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童年这本书的读后感言(实用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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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
章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
欢!

童年这本书的读后感言篇一

每个人都有值得自己回忆、值得自己珍惜的美好时光，对我
来说，童年是我最宝贵的收藏。马克西姆高尔基的小说《童
年》却是他的一段悲惨遭遇，更是一段难忘的回忆！然而，
苦难的经历对于成功者是一笔财富，无数曾失落的梦会成为
他生活和文字巅峰的一颗闪耀的明珠！

作者真实地描述了自己苦难的童年。在外祖父家中，他看清
了周围的一切：贪婪、残暴和凶狠。泯灭人性的外祖父，经
常毒打外祖母，年老落魄后竟利用自己的名誉换得金钱；两
个自私自利的舅舅更是青出于蓝更胜于蓝，打死了妻子；就
连孩子也参与这场权利之争……在这个家中，是美丽善良的
外祖母点燃了阿廖沙的生命之灯，就如文中所描述的一
样“在她没来之前，我仿佛是躲在黑暗中睡觉，但她一出现，
就把我叫醒，把我领到光明的地方……”，外祖母是阿廖沙
的所有精神支柱，也潜移默化地教他做一个不向丑恶现象屈
膝的人；而他唯一的朋友——茨冈，给了阿廖沙真正的友情。
阿廖沙从家人的一些“奇怪”的举动中懵懵懂懂地明白了一
些道理，但他仍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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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生动地再现
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俄国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

《童年》记载了高尔基儿时的一些故事，虽然中间掺杂着一
些苦涩，却更多的是讲述做人的道理。经历苦难，经历磨难，
对于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不是说不经历苦难，不经



历磨难就不能成功成才，但经历了苦难和磨难可以使人积累
经验，增强毅力，从而使人更加懂得热爱和珍惜自己的事业
和生活，也更加懂得如何做人和处世。苦难是成功的养分。
高尔基在艰苦的环境下不向命运低头，在与命运的斗争中他
深入俄国社会的最底层，和各个阶层、各种人物接触，饱尝
生活的艰辛，从而不断地丰富了他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
成就了一名举世瞩目的文学巨匠。我深深敬佩他这种伟大的
精神！

如今的青少年都是泡在蜜罐里长大的，苦难对于我们来说，
简直只是一个简单而又遥远的名词罢了。我们没有忍受过饥
饿的历史，不知一粒米的可贵；没有受过寒冷的考验，无从
得知温暖的含义；没有尝过寄人篱下的滋味，想象不到受人
白眼和听人风凉话的苦楚。于是，当苦难来临时，常常被命
运打倒。

“梅花香自苦寒来”！新一代的青少年朋友们，我们应该勇
于接受磨难。诚如高尔基，在经历过人世间最大的贫困、最
大的痛苦后，成就了他最终的辉煌。

让我们勇敢地面对生活，挑战命运吧！不经磨难，何来辉煌！

童年这本书的读后感言篇二

当我看到《童年》这名字，我以为是写快乐的童年，一定写
许多趣事的书。但这本书恰恰相反，是讲非常悲催的故事，
看者都很心疼的故事。

这本书描述了在当时19世纪80年代俄国人民生活的社会环境。
小主人公阿廖沙。 彼什科夫于父亲逝世后，三岁到十岁的童
年生活，“我”随母亲投奔外祖父，到外祖父叫“我”
去“人间”混饭结束，生动地再现了19世纪80年代俄罗斯下
层人民的生活状况。



在当时黑暗的生活环境下，常被外祖父，舅舅…。 欺负的阿
廖沙，历经磨砺，最后成为著名作家，在每次悲惨的事发生，
都是和蔼可亲的外祖母去鼓励，给他力量和支持，外祖母还
讲一下关于正义的故事，让阿廖沙成为不被黑暗侵蚀的`人，
勇敢站起来了。正如上帝关上全部门，但一定会留下一扇窗
的。

让我想起在我6岁的时候，我和小伙伴一起玩，捉迷藏，从没
有人破坏游戏，玩得很久，要回去时，总是不想回去，要哭
还是做在地，妈妈打一下小手才肯听话；8岁时，因喜欢看电
视，而一边看电视一边做作业，成绩从优秀到良好，从良好
到差，妈妈知道后果严重，不给我看，要我在房间独自做作
业，我哭了，我认为妈妈不爱我了。

原来我的童年是幸福的，有人关心我，而不是啊廖沙那样，
被外祖父打，没有父母的爱，看到许多悲惨的事发生，他只
有外祖母的疼爱。我只是不珍惜而已。

之后，我变得更喜爱，更珍惜，更包含妈妈。

童年这本书的读后感言篇三

我异常喜欢《童年》这本书，已经认真阅读过好几遍。每个
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经历童年，而这本书是前苏联伟大的无
产阶级作家高尔基对自我童年的回忆。

书中讲述了年幼的高尔基在父亲去世后，跟着着母亲来到了
外公家生活。在外公家里，高尔基时常挨打和挨骂，所以，
在他心里十分厌恶外公家。外公粗暴易怒，两个舅舅也为了
分家闹得不可开交。

母亲的离开，让高尔基更加感到无助，仅有善良慈祥的外婆
能给他带来温暖与些许欢乐。之后，两个舅舅最终分家，似
乎一切都恢复了平静。这种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母亲突然



又回来了。没过多久，母亲又和另外一个男人结了婚，然后
再次留下高尔基离开了外公家。

外公突然破产，继父也因为赌博输光了全部家产，又和母亲
搬了回来。那时候，外公因为破产变得异常吝啬，还和外婆
分了家。小高尔基像一个皮球一样在母亲、外婆、外公家辗
转。

之后，外婆病了却没钱医治，继父也在母亲刚生了小弟弟后
离开了。没有办法他们又去投奔外公，因为外公的吝啬，小
弟弟营养不良而死，之后，母亲也病死了。十几岁的高尔基
之后也被外公要求去“闯人间”。

这本书中，虽然高尔基遭遇了折磨，痛苦，但他的心中依然
有爱，有温情。书中除了外公，外婆，还有很多人给了高尔
基很大影响。像聪明机灵最终却被活活砸死在十字架下的学
徒小茨冈，曾是外公好友，在右眼瞎了后被外公赶走的格里
戈里师傅，热爱科学的房客“好事情”，这些人都潜移默化
在小高尔基心里产生了影响。

读这本书，我了解了在沙皇统治下俄国穷苦人民的悲惨命运。
我懂得了无论遭遇什么困难，都要心存善念，知恩感恩。

我很庆幸自我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的国家富强
昌盛，我的家很温暖。我必须会好好学习，珍惜此刻的幸福
生活。

童年这本书的读后感言篇四

《童年》是苏联著名文学家高尔基的一部自传体小说，主要
描写了主人公阿廖沙的悲惨童年。阿廖沙三岁丧父，后随母
亲投奔外祖父，经常挨打，母亲随后也离开了他。在他十岁
时外祖父破产，紧接着他的母亲又去世了。最后，他被赶出
家门，独自谋生。



阿廖沙悲惨的事迹很多很多。如在他刚到外祖父家时，就经
常由于一些小错而被外祖父狠狠地教训。并且，外祖父经常
毒打外祖母——这位一直都能让阿廖沙感受到爱和温暖的人，
这对阿廖沙造成了很大的打击。

阿廖沙的舅舅也对他异常凶残。有一次，名叫米哈伊尔的舅
舅故意拽倒了阿廖沙，阿廖沙随口回顶了一句，没想到米哈
伊尔舅舅却像疯了似的将阿廖沙揪了起来，又将他扔了出去，
直接将他摔得不省人事。这些事是让我在无法想象的，真不
知道阿廖沙是怎么度过这段痛苦甚至于是绝望的童年时光的。

阿廖沙虽然经历很悲惨，但幸运的是，他也遇到了一些像外
祖母那样善待他的人，包括朋友“小茨冈”、房客“好事
情”等。最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是他们家的房客“好事情”。

这位“好事情”有文化、有知识，总在房间里进行一些实验。
虽然他偶尔有些奇怪的行为，但阿廖沙却很喜欢他。

可是后来，这位少有的好朋友“好事情”还是被外祖父赶走
了，但“好事情”在阿廖沙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激发了阿
廖沙的求知欲。

童年这本书的读后感言篇五

童年，适合代表童话的名词，它蕴含着无知的可爱，它弥漫
着糖果的甜蜜，他收藏着一颗单纯的心。他是每个人幸福的
过往，描述着一段段第一次的开始与结局。我本以为，是华
丽的童年成就了他的，他今天却发现是磨炼铸就了他的不平
凡。

高尔基的《童年》向我们讲述了十七八世纪沙俄统治下社会
底层人民的悲惨生活，他们没有钱，没有尊严，更没有幸福
而言。高尔基的童年是不幸的。因为《童年》中的阿廖沙的
原型就是高尔基本人，阿廖沙三岁就失去了父亲，从某种意



义来讲，他是缺乏父爱的。

随着父亲的死亡，阿廖沙与母亲被外祖母接回了尼日尼，
（母亲的故乡），在这里为哈伊写舅舅、雅科夫舅舅冷淡，
他表哥萨什卡捉弄他，外祖父毒打他，除了外祖母之外，没
有人真正喜欢他。

如果阿廖沙的童年是令人窒息的，那么外祖母这是阿廖沙呼
吸的氧气；如果说阿廖沙在童年辨不清黑白的，那么外祖母
则是阿廖沙的一缕阳光。是的，外祖母给她讲一些古怪的故
事，给他好吃的，就连最后外祖父与他分了家，他仍然对阿
廖沙不舍不弃。

面对那个世态炎凉的社会，面对阿廖沙的悲惨生活，一切语
言都显得太过无力与苍白，我们只有抓住童年的一切，珍惜
现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努力学习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童年不仅继续了阿尔高尔基的苦涩，而且告诉了我们一些人
生道理：逆境也能成才！

童年这本书的读后感言篇六

本站后面为你推荐更多童年读后感！

初识《童年游戏》这本书是在一个闲暇得近乎无聊的下午，
游走于杂货市场的旧书摊，随手翻看林林总总多已泛黄的老
旧书籍。为打发时间，便以极便宜的价钱随意买下了这本由
电影剧情编撰而成的《童年游戏》。本是不经意的翻看，却
被书中的叙述深深吸引，一幕幕似曾相识的画面与父辈们的
唠叨一帧帧重合。那个如我这般年纪的人不曾经历的时代，
不曾体验的生活，以及不曾留意的亲情，竟使自己泪眼婆娑。

在那样一个父辈们儿时生活的时代，两个孩子的父亲因为老
母亲病重挪用了集体10斤粮票而成为贪污犯被公安局抓走。



于是，这个家庭失去了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和经济支柱。无奈
的母亲只能让两个不满十岁的孩子到铁路边上去捡拾火车上
散落的煤块来贴补家里的生计。

两个不满十岁顽皮且童真的孩子因为父亲是贪污犯而失去了
与同伴玩耍的资格，两个瘦小的身影相依为伴每天孤独的在
铁路边上徘徊。累了便爬上停靠在铁轨上的煤车顶上歇息，
哥哥从怀里掏出从母亲嘴里省下来的白面做的一块馍，两兄
弟就在车顶上啃着那块来之不易的白面馍馍，而哥哥总是只
留下四分之一自己吃，剩下的四分之三却都放在了弟弟的嘴
里。而今的我们，即使在我们的记忆中，又何曾有过这样的
憨乖、亲情与责任！那哥哥也未满十岁啊！

哥哥喜欢枪，偷了家里的一块香皂从修自行车的哑巴师傅那
里换了自行车链条做了一把可以啪啪做响的链条枪。虽以前
因为考试不及格被父亲没收后扔弃在野外，却也被哥哥捡了
回来偷偷放在铁轨旁边藏匿起来了，及至父亲被抓走后哥哥
捡煤时才把枪从藏匿处掏出来，对着来往的火车装模做样地
扣动着扳机，即使这样也令在旁的弟弟欣羡不已。

一日，在铁轨上玩弄自己爱枪的哥弟俩突然看见一列火车上
满载着背着真枪戎装整齐的解放军在面前呼啸而过，哥哥近
乎痴狂的跟在火车后狂奔，看着远行即将消失的列车，看着
车厢内一个解放军给他的一个军礼，哥哥顿时站立在铁轨上
挺直了腰板还了一个不标准的军礼，火车走远了也久久不肯
放下。最后回过头来告诉弟弟："我长大了也要当解放军！"
后来还对着一群伙伴说："我长大了要到北京去当解放军，保
卫天安门！"

这个时代，我们自己何曾有过这样的纯真、执着与梦想！

那样的岁月，大人们被压抑着，背负着太多的沉重。而孩子
的世界依然还是玩性的。后来，一群小伙伴相约到河里学着
大人去炸鱼，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鱼是一种奢侈品。



就因为这一点奢侈的想望，哥哥下河之后就再也没有起来！

遗像中的哥哥穿着那个时代最让人艳羡的海军衫，依然憨憨
地笑着，那是父亲没有被抓走时留给他的幸福。母亲的悲伤
被极度地压抑着只能无声地啜泣，因为这是一个贪污犯的儿
子！惟有在弟弟的脑海里依旧响彻着哥哥的誓言：我要到北
京去当解放军，保卫天安门！

这本书有着我们遗失了的童年的许多情节，在那个纯真的岁
月中重复着"攻城"、"踢毽子"、"跳皮筋"、"链子枪"、"滚铁
环"、"打砖块"的游戏，而今伴随着那份浓浓的亲情在心底被
一一唤醒！

童年这本书的读后感言篇七

这几天，我读了老师推荐的名著——《童年》。这部举世闻
名的小说，深深地吸引着我。捧着它我经常忘记吃饭，放下
它我感慨万千，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这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写的是作者高尔基悲惨的童年生活。
主人公阿廖沙是个孤儿，寄居在外祖父家。外祖父吝啬、残
暴，两个舅舅自私，粗野，只有外祖母疼爱他，给他讲故事，
教他怎样做人。阿廖沙受尽苦难与折磨，11岁时，他被外祖
父赶出了家门。

我是非常投入地读这本书的。我常常觉得自己就是书中的主
人公阿廖沙，他快乐，我和他一起快乐，他痛苦，我和他一
起痛苦。读到“为了能生活下去，阿廖沙只好去捡拾破烂赚
钱”那部分时，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散发着冲天臭气的垃圾
堆里，瘦弱的阿廖沙顶着烈日、背着口袋寻找破烂的身影，
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阿廖沙的生活太艰难了，他真是太可
怜了！

与阿廖沙相比，我的生活无忧无虑，没有烦恼与痛苦，就像



生活在蜜罐里。父母每天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我，我吃着可口
的饭菜，穿着漂亮的衣服，爷爷姐姐都疼爱我，我还有零花
钱……阿廖沙的痛苦童年让我觉醒，我真正地认识到自己的
生活是多么的幸福与美好啊。我应该知足并珍惜这种快乐的
生活，感谢为我创造这一切的父母。

在这部小说里，我十分喜欢外祖母。她善良、慈爱、坚强、
宽容、快乐，她有讲不完的故事。她“腰弯得几乎成为驼背，
肥肥胖胖，可是举动却像一只大猫似的轻快而敏捷，并且柔
软得也像这个可爱的动物”的形象让我一闭眼就能看见。我
庆幸阿廖沙有这样一位外祖母。在她的教育、影响下，阿廖
沙无论生活怎样恶劣，始终都能保持一颗正直、善良、健康
的心灵，这颗高尚的心灵以及不断地追求、学习，使他日后
成为伟大的作家。

读《童年》，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每个人的童年都不一样，
有的快乐，有的悲惨。我们要学会珍惜或承受。只要心中有
梦想，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再多的痛苦都会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