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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礼可以是一个重要的社交场合，人们在其中可以交流、分
享，并且彼此互动。典礼的排练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只有通
过反复练习，才能使典礼更加顺利、庄重而有仪式感。接下
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一些典礼总结的范文，或许能给你一些
灵感。

城南旧事学生读后感篇一

童年，是一朵美丽芬芳的花朵，增长一岁，花瓣就掉落一片，
花瓣掉光了，下面是挑选较好的学生读后感城南旧事范文，
供大家参考和阅读。

童年是一朵美丽芬芳的花朵，增长一岁，花瓣就掉落一片，
花瓣掉光了，我们的童年也就过完了。

《城南旧事》是中国台湾女作家林海音的代表作品。在上个
世纪的老北京，不时响起小贩叫卖声的胡同、种着夹竹桃的
四合院、屋里冒着热气的暖炉、厚厚的能直立起来的小棉裤、
西厢房的小油鸡、佛照楼的八珍梅、城南游艺园、大鼓书
场……书中的小主人英子被这些充满温情的事物包围着，又
被慈祥而严厉的爸爸、操持着家务的妈妈、善良的宋妈等人
宠爱着，再加上几乎每年都会新加一个的弟弟或妹妹……这
样一大家子的生活故事仿佛一场韵味十足的大戏。

英子的童年趣事都体现在了《惠安馆》里。英子敢去闯一闯：
她的妈妈和宋妈都不让英子去惠安馆旁玩，甚至每当走到惠
安馆门口时都会加快脚步：因为那儿有一个“疯子，”可英
子还是经常背着她们去那儿了，并慢慢地于“疯子”秀贞成
了朋友，明白了她并不是真疯，而是因为想念自己失散多年
的孩子——小桂子而“疯”。英子发现与自己同龄的好伙



伴——妞儿竟然是小桂子时，我也不禁大吃一惊，同时也感
到高兴：大吃一惊是因为英子每天与妞儿玩，也就是与小桂
子成为了好朋友;高兴是因为她们母女两团聚了。

小英子也乐于助人，会帮助有困难，被冤枉的人，还勇敢、
善良……这些优点我们都要向她学习。

《城南旧事》故事中的主角都与英子建立起一定的感情，但
随着事情的变化，这些人都由于种种原因离开了英子，甚至
是永别。

现在我们正处在美好的童年时光，我们要珍惜现在幸福的生
活，随着现在的科技发达，我们不会向英子那个年代一样，
失去朋友了就联系不上。我们更要好好珍惜身边的每件事和
每个人。

童年是快乐的，童年的许多趣事为童年增添了色彩。童年，
像一条小河，一去不复返，我们的童年过得很快很快。所以
要珍惜自己所拥有的美丽童年时光!

这本书是着名女作家林海音以其7岁到13岁的生活所为题材的
一部自传体小说集。它写了20世纪20年代，英子一家的故事。
它从英子那说不出来的天真与单纯，向世人展现了大人世界
的悲欢离合，人世间复杂的情感纠纷。

书中。那一件件趣事，一句句言语都深深感染着我：《惠安
馆》中，小英子并没有因为秀贞的“疯疯癫癫”而感到畏惧，
还想尽所有办法，希望秀贞和妞儿母女相认，她的善良、淳
朴、富有同情心的本质，都已在我的心中伸根发芽;《我们看
海去》中，蹲在草丛中与小偷的约定，又展现了小英子的质
朴童真;《兰姨娘》中，聪明机智的小英子又做了一回月下老
人，为兰姨娘和德先叔牵线搭桥，带给了她们母女快乐，减
少了她们的烦恼;《驴打滚儿》中，宋妈的顽强精神与她重男
轻女的思想，也同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爸爸的花儿落



了，我也不再是小孩》，爸爸因得肺病而去世了，小英子也
就从此告别了童年生活，走向社会，走向生活。

书中，不管是人、还是那里的一花一木，他们都和英子建立
下了深厚的感情，成为英子永远的美好回忆。但是这些人都
伴随着童年的脚步声渐渐消逝了，渐渐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童年的回忆，也就此慢慢破碎，散落了一地。……所以，童
年是人生当中最美好，最无忧无虑，最值得珍惜回味的一段
时光。童年就似人一样，充满了喜怒哀乐又似一个打翻的五
味瓶，酸，甜，苦，辣，咸，这种种感觉都让你品尝到了人
生的“第一步。”

我们的童年也就过完了，《城南旧事》讲的就是英子的童年
和童年过去的感想。

第一章《惠安馆》主要写的是英子、妞儿和秀贞之间的事。
让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英子发现与自己同龄的妞儿竟然是
小桂子时，我也不禁大吃一惊，同时也感到高兴：大吃一惊
是因为英子每天与妞儿玩，也就是与小桂子成为了好朋友;高
兴是因为她们母女两团聚了。最后转化为伤心，因为秀贞看
到小桂子后就带她上了洋车找思康三叔(英子亲生父亲)去了，
都没顾上和英子说再见。

第一章就这样结束了，我们要向英子学习，学习她的助人为
乐。她小小年纪，还懂得照顾到秀贞和妞儿在路上需要盘缠。

第二章《我们看海去》，讲述的是英子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结
识了一位新朋友，与他约定下次一起看海去，但这是一个无
法实现的约定。这位朋友干的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可他对
英子很好，还送给她礼物。这位朋友让英子来分辨自己是好
人还是坏人，这是英子的人生难题。最后，她的朋友被便衣
警察抓走了，英子还没弄明白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唉!童
年时，幼稚的心灵里还没法分辨好与坏啊!



《兰姨娘》讲的是：兰姨娘被家人赶了出来，于是就在英子
家住了下来。还有住在他们家躲风声的大学生——德先叔。
虽然最后兰姨娘和德先叔一起离开他们家，但从这两点我觉
得英子一家人对他人的热情与无私奉献精神。

《驴打滚儿》讲述的是宋妈的艰苦生活，反映了下层的劳动
人民的生活艰辛。宋妈为了更好的生活，不惜放弃哺育自己
刚出生的孩子来到英子家打工。最后又痛失了自己孩子，为
了以后的生活，带着一颗孤独的心离开了英子一家。

最后，英子的爸爸去世了，英子的童年也过去了，也表现得
更勇敢而沉静，因为她知道：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
小孩了。

童年是快乐的，童年的许多趣事为童年增添了色彩。童年，
像一条小河，一去不复返，我们的童年过得很快很快。所以
要珍惜自己所拥有的美丽童年时光!

城南旧事学生读后感篇二

《城南旧事》是林海音写的一部令人感慨的`书，以前总是不
大爱读，但今天读起来，是我真正感到了里边的快乐、幸福、
悲伤、离别、无助的感觉。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那时候的孩子到游艺圆里看露天电影，
听戏、玩耍……这一切，都是作家林海音在《城南旧事》描
绘的景象。读着读着我渐渐的走进了书里：一个小女孩英子
跟随着爸爸妈妈从日本飘扬过海来到北京，住在城南的一条
胡同里。这里的一切都让我感到好奇，惠安馆面前的“疯”
女人，常被打骂的小伙伴妞儿，隐藏在荒草丛中的小偷儿，
敢于冲破旧家庭追求新生活的兰姨娘，丢下自己的孩子来做
妈妈的宋妈，严厉的爸爸，他们都曾和英子朝夕相伴过，但
最后都一一离去。



书中还写了自己儿时可爱的童真看法，描写自己的生活。父
亲中年早逝令她一日之间长大成人，再也不是小孩子了。母
亲28岁做了寡妇，她为母亲痛心，母亲是爱她的，没有回天
津，不想让孩子们吃苦，令我不由得而同得想起了我妈妈对
我的爱与呵护。

相比之下，虽然我的童年过得无忧无虑，但是英子的童年却
过得十分精彩。她的童年是戏剧化的，但是却是很真实、纯
朴。

英子的看法是不同的，那么的纯真、无邪。使我感动，他会
用善心对待每一个人，不管是好人坏人，在她看来，每个人
都是相同的，这种难得的想法、美妙的意境使人不忍心打破。

看《城南旧事》，心头漾起一丝丝的温暖，因为已经很少看
见这样精致的东西，因为她不刻意表达什么，只一幅场景一
幅场景地从容描绘一个孩子眼中的老北京，就像生活在说它
自己。那样地不疾不徐，温厚淳和，那样地纯净淡泊，弥久
恒馨，那样地满是人间烟火味，却无半点追名逐利心。

城南旧事学生读后感篇三

童年，它就像那夜空中最亮的星，璀璨照人，又像那雨后的
彩虹，照亮我们的心。我羡慕英子，同时又嫉妒她，因为她
的故事，充满了许许多多的悲欢离合，而且那老北京的热闹
生活，在我心里闪烁着，同时又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惠安管、兰姨娘、骆驼队、驴打滚、爸爸的花儿落了，每一
章节都展现出不同的风采，他们的离去。，都是小英子变强
了，同时也长大了。

多数人的眼中，秀贞是一个疯子，可是，谁有能知道，她不
是呢，但在英子童真般的眼里，她是一个可怜的人，又是一
个伟大的人，可是，谁又知道英子得了什么怪病，也就她自



己心里知道，因为，这不是怪病，而是一个小女孩所应有的、
充满童真的心。

一个被养父责骂、被人遗弃的小女孩，却与英子成了好朋友，
英子也帮助妞儿与秀贞团聚，又不怕责骂的从家里拿出妈妈
的东西，在她的眼里，，一滴水，可以折射太阳的光辉，一
本书，可以净化一个人的心灵…..

繁落的花下，一个充满童真的女孩，在夕阳的余晖下，静默
着…..

城南旧事学生读后感篇四

每读完一篇经典之作，对于我的启发是非常大的，唯独《城
南旧事》最让我感受到了作者对北京有着浓厚的情感。这本
书既是林海英童年的回忆，又是当年北京平民生活的写真。

“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这个故事最让我记
忆深刻，那让人久久不忘的心灵独白，为这个故事增色不少。
英子的爸爸去世了，小学刚毕业的英子担起了生活的责任，
告别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英子失去父亲的悲痛我们无法
领会到，但从英子的描写中，我仿佛又感受到了英子对人生
无常的感慨。

宋妈，一个为了“一个月4块钱，两副银首饰，四季衣裳，一
床新铺盖”来到英子家的慈祥妇女，她一来就是4年，成了英
子家的一员。但她日夜牵挂着她的儿女——已经死了的小栓
子和送了人的小丫头，宋妈天天说着小栓子，想着小丫头。
因此懂事的英子决定陪宋妈去找小丫头，这个故事发生
在“驴打滚儿”。

我从《城南旧事》这本书中获得了美的享受，习得作者的许
多种写作技巧，这些文章让我充分地领略到了阅读知趣和经



典之美，让我们鼓起改变命运的力量，找到人生的真谛!

城南旧事学生读后感篇五

水滴，令鲜花思念;花裙，令女孩着迷;《城南旧事》，令人
回味无穷。

作者——林海音，用纯朴、真实的言语，描绘全文。使我爱
不释手、浮想联翩。每当看到一条“小毛虫”及不明确的结
局时，我总会绞尽脑汁思考：咦?难道秀贞的女儿真是妞儿
吗?那么她们究竟有没有找到思康呢?她们是不是像宋妈所说，
去世了呢?一个又一个问题总是一次又一次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在北京城南，我认识了许许多多的知心好友：调皮而乐于助
人的林英子，文静而乖巧的妞儿，疯癫而善良的秀贞，贴心
而柔弱的宋妈。

阅读本书时，林英子的种种行为举止，令我佩服。惠安馆，
她与众人所说的“疯子”一起玩笑;秀贞家，她把极为珍贵的
金镯送给秀贞母女;空草地，她与莫不相识的厚嘴唇叔叔一起
谈话。

看到这种种内容，我不禁想：难道英子不怕秀贞吗?要是我，
恐怕早已躲得远远的了。那么珍贵的金镯，或许我碰都不敢
碰一下呢?别说送给外人了，就算送给亲人，也会舍不得的。
对于在荒无人烟的地方见到的陌生人，我想，我一定会吓得
发抖，拔腿就跑。

北京城南的旅程已结束，在前往呼兰河的路上。我明白了：
英子的童年之所以如此精彩快乐，是因为英子用自己那颗纯
洁的心，感染了周围的每一人，打动了身边的每一个人。她
留心观察身边的种种事物，细细记录。所以她的童年才如此
丰富多彩，令人羡慕。



她的调皮显出可爱，她的可爱显出天真。

城南旧事学生读后感篇六

今天，我看了老师发的一本书叫城南旧事。书中令我最记忆
犹新在惠安馆里，英子结识了‘‘疯子’’秀贞和她立下了
友谊，可是她和惠安馆的疯子秀贞成了好友，在别人眼中，
秀贞可是个疯子，可是英子不这么想，她一直把秀贞当正常
人，当自己的好朋友。明白并同情秀贞是因为失去丈夫和孩
子小桂子而变疯，后来，善良好心的英子找到了小桂子，还
把妈妈最心爱、宝贵的玉给秀贞，让她们母女把玉当路费，
回老家去找秀贞的丈夫。

可好景不长，英子从别人聊天中得知，秀贞他们早已葬身火
车轮下，英子悲伤至极。英子还是个正义的孩子因为英子第
一次遇见妞儿时，妞儿手里拿着好多东西，店伙计还非让妞
儿唱段小曲，看到店伙计逗弄妞儿，“有说不出的气恼”
并“插着腰”为妞儿抱不平哩。英子因此又和妞儿成了好友。
还有英子的奶妈——宋妈，她性格坚强，因得知自己的孩子
小栓子和丫头子，一个淹死了，一个被狠心丈夫给卖了而悲
痛欲绝，还和英子一起去找被卖的丫头子，可是没有找到。
最后，宋妈跟丈夫一起回家了。读了这本书我感到了英子的
天真正义宋妈的坚强。

城南旧事学生读后感篇七

暑假里，我读了一本特别有意义的书——《城南旧事》。这
本书使我勾起一些童年的回忆。

起初我看到书名《城南旧事》仅仅一个“旧”字，就让我浮
想联翩，以前的'同学、老师;以前的屋子、家;老屋旁的老柳
树。童年时记忆的开始，也是一个梦的符号。

转眼间，我的童年也化为了一个梦的符号了。读着《城南旧



事》，里面的故事情节，仿佛身临其境。作者的那些往事，
好像在我身边发生过一样真切：惠安馆的秀贞，草丛里的小
偷，爱笑的兰姨娘，伙伴儿妞儿，不理睬英子的德先叔，从
小就陪伴英子的宋妈，患有肺病去世的父亲，东阳下的骆驼
队。这些美好的人、事、物都离英子远去了。但唯一没有远
去的是英子对童年的回忆。

读完这本书后，我想：美好的事物终究会是要远去的。忍不
住再次翻开目录，看见了六个小标题，标题中的每一个字似
乎都有魔力，让我不由自主的闭上眼睛，回忆自己的童年，
回忆小英子的童年，好像我真的有两个童年一样，两个童年
都那么有趣，都那么值得回忆与留念。我又忍不住背诵了英
子喜欢的那首小诗，我们看海去：我们看海去!我们看海去!
蓝色的大海上，扬起白色的帆，金红的太阳从海上升起来，
照到海面照到船头。我们看海去!我们看海去!”

童年，一个多美好的词儿啊!可是它却是短暂的，小英子的童
年过去了，我的童年也走了。不过，回忆童年却是件快乐又
幸福的事情啊!

城南旧事学生读后感篇八

寒假里，老师让读一本书——《城南旧事》。我买来看了以
后，感触很深。

《城南旧事》这本书是著名作家林海音的代表作之一，这本
书用主角英子童稚的双眼观看大人世界的喜怒哀乐和酸甜苦
辣，一种说不出的童气融入字里行间，除了展现真实热闹的
生活之余，全书在淡淡的忧伤中弥漫着一股浓浓的诗意，让
人禁不住再三寻思个中深意。

读过《城南旧事》之后，我合上书，闭上眼睛，脑海中出现
了这样一幅画面：英子拉着弟弟妹妹的手站在爸爸的花面前，
凝视着这些花。《城南旧事》不仅记述了英子的童年，还让



我回想起了自己很小很小的`时候做过的傻事。想着想着，我
笑出了声。童年是多么美好，童年的我们也是那么天真无邪！

《城南旧事》是故事，是梦幻，读时仿若音乐，轻轻扣动人
心，字里行间所隐含的深意，更令人感动，久久不能自己。

城南旧事学生读后感篇九

我一向对名著不太感冒，往往是看了半截便将其束之高阁了。
《城南旧事》不同，淡淡的文字，悠悠的叙述将我领进二十
世纪二十年代的北京，也让我忆起了童年往事。

《城南旧事》中满含着怀旧的基调，将其自身包含的多层次
的情绪色彩，以一种自然的、不着痕迹的手段精细地表现出
来。书中的一切都是那样有条不紊，缓缓的流水、缓缓的驼
队、缓缓而过的人群、缓缓而逝的岁月……景、物、人、事、
情完美结合，似一首淡雅而含蓄的诗。

英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疑问的，她从不在自己的世界里
上锁，总是任由人们进进出出。所以她和被人们认为是疯子
的秀贞结下了友情，三天两头的往惠安馆里钻;她和“小偷”
写下承诺，甚而认真地听着“小偷”的故事;她爱着自己的奶
妈，望着她离去，英子伤心难过。

透过英子童稚的双眼，我们看到了大人世界的悲欢离合那里
有一种不出来的天真，却道尽人世复杂的情感。

城南旧事学生读后感篇十

在这本书里，我最喜欢的文章是《惠安馆》，因为它用各种
方言把“惠安馆”这个名字描写的有趣极了。用北京话说
是“惠安馆”，宋妈说成了“惠难馆”，妈妈说的是“灰娃
馆”，爸爸却说成“飞安馆”。



当然，这是一本充满人性美的书，英子的心是纯净透明的，
当大人们看不清美与丑的时候，她却能看得清。英子善良、
仗义、倔强、聪明、勇敢，而这些正是我们生活中所要追寻
的，不管你多大，不管你在什么位置，都不应该丢失童年的
那份纯真与善良。

纯真善良的美丽童年，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品味，去珍藏。

《城南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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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南旧事学生读后感篇十一

《城南旧事》朴素的文字，缓缓的叙述像摇着铃铛的骆驼将
我们带进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北京城，小说中中满含着怀旧
的基调，笼罩着一种淡淡的愁思。书中的一切都是那样有条
不紊，缓缓的流水、缓缓的驼队、缓缓而过的人群、缓缓而
逝的岁月……景、物、人、事、情完美结合，似一副朴素淡
雅的水墨画。

“骆驼戴铃铛，是因为拉骆驼的人耐不住长途寂寞的旅程，



才会给骆驼戴上铃铛，增加一些行路的情趣。”全书一开始，
英子新颖而又不失天真烂漫的想法便一下子吸引了我的视线，
也令我闻到了一丝童年的怀念气息。

英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她和被人们认为是疯子的秀贞结下了
友情，三天两头的往惠安馆里钻;她和“小偷”交朋友，认真
地听着“小偷”的故事;她爱着自己的奶妈，望着她离去，英
子伤心难过。她喜欢兰姨娘，更爱自己的妈妈，懵懵懂懂中
却做了一次“红娘”。无论是《惠安馆》里的浓浓亲情，
《我们看海去》的困顿迷惑，《兰姨娘》的暧昧彷徨，《驴
打滚儿》的丧子绝望，还是《爸爸的花儿落了》的瞬间成长，
无一不令人过目不忘、久久沉思;每一章节都饱含深情，感人
肺腑。

城南旧事学生读后感篇十二

我读了《城南旧事》，并深深地喜欢上了这本书。这本书的
作者是林海音，书中讲了林海音童年时代的生活。

故事主要讲了，20年代末，六岁的小姑娘林英子住在北京城
南的一条小胡同里。经常痴立在胡同口寻找女儿的“疯”女
人秀贞，是英子结交的第一个朋友。秀贞曾与一个大学生暗
中相爱，后大学生被警察抓走，秀贞生下的女儿小桂子又被
家人扔到城根下，生死不明。英子对她非常同情。英子得知
小伙伴妞儿的身世很像小桂子，又发现她脖颈后的青记，急
忙带她去找秀贞。秀贞与离散六年的女儿相认后，立刻带妞
儿去找寻爸爸，结果母女俩惨死在火车轮下。后英子一家迁
居新帘子胡同。英子又在附近的荒园中认识了一个厚嘴唇的
年轻人。他为了供给弟弟上学，不得不去偷东西。英子觉得
他很善良，但又分不清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不久，英子在荒
草地上捡到一个小铜佛，被警察局暗探发现，带巡警来抓走
了这个年轻人，这件事使英子非常难过。英子九岁那年，她
的奶妈宋妈的丈夫冯大明来到林家。



英子得知宋妈的儿子两年前掉进河里淹死，女儿也被丈夫卖
给别人，心里十分伤心，不明白宋妈为什么撇下自己的孩子
不管，来伺候别人。后来，英子的爸爸因肺病去世。宋妈也
被她丈夫用小毛驴接走。英子随家人乘上远行的马车，带着
种种疑惑告别了童年。书中的一切都是那样有条不紊，缓缓
的流水、缓缓的驼队、缓缓而过的人群、缓缓而逝的岁
月……景、物、人、事、情完美结合，似一首淡雅而含蓄的
诗。

它透过主角英子童稚的双眼，向世人展现了大人世界的悲欢
离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天真，却道尽人世复杂的情感。那
一缕淡淡的哀愁，那一抹沉沉的相思，深深地印在英子童稚
的记忆里，永不消退，也深深地打动着我。整部小说充满了
朴素、温馨的思想感情。

看《城南旧事》，使我的心头漾起一丝丝温暖，因为现在已
经很少看见这样精致的东西，她不刻意表达什么，只一幅场
景一幅场景地从容描绘一个孩子眼中的老北京，就像生活在
说它自己。那样地不疾不徐，温厚淳和，那样地纯净淡泊，
弥久恒馨，那样地满是人间烟火味，却无半点追名逐利心。

宋妈，这个中国旧社会的产物。奶妈这种职业也就在中国才
有吧。我没有孩子的时候不明白奶妈为什么总有奶，现在才
明白，她们是生完孩子不喂自己的孩子而去哺乳别人的孩子。
这个人物的命运注定是个悲剧。看到宋妈让我想到了我奶奶。
她也是小脚，爷爷去世后奶奶为了能留在北京给别人当过保
姆，艰难的支撑着这个家。她非常坚强，活的很有尊严。

这本书唤起我太多童年的回忆。虽然故事发生在北京南城
的30年代，而我家在东城，我生于70年代末，但并不影响我
们之间的共鸣，因为胡同在，胡同文化在。建筑绝对是文化
的一个重要部分。梁思成当年多次向上级要求保留北京城原
貌并感慨，“早晚有一天你们会因为北京的交通、工业污染、
人口这些问题而后悔的。”龙应台在80年代访问北京时也曾



颇为惆怅的说：“新建筑给我的整体印象是毫无个性、特色
和美感，把古城温馨、传统的氛围破坏了，使北京荡然无存。
”

记得上小学的时候看过《城南旧事》这部电影，对英子的大
眼睛、扣边头和长亭外古道边的歌词记忆最深，再有就是张
丰毅扮演的小偷。原来喜欢张丰毅是从那么小就开始了啊。

一部电影成功首先原著要好。很幸运在若干年后的今天我受
某人提议想去读它，而且我这本还是著名画家关维兴插图版
的。选书是一种缘份，当我读到这本书第一章第一段第一句
话的时候，我就知道选对了。

“太阳从大玻璃窗透进来，照到大白纸糊的墙上，照到三屉
桌上，照到我的小床上来了。我醒了，还躺在床上，看那道
阳光里飞舞着的许多小小的、小小的尘埃。宋妈过来掸窗台，
桌子，随着鸡毛掸子的舞动，那道阳光里的尘埃加多了，飞
舞得更热闹了。”住胡同的时候我家住西房，每天早上阳光
都会按时洒到我的床上。周末我会晚起，像书中主人公英子
一样躺在被窝儿里观察阳光里的尘埃，这是我小时候的生活
写照。读到这里我在想，为什么我现在看不到了?为此还和朋
友微信，朋友说现在也有，只是我们没有时间和心情去看了。
突然意识到，达达他们哪儿会像我小时候那么有时间去观察
和体味生活中的这些细节呢?每天一睁眼都是父母安排的各种
课程，恐怕连赖床的机会都没有吧。

也许作者想给读者留一个念想儿，让读者自己去想象一个完
美的结局。

小偷的故事是我看电影的时候就印象很深的，因为张丰毅扮
演的小偷并没有那么可恶，反而让我对他有几分怜悯。电影
拍的和书中描述的一样，和我看书时的想象完全吻合。



城南旧事学生读后感篇十三

寒假里，我读完了《城南旧事》这本书，我不尽也想起了自
己的童年。林海音笔下的城南旧事是平凡的，也是美好的。

这本书的主人公叫林英子，她住在北京城南的一条小胡同里。
她交的第一位朋友，就是在胡同里寻找自己女儿的“疯女
人”秀贞，之后，英子又帮秀贞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帮她找
到了自己失散多年的女儿，又让这对母女俩再一起了。

但是不幸的事情发生在了英子身边。就在秀贞和女儿寻找女
儿的爸爸的时候，被一辆火车给轧死了。英子得知这件事的
时候非常难过。还发了高烧，昏迷了十多天，她还差点丢掉
了自己的性命。

在英子六年级毕业的时候，她爸爸得了一种疾病去世了这又
让英子非常难过。随着英子家人的离开，英子也慢慢知道了
自己的责任。她知道自己已经长大了。

这本书的每一篇结尾，主角似乎总是离开英子。像她的好朋
友秀贞、妞儿，答应和英子一起去看大海的小偷，关心自己
一家的奶妈，最后连最疼爱她的爸爸也离开了英子。

故事中主人公林海音的一生十分不幸。与她认识的人，都悄
悄的离开了她。苦难喜欢找上她，但是她没有被打倒，还很
坚强地在这世界上活了下去。

从林海音的故事中，我知道了：虽然离去非常残忍，但是谁
改不了命运。我应该珍惜自己身边的所有事物。因为总有一
天，它也会离开我们。

城南旧事学生读后感篇十四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当这首耳熟能详的



曲调再次触摸我的耳膜，我仿佛又看到学骆驼吃草的小英子、
疯疯癫癫的秀珍和身世可怜的妞儿。

《城南旧事》是我看过的最震撼人心的一本名著。它是女作
家林海音的自传体小说，写了小英子用她童真的双眼，观察
大人世界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惠安馆”“我们看海
去”“爸爸的花儿落了”，这些故事都让我久久不能忘怀。
读完这部书，我好像长大了。

拿起《城南旧事》的时候，书中的一切是那么有条不紊，缓
缓的流水，缓缓的骆驼队和缓缓而逝的岁月完美结合，恰似
一首淡雅而含蓄的诗。读书的时候，最让我感动的是文字之
间荡漾着的一种淡泊与纯洁。在半个世纪的离别中，城南的
落花依旧，然而飘零的，只是人们记忆的碎片。

看罢，心头漾起一丝丝的温暖，因为已经很少看见这样朴素
的东西，因为它不刻意表达什么，只一个场景一个场景地从
容描绘一个孩子眼中的老北京，就像生活在说它自己一样，
那样的不疾不徐、温厚醇和，那样的纯净淡泊、弥久恒馨，
那样的满是人间烟火味，却无半点追名逐利。

全文的最后一章——“爸爸的花儿落了”是我感触最深的一
章，写出了作者所感受到的那种影响自己一生的最真挚的父
爱。当我读到：“夹竹桃是你爸爸种的，带着它，就像爸爸
看见你上台一样。”就明白父亲不能看着女儿上台做代表，
仅仅以一朵夹竹桃衬托女儿渴望父亲去看的心情。作者一直
以来都把父亲的话铭记在心里，努力拼搏。文章写英子父亲
病危，以花暗示了父亲的病情加重直至死亡。英子不再逃避
现实，她镇定地接受了事实，决定担负起帮助家人的责任。
文中以“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结尾。是呀，
长大了就得负责任，长大就意味着不再让人担忧。虽然生活
的重担压在幼小生命的肩上，但是人的心灵已经长大，不再
任性。



蓦然回首，满地零落的花瓣儿，诉说着盛夏的情怀......沉
沉的情思之中，少了一丝懵懂，多了一份缅怀。落寞之后，
那清越悠然、古朴婉转的音乐仍在耳畔萦绕着：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城南旧事学生读后感篇十五

在这个暑假里我把《城南旧事》这本书没读的部分读完了。

这本书讲的是林海音英子小时候在北京城南发生的点点滴滴。
在这本书里最让我记忆深刻的就是“疯子”秀贞，虽然别人
都叫她疯子但是英子却并不这么认为，英子觉得秀贞是一个
很伟大的母亲，要不是因为自己的孩子小桂子不见了也许她
们现在会过着很幸福的生活。英子非常同情秀贞。后来又得
知自己的朋友妞儿与小桂子的身世很像还发现了她脖子背后
的青记。连忙把她带去找秀贞。秀贞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女儿，
我也很为她感到开心。

童年是美好的，一定要好好珍惜自己的童年。

【点评】语言平淡，中心不突出

城南旧事学生读后感篇十六

《城南旧事》这本书是这学期的必读书目，它非常好看，让
人感动。

这本书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林含英的女孩，这是作者小时候
的名字，这本书旧事写她真实的童年。她家旁边有个惠安馆，
听人家说，这里住了个疯子，但是英子一点也不怕她，还和
她玩呢。后来，才知道她的名字叫秀贞，因为她生了个孩子，



被家长送到了“奇化门”，不久，她就疯了。她给孩子取了
个名字叫小桂子。通过英子的帮助，她终于找到了女儿，原
来她就是英子的朋友，叫妞儿，秀贞就把妞儿带走了。随之，
英子就生了一场病，昏迷了十几天，她一醒来就搬了家，去
了新帘子胡同。第一天她上学去了，遇到了一个小偷，其实
小偷并不坏，他也是为了他的弟弟，也要生活。但是后来还
是被抓走了，英子特别不希望他被抓，因为他们已经是好朋
友了。最后，英子的爸爸生病死了，英子这时才感觉到，自
己长大了，要照顾弟妹，当个好姐姐。

这本书很感人，作者把自己真实的情感写了下来。

城南旧事学生读后感篇十七

闹市避巷，残阳驼铃，花开花落。一个个小故事平凑在一起，
成了一个大故事。

一滴清水，可以折射太阳的夺目光辉;一本好书，可以净化一
个人的美好心灵。在我内心的深处，曾经有这样一本书，它
像一滴清水折射了我心中的太阳。

这本书的作者是中国台湾女性文学的开山人——林海音，在
她悠悠的笔墨之下，这个故事显得格外凄美又弥漫着一股淡
淡的忧伤。那时，小女孩英子用纯真无暇的脑袋思考世界，
在她的记忆中欢笑和悲伤交织在一起，妞儿和秀贞的离去令
她无限悲伤，但一个小小的皮球却又能让她开怀大笑。无数
个让她难以忘怀的人出现在她的生命中，但最后却只是消失。

斜着嘴笑的兰姨娘、骑着小驴回老家的宋妈、不理我们小孩
子的德先叔叔、椿树胡同的疯女人、井边的小伴侣、藏在草
堆里的小偷儿，甚至她那个慈祥而又严厉的父亲也在花落时
逝去了，英子也在这时长大了。

英子，她可以忍痛让自己的好朋友妞儿，不，是小桂子和她



的亲生母亲秀贞团聚，她所要面对的是二人的离去，剩下的
只有悲伤和不舍。她们离开了世界上最关心她们，照顾她们
的英子，也离开了这个不公平的世界。

小英子，她仿佛从小就有着人人平等的信念，她用平常的眼
光看待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好。

她和小偷约定了一起去看海，却不能不面对他为了弟弟偷东
西的事实，她天真地以为小偷的承诺终有一天会实现;她不想
让妈妈伤心，撮合兰姨娘却伤害了爸爸;当宋妈离开时，英子
才明白平日里对她的讨厌、嫌弃，如今都化为不舍;当她毕业
时，突然发现应该扛起自己的责任，爸爸却在花儿落了的时
候去世了。她经历了一件又一件事情，岁月年华，她也已经
长大。

还记得林海音在《城南旧事》中讲到：“就像我现在，抬头
看见窗外蓝色的天空上，飘动着白色的云朵。”如今的我们
早已没有闲暇时间陪妈妈去买菜，和爸爸一起种花，与家人
一起说说话了，更没有时间像英子一样好好抬头望望天空了。
邻居之间隔着一面又一面厚而重的墙，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
一群人坐在一起谈笑风生了，整天只是围绕着电脑、手机打
转，完全没了本该有的童年和世界。

我不止一次地回想起属于自己的欢乐童年，那个考砸了怕回
家挨骂，到邻居家玩耍一听到奶奶的呼喊声就跑回家，被邻
居夸我的耳朵比兔子的耳朵还灵，每天只怀着梦想着要一颗
糖的童年。

思绪很快就飞回来了，英子慢慢地长大了，突然发现，我也
已经长大了。

城南旧事学生读后感篇十八

暑假里我一口气读完了一本名叫《城南旧事》的书。



这本书主要讲了：20年代末，六岁的小姑娘英子住在北京城
南的`一条小胡同里，在那里度过她的童年，也让她在各种见
闻和遭遇成长了起来。后来，英子的爸爸因肺病而去世。宋
妈也被她丈夫用小毛驴接走。英子随家人乘上远行的马车，
带着种种疑惑告别了童年。

我最喜欢《冬阳童年骆驼队》因为骆驼队很可爱，她给英子
带来了很多快乐，也给了我很多生活的启示，尤其是沉得住
气，不着急。

每年的暑假是我最期待的，但却也让我很头大，因为总会一
大堆一大堆的作业跟着我。就说今年的暑假吧。数学暑假乐
园、语文阅读训练80篇、英语阅读100篇等等。所以，我的暑
假永远快乐与烦恼并存。可是，今年暑假有点不一样。奶奶
把我送到姐姐家去写作业。姐姐给我订了一个小小的计划，
我每天只做4页数学练习题，4页数学暑假作业，3篇语文课外
阅读，3篇英语阅读和30分钟课外阅读。完成了这些作业后，
其实我每天还有4小时和朋友玩呢。我就这样按着计划认真的
做，使劲地玩。一天一天的过去了，发现十天后，所有的作
业都完成了。真的就像骆驼一样要沉得住气，不要着急，慢
慢地做，慢慢来；总会做完的，而且之快让我有点吃惊。

其实，身边的事都能告诉我这样的道理：在1948年和1986年
的东京国际马拉松邀请赛中，日本选手山田本一均夺得冠军。
当记者请他谈谈经验时，性情木讷，不善言谈的山田本一的
回答跟谜一般：用智慧战胜对手。令人不得要领。原来，每
次比赛之前，他都要乘车把比赛的线路仔细地看上一遍，并
把沿途比较醒目的标志画下来。比如第一个标志是银行；第
二个标志是一棵大树；第三个标志是一座红房子……这样一
直画到赛程的终点。比赛开始后，我就以百米的速度奋力向
第一个目标冲去，等到达第一个目标后，他又以同样的速度
冲向第二个目标，40多公里的赛程，就被我分解成这么几个
小目标轻松地跑完了。



原来“走一步，接着再走一步……”就这样坚持不懈地一步
一步走才可以创造很多奇迹的。

城南旧事学生读后感篇十九

暑假期间，我认真阅读了林海音创作的小说——《城南旧
事》。

作者通过回忆 童年时代在北京城南生活亲身经历，用非常普
通的语言描写了当时人世间的真，善，美，丑。酸甜苦辣，
读后让我深受教育 。

作者对人物，景色以及老北京的风土人情，描写的活灵活现，
栩栩如生。如秀贞对思康叔和小柱子纯真的爱描写的亲切感
人。对骆驼的神态，细嚼慢咽的特点，可以直立的棉裤筒，
毛茸茸的小油鸡，树上的虫子，草丛里的皮球等。都写的真
实生动，的确让人有亲临其境之感。一幅幅场景描绘了英子
眼中的老北京，也让我们看到了，老北京的画面，让我久久
难以忘怀。

作者还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贫困老百姓生活的艰辛，教
育 我们珍惜今天的幸福 生活。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把自己锻炼成像英子那样对社会有用的人。

《城南旧事》确实是一本教育人的好书。我真有爱不释手的
感觉。

城南旧事学生读后感篇二十

。她的烂漫、童真、她的小心事与小心机，都带给我们无限
的美感。

找到了女儿妞儿;分担了妈妈的“忧愁‘，促成了新女性兰姨
的美满情……



读书的成绩很好的弟弟。看到这里，我不禁佩服起英子来，
她怎么可以这么的聪明?小小脑袋里怎么可以容纳那么多事情，
或是怎么能想到那么多精灵古怪的念头。

，更不必说随机应变，运筹帷幄了。

草的空旷屋场以及卖糖人、卖汽水的商贩，如同黑白色的胶
片，一一映在我们的脑海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