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人间读书心得体会(通用5篇)
在平日里，心中难免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往往会写一篇心得
体会，从而不断地丰富我们的思想。心得体会可以帮助我们
更好地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足，从而不断提升自
己。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心得体会范文，希望对
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在人间读书心得体会篇一

昨天，姑姑给我带来了一本书——《童年·在人间·我的`大
学》，因为没事做，我便拿出来细细的品读。

《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是前苏联作家高尔基著名的三
部曲自传体小说。作者通过对自己童年、少年、青年时代生
活和命运的描写，展现了俄国十月革命前一位进步青年的成
长经历。

小主人公阿廖沙(高尔基的小名)在父亲去世后，阿廖沙跟随
外祖母和母亲来到外祖父家的这段时间，他得到了外祖母的
疼爱、呵护，受到外祖母所讲优美故事的熏陶;亲眼目睹了两
个舅舅为争夺家产争吵打架以及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自
私、贪婪;还和他所接触到的“第一个优秀人士”——“好事
情”交上了朋友，但“好事情”却因为自己的特立独行而备
受众人排挤。

这种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善与恶、爱与恨在阿廖沙的心灵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他在这种“令人窒息、充满可怕”的狭小天
地里度过了童年时光。

在他十一岁的时候，母亲不幸去世，外祖父也家道中落。便
走向社会，独立谋生。他先后在鞋店、圣像作坊当过学徒，
也在绘图师家、轮船上当过杂工，饱尝人世间的痛苦。在轮



船上当洗碗工时，阿廖沙结识了正直的厨师斯穆雷，并在他
的帮助下开始读书。此后，在裁缝妻子、“玛尔戈王后”的
帮助下，他在书籍的海洋越游越畅。书籍开拓了他的眼界，
激发了他对正义和真理追求的决心，五年后，他怀着进大学
的希望去了喀山。

十六岁那年，阿廖沙怀着进大学的希望去了喀山。但现实并
不像他想象的那样，以他的条件要上大学只是个梦想，希望
破灭后，他不得不为生存而奔波：住“贫民窟”、卖苦力、
同流浪汉接触、在面包店工作……在和古里·普列特尼奥夫、
杰连科夫以及“霍霍尔”这样的大学生和进步人士的交往中，
他投身进了一所广阔的社会大学。阿廖沙在这所大学里，经
历了精神发展的复杂道路，经受住多方面的生活考验，对人
生的的意义、世界的复杂性进行了最初的探索。

在人间读书心得体会篇二

无论被家人们怎样训斥，我都不曾顶过一次嘴。他们的一两
句训斥，于我而言，如同晴天霹雳般强烈，简直令我发疯。
别说顶嘴了，我甚至认定这些责备正是万世一系的人类的所谓
“真理”，而自己则毫无践行此真理的能力，因此恐怕自己
已经无法与人类共处了。所以我连与人争执和自我辩解的能
力都不具备，若是别人说我什么，我就觉得对方说得对极了，
都是自己做错了，总是默默地承受着对方的攻击，内心感到
极度的恐怖。

当然，没有人在遭受别人责备与训斥时，会觉得愉快，但我
从生气的人们脸上看到了比狮子、鳄鱼、巨龙更可怕的动物
本性。平时他们都将这些本性隐藏着，可一旦遇到机会，就
会像那些温顺的卧在草原上睡觉的牛，突然甩动自己的尾巴
抽死肚子上的牛虻一样凶狠。突然看到人类在生气时暴露出
来的这种丑恶本性，我总是感到毛骨悚然般的战栗，一想到
这种本性或许是人类赖以生存下去的一种资格，便对自己几
近绝望。



我对人类总是感到恐惧，终日战战兢兢，对于作为人类一员
的自己的言行没有丝毫自信，于是我将自己独有的烦恼深藏
在胸中的小盒子里，竭力将这一忧郁和敏感隐蔽起来，一味
装出天真无邪的乐天个性，使自己逐渐地变成了一个滑稽的
异类。

无论做什么都行，只要能让他们发笑，这样一来，即使我处
于他们所说的那种“生活”之外，也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了。
总而言之，自己决不能碍他们的眼。我是“无”、是“风”、
是“空”，这样的念头日甚一日，我用滑稽的表演来逗家人
发笑，就连比家人更费解、更可怕的男佣和女佣们，我也不
遗余力地逗他们开心。

在人间读书心得体会篇三

也不知道是谁说，喜剧的内核是悲。可惜的是，《人间失格》
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喜剧。

主人公大庭叶藏敏感而脆弱，在压抑的环境里形成偏执的性
格，表面上逢迎讨好，实际内里孤独迷茫。作者用看似荒诞
的手法去讲述他的内心世界，又补上前言后记转换角度描摹
他人眼中的叶藏，很好地去讲述了他的一生。

悲剧分命运悲剧、性格悲剧……叶藏的一生是两种悲剧形式
的融合，他的经历不由地让我们反思：早期原生家庭对于孩
子后天性格以及命运的影响如此巨大，甚至足以毁掉一个人
的一生，而我们又该如何去帮助孩子去形成一个积极乐观的
性格，使他们无惧于社会。

从创作的角度看，大庭叶藏更像是作者太宰治的一个投影，
他们一起嬉笑怒骂，一起在“无法使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
人”的社会步履蹒跚地前行。大庭叶藏是好人吗?他流连于不
同的女人，吸毒，声色犬马，逃学贪玩，实在看不出作为一



个好人的特质。可他是坏人吗?在他死后和他有过接触的那个
女人也说“他其实是一个好孩子”。在高度理性和压抑的环
境下长成的孩子，缺少来自父母的一种情感和灵魂的关注，
甚至于最后断绝关系。是孩子的错?还是父母的过?很难去说
清楚答案。

我在这里用的是帮助一词，而不是拯救。因为我觉得这样的
性格本身不是一种堕落，甚至我很想去拥抱这样的人，告诉
他们其实他们本无错。记得看《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时弹
幕里有个评价说“这个女的就是她自己作的结果”，我其实
有些愤怒：一个人对人最大的善意就是包容。我们尊重他们
的选择，他们也要承担这样选择的后果，只是我不愿意他们
在这样的选择下走向灭亡。活着虽然对他们而言是痛苦，可
是却还有希望。如果叶藏在那次自杀失败后希望的光足够强
烈，或许就如同他所说一切都会不一样。我们的社会是人情
的社会，人情救人也害人!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我还是热切
地希望人情能够更有温度去温暖这样的人。做一个有温度的
人。

在人间读书心得体会篇四

这是一个贫苦的生活，但是，正是在这一个普普通通的俄国
家庭中诞生了一位世人皆知的大文学家——高尔基。

这本书是高尔基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写的是
从1971年到1984年阿廖沙的生活经历，这时候，主人公阿廖
沙的家境十分贫寒，一日三餐都不可以保证，这时候，阿廖
沙就与母亲一起上山采野果卖了钱去糊口，他年轻时当过绘
图师的学徒，还当过一艘船上的洗碗工，甚至当过圣像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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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过交道，这便给他带来了丰富了许多阅历，再加上他年幼



十分热爱读书，他便立下了一个志愿——要做一个坚强的人，
永远不被恶劣的环境所屈服，长大后便离开了故乡。《在人
间》这本书不仅写了当时阶层人民的心理和习惯，更描写了
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和他们的那身残志不残的品格，那与生
存环境抗争的勇气。

《在人间》不仅是高尔基当时的自传，还是带有文学色彩的
当时的俄国历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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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高尔基就是当时被欺压的阶
级劳动人民的代表，饱经了风霜。就虽然在这种情况下，仍
然创造出了一些上进而自强的人，高尔基就是其中之一。

“我必须把自己改变一下，要不然我便会毁灭……”在那种
阴郁的秋天，那种不但见不到太阳，甚至感觉不到太阳，连
太阳都忘记了的日子里，我常常有机会徘徊在森林中，迷失
了道路，走到没有人径的地方，我已倦于寻找，但仍咬紧着
牙齿，顺着茂丛、枯枝、沼泽地滑溜的草墩，向前直跑。终
有一天会走出一条路的。

我就决定照这样干。

这年秋天，我怀着也许可以设法上学读书的希望，出发到喀
山去了。这几段是《在人间》最后一章写的阿廖沙离开了自
己的家乡，不被环境而畏惧，立志报效祖国，成为社会的栋
梁，前往喀山去读书学习了。

文中的阿廖沙有着许多美好的品质，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
不会放弃，而是用着大无畏的进取精神一直不懈地努力勇敢
地奋斗下去，虽然他的家庭环境十分恶劣，但是他勇敢地与
外界环境抗争，取得了丰富的硕果。

这本书值得我们学习的是高尔基的品质，虽然他生活在一个
恶劣的环境，衣食不保，却有着一颗向上的心，为了实现自
己的愿望，不惜一切，克服了种种困难，到了喀山去读书。



比起高尔基的童年，我们是多么幸福啊!我们不是更应该珍惜
现在有的美好生活吗?

在人间读书心得体会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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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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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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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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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人们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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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孙给自己增加的生活重担。可是，外祖母却很疼爱自己的
外孙，以后，她与外祖父便分了家产(被迫)，即便她分到的
东西很少，但都不抱怨，依然跟着外祖父共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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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有高尚的品质以及对读书的爱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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碦山，到了碦山才
知道上大学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一个梦想。他很快成了流浪大
军中的一员。通过好友杰里科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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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现实生活，我们更加应该好好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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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还小，也不能对社会，为国家
做出什么巨大的贡献，唯一对曾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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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现在，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我最近读完了仰慕已久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这



部作品是苏联作家高尔基最著名的自传体三步曲小说。

这本书主要描述了高尔基自己在童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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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没有放弃，没有抱怨，更没有悲伤，
而是怀着一颗积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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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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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想上大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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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成长为一个革
命知识分子。

我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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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的小朋友都得到父母
的关心以及老师的教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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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同
时，我们很多人有很好的学习条件，却不愿好好学习。现在，
我懂得了我们应该好好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珍惜现在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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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高尔基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中的第二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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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与外祖母摘野果挣钱糊口，当绘图师的学徒，在一艘船上
当洗碗工，当圣像作坊徒工等。在人生的道路上，他历尽坎
坷，艰苦生存，追求着自己的理想。



从这本书中我知道了很多，也有很多感想，我觉得高尔基的
身世背景很可怜，还有生活环境恶劣，但是他当时还是一个
不成熟的小孩，竟在这样黑暗的社会立了足，而且从小爸爸
妈妈都死了，只跟他的外公外婆在一起生活，像他这样社会
底层的人可以成为世界上有名气的大作家，我真得很佩服他。
他在人间什么活都干过：烧水、煮饭、洗碗、扫地、带孩子、
跑堂、学徒、洗衣、搬运……还挨过打，往过医院。他饱尝了
“人间”的辛酸。但他很顽强，很自信、能吃苦耐劳，学习
异常刻苦。为了学习，他承受了一切，被人凌_，受过饥饿。
但他从书本中汲取了力量，因此他看到了光明，看到希望。
他自学成才的曲折历程让我对自己有了一个目标：向他学习。

我佩服高尔基的毅力跟恒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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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尔基的勤勉、毅力跟恒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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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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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高尔基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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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当天气转冷时，妈妈就会为我添置新衣;每当我学习进步时，
爸爸就会请我美餐一顿;每当与同学有误会时，老师就会为我
们化解;每当生活中遇到困难时，身边的人就会送来热情的帮
助……爸爸妈妈更是经常在我闲暇时，带我到书店或看书，
或买书，他们是要让我从书中了解社会、了解生活，要我从



书中汲取营养。

高尔基也曾说：“书籍是我的良师益友，我比任何人都更要
感激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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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贫苦的生活，但是，正是在这一个普普通通的俄国
家庭中诞生了一位世人皆知的大文学家——高尔基。

这本书是高尔基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写的是
从1971年到1984年阿廖沙的生活经历，这时候，主人公阿廖
沙的家境十分贫寒，一日三餐都不可以保证，这时候，阿廖
沙就与母亲一起上山采野果卖了钱去糊口，他年轻时当过绘
图师的学徒，还当过一艘船上的洗碗工，甚至当过圣像作坊
徒工。在人生的道路上，他历尽坎坷，与社会底层形形色色
的人们打过交道，这便给他带来了丰富了许多阅历，再加上
他年幼十分热爱读书，他便立下了一个志愿——要做一个坚
强的人，永远不被恶劣的环境所屈服，长大后便离开了故乡。
《在人间》这本书不仅写了当时阶层人民的心理跟习惯，更
描写了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跟他们的那身残志不残的品格，
那与生存环境抗争的勇气。

《在人间》不仅是高尔基当时的自传，还是带有文学色彩的
当时的俄国历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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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高尔基就是当时被欺压的阶
级劳动人民的代表，饱经了风霜。就虽然在这种情况下，仍
然创造出了一些上进而自强的人，高尔基就是其中之一。

“我必须把自己改变一下，要不然我便会毁灭……”在那种
阴郁的秋天，那种不但见不到太阳，甚至感觉不到太阳，连
太阳都忘记了的日子里，我常常有机会徘徊在森林中，迷失
了道路，走到没有人径的地方，我已倦于寻找，但仍咬紧着
牙齿，顺着茂丛、枯枝、沼泽地滑溜的草墩，向前直跑。终



有一天会走出一条路的。

我就决定照这样干。

这年秋天，我怀着也许可以设法上学读书的希望，出发到喀
山去了。这几段是《在人间》最后一章写的阿廖沙离开了自
己的家乡，不被环境而畏惧，立志报效祖国，成为社会的栋
梁，前往喀山去读书学习了。

文中的阿廖沙有着许多美好的品质，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
不会放弃，而是用着大无畏的进取精神一直不懈地努力勇敢
地奋斗下去，虽然他的家庭环境十分恶劣，但是他勇敢地与
外界环境抗争，取得了丰富的硕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