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童年读后感初一 童年的初中读后
感(优秀18篇)

发言稿的最后，可以给予听众一个深刻的启示或寄语，以引
发他们的思考并带给他们一种积极的影响。首先要明确自己
的发言目的与受众对象，确定要表达的核心观点和信息。下
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一些精彩的发言稿范文，供大家参考。
希望这些范文能够帮助大家写出令人印象深刻的发言稿，展
现自己的才华和魅力。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童年读后感初一篇一

《童年》是高尔基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其他两部
分别为《在人间》、《我的大学》。

《童年》主要讲述的是阿廖沙三岁到十岁的童年生活。小说
从他随同母亲去投奔外祖父写到外祖父叫他去“人间”混饭
吃结束。生动地再现了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俄罗斯最底层人
民的艰难生活状况。

阿廖沙外祖父家开了染坊，但随着家业的衰落，他祖父变得
吝啬、贪婪，经常毒打外祖母和孩子，还狠心剥削手下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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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两个舅舅也是粗野、自私，整日为争夺家产争吵。
在这样一个让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到处弥漫着残暴和仇恨
的家庭里，阿廖沙体会到当时人间的痛苦。

然而生活中总会有阳光的，他的外祖母慈祥善良，聪明能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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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还经常讲一些怜悯穷人和
弱者、歌颂正义和光明的民间故事给阿廖沙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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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与他阳光的还有他的好朋友淳朴的小茨冈、正直的格里戈
里。他们都给阿廖沙温暖和力量，使他在黑暗的环境中仍依
然保持着对生活的勇气和信心，并逐渐成长为一个坚强、勇
敢、正直和充满爱心的人。

读了《童年》我更加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我也学会了在困
难和困境中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成为充满爱心的人。

童年读后感初一篇二

当我带着新奇的目光翻开这本书，马上被它那曲折的情节，
处处动人的故事所吸引。豪迈而细腻的笔锋生动地再现了十
九世纪末俄罗斯下层人民的悲惨生活。

这个故事不禁让我为之一震。是啊，金钱能使人麻木，能使
人变得吝啬、贪婪、专横、残暴。这样的一个污浊环境中，
让我们深深地体会到了沙皇专制的腐败与丑恶，同时也为受
到压迫与剥削的人们那种身处黑暗而麻木不知反抗的性格深
深叹息。

想着想着，我脑海中浮现出一个神圣的职业——志愿者!是啊，
无论世界多么丑恶，而总有一些人在为光明不屈地奋斗，就
像故事中的外祖母一般，聪明能干，热爱生活，对谁都抱有
一颗忍让之心，有着天使般伟大的胸怀!志愿者，他们就是这
样献身与社会，在黑暗中保持勇气和信心的人啊!

突然，我有一个“神奇”的想法，我想做一名志愿者，联合
大家，一起来努力。那么，我们的社会，一定更好，更美，
更繁荣!



童年读后感初一篇三

在一个平凡的星期六下午，我翻开那红色的封面，目光凝聚
在黑色的宋体字上，情绪也随着这本书潮起潮落。

第一章的第一个场景，就是阿廖沙的父亲躺在一间狭窄的房
间里，他，已经没有生命了。当时，阿廖沙仅仅只有4岁，想
一想，一个4岁的孩子，面对亲生父亲的死亡，是一种什么样
的心情，我想，那是一种我们无法想象的悲伤。不仅是这种
悲伤，阿廖沙每天都遭受暴力的外祖父的毒打，尽管有外祖
母的关爱与呵护，但这只是重重黑暗中的一个光点。

阿廖沙的童年是在一个小市民的家庭里度过的，贪婪、残忍、
愚昧围绕着他;兄弟、夫妻常常为一些财产吵架、斗殴。有时
候，我都在想，阿廖沙他有没有真正开心地笑过一次，在这
种黑暗愚昧的地方生活，犹如他的家庭一样，如果是我，说
不定会忘记——怎样开心地笑。

童年

相比起阿廖沙，我们的童年是灿烂的，是彩色的，总是无忧
无虑地玩耍，嬉戏。许多孩子的父母根本不舍得打他们，而
他们，也从未尝到打的滋味，更想象不到被鞭子抽的感觉。
我们天天都是衣食无忧的，生活在蜜罐里，与阿廖沙的童年
有着天壤之别，尽管有时会有一些小困难，但这是人避免不
了的。

但拥有这些，我们还不知足，天天想着要拥有最好的，最美
的东西，现在一想，我们实在是太贪婪了。阿廖沙只有11岁，
却能在如此黑暗的环境中悄悄生存下去，不被外祖父，舅舅
他们所沾染。而11岁的我们呢?只享受着父母的金钱和关爱，
看一看，我们与阿廖沙的差别有多大。



那么，就从现在开始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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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年读后感初一篇四

童年各不相同，但我们总能找到在文字中同类。下面是本站
小编给大家准备的初中童年读后感800字，仅供参考!

最近，我阅读了世界文豪高尔基写的一部长篇小说——《童
年》。

主人公阿廖沙悲惨的童年生活打动着我：阿廖沙在父亲去世
后，随母亲寄住在外祖父家。外祖父开了一家染坊，但随着
家业的衰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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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廖沙的两个舅舅
也是粗野、自私的市侩，整日为了争夺家产而争吵斗殴，疯
狂虐待自己的妻子。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可怕的环境里也不
乏温暖与光明。外祖母慈祥善良，聪明能干，热爱生活。她
如一盏明灯，照亮了阿廖沙敏感而孤独的心，她还经常讲一
些怜悯穷人和弱智、歌颂正义和光明的民间故事给阿廖沙听。
外祖母那对世界无私的爱丰富了阿廖沙，使阿廖沙充满坚强
的力量以应付困苦的生活。这种存在现实生活中的爱与恨以
及善与恶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阿廖沙就是
在这种“令人窒息、充满可怕景象的狭小天地里”度过了自
己的童年。

与阿廖沙相比，我们的童年生活是没有烦恼和痛苦的，更是
无忧无虑的。有许多小孩子是家里的“小皇帝”“小公主”，
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从来没有经历过被人用鞭子抽打的
滋味。那一定是一种无法想象的痛苦吧!如此比较，我们的童
年生活和阿廖沙的童年生活真是天壤之别啊!



我细细品读完《童年》后，感受颇深：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
是来之不易的，因此，我们应该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阴霾重重，雨季淋沥，想必也是绝美辰光，不经历风雨，何
以见彩虹。——题记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自从赏析了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
《童年》后，心中五味杂陈，油然而深出一股敬仰之情。

当我翻动书籍时，当我一次次‘目睹’外祖父对阿廖沙的残
暴，专横。我便把心提到了嗓子眼。旷世对比，我和阿廖沙
比童年。

想想那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我，再看看那整天生活在这样
一个弥漫着残暴，仇恨的的家庭里，幼小的阿廖沙过早就体
会到人间的痛苦和丑恶。天壤之别，芸芸众生，其是这般。

幸而，阿廖沙拥有一个爱他的外祖母，乐观纯朴的小伙伴-小
茨冈。让他在黑暗中看到光明，在邪恶中看到善良，在冷酷
无情中看到人性的光芒。

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一位伟人也便冉冉上升。也许，也正
是家庭的混乱，迫使他过早地走向社会，走向独立。

如海明威所说：“只有阳光而无阴影，只有欢乐而无痛苦，
那就不是人生。以最幸福的人的生活为例，它是一团纠缠在
一起的麻线”

“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
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不用叹息，惊羡
他人。因为不经历风雨，何以见彩虹。

我仰慕高尔基的《童年》很久了，今天终于有机会读它，真
是很高兴。将全书读完，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是一本伟



大的书，既充满黑暗，又能看见光明，在冷酷无情中又看到
人性的光芒。

此书讲述的是阿廖沙(高尔基的乳名)幼年时期从三岁到十岁
的生活片断。

一直读下去，我进入了一个黑暗但又光明的世界。读到他的
外祖父如何贪婪、残暴，有一次竟将阿廖沙打得失去知觉，
结果大病一场;还曾疯狂地殴打外祖母的脑袋，致使发针都扎
进了她的头皮里;他的舅舅为了争夺财产，把阿廖沙的爸爸推
进冰窖里，还残无人性的折磨自己的老婆，害死徒工小茨冈。
他们冷血得连禽兽都不如。

我认为童年是人生中最美好、最幸福的一个阶段，可读到这
里，我才知道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快乐的童年。我不禁感
到我比阿廖沙幸福多了。他的童年充满黑暗，而我童年时，
外祖父和舅舅可疼我了，常常买糖果给我吃，和我一起玩游
戏，还带我到郊外游玩，快乐极了。我为他感到心疼和同情。

正当阿廖沙处在困境时，终于出现了缕缕阳光——他的外祖
母，她经常讲正义和光明的故事给他听，像个天使般引导他
走向光明。正如文中写道的：“在她没有来之前，我仿佛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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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马上成为我终身的朋友，成为我最了解、最珍
贵的人——是她那对世界无私的爱丰富了我，使我充满了坚
强的力量，以应付困苦的生活。”她给予阿廖沙知识和战胜
黑暗的力量，给予他迎接光明、向往美好生活的希望，使他
成为一个坚强、善良的人。

读完这本小说，我受益匪浅。我现在才知道我的童年有多幸
福，父母的疼爱、良师益友、良好的学习环境，使我的童年
充满快乐，使我健康成长。于是我明白：我要一边享受童年
快乐，一边认真努力学习知识，用知识和智慧为我们的下一
代创造一个更美满更幸福的生活。



童年读后感初一篇五

童年是一条五彩的河，童年是一道七彩的路，童年是一座闪
亮的桥，童年是一个美丽的世界。

童年是多么美好，但是前苏联著名文学家高乐基的童年却是
非常的悲惨。

这本书主要讲了阿辽沙.彼什科夫在三岁时就失去了父亲，由
母亲和外祖母带到外祖父家，在那里，到处都是争吵、打架，
但只有外祖母时时刻刻地关注着他，阿辽沙十一岁那年，母
亲又去世了，外祖父也破了产，便走上社会，独立谋生。

我禁不住想到了自己，我今年也是十一岁了，当年的高乐基
已经走上了独立谋生的道路，想想自己无论做什么事，还要
父母给我帮忙，就说一次做奥数题吧，读了一遍以后，觉得
这道题很难，根本不经过自己动脑子试一试，就要爸爸来教
我，其实这道题很简单，还没等到爸爸来教，我已经做出来
了。

记得还有那次夏令营吧，在绿色学校里，教官要求我们自己
洗衣服，洗衣服说说很简单，做起来却很难，先要擦肥皂，
然后这边搓搓，那边搓搓，再……，洗到再来，衣服还是不
成样子，脏的地方还是脏，所以爸爸批评我依赖性太重，缺
乏独立生活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在这本书中，我很敬佩善良慈祥的外祖母，她胸怀宽阔，她
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阿辽沙孤独的心，外祖母对阿辽沙的
爱，给予了阿辽沙坚强不屈的性格，让阿辽沙感觉到自己的
存在。

如果在我们这个世界里谁都能关心别人，、帮助别人，那还
会出现争吵、打架之类的事件?这又让我想到了我们学过的一



篇课文《将心比心》，如果我们在生活中能将心比心，就会
对老人生出一份尊重，对孩子增加一份关爱，就会使人与人
之间多一些宽容和理解。

读了《童年》这本书以后，不仅让我珍惜这美好的童年，还
让我懂得了应该怎样做人和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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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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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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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讲述的是高尔基3岁时，父亲病故，母亲带他回了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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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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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想与感受：童年，是每个人自己都值得回忆，值得珍惜的
一段短暂而又美好时光。

对于我来说，童年是我最珍贵的收藏，然而大师高尔基的童
年呢，真可谓“窒息的天地，苦难的童年”，童年应该是他
的一段悲惨遭遇，一段深情的回忆!



据我了解，《童年》是高尔基自传体三部曲：《童年》、
《在人间》、《我的大学》中的第一部。

它向我们艺术地展示了阿廖沙在黑暗社会追求光明的奋斗历
程。

故事生动地再现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俄罗斯下层人民的生活
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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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告诉我们要坚强勇敢、
正直自信。

步入初中的我回忆起童年是多么美好的时光啊，读了高尔基的
《童年》后，才知道什么是童年，什么是幸福童年，什么叫
做珍惜童年。

也许你正在为妈妈没有带你去买你想要的东西而抱怨着，可
如果你想象一下高尔基的童年，那么你将会感受到自己的幸



福，去主动帮助妈妈工作!这本书告诉我们，要珍惜现在!

高尔基虽然小时候生活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但是竟然还能
成为一位如此杰出的人，真是了不起!他发表过的文章数也数
不清。

高尔基从来不放弃可贵的光阴，他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六
年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克里母。

萨姆金的一生》，但直到他临终都没有完成。

这部小说作品再现了俄国社会生活，反映了各个阶级和社会
集团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变化。

高尔基于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八日在哥尔克病逝。

读了《童年》，我深深感受到了当时俄国社会的那种腐朽，
当时人民生活的痛苦。

相比之下，我们现在的社会是多么美好!我认为，如果我们在
这样的好环境中浪费时间实在是天大的错误。

记得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时间就是生命”“珍惜时间是成功
的秘诀”。

我们现在有如此好的环境，是多么难得呀!所以我们不是更应
该去努力吗?这本书告诉我们，要把握未来!

童年读后感初一篇六

下面是关于童年的读后感精选，欢迎阅读，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在假期里有幸读了《童年》这本书。《童年》是高尔基自



传体三部曲的第一部，主要讲述了高尔基幼年时期三岁至十
岁这段时间生活的断面。

《童年》这本书主要揭露和批判了当时俄国几十纪形成的小
市民的生活方式及精神特征，鞭打了小市民的卑鄙灵魂。我
想我们应该庙是那些卑鄙的小人，而尊重正直善良的人，最
后我要说的是：“黑暗终究会过去，我们向着光明而奋斗
吧!”

在这个寒假里，我读了着名前苏联俄罗斯作家高尔基写的三
部自传体小说之一《童年》。

这部小说描写了作家童年时代的生活经历，反映了小主人公
阿廖沙在父亲去世以后，随母亲寄住在外祖父家中度过的岁
月。

首先我觉得小主人公是一个非常可怜的孩子，他自幼丧父，
又在十一岁丧母，外祖父也破了产，他只好走上社会，独立
谋生。

其次，我觉得阿廖沙是一个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的孩子，
也就是说对自由生活的热烈追求。在本书第七卷中写到了小
主人公常常受到整条街上孩子们的痛打，通常是鼻子被打出
了血，嘴唇也被打破，脸上到处是青一块、紫一块的，浑身
都是土。外祖父下了禁令不许他再跑到街上去了。如果大街
上静悄悄的，大街对他就不那么有吸引力了，可是一听到孩
子们快乐的喧嚷声，他就顾不得外祖父的禁令，从院子里溜
出去了。可见，阿廖沙也是一个比较贪玩的孩子，我还可以
再举一个例子。在本书的最后，作者写道：从开学的第一天
起，学校就引起他的厌恶，因为教师和神甫都不喜欢他，后
来神甫让他退学，不过这并不使他伤心，他离开了学校，一
直到放学之前都在镇上的几条肮脏的街上闲逛，细细地察看
镇上的喧闹的生活。尽管如此，但作者又是一个知错就改、
善于听取别人意见的人。后来学校来了一个叫赫里桑夫的主



教，他认真地跟小主人公交谈了一番，使他十分激动，所以
也就表现得比水还要安稳，比小草还要顺从。

童年读后感初一篇七

在暑假里，我读了一本高尔基的著作——《童年》，这使我
感触非常得深，因为高尔基的童年实在是太悲惨了。

《童年》这本书讲的是在一个黑暗的年代，高尔基度过了一
个令人窒息的童年，但他却获得了坚强的力量去面对贫困的
生活。一开始，高尔基的爸爸和小弟弟去世了，他和外婆搬
到了外公家，整天听到外公批评家里人，他自己也常常被挨
打，但是高尔基总是用乐观的心情去面对。在童年生活中，
高尔基的两个舅舅十分谈心，总是想要他外公的家产，因次
高尔基和外公外婆经常搬家，但也结交了不少好朋友。

《童年》真的是一本好书，希望经过我的推荐，大家都去读
一读。相信我，没错的。

童年读后感初一篇八

在这个暑假里，读了高尔基一生的三大名著，想必说到这里，
大家都知道是哪三本了吧。当我读完这三本书的时候，尤其是
《童年》这本书时，我陷入了沉思。

《童年》这本书一开始讲的是高尔基的父亲被霍乱传染身亡
后，高尔基跟随外婆和母亲一起来到外公的染坊。在那里，
高尔基读懂了“人心险恶”这四个字。高尔基的外公因为缺
钱，所以为人暴力，专横，而且高尔基也遭受过他的虐待。
高尔基的两个舅舅——雅科夫和米哈伊尔也视财如命。在这
种黑暗之中，有两道光照亮了高尔基的心灵：崇拜圣母，会
讲故事的外婆和大爱无私的母亲。外婆教会了高尔基阅读，



母亲则教会了高尔基用心去爱这个世界。是应为有这两道光，
高尔基才没有放弃自己的人生，才有后来辉煌的成果和荣耀!

当外公毒打高尔基的时候，简直不把高尔基当他的外孙，而
是当作自己手下可以任意使唤的工人，想打就打。在一旁，
高尔基的母亲和外婆，还有高尔基最好的朋友“小茨冈”一
直紧紧护着高尔基，不让高尔基遭受外公的毒打。

特别是“小茨冈”他用他那瘦小的手臂，死死的挡住高尔基
外公一波又一波的毒打，即使手上布满了伤痕。高尔基的母
亲用手抱住高尔基，就算自己的头被尖锐的木块划破了，也
不在乎。读到这里，我既感动又愤怒。让我感动的是“小茨
冈”的友情和外婆及母亲的亲情。它们可以不顾自己的安危
去守护朋友和自己的子孙。让我愤怒的是外公的残暴。他只
顾自己满足惩罚犯了错的高尔基的快感，不为他人的痛苦和
担心而考虑。

当时那个动荡的社会里，生存下来是有多难啊!《童年》的结
尾写道十岁的高尔基走向了“人间”，就是那个冷漠，无耻，
但是也有生命之光世界!当我看到高尔基十岁这个年龄时故事，
我快要喊出声来了!我今年已经十一岁了，虽然也会一些本领。

但十一岁的我，问问自己，我能像高尔基那样有勇气的步入
社会吗?在这个高科技时代，重要的不是体力，而是脑力。但
我们有没有问过自己，我能独自生活吗?有些人觉得这个问题
太远大了。但关键是我们有些同学，现在连关灯独自睡觉都
不敢!十一岁，快上五年级了，想想这个时间，我们在学校的
守护下，父母的呵护下，还能走多远!是时候敲一下警钟了!
不能再过这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