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童年的读后感(优质5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读后感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
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
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
一下吧。

童年的读后感篇一

读了《童年》这本书，知道了一些道理:思想改变行为，行为
养成习惯，习惯形成性格，性格决定命运，高尔基悲惨、令
人怜悯的童年故事，让人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你是否在找正
准备撰写“一年级《童年》100字读后感”，下面小编收集了
相关的素材，供大家写文参考！

读完了这本书，我的感受颇深。首先，与高尔基的童年相比
较之下，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作者儿时的悲惨遭遇，我觉得自
己是幸运的，幸福的!在家里，父母宠爱着，关心着，保护着。
在学校，有老师的教导和同学们的陪伴，真正可以说是无忧
无虑。而高尔基呢?与我们恰恰相反。有人说：“环境可以造
就一个人，也可以毁灭一个人。”就是这样的环境造就了高
尔基，成就了高尔基。在如此邪恶和污秽的社会中，他那颗
光明和博爱的心没有动摇，没有被污染，反而变得越加开阔、
光明。也许，这就是他成功的秘诀吧!

在这个假期中，我读了高尔基写的一部小说《童年》。这是
高尔基以自身经历为原型创作的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中的第一
部。这部小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家童年的成长经历，描绘
了19世纪末俄罗斯社会生活的画面。

这本书主要讲述的是阿廖沙三岁到十岁这一时期的童年生活。
小说从"我"随母亲去投奔外祖父写起，到外祖父叫"我"去"人



间"混饭吃结束。外祖父开了家染坊，但随着家业的逐渐衰落，
他变得吝啬，贪婪，专横，残暴，经常毒打外祖母和孩子们，
狠心地剥削手下的工人。有一次阿列克谢因为染坏了一匹布，
竟被他打得昏死过去。幼小的阿廖沙也曾被他用树枝抽得失
去知觉。他还暗地里放高利贷，甚至怂恿帮工去偷东西。两
个舅舅也是粗野，自私的市侩，整日为争夺家产争吵斗殴。
在这样一个弥漫着残暴和仇恨的家庭里，幼小的阿廖沙过早
地体会到了人间的痛苦和丑恶。舅舅们为争夺家产而争吵斗
殴的情景使小阿廖沙饱受惊吓。这一幕真实反映了俄国下层
人民沉重的生活状况，批判了小市民的自私残暴。 然而就是
在这样一个可怕的环境里，也有温暖与光明。这就是阿廖沙
的外祖母和另外一些人，过的另外一种生活。

外祖母慈祥善良，聪明能干，热爱生活，对谁都很忍让，有
着圣徒一般的宽大胸怀。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阿廖沙敏感
而孤独的心，她对阿廖沙的影响，正像高尔基后来写的那
样:"在她没有来之前，我仿佛是躲在黑暗中睡觉，但她一出
现，就把我叫醒了，把我领到光明的地方，是她那对世界无
私的爱丰富了我，使我充满坚强的力量以应付困苦的生活。"
外祖母使他在黑暗污浊的环境中仍保持着生活的勇气和信心，
并逐渐成长为一个坚强，勇敢，正直和充满爱心的人。 幸福
的童年都是相似的;不幸的童年各有各的不幸。《童年》以小
主人公阿廖沙在外祖父家的生活经历为线索，刻画了一群性
格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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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
会跳舞的"小茨冈";有抬起长腿踢妈妈的继父，有称为"奶奶"
的绿老太婆，有孤僻而执著于化学实验的房客"好事儿"，有
自杀的小偷彼得伯伯，还有一群玩草鞋大战，去冰天雪地的
小岛上偷木板过活的善良小流浪汉…… 而小阿廖沙正是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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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丰富了他，使他充满了坚强的力量去应对困苦的生活;苦难
让他明白，俄罗斯人大多像小孩子似的，喜欢拿忧伤来逗乐，



玩弄，不为做不幸的人而羞愧……正是从这个足迹里，走出
来了一个文学巨人，世界因他而增辉。《童年》，也为我们
认真了解一个伟大民族打开了一扇小小窗户。 读完这本书后，
我不仅从中读到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获得珍贵的精神食粮，
而且还学习了作着刻画人物性格的匠心独运和简练的叙事风
格。高尔基的生平教会我如何从容镇静地去面对人生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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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都有童年，每个人的童年都是不一样的。暑假，我读
了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童年》，这本书打给我的感触很深
很深。

书中形象的描绘了主人公阿廖沙悲惨的童年。阿廖沙年少丧
父，跟着母亲和外祖母来到了外祖父家中。外祖父家中就像
地狱一样。家中男的大人都是视财如命，女人就更没有地位
了。这些，都在阿廖沙心里留了阴影。唯一爱他的外祖母去
世了，母亲和最好的朋友“小茨冈”也都去世了。阿廖沙离
开了家，靠自我的坚强、不屈服的信念一向熬了过来。

轻轻地合上最终一页书，我的眼睛湿润了，我为高尔基的境
遇、生活、处境而感动了。我们很庆幸、很幸福、很辛运，
每一天坐在宽敞的教室中，听着教师讲课，回到家有大鱼大
肉等着我们，每一天都是父母的“掌上明珠”。

没有想到，这么伟大的作家，竟然会有那么悲惨的童年，这
全是因为他有一颗善恶分明、是非分明、能爱能很的心。是
因为他有一种勤奋学习、吃苦耐劳、意志刚强、有梦想的精
神。是因为他对知识的渴望，对未来的憧憬。我想高尔基写
这本书必须是期望我们有他这种精神和品格吧！

读完了这本书，我此刻才明白我们的童年是多少欢乐，我们
要努力学习，用自我的知识和智慧来创造一代又一代更美满
的生活！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地叫着夏天……”听着这首
歌，让我知道了童年使我们一生中珍贵的宝藏，每个人都有
自己无忧无虑的童年，而高尔基的童年却与我们与众不同，
他的《童年》让我受益匪浅。

马克西姆·高尔基出生在一个贫苦的人家里，他幼年丧父，
又受到了外祖父的虐待，是他吃尽了苦头，就这样度过了艰
难的童年。

高尔基的童年是那么悲惨，和他比起来，我可是个“小公
主”了。整天，父母呵护我们，老师鼓励我们，有了困难同
学帮助我们。我们不愁吃、不愁穿，生活中蜜罐里，我们的
童年是多么快乐啊! 虽然我们过着公主般的生活，但有的同
学还是生在福中不知福。我们仿佛是温室里的花朵，不能在
外面独立生存，好比是一只要破蛹而出的蝴蝶，一只破壳而
出的蝉，娇生惯养，不能经历一点磨难。恐怕我们以后的身
影就是那只瘸蝉。所以，只有吃了别人吃不了的苦，才能享
到别人享不到的福。也就是说：想要幸福，首先要吃苦。

记得有一次，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七岁的孩子从小吃苦耐劳，
而且经常用一句名言鼓励自己：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所以，我认为：一块石子，不经风沙的百般冲洗不会变成一
颗晶莹的钻石;一棵小树苗，不经常年的风吹雨打也不会长成
参天大树;人也一样，不经历磨砺，也不会成为一个大写
的“人”字。

是的，当时生活的困苦，让我知道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
所以，我们要珍惜这拥有的一切，努力奋斗，好好学习，成
为祖国的栋梁之才， 让我们的祖国更加强大。

同学们，还等什么?让我们去追求吧!做一个自强不息的中国
人!

这几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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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年的读后感篇二

在小说中，阿廖沙以故事的讲述者和主人公的双重身份，叙
述了自己幼年时代的生活，反映了作家童年时代的艰辛以及
对光明和真理不懈的追求，高尔基悲惨、令人怜悯的童年故
事，让人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你是否在找正准备撰写“一年级
《童年》读后感100字”，下面小编收集了相关的素材，供大
家写文参考！

阿廖沙的童年是在一个典型的俄罗斯小市民的家庭里渡过的：
贪婪、残忍、愚昧;父子、兄弟、夫妻之间勾心斗角;为争夺



财产经常为一些小事争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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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经常给阿廖沙讲好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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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残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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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廖沙也还熟
悉良多其他的人：搬入新居子后的几个房客、隔壁的三少爷，
等等。阿廖沙从家人的一些“希奇”的举动中懵懂的明白了
一些道理。

我读完《童年》，感受到了作者儿时的悲惨遭遇，觉得我是
幸运的，起码我比他幸福。因为作者3岁时，父亲病故，而自
己的母亲就带他回了娘家。可惜外公是个自私、贪婪而又专
横的小业主，残酷剥削雇工，放高利贷，但是资本主义俄国
的发展打断了外公的发财梦，从此破产以至于贫困潦倒。可
怜的母亲改嫁之后，生病而死，十一岁的作者被外公残忍地
赶出了家门，到社会上自谋生路……高尔基真实地描述了自
已苦难的童年，我为自己庆幸——没有出生在那个时代，没
有受到这种苦，自己没有失去父母……我感到很幸福，因为
我有一段美好的童年。记得在小时候，我很调皮，也很淘气，
经常做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有一次，阿姨帮我买了几条小金
鱼，但她没告诉我怎么养就走了，爸爸妈妈妈又不在家。我
看到柜子上有一个插着花的花瓶，灵机一动，把花瓶拿下来，
丢掉里面的花，加了点水，把小金鱼放了进去。看到小金鱼
在花瓶中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心里乐滋滋的。到了晚上，
妈妈回来了，看到我趴在桌上一动不动地看花瓶，就笑着问
我：“你干嘛呢?”“看金鱼呀!”我回答道。妈妈一听，说
道：“啊?不会吧!你把金鱼放在花瓶里了。不行，这花瓶一
会儿姥姥还要拿走呢。”我二话没说，把花瓶抱进房间，就
是不让她们拿走。最后，妈妈拿我没辙，只好打电话给外婆，
告诉她事实，姥姥听了这件事，也哈哈大笑起来……我的童
年就是这样充满了欢乐、充满了幸福，所以我要珍惜现在所



拥有的一切。

我读了高尔基的《童年》之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小说中的主人公阿廖沙的生活环境是让人心酸的，他三岁上
父亲生病去世了，便跟着妈妈来到外婆家。外公是一个性情
粗暴、自私的小染坊主。两个舅舅也同样是粗暴、自私的人，
甚至他们的儿女也是这样。阿廖沙就在这样的家庭中饱受虐
待：外公经常痛打外婆及孩子们，有一次竟把阿廖沙打得失
去了知觉，结果大病了一场。在这样黑暗的的环境下，谁能
不觉得恐慌和不安?!我读了之后心情非常压抑。生活在这样
的家庭里，阿廖沙的心灵会不会也被玷污?但幸好这世界也不
都是丑陋不堪的，他的身边还有外祖母等善良正直的人存在
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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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外祖母就
是他的太阳。外婆总是用她的温存用她的宽容给予阿廖沙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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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年》的主人公阿廖沙在7岁父亲去世后，随母亲寄住在外
祖父家中度过岁月。其间，他得到外祖母的疼爱、呵护，受
到外祖母所讲述的优美童话的熏陶，同时也亲眼目睹两个舅
舅为争夺家产争吵打架以及在生活琐事中所表现出来的自私、
贪婪。这种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善与恶、爱与恨在他幼小的心
灵上留下了深刻地印象。阿廖沙就是在这种“令人窒息的，
充满可怕的景象的狭小天地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阿廖沙的生活是多么悲惨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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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识了非常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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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廖沙的生活多么黑暗啊，就好像他的家庭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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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的人贪婪、残忍、愚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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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勤劳、坚强、善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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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阿廖沙相比，我们是幸福的，我们的童年的灿烂的，多彩
的：每天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中，听着老师讲课;回家有大鱼
大肉等着品尝;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被人欺负，家人会毫不
犹豫地狠狠地教训那人一番……但拥有着这些，我们似乎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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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读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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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现在开始，我们应该珍惜童年，珍惜如今这美满、幸福的
生活!

今天我读完了《童年》时，感觉高尔基生活年代原来如此的
混乱，生活很不稳定，一会儿到这家，一会儿到那家，真可
怜呀!我还觉得高尔基的舅舅们很不团结，并且很坏，比如只
要见到就要打架，还有他们总是嚷嚷着要分家。我还觉得外
祖母的脾气总是怪怪的，有时对高尔基像对小鸟一样温柔，
有时对高尔基像对野兽一样严厉。另外。我还觉得外祖母是
一个慈祥善良，聪明能干，热爱生活，胸怀狂逛，善于忍让
的人，在这个故事中我最不喜欢外祖父，因为外祖父经常毒
打外祖母和孩子们，比如因为一个孩子染坏一匹布，被外祖
父打得昏过去了。让我最不能忍受的是他竟然怂恿帮工偷东



西。我觉得外祖父是一个贪婪，专横，残暴的人。我最喜欢
的人是“小茨冈”，因为每次高尔基被打时“小茨冈”都挺
身而出露出自己的胳膊让树干打在他的胳膊上，希望把树干
弄断时外祖母能把高尔基弄走，这是多么难得的友情呀!

通过读这本书，我觉得我们应该做一个勇敢、正直、充满爱
心的人!

童年的读后感篇三

我读了《童年》这本书。《童年》是高尔基所着，它与《在
人间》及《我的大学》被人们称为“自传体三步曲”。

我的桌上静静的躺着一本书，它不是很厚。可空荡荡的桌面
上，那本书的闯入显得唐突极了。细细碎碎的几缕阳光洒在
书上，封面上的两个金色的粗体大字被照得闪闪发光——童
年。若揉揉眼，眼光再往下移那么个几厘米，也许会有一行
字——苏联，高尔基。于是我知道了，《童年》是高尔基写
的。

高尔基这个人，我不敢不尊敬。高尔基他的作品，我不敢不
称赞。我曾看到过一段话“俄罗斯艺术大师的作品，一直是
我的教科书。艺术大师们都有大堆大堆的胡子。列夫·托尔
斯泰是世界级的老祖父。他生着一大堆胡子。而高尔基也有
胡子，大堆大堆的。”

高尔基的作品是我的童年的伙伴。后来我发现在之后的中学
生活里将会学到他的《海燕》，里面有这么一段“在苍茫的
大海上，狂风聚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
的闪电，高傲地飞翔。”

高尔基这个形象是俄罗斯一代新人的代表，他的成长道路是
俄国千百万劳动者走向革命、走向新生活的道路。我要象他



一样，认真刻苦地学习，汲取广博的知识，如同即将冲锋的
战士，做好出发前的准备，为了实现远大的理想而努力奋斗。

看过《童年》，你有什么感想?希望同学们能够更加珍惜现在
的生活，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加油!

童年的读后感篇四

今天我读了一本书，名字叫《童年》，它的作者是着名的作
家高尔基。这本书是是写了高尔基的童年。

我们的童年是美好的，是快乐的，想要什么有就会有，但高
尔基的童年并不是那么快乐的，而是悲惨，凄苦的。在这本
书中，主人公阿廖沙(高尔基的小名)的父亲在他的童年去世
了，而且死的很悲惨，这给阿廖沙幼小的心灵造成了很大的
伤害。失去了家庭的支柱，只的与母亲和外祖母相依为命，
后来跟随外祖母来到外祖父的家里。

但在这，阿廖沙并没有过上好日子，他在这里看到许多丑是，
舅父们为争财产而互相反目为仇，愚弄弱者，毒打儿童……
但他却受到外祖母的同情，外祖母经常给阿廖沙讲许多好听
的故事，阿廖沙受到外祖母所讲述的故事的熏陶，健康的成
长，不像他的舅父们一样。

阿廖沙从小就喜欢读书，他渴望读书、拼命读书的精神使人
感动，但他也为这吃了不少的苦头，经常为受到的屈辱、欺
凌而落泪。但他始终没有放弃，依然坚持读书。与贫穷的劳
动人民接触，深入社会，如饥似渴地从书籍中吸取知识养料
使他真正成长起来，并最终成为一位文学大师。

从这本书中我觉得高尔基小时侯对小市民恶习的痛恨，对自
由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强烈向往，才会使他成为了伟大的
文学家。



童年的读后感篇五

在小说中，阿廖沙以故事的讲述者和主人公的双重身份，叙
述了自己幼年时代的生活，反映了作家童年时代的艰辛以及
对光明和真理不懈的追求，高尔基悲惨、令人怜悯的童年故
事，让人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你是否在找正准备撰写“一年级
《童年》读后感100字”，下面小编收集了相关的素材，供大
家写文参考！

《童年》是高尔基所著，它向我们展示了阿廖沙在黑暗社会
追求光明的奋斗历程，还有十九世纪七十到八十年代的俄国
社会风貌。同时，这本书真实的照射了作者高尔基自身的坎
坷经历。

阿廖莎幼年时期父亲就去世了，勤劳善良的母亲因无法养活
他，只好把他送到外祖父家度过童年。在外祖父家，外祖母
是他最亲近的人。之后，他经历了许许多多磨难。他只上过
三年学，11岁就走向社会，过早的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
他当过学徒工、搬运工、守夜人、面包工等。16岁时，他只
身来到喀山，进入了“社会大学”，在与命运的斗争中他深
入俄国社会的最低层，和各个阶层、各种人物接触，饱尝生
活的艰辛，从而不断地丰富了他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

其中，有一句令我为之感动的一段话“我们的生活是令人惊
奇的，这不仅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这层充满种种畜生般的坏
事的土壤是如此富饶和肥沃，而且还因为从这层土壤里仍然
胜利地生长出鲜明，健康，富有创造性的东西，生长着善良
的人所固有的善良，这些东西唤起我们一种难以摧毁的希望，
希望光明的，人道的生活终将苏生。”

或许这正体现了高尔基面对生活的艰辛却依旧努力的向前看
齐，义无反顾的为了创造美好生活而奋斗的人格魅力。他提
醒着我们那一个最简单，也是最难做到的一个道理。这也许
是作者在批判当时社会和讲述自身经历之外的另一个写作意



图吧。高尔基能成为的作家，并不只是才华的横溢，更多的
是人生的阅历和对生活的独到看法。

《童年》是高尔基所著，它向我们展示了阿廖沙在黑暗社会
追求光明的奋斗历程，还有十九世纪七十到八十年代的俄国
社会风貌。同时，这本书真实的照射了作者高尔基自身的坎
坷经历。

阿廖莎幼年时期父亲就去世了，勤劳善良的母亲因无法养活
他，只好把他送到外祖父家度过童年。在外祖父家，外祖母
是他唯一最亲近的人。之后，他经历了许许多多磨难。他只
上过三年学，11岁就走向社会，过早的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
活。他当过学徒工、搬运工、守夜人、面包工等。16岁时，
他只身来到喀山，进入了“社会大学”，在与命运的斗争中
他深入俄国社会的最低层，和各个阶层、各种人物接触，饱
尝生活的艰辛，从而不断地丰富了他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

其中，有一句令我为之感动的一段话“我们的生活是令人惊
奇的，这不仅仅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这层充满种.种畜生般的
坏事的土壤是如此富饶和肥沃，并且还因为从这层土壤里仍
然胜利地生长出鲜明，健康，富有创造性的东西，生长着善
良的人所固有的善良，这些东西唤起我们一种难以摧毁的期
望，期望光明的，人道的生活终将苏生。”

或许这正体现了高尔基应对生活的艰辛却依旧努力的向前看
齐，义无反顾的为了创造完美生活而奋斗的人格魅力。他提
醒着我们那一个最简单，也是最难做到的一个道理。这也许
是作者在批判当时社会和讲述自身经历之外的另一个写作意
图吧。高尔基能成为著名的作家，并不只是才华的横溢，更
多的是人生的阅历和对生活的独到看法。

无意中看到这可爱的一幕，两个可爱的小家伙，这嬉戏的一
幕在童年的记忆里，好象见过多次。不由得想起了童年的一
些故事，想起了那些久违的伙伴。在秋季的月夜里捉迷藏，



在冬季的雪地里狩猎，在春季的田野里野炊，在夏季的池塘
里嬉戏……多么的无悠无虑，自由自在。童年的乐趣是那么
的难以忘怀。

记得一年的冬季，天很晴朗，一大早，几个小伙伴带了铁镐
和鱼篓，到封冻的池塘里捕鱼。原因是一个伙伴说他在滑冰
时看到冰下面有鱼，几乎不动，很好逮。我们就计划这次捕
鱼的行动。大家都想真的捕到就可以改善生活了，那个时候
农村穷，冬天基本是白菜和萝卜，几乎没有其他的菜吃，鱼
肉鸡鸭那就不要去想了，所以都盼着过春节，春节的时候可
以开开荤了。如此也就童年的春节是美好的，很有年的味道。
我想也就是因为有了个盼头的原因吧。

大家来到了封冻的池塘，我们试了试，冰的厚度足可以载我
们，我们就上了冰面，在仔细的寻找着目标。一会有个伙伴
就大声的说，有鱼，一条大鱼。我们小心的溜过去，透过冰，
果然一条不小的鲤鱼，在很慢的游动。那时侯的冰好清亮，
不象现在污染的不成了样子。我们三几个开始拿着镐在大约
以鱼为中心半米的直径开凿冰面，剧烈的震动鱼反而不动了，
冰不是很好凿，好一会冰面凿好了，出现了一个大的窟窿，
我们用预先准备好的鱼网兜，把鱼兜了上来，冬天的鱼好好
老实，就这样轻易的就被我们抓获了。有了第一条的成功，
我们开始分工，两人一组，三组分别找寻。我们在忙碌着，
都在注意水下的鱼。哎，我们这里有一条，我这里也有一条，
大家就用力的凿。我们在喜悦着，蹦跳着，太好了，这么多
的鱼。耳听的“喀嚓----轰”好凉呀，呀，再看时我们四个
落水了，掉到了自己凿的冰窟窿里。

由于我们四个离的太近，都只注意凿自己鱼了，忘记了安全，
我们凿的冰面碎了，我们四个成了落水者，幸好池塘的水只
有到胸部那么深，离岸边也近，经过一番挣扎，好不容易在
没有落水的伙伴的帮助下上了岸，穿着带水的衣服，我们的
嘴唇都是紫的，上牙和下牙不听使唤的咯咯的打架，好冷呀。
那边，那边有个麦垛，我们到，到那里钻到里面吧。我的提



议，得到了他们的眼神的认可。我们飞奔过去，三下五除二，
把衣服全部脱掉，把人家的麦垛弄开就跳到上面，在身上覆
了厚厚的软软麦秸。在太阳公公的关怀下，还算暖和。那棉
衣怎么办，这样的天怎么会干?愁，愁，愁。这样怎么回家，
叫大人知道了要被打个半死。经过商量，叫没有落水的两个
偷偷的回家取火柴了，找些干树枝，离麦垛远一点给我们烤。
终于烤干了，太阳也偏西了，家里人也该着急找我们吃饭了。
我们草草的收拾了一下，约定谁也不许说出去，就回家了。
来时带得家什也丢了两个在水里，原来的鱼也在慌乱中丢在
水里了。唉，一无所获。

后来，是当天晚上我们四个的行经就被大人们察觉，自然，
在八十年代的农村给大人们添乱的孩子的下场是可想而知的。
不要打了，以后再也不敢了!嘿嘿，其实，我们去逮鱼的池塘，
是村里养了鱼的。

主要是写出自已苦难的童年，鸟的翅膀不历经风雨童年时代
的高尔基生活在这样黑暗的社会中，这是他的不幸，但是使
他磨炼一身坚强的意志，这为他长大成人后遇到困难不屈服
奠定基础。

在社会生活中，每一个学生都会在不经意间想起自己的童年，
想想那时是多么的美好。都想回到那时。可是时间是不会倒
退的，只有离儿时越远。我有时就像，如果时间停在学四年
级是多么的好啊。可是这不是真的，只是自己的虚想罢!童年
充满着欢乐，童年到处是温暖，童年是值得回忆的相机，有
着老师热心地传授知识，同学们互相探讨，我们像一棵棵树
苗，在接受春风雨露的滋润吸取更多更好的知识，茁壮成长。
在这知识的海洋中，我们结束快乐的童年，开始走向成熟。

总结像我们现在与高尔基的童年比起来，我们是多么幸福，
又是多么奢侈呀。我们应该向高尔基学习，不管在多么恶劣
的环境下，都要好好学习，努力奋斗，朝着美好的未来不断
前进。，我们一定也会有比高尔基更美好的未来，让我们一



起好好学习吧!让我们去珍惜现在的一切吧!

今天又到了名著推荐的时间。今天林老师要向同学们推荐的
是前苏联作家高尔基的《童年》,高尔基4岁丧父，10岁丧母，
他只上过2年学，完全靠自己努力学习奋斗成为了苏联伟大的
文学家，童年每个人都经历过。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值得回忆、
值得珍惜的美好时光。童年是美妙的，童年是快乐的，童年
是幸福的，童年是值得回忆的……而高尔基的童年却是恐怖，
悲惨，令人不敢去回想。就高尔基写的《童年 》这本书来说，
童年应该是他的一段悲惨遭遇，一段深情的回忆.《童年》是
这套三部曲的第一部，讲述的是高尔基幼年丧父、母亲改嫁，
他跟随脾气暴躁的、日渐破落的小染坊主外公外婆生活的童
年时光。

《童年》这本书的主人公是阿辽沙，它的主要内容是讲可怜
的阿廖沙三岁就丧父，失去了亲切的父爱，跟着母亲和外祖
母，来到了外祖父的一个小染坊。这是一个充满仇恨，笼罩
着浓厚小市民习气的家庭，这是一个令人窒息的家庭。从此，
黑暗的生活降临到阿廖沙的头上。外祖父的脾气十分的暴躁
经常打外祖母和阿廖沙，使阿廖沙幼小的心灵出现了阴影。
阿廖沙的舅舅们为了争夺财产，抛弃亲情，性情暴躁、乖戾、
贪财、自私……他们的家里弥漫着人与人之间的炽热的仇恨
之雾。阿廖沙每天过着心惊胆战的日子，只有他的母亲和外
祖母疼爱他。可他的母亲在他十一岁时也去世了……后来阿
辽沙又结识了知心朋友——"小茨冈",两人无话不谈,结下了
深深的友谊.可是,好景不长,可怜的"小茨冈"被两个凶狠的舅
舅害死了.阿辽沙就这样失去了最知心的好朋友.几年后，最
疼他的外婆死了，母亲也死了，就被外祖父赶出门靠捡垃圾
为生。尽管作品中描写了那么多目不忍睹的惨事与丑事，整
部作品仍然象阳光透过云层一样放射出了乐观主义的思想光
辉。主人公阿廖沙没有被艰辛、痛苦和屈辱的生活所压倒，
他满怀信心，奋斗拼搏，冲破种.种障碍与不幸，不断探索新
生活，这种乐观主义精神使作品在思想内容上带上了积极的
色彩。



这本书不仅有严谨的艺术结构，也有出色的人物形象的塑造。
《童年》中高尔基成功地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法，塑造了一系
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残酷自私、阴险暴躁的外公、贪图
钱财的舅舅、冷漠无情的母亲、善良慈祥的外婆、快乐能干
的茨冈、勤劳能干的老匠人格里戈里、快活可爱的保姆叶夫
根尼亚。这些人物的塑造中，外婆、外公给读者留下的印象
最为深刻。外婆的形象是俄国文学史上最鲜明、最富有诗意
的妇女形象之一，她是伟大母亲的象征，也是俄国苦难生活
的象征。她喜欢唱歌、讲故事、跳舞。她慈爱、善良、刚强，
在十分嘈杂和混乱的情况下，也能把人们吸引到她的周围，
为艰苦窒息的生活增添了一份欢乐的情调。书中高尔基通过
她的外貌描写、语言、行动以及引用大量民间歌谣、童话、
故事等各种形式对其形象进行全方面刻画。很值得同学们一
看，所以林老师要向同学们推荐，希望同学们利用课余时间
走进《童年》这部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