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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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
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在人间读后感篇一

《在人间》是苏联作家高尔基自传小说三部曲中的一部，是
世界文萃瑰宝，小说展现了19世纪俄国社会的风貌，反映了
人民对自由的强烈追求，对美好生活的热烈向往，具有深刻
的教育意义。

寒假期间，我阅读了《在人间》，它让我大有感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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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寄居到外祖父家。外祖父所开的染坊破产后，他不得不走
向人间，自行谋生。那个时候，他的年龄还不到十二岁。相
比之下，我们这时候还在温暖的家里玩耍，可是他，却必须
走向社会。

我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文章中高尔基渴求知识、坚持梦想
的精神让我敬佩，也让我深思……可以说命运对于每个人是
不公平的。的确，我看到周围有些人面对生活中的困难，一
天到晚只知道唉声叹气，终日消沉，抱怨命运对他的不公;还
有些人在无法抗拒的压力下，自暴自弃，选择堕落，甚至做
出违背良心的事情……我想命运不公，只是梦想中的插曲，
他并不妨碍梦想，只要你有一颗不放弃的心，就可以实现自
己的梦想。在这里，我列出了一个等式：不抱怨+拼搏+不放
弃+勤奋=梦想。

着名的音乐大师贝多芬正是如此。1816年，他的耳朵全聋，



作为一个音乐家，失去了听觉，就意味要离开自己喜爱的音
乐，这等于比死刑还难受、痛苦。但贝多芬并没有因此吓倒，
他勤奋好学，逐渐成为一个音乐家，创作了数以百计的作品，
还能登台指挥。最终，他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成为了一名闻
名世界的钢琴大师。

梦想是一条跑道，而那些命运悲惨的经历，则是一块块躺在
跑道上的石头;梦想是一盏明灯，而那些坎坷的命运则是无尽
的黑暗。到底是选择摔倒，被命运摧毁梦想，还是站起来，
跑出属于自己的一条梦想跑道，实现梦想，主人公高尔基给
了我们强有力的证明。在以后的人生历程中，我会时刻铭记
这句话：命运并不能妨碍梦想!

在人间读后感篇二

文学是比鸟飞得还远的梦想、比花开得还美的情感、比星闪
得还亮的智慧、是我们到一百岁还忘不掉的信念。

读了马克西姆。高尔基的《在人间》，你才能真正地了解19
世纪末期沙皇统治俄国时的黑暗和猥亵，龌龊。作品中主人
公阿廖沙的原型就是高尔基本人，这一形象既是作者早年生
活的写照，也是俄国人民，特别是处于社会下层的劳动人民
经过磨练后走向新生活的典型。

在读这本书的第一遍的时候，我还看不懂，所以不是很喜欢
这本书。只是觉得有趣罢了。

读第二遍时，我隐约能感受到阿廖沙的委屈与痛苦，那是一
种无法形容的心路历程，是一种另人可怜的童年。

读第三遍时，我开始迷上了这本书。我视乎可以进入阿廖沙
的人生路程，去陪他一起走过这条黑暗之路。我甚至可以进
入阿廖沙的身体，去他童年的路上走走、看看。去和他一起
打工、一起借书、一起抵挡那些恶言恶语。



多度几遍，我发现我是多么地憎恨沙皇，憎恨那个19世纪末
期的俄国。同时我十分可怜那些处于社会下层的劳动人民，
例如阿廖沙。阿廖沙小小的年纪就要去打工、工作，还时常
被人辱骂、暴打，却一直在坚持着读书与学习，从来没有放
弃过读书的信念。

因为身份和家庭的关系，他过早地去各种地方打工，却在打
工的时候想尽办法借书看。他过早地接触这些人情世故，过
早地接触一些猥亵、龌龊的事。

高尔基精湛的写法，常常使我身临其境，也去想想如果当时
我就是阿廖沙，我会怎么去做?

没有任何一朵玫瑰花，可以永留芳香。唯有书中的智慧永世
长存!

多读读书吧，读读高尔基的《在人间》吧!这种令人惊叹的笔
锋，不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模仿的;读高尔基的《在人间》，
给你不一样的惊人感受;读高尔基的《在人间》接受一次心灵
的洗礼，一次精神的震撼!

在人间读后感(二)

在人间读后感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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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名的自传体三步曲小说。

在这部作品里，作者通过叙述自己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的
生活经历和描写自己坎坷的命运，给我们展现了一个进步革
命青年的成长过程。



《童年》反映了高尔基童年时父亲不幸去世后，他在外祖母
家里度过的艰苦岁月。他每天看到的是舅舅们为家产而争吵
斗殴，外祖父毒打儿童等一系列的丑恶之事。但与此同时他
也得到了外祖母的疼爱。外祖母经常给他讲故事，鼓励他将
来多写文章，使他对文学逐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人间》则写了高尔基由于外祖父的破产而被迫外出打工
挣钱谋生的曲折经历。他曾经在鞋店、轮船等地方做学徒，
不得不忍受老板的剥削和有钱人的斥骂，过着非常沉重而苦
闷的生活。

《我的大学》则讲述16岁的高尔基梦想进大学读书，最终通
过努力进入社会学习，受到了各种思想的启迪和教育，社会
这所大学为他展现了一个色彩斑斓的广阔世界，使他的思想
越来越成熟起来。

我非常佩服阿廖沙那惊人的毅力和耐力，那种不屈不挠的精
神，还有那种热爱文学的精神，所以我赞美他!

在十分悲惨的生活条见下，书是一文不值的。阿廖沙没有书，
也没有时间读书。但他不理会别人的讥讽和反对，千方百计
的借书，看书。

人需要真理，就像瞎子需要明快的引路人一样。把午夜的黑
暗化为黎明的曙光。让书陪伴你度过一年又一年，让你在书
香中渐渐成长。珍惜现在的大好学习时光，以高尔基为榜样。

我在学习上也要这样!要做到认真学习、不耻下问、多读书、
读好书，逐步积累知识。只有这样，才能有所作为呀!

在人间读后感(五)



在人间读后感篇四

——读了《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有感

当我重重地把最后一页书合上时,主人公阿廖沙那对知识的渴
求和对社会下层的劳动人民的怜惜、打抱不平的精神总浮现
在我的脑海里。

《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这本书是俄国近代作家马克西
姆·高尔基，作品中写了主人公阿廖沙从童年到青年时期的
生活经历及其心路历程，生刻而生动地描绘出俄罗斯19世纪
末期社会政治生活的历史画卷。作品中主人公阿廖沙的原形
就是作者高尔基本人。

高尔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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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高尔基只上过三年学，
十一岁就走向社会，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他当过学徒工、
搬运工、守夜工、面包工、佣人等。十六岁时，他自身来到
喀山，进入了“社会大学。”在与命运的斗争中他深入俄国
社会各个阶层特别是最底层，与各种人物接触，饱尝了生活
的艰辛，但他还不忘学习，抓紧一切空余时间学习、读书，
从而不断地丰富了他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

这本书中有一段故事、几句话深深地震撼着我：“晚上大家
都把蜡烛拿到寝室去了，我没有钱买蜡烛，就自己动手制作
灯。我把蜡盘上的蜡油都搜集起来，装在一只沙丁鱼罐里，
加上一点长明灯的油，再用棉线做成灯芯，这样就完成了。
有了灯，我就可以沉浸在读书的喜悦之中了。”“书就好比
一座美丽的园子，里面什么都有……”“我只是觉得这种生
活，让我有了寄托，有了奔头。”读了这些真实、纯朴的语
句，使我感受到高尔基是那么酷爱学习，从书中让他明白了
许多真理，他一直渴望上学，渴望着新生活的到来!

我似乎对这本书着了迷，一连读了两、三遍。这时我想起了



自己。

我的家庭条件是不错的，父母不仅能让我吃饱穿暖，还能满
足学习国画、古筝的额外要求。另外，高尔基的父亲早年去
世，相比之下，他从小就少了一份父亲和亲情。他，一个才
十一、二岁的大孩子，就被生活所迫外出打工被人欺负，令
人怜惜，但更多的是被他那坚强的性格和对知识的热爱而感
动。我好好地反醒了自己，无时无刻心中都在对自己
说：“如果想让自己有个美好的明天，必须像高尔基那样付
出行动——多读书，勤奋学习，有坚定的信念，遇到困难不
气馁。我坚信付出努力展现在眼前的将会是我渴望的灿烂的
明天!”

在人间读后感篇五

人的生命，似洪水在奔流，不遇岛屿、暗礁，难以激起美丽
的浪花。

——题记

雄鹰忍受一次次从峭崖上摔下的痛苦，才有了飞翔天际的一
刻;河石接受一次次海浪的撞击，才有了浑然光滑的形体;雨
燕接受一次次风雨的打击，才有了高歌飞翔的本领。

一沙一世界，一歌一天堂。

渴望成功，追逐成功，平凡的我们必须花两倍甚至数倍的精
力，忍受常人不能忍受之寂寞，之痛苦，并且咬紧牙关，不
半途而废，认准方向，成功定会向我们走来。

当我读完高尔基写的《在人间》这部小说，我被这部小说深
深地吸引住了：《在人间》写的是高尔基十一岁时因外祖父
家破产出外谋生的经历。他在鞋店，圣像作坊做过学徒，在
轮船厨房里打杂过，过着非常沉重而且苦闷的生活，但他每



天都用剩下的时间来读书，有时甚至几天几夜都不睡觉。而
读书使他找到了慰藉，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文学作品，并
且心中始终向往着新的生活。

当你读完这段文字，也许你会被高尔基渴望读书，拼命读书
的精神所感动，也会为高尔基为了读书所遭受的屈辱，欺凌
而落泪。

是的，无论是他的毅力、惜时、持恒，还是他面对逆境不屈
不挠的精神，都照耀着我前行。

他的毅力告诉我：毅力不能放在嘴上说，它是沉默中一小步
一小步不间断的跨越，它是意志力支撑下的持久的行动。檐
上水滴之力微不足道，但它却能穿透石块;愚公年老力衰，子
孙势单力薄，但他们却敢于向巍然的太行、王屋两山开战;兔
子跳跃迅捷，乌龟爬行缓慢，但龟兔赛跑乌龟竟能折桂。这
看似不可思议事情由于毅力的支撑而变成现实。也许你的力
量很小，但只要你拥有了锲而不舍的毅力，便没有不可征服
的高峰;也许你的智力驽钝，但只要你拥有了坚忍不拨的毅力，
便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行百里者半九十，”坚持到最后
一刻的才是胜者，让我们从小事做起，磨炼自己的意志，锤
炼我们的毅力，为自己的人生写出最美的篇章。

他惜时的精神启迪我：时间的脚步是无声的。冬去春来，天
回地转，稍不留意，岁月就会从你身边悄悄溜走。它不会给
延误时间的人以任何宽恕，也不因任何人的苦苦衰求而偶一
回顾。它能使红花萎谢、绿叶凋零;会让红颜变成白发，让童
稚变为老朽。时间是无情的，又是有情的。对于珍惜时间的
人，它却缋赠以无穷的智慧和财富。我们不是时间的富翁，
我们要做到时间的主人。

他持恒的精神点化我：要成就事业，就必须坚持不懈、持之
以恒地努力。这是众所周知的道理，只是真正能这样做的人
并不太多。物欲的勾诱，功利的驱使，游乐的招引，你抵挡



得住么?数载苦索，十年寒窗，乃至一生埋下头去，你承受得
住么?一些人退却了，只得半途而废，一些人气馁了，只得前
功尽弃，一些人一暴十寒，只得一事无成。只有持恒者迈着
坚定不移的步伐，义无反顾，终于淋浴到了胜利的光辉。

他面对逆境不屈不挠的精神教导我：逆境似横在我们面前的
一道鸿沟。懦夫哭哭啼啼地哀叹，骂骂咧咧地埋怨，结果加
速了生命的衰老;勇者则把它视作练就自己奋飞的翅膀的最好
器物，当他们贮满力量之后，纵身向彼岸跃去，最终战胜逆
境，取得成功，丰富了生命的意义。

沉沉浮浮是人生，不能因为苦难而拒绝生活，不能因为险恶
而拒绝美丽，美丽常与荆棘同在，彩虹常与风雨相伴;没有风
暴，船帆只不过是一块破布;没有历经暴风雨的洗礼，怎能领
会人生的真谛?胜利的曙光只会在历经颠簸与坎坷之后赫然出
现。

在人间读后感(六)

在人间读后感篇六

一代才女林徽因在文学上着述不多，本书精选其诗歌、小说、
散文佳作。其作品自有女性的温婉清丽，但并不为小格局所
囿。她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娇弱女子，笔下流露出令人惊讶
的对民间百态的深谙，实有创作天赋。林徽因的一生是辉煌
的、感人的，不能仅仅停留在她的诗文上。

林徽因陪同梁思成15年间先后走了中国150个县，查证测量
了2738处古建筑，由于野外工作艰苦，林徽因的身体受到极
大的摧残，肺结核病始终在折磨着她，但是林徽因为了完成
学术研究的工作废寝忘食，紧随梁思成长途跋涉完成了许多
古建测量数据的纪录，及建筑结构的图纸绘制，出色的体现



了林徽因在建筑学方面的天才。

这位秀外慧中的民国女子，早已化为一代传奇，于历史中定
格为“人间的四月天”：

心若向阳无畏悲伤；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点亮了四月的风。

鹅黄，暖绿，莲白，和梦里漾着初春的软，你是；人间四月
天。

但在真正拜读她这本书的时候，我却感觉到了她无以言表孤
独和厚重！

“生病，这短暂的逃离，让林徽因感到一种”奢侈的愉悦“。
只不过，她享受的不是父母的宠爱，不是浮生偷得半日闲，
而是终于能够置身事外的`清净，不被人围绕和打扰的孤
独！”

“如果说，人在旅行的时候是处在彩色的油画中，浓墨重彩，
应接不暇，一转眼，一拐角，处处是惊艳和欢欣鼓舞；那么
日常生活则是把人拽回沉闷的黑白画中，这幅黑白画的人物、
场景和故事都是老掉牙的、千篇一律的。人们需要旅游，是
想从沉闷的黑白画中探出头来，喘一口气，但是旅游之后，
视觉和心情的盛宴散去，曲终人散，一切如常，更反衬出黑
白画的枯燥和无聊。”

她是一代女神，传奇，新一代女性的代表！处处做自己，把
自己的人格魅力在顺其自然和言行举止中展现的淋漓尽致。
敬佩她很认真的对待自己！



在人间读后感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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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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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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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大量书籍。生活阅历和大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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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自
传体小说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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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求自己的理想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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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可能被接受入学，只好在面包店做工。起早
贪黑，每个月仅有三个卢布的工钱。高尔基求学的尝试终于
失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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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2年，他终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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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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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