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童年读后感手抄报(模板5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时候却
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
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童年读后感手抄报篇一

《童年》这本书是由著名作家高尔基写的，讲述了阿辽沙童
年的悲惨生活。

父亲去世后，年幼的阿辽沙跟随母亲来到外祖父家生活。外
祖父冷酷、吝啬、专横；两个舅舅整日为争夺家产而打架斗
殴；母亲再嫁后生活仍旧不幸，直至病死……阿辽沙11岁开
始为生计奔波，当过装卸工、面包房工人。在阿辽沙压抑的
童年生活中，慈祥善良、刚强能干、热爱生活、胸怀宽广的
外祖母，乐观聪明的伊凡，知识份子“好事情”，正直的格
里高里，都像明灯一样温暖着阿辽沙幼小敏感的心，并使他
成长为一个坚强勇敢、充满爱心的人。

《童年》真实地反映了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俄国民众的
生活，反映了小市民阶层的庸俗自私和空虚无聊，揭露了沙
俄专制的黑暗与罪恶，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品。

《童年》这本书里，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姥姥，因为她让我
感觉很温暖，像是自己的外婆一样，对我照顾无微不至。现
在的`小朋友都过着幸福的生活，甚至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
“小王子”和“小公主”。像阿辽沙童年的时候，没有粮食，
没有衣服，只能自已做，但他不向困难低头，经过坚持不懈
的努力，最终成为一位作家。如果我是阿辽沙，我早就叫苦
叫累了，我非常佩服他。我们要珍惜现在的生活，将来要为
祖国作出贡献。



《童年》这本书告诉我们，就算自己生活的再苦再累，也不
能放弃自己的理想，要努力去实现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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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去治愈童年。

每个人都经历过童年，有的童年充满欢声笑语，有的童年充
满长辈的宠爱，有的童年充满纯真的友情……仿佛每个人的
童年都是那么美好，那么无忧无虑。可是打开高尔基的《童
年》，他却用最真实的笔触，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不一样的世
界，一个没有色彩的、黯淡无光的童年。

整本书主要讲述三岁时阿寥沙的父亲去世了，母亲在悲痛中
生下的小弟弟也死了，这对孤苦无依的母子只能去投奔外祖
父，阿廖沙悲惨的童年也从此开始。凶残的外祖父，自私的
舅舅，艰难的生活，黑暗的时代在年幼的阿廖沙眼里，成人
的世界是那样丑陋与无情。同时，也对小小的阿廖沙产生了
肉体与精神的折磨，但苦难并没有让他自暴自弃，炼狱般的
童年浇灌出他不屈的信念。善良的外婆，乐观的小茨冈，知
识渊博的“好事情”，是他生命里的光，为他暗淡无光的童
年中添加了几分不一样的光彩，为他黑暗的生活引出了一条
光明的小路。坚强的阿廖沙借着那淡淡的光在逆境中慢慢成
长，最终成长为一代文豪高尔基，作者通过真挚的文字，净
化那些被丑恶社会污染的心灵，照亮了俄国的黑暗时代。

《童年》是一本独特的自传。它不像大多数自传那样，以一
个主人公为形象创造出一幅肖像出来。它更像是一幅色彩斑
斓的长卷油画，复原了一个时代，一个人，一个家庭里的一
段生活。在这段生活中，出现了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主
人公”，同时站在读者面前，冲击着我们的心灵。

不！我坚信新时代的我们不会沉溺在先辈们用鲜血和汗水为
我们浇筑的城堡里自甘堕落，我们会坚定地扛起自己的责任，



绽放自己独一无二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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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x年的一个暑假，我阅读了苏联作家高尔基自传体小说三
部曲的'第一部《童年》。

每个人都有童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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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不敢去回想的。

幽暗的小屋，父亲躺在窗下的地板上，穿着白衣裳，光脚的
脚趾头奇怪的张开着，眼睛紧紧地闭着，父亲的面孔有些发
黑，难看的龇着牙。这时的阿列克塞才三岁，并不明白父亲
已经去世了。（阿列克塞其实是高尔基本人）父亲去世过后，
母亲就把阿列克塞送到了外祖父家。

从此，开始了他痛苦的童年。外祖父开了一家染坊，但是随
着家业的衰败，他变得吝啬、贪婪、残暴，经常毒打外祖母
和阿列克塞这一群孩子们，他暗地里放贷款。两个舅舅每日
不仅因为争夺家产争吵斗殴，还疯狂虐待自己的妻子。然而
就是在这样一个可怕的生活环境里，也不缺乏温暖。外祖母
是一个慈祥善良的人，她有宽大的胸怀，对谁都很忍让，她
经常讲一些弱者的故事给阿列克塞听，教育他正直，正义。

很快，阿列克塞交了一个朋友――茨冈。茨冈经常为了阿列
克塞被外祖父抽的浑身是鞭痕。过了许久，茨冈意外去世。
面对好朋友茨冈的死，阿列克塞眼睛湿润了，那个曾经为了
他被外祖父抽的浑身是鞭痕的好朋友就那样静静的离开了他，
十字架的倒下，再也看不到美好，执着，朴实的茨冈了。舅
舅们的自私导致了茨冈的死，又一种人性丑陋裸露在阿列克
塞面前，他沉默的痛恨着。

过了几天，母亲改嫁了，继父经常赌博，把家里输得一干二



净。母亲为了这个事经常与继父吵架。后来身体也越来越虚
弱。几年后，母亲患病去世了。母亲去世不久，外祖父不愿
意再白养阿列克塞，他只能靠自己的劳动来维持生活，在自
己生活的日子里，他遭受过别人的欺负，嘲笑。凛冽的寒风
使他直打哆嗦，酷热的烈日使他汗流浃背。可他却以自己顽
强的毅力和坚定的信念勇敢的去面对，在困难中一点点的成
长起来。读到这儿，我觉得有些惭愧。我们多幸福啊，被父
母宠着。衣食无忧。而高尔基呢？高尔基很少有安宁的日子，
几乎天天有人辱骂他、欺负他。我真佩服他那种顽强的毅力
和坚定的信念呀。

童年，本应该是绚丽的七彩，无忧无虑的幻想，可是阿列克
塞却不曾拥有，三岁就失去了父爱，在鞭打和嘲笑中一步步
走出来，勇敢的面对自己眼前的一切困难。

读完最后一页，高尔基的童年也结束了。等待他的是另一种
截然不同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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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童年》是高尔基自传体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主要描
写阿廖沙的童年，三部曲中的另外两部《在人间》、《我的
大学》主要叙述阿廖沙的青少年经历。为使读者对阿廖沙的
成长过程有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这里简介一下后两部作品
的内容。《在人间》描绘阿廖沙岁走向社会外出谋生的经历。
他备受生活煎熬，做过各种工役，受尽欺凌、侮辱、愚弄、
甚至毒打和陷害，体验了社会生活底层的艰辛，认识到人性
的丑恶。不过，外婆的善良、厨师的正直、玛戈尔皇后的博
学，又使他看到生活的光明面。同文物鉴定人、司炉工、木
匠等人的交往也使他感到人性的多面与复杂。他酷爱书籍，
利用一切机会读他所能碰到的书籍，为此吃了种种苦头。

《我的大学》描写他在喀山时期的活动与成长经历。他16岁
报着上大学的愿望来到喀山，但理想无法实现，喀山的贫民



窟与码头成了他的社会大学。他无处栖身，与人共用一张床
板。在码头、面包房、杂货店到处打工。后来，因接触大、
中学生、秘密团体的成员及西伯利亚流放回来的革命者，思
想发生变化。他阅读革命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著作，直至
参加革命活动。在革命者的引导之下，摆脱了自杀的精神危
机。喀山的4年使他在思想、学识、社会经验方面都有长足的
进步。

1914年俄—国作家梭罗古勃在《作家日记》中谈到高尔基自
传体小说三部曲时写道：“我边读边感到遗憾。我不由得想
起列夫·托尔斯泰那充满芬芳气息的童年。相反地这里却是
打架，斗欧，鞭笞……简直是一种在心理上不可理解的施虐
狂。”的确，整篇《童年》中所描绘的是一种浓厚的、色彩
斑斓的、离奇的难以形容的生活。那段生活，仿佛是由一个
善良而且极端诚实的天才美妙的天才讲出来一个悲惨的童话。
在那种黑暗生活中，残酷的社事情太多了。小孩子做错了一
点事，要脱掉裤子挨打；父子兄弟间为了分家，吵架斗殴，
甚至打得头破血流；外祖母毫无过失，也逃不了外祖父的拳
打脚踢；米哈伊尔舅舅为了寻开心，用烧红的顶针捉弄老匠
人格里戈里；母亲跪在地上请求继父不要在外面鬼混，继父
却用他穿着靴子的脚狠狠地踢她的胸部；格里戈里为外公干
了一辈子活，当他双目失明，丧失劳动能力时，却被赶出染
坊，流浪街头乞食为生；外公不但残酷剥削工人，而且六亲
不认，与老伴一起煮茶时，茶叶也要放在手心里细细数过，
生怕自己吃了亏。

最后，又把老伴与外孙赶出家门，让她们自谋生路。但尽管
作品中描写了那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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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
尔基在《童年》中也一再说明：“每当我回忆起俄—国令人
压抑的龌龊野蛮的生活，我常常问自己：这种丑陋的行为有



必要去写吗？我每次都怀着充分的信心回答自己：有必要！
因为这就是活生生的丑陋的生活现实，这种现实目前还存在
着。要改变这种现实，要从人们的记忆和心灵中，从我们沉
重龌龊的生活中清除它的影响，就必须透彻地了解这种现实。
”“我描写现实生活中的这种丑恶行为，还有一个比较积极
的原因：虽然这些丑行令人恶心，使我们感到压抑；虽然它
们扼杀了无数美好的灵魂，但俄罗斯人的心灵仍旧是那样健
康、年轻，正在克服并且最终能够克服这种丑恶的行为。”

“我们的生活是非常奇妙的。在我们的生活中，虽然有滋生
各种无耻的败类的肥沃的土壤，但这种土壤终究会生长出卓
越的、健康而且富有创造性的力量，生长出善良和人道的东
西，它们不断激发我们建设光明的人道的新生活的不灭的希
望。”这一方面表明了高尔基的美学原则：作家不必回避生
活中的任何丑事，但目的是为唤醒人们的重视，从而彻底消
灭它，并且坚信人类社会有一种真善美的自我调节机制。另
一方面也表明高尔基写童年的悲惨经历，目的不是为了向人
显示他是多麽值的同情与可怜，也不仅仅是简单的回忆童年
生活，而是用自己童年的亲身经历，告诉读者，无论环境多
麽恶劣，生活多麽艰难。总有一些善良美好的人，只要怀着
一颗向上的心，在龌龊的环境下也能培养出健康、正直的心
灵。

因此，我们说全书的思想内容表现上是积极向上而非颓废委
靡的。作品主要塑造了两大类人物形象，作者通过对这两大
类人物的叙述表达了对他们的爱憎之情。两大类人物一类以
外公为代表的自私残暴的人，一类是以外婆为代表的正直、
善良的人。外公是阿廖沙十分讨厌的一个人，对他无论是外
貌描写还是内心世界的刻化，总有作者辛辣的讽刺意味在里
面。他矮孝干瘦，只有外婆的肩膀高。

童年读后感手抄报篇五

从此文章中的第一章中的第一段这打扫了也像没扫一样的北



京打扫风格，北京人的不一样，从”北京老妈子很会偷东西，
它们偷的米就一把一把地装进裤兜里，刚好落到绑着裤脚的
裤管里，不知宋妈有没有把我家的白米放进她自己的肥裤里。
“从中我看出了小英子小时候的想象力很丰富，别人说什么
就想到什么古怪的。我觉得英子家中好笑的是妈妈买一斤猪
肉，不要太肥。变成；”买一斤租漏，不要太回。“我从中
看出了林家初到北京的娱乐。

林家的事不少，每篇文章都有事发生，这章有写宋妈说惠安
馆成”惠难馆“，妈妈”灰娃馆“，爸爸”飞安馆“胡同里
的孩子”惠安馆“，这几种叫法让英子不知该这么叫，只好
跟着谁就和谁叫。英子跟着宋妈去买菜时遇见”疯子“已经
不是第一次了。这次，”疯子“招了招手英子就过去了，而
胡同里的孩子也不一定会过去，英子还和”疯子“成了朋友，
这说明了英子的勇敢。后来在井窝旁和油盐店认识的好朋
友——妞儿。

林海音小时候每天干的事情几乎都一样，早上的惠安馆找”
疯子“，顺便带瓶吊死鬼回家。下午在西厢房等妞儿一起玩，
还把吊死鬼喂给小油鸡们吃。后来晚上就练字。我第一遍看
吊死鬼以为是指蚕宝宝，以因为”这些吊死鬼好像秀贞的这
盒蚕“但后来我看来几遍后才发现吊死鬼是指尺蠖。

但在一个下雨天，英子生病了，妞儿来了，站在窗外，英子
拿着妈妈的金镯子和妞儿来的了秀贞的房间里秀贞对英子很
冷漠，只顾着收拾东西，一点也不像是朋友。秀贞收拾好后，
也只对英子说：”天晚了，回家去吧。“就把妞儿拉了上车，
拿了英子给的金镯就走，英子带病走出了惠安馆的门，又吹
冷风，一下就倒了。醒后，宋妈和英子妈妈把以前的事掩盖。

读完了惠安馆这篇文章后，我觉得十分伤心，两个朋友一起
离开自己，谁都会伤心，但看了后面的几篇文章，英子已经
把之前好与不好的事情忘了，新的朋友给予了英子快乐，后
面的文章也没提起这些事。



伤心的事开心不了，开心的事伤心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