基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小说描
述的是主人公阿廖沙1871年到1884年的生活。这段时期为了
生活，他与外祖母摘野果出卖糊口，当过绘图师的学徒，在
一艘船上当过洗碗工，当过圣像作坊徒工。在人生的道路上，
他历尽坎坷，与社会底层形形色色的人们打交道，他有机会
阅读超多书籍。生活阅历和超多的阅读扩展了阿廖沙的视野。
在小说中，描绘了俄国社会一个时代的历史画卷。这是高尔
基的自传体小说，写少年时他正式走上社会，工作阶段的生
活。用细致的语言刻画了下层社会人们的悲惨生活，描绘了
一个半孤儿(阿廖沙父母双亡)怎样奋斗，在社会上艰苦生存，
并追求自我的理想的经历。

15岁以后，高尔基对学习产生了强烈的愿望，便独身一人前
往喀山求学，他以为“科学是无代价地教给那些愿意学习的
人们的”，他不可能被理解入学，只好在面包店做工。起早
贪黑，每个月仅有三个卢布的工钱。高尔基求学的尝试最后
失败了。为了生活而要在鞋店、东家的房子里和轮船上工作。
除了他的外祖母、外祖父、玛尔戈皇后这些有文化、有教养
的人以外，在周遭的都是那些低俗、爱吵架、背地里说人坏
话的小市民。人世间的艰辛激起了高尔基奋斗的决心，
他“大口地咀嚼着”各式各样的文学作品，书，这是他在贫
困潦倒中最知心的朋友。见识的浅薄，生活圈子的狭小让高
尔基周围的人都不懂书籍的好处，总在抑制他看书的欲望。
而他就像不屈的小草一样，坚持看书，也有如荷花，不受污
泥的沾染。“我来到人间”，仿佛就暗示着这人间的媚俗和
可憎可笑的面目;而普希金的诗集、阿克萨夫的《家庭记事》、
著名的俄罗斯史诗《在森林中》等书籍构成了高尔基的天堂，
这个“人间”里的天堂。

1892年，他最后当上了尼日尼城著名律师拉宁的文书。这位
律师曾给高尔基很多帮忙，他的高度文化修养和高尚道德情
操深深感染了他。高尔基曾说：“他是我的良师益友，我比
任何人都更要感激他。……”高尔基在他的大学里无情地吸
吮着社会发展创造的各种财富。在病态社会里的毒瘤完全没



有腐蚀掉他童年岁月里的思考着。高尔基的生平教会我如何
从容镇静地去应对人生的危机与挑战;我受到了一次灵魂的洗
礼，心灵如雨后的晴空，清新、明净，一片蔚蓝。

我佩服高尔基的毅力和恒心，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仍手不释
卷，不理会别人的反对而做自我认为对的事。“真理永远掌
握在少数人的手里”，高尔基就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因为
他经历了许多，也阅读了许多，包括生活这本难“啃”的书。
我羡慕高尔基灵活、流畅的文思，随时随地就能吟出一首小
诗来抒发情感。当然，这自然是他的外祖母的功劳。高尔基
的勤勉、毅力和恒心，还有他高尚的外祖母、外祖父不也构
成了一个天堂吗?天堂与人间只一线之隔，却就大不相同了。
有的人家有万卷书，却腹无点墨;有人做乞丐，却也能读好书，
学到不少的知识。人间与天堂是人心的两个表现，被凡尘俗
世所污染的心就是人间;反之高洁的心灵就如鸡群中的鹤，与
众不一样，成了天堂。只要肯干，脚踏实地，人间也会变成
天堂。

《在人间》是一本不一样的小说，不是描述贵族舞会似的生
活，而是一本贫民贴心的读物，跟着主人公去经历底层社会
的种.种。在无法抗拒的压力下，人们似乎只能选取堕落。每
人都有各自的生活经，懂得怎样去敷衍与游戏。在肮脏的环
境与低俗的思想里，在狭隘的天地与无聊乏味的日子里，调
情与似乎成了大家唯一搞笑的嗜好。“大家都相互欺骗着，
那里面没有爱，大家都只是胡闹而已。”感情已经完全扭曲
为一种简单的肉体上的依存，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大家不都
过的很正常吗?谁叫社会所需要的只是他们能够带给简单的劳
力而已。

就在看不到期望的地方，分明有一双犀利的双眼，探寻着智
慧的光芒，那就是主人公渴望出路与改变的双眼。他生活在
他们中间，独立着，总是以旁观者的角度去揣测生活的好处。
他的思想被书引领着，生活在另一个广阔而自由的天地。书
中的世界与现实的强烈反差，也常使他苦恼，外祖母完美的



心灵与玛戈尔王后高尚的情操成为日后回忆的主角。

对书籍的酷爱，开启了愚昧的头脑。一个用书籍填补思想贫
瘠的人，反抗着周围的种.种不协调。主人公，厌恶了身边的
丑陋与粗俗，向往一种纯洁，完美的生活。“我务必寻求一
种新的好的生活，不然我就会毁灭。”带着一种更高的追求，
我会阅读更多的好书。

书籍，始终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让人有所追求，给人崇高
的信仰。何时何地最好都别忘了读书。

经典的在人间读书心得(三)

这是19世纪的俄国作家高尔基的一部著作。这本书就是对自
我最苦难的下层生活的艺术记录。读了这本书，让我第一次
很深入地接触到了在高尔基时的社会和人们是怎样的。

高尔基的童年是不幸的。在他4岁丧父后，她的母亲便改嫁了，
于是他住到外祖父家。11岁时，母亲去世，外祖父所开的染
坊破产，家境逐渐走向贫困，自私、势利的外祖父十分不满
外孙给自我增加的生活重担。但是，外祖母却很疼爱自我的
外孙，以后，她和外祖父便分了家产(被迫)，即便她分到的
东西很少，但都不抱怨，依然和外祖父共居，不计较外祖父的
“任性*”。

于是，高尔基走向了“人间”。他当过学徒、在轮船上洗过
碗碟，在码头上搬过货物，还干过铁路工人、面包工人、看
门人、脚夫、据木工、园丁……年满16岁之前，小小的高尔
基便从事过7种职业。幼小的他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受尽
了种.种虐待与压迫。一路上，他遇到了被他暗自称为玛格特
王后的优雅美丽的女人，她有很多书，也很愿意借给高尔基
看。在高尔基看来，玛格特王后总是那么美丽、善良，并且
拥有高尚的品质和对读书的爱好。不像裁缝的小妻子那样，
光有漂亮外表的瓷娃娃。



1994年，高尔基怀着上大学的渴望来到了?山，到了?山才明
白上大学对他来说只但是是一个梦想。他很快成了流浪大军
中的一员。透过好友杰里科夫，高尔基接触到了民族粹派大
学生们，在朝不保夕的困苦日子里，高尔基刻苦自学，为他
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应对现实生活，我们更加就应好好珍惜此刻的完美生活，这
一切来得多么不容易，公主皇帝的家庭，设施齐全的学校，
和睦相处的社会……我们此刻还小，也不能对社会，为国家
做出什么巨大的贡献，唯一对以前为国家做出奋斗的科学家、
用笔当武器的文学作家、辛勤培育下一代的老师们的回报，
便是：珍惜此刻，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模板在人间读书心得(四)

《在人间》是苏联作家高尔基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中的第二部。

小说描述的是主人公阿廖沙1871年到1884年的生活。这段时
期为了生活，他与外祖母摘野果出卖糊口，当过绘图师的学
徒，在一艘船上当过洗碗工，当过圣像作坊徒工。在人生的
道路上，他历尽坎坷，与社会底层形形色色的人们打交道，
他有机会阅读大量书籍。生活阅历和大量的阅读扩展了阿廖
沙的视野，他决心“要做一个坚强的人，不要为环境所屈
服”。他怀着这样的坚定信念，离开家乡奔赴喀山。在小说，
作者不只是再现了形形色色的小市民和他们的生活习俗、道
德观念和精神境界，而且塑造了一系列体现劳动人民智慧才
能的人物形象，广泛深刻地再现了广大下层劳动者的悲惨生
活和他们的思想情结，描绘了俄国社会一个时代的历史画卷。

《在人间》不仅是作者童年时代的自传，不仅是一个少年的
生活史，而且也是一个时代艺术性的史册，反映了俄国工业
资本主义成长引起的小资产阶段手工业的瓦解过程。阿瘳沙
的外祖父卡希林一家的破产，就是俄国十九世纪七十至八十
年代的真实写照。小说描述了普通俄国人的困苦生活和他们



日常的苦闷，显示出这个少年对这种生活的反抗情绪越来越
强烈了。而创造出一个能干、求知欲很强的少年的活生生的
形象。书中真实地描写了人民下层的严峻的、阴暗的生活，
也描述这个来自下层的少年建立了自己初步的世界观。

优秀的在人间读书心得(五)

这本书主要描述了高尔基自我在童年、少年、青年时期的艰
难生活经历。高尔基小名叫阿廖沙，四岁时失去了父亲，他
的童年是在外祖父家度过的，外祖父经常毒打他。还常受到
别人的冷嘲热讽，但他没有放下，没有抱怨，更没有悲伤，
而是怀着一颗用心进取的心在奋勇前进。为给慈祥的外婆买
药治病，他只得卖掉心爱的书本，离开了学校课堂。十一岁
那年阿廖沙的母亲也不幸离开了人世，他成了孤儿，为了谋
生，阿廖沙被迫走进‘人间'。他当过鞋店的小伙计、做过小
保姆、在船上当过洗碗工、在圣像作坊做过勤杂工。他受尽
了老板对他的凌辱，亲眼目睹了周围许许多多的丑恶现象。
但很庆幸这些都没有吓倒阿廖沙，反而让他成为一个更坚强、
更勇敢、更正直的人。在当时十分悲惨的生活条件下，阿廖
沙仍然喜欢文学，经常忍饥挨饿坚持读书。原先想上大学的
他没有如愿，却在“社会大学”里学到了许多著名大学所学
不到的知识，开拓了视野，提高了觉悟，最后成长为一个革
命知识分子。

我十分佩服阿廖沙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赞叹那种热爱文学
的精神。同时也感到很羞愧，我们此刻的小朋友都得到父母
的关心和老师的教导，然而由于缺少“风雨”的洗礼，我们
很多同学在平时生活学习中遇到一点困难就难以应对。同时，
我们很多人有很好的学习条件，却不愿好好学习。此刻，我
懂得了我们就应好好珍惜此刻的完美生活，珍惜此刻的大好
学习时光，以高尔基为榜样，坚强乐观，奋发向上，长大后
有所作为。



在人间小说读后感篇三

今天，我和妈妈一起去黄埔书店买书，忽然，我看书的时候
被一本书吸引住了，就是《在人间》这本书。

这本书说高尔基为了生活而要在鞋店、东家的房子里和轮船
上工作。除了他的外祖母、外祖父、玛尔戈皇后这些有文化、
有教养的人以外，在周遭的都是那些低俗、爱吵架、背地里
说人坏话的小市民。

见识的浅薄，生活圈子的狭小让高尔基周围的人都不懂书籍
的好处，总在抑制他看书的欲望。而他就像不屈的小草一样，
坚持看书，也有如荷花，不受污泥的沾染。“我来到人间”，
仿佛就暗示着这人间的媚俗和可憎可笑的面目；而普希金的
诗集、阿克萨夫的《家庭记事》、著名的俄罗斯史诗《在森
林中》等书籍构成了高尔基的天堂，这个“人间”里的天堂。

我佩服高尔基的毅力和恒心，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仍手不释
卷，不理会别人的反对而做自己认为对的事。“真理永远掌
握在少数人的手里”，高尔基就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因为
他经历了许多，也阅读了许多，包括生活这本难“啃”的书。
我羡慕高尔基灵活、流畅的文思，随时随地就能吟出一首小
诗来抒发情感。当然，这自然是他的外祖母的功劳。高尔基
的勤勉、毅力和恒心，还有他高尚的外祖母、外祖父不也构
成了一个天堂吗?天堂与人间只一线之隔，却就大不相同了。
有的人家有万卷书，却腹无点墨；有人做乞丐，却也能读好
书，学到不少的知识。人间与天堂是人心的两个表现，被凡
尘俗世所污染的心就是人间；反之高洁的心灵就如鸡群中的
鹤，与众不同，成了天堂。只要肯干，脚踏实地，人间也会
变成天堂。

来源：网络整理免责声明：本文仅限学习分享，如产生版权
问题，请联系我们及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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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间小说读后感篇四

这次，我读完了《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的第二部。
《在人间》。

图师人也不错，有时会为阿廖沙打抱不平，他教阿廖沙绘图
（画画），他做事很耐心，很厌恶妻子天天向他“撒娇”
（为一点小事打抱不平）。在这部曲中，外祖母有时会出现，
她没有变，依旧是关心人的，呵护人的，可是我最不喜欢的
地方就是老婆子是外祖母妹妹，她总是当着阿廖沙的面大声
训斥、奚落外祖母，她凭什么呀，说难听点，就是缺德。

这部曲总体来讲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等着大家去
阅读哦！

在人间小说读后感篇五

看完了《童年》，我就不由自主地又想看《在人间》，因为
在我还没有接触过社会的时候，最好可以多了解人间。

在人间里，高尔基可以说是经历了无数事情，见识了形形色
色的人。

阿廖沙仅仅十一岁就来到了人间，为了生存，他不得不尽快
地适应这人间里的一切，所有事都让他感到陌生，在一个仅
仅十一岁的小孩子的世界里，因该全是纯真的顽皮，哪里容
得这么多沙子。

他在鞋店当店员，在圣像作坊当学徒，在绘画师家帮忙，在
轮船上做杂工，虽然并没有挣到多少钱，也没有学习到多少
技术，可是他也有非常大的收获，那就是博览群书。



才开始，阿廖沙周围的人，几乎都是浅薄，没有文化，没有
智慧，什么都不懂的人，因为他们的狭隘，所以阿廖沙始终
没有机会读书，直到他在轮船做杂工时遇到斯穆雷。开始，
阿廖沙对斯穆雷的印象并不怎么样，高尔基对斯穆雷是这样
描写的：我很不喜欢这个家伙，虽然他穿着一身白衣服，看
去依然很肮脏，指头上长着毛，大耳朵里也突出几根长毛。
他说话简直像狗叫一样年幼的阿廖沙还是习惯于以貌取人，
不过后来他也慢慢的发现斯穆雷是一个很正直的好人。斯穆
雷那很多书出来让高尔基念，尽管高尔基当时觉得很不高兴，
但是事实证明这对高尔基是有很大帮助的。

后来，他回到绘画师家，遇到了那个裁缝的妻子，因为阿廖
沙的好心，善良的裁缝妻子常常借书给他。但是由于周围人
们的愚昧无知，阿廖沙总是不能正大光明的看书。裁缝一家
搬走后，又来了另一家人，其中一位美丽端庄的夫人引起他
的好奇，于是阿廖沙有常去这位夫人家借书看，而且他把这
位夫人成为王后，可见这位夫人对他的影响有多大，其实这
也暗示了高尔基的理想——做一个有学问，知书达理，温文
尔雅的人。

在人间，阿廖沙也学到了许多书中学不到的东西，对好坏的
识别能力，生存能力，他也看到了许多丑恶。

在这样一个混乱的社会上，一个仅十余岁的小孩见到了太多，
一个小孩的眼里怎么能容这么多沙子，如果稍有不慎，也会
堕落到这些肮脏龌龊的娱乐中去，可是正是阿廖沙所读过的
大量的书籍拉住了他，他明白善恶美丑，只不过一步之遥，
一失足可成千古恨。

从《在人间》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最重要的是我们更坚定
了博览群书的信念，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可以让人
从“人间”到“天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