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大学读书心得两千字(通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
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大学读书心得两千字篇一

《童年》是作者高尔基以自己童年为基础写的一部自传体小
说。它揭露了俄国沙皇时期的黑暗、残暴和非人生活。

而高尔基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受尽折磨与欺辱，无
论是在精神上或是肉体上，都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但是高尔
基却没有对生活失去信心，而是坚强地走了过来。

高尔基原名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小名阿廖沙。
他自幼丧父，随着父亲和外祖母来到外祖父家。跟着一切只
是主人公阿廖沙艰哭命运的开始。

外祖父家，与其说是家，不如说是人间地狱。外祖父掌管着
家里的一切，脾气非常急躁、视财如命，主人公阿廖沙时常
因为犯错而被痛打;两个舅舅常为了分家而争吵、大打出手;
家中的女人更是没有地位，任丈夫打骂，发泄。这一切在阿
廖沙幼小的心灵留下了阴影。

之后，阿廖沙离开了外祖父家，独自一人踏上社会。他曾在
许多地方打过杂，在这期间阿廖沙饱受欺辱，但他还是熬了
过来。因为他被自己坚强、不屈服与困难的精神与信念一直
支撑着。

这就是我的童年读后感：而现在的我们，真是身在福中不知
福，不愁吃不愁穿。而小阿廖沙却吃不饱，穿不暖，还要挨
打、受欺辱。悲惨的一幕又一幕，让我不由得想到：假如我



们生活俄国沙皇时期又会怎么样?会认为那根本不是人生活的
地方吗? 时代在不断进步，但人们却越发变得懦弱了，碰到
困难就想要退缩、逃避或者走捷径。

大学读书心得两千字篇二

我品读了一本《童年的秘密》，其中一段是这么说的：人们
对儿童心理上的创伤仍然知之甚少，但是他的伤痕大多数是
由成人无意识地烙上去的。这些创伤，几乎全部都是因为我
们不了解儿童的心理所造成的，我们自以为是为了孩子好，
但其实却造成了相反的后果。好心办坏事的例子，太多了。而
《童年的秘密》里，或者指出常识性做法的谬误，或者提出
了一些我们未曾想到过的地方，这本书对我来说，是一本非
常颠覆性的书籍。

其实有一个敏感期我们大家是都知道的，就是儿童的语言天
赋。在儿童的某个阶段，学语言是非常惊人的，所有的人都
是他们的老师，他们只是沉默的聆听，直到某一天说出他们
的第一个字。这点成人体会最深，学外语现在对我也是一件
头大的事情，无论是听力还是单词，都是需要持续的下苦功
才可以。但是除此之外，儿童的敏感期还有很多。其中最重
要的一个敏感期，就是对秩序的敏感。一个很重要和神秘的
时期是儿童对秩序有极端敏感的时期。这种敏感在儿童出生
后第一年就出现，并一直持续到第二年。

蒙台梭利说：这种敏感期的存在也许更清楚地表现在儿童所
遇到的障碍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儿童发脾气很可能都是由于
这种敏感性秩序感在于认识到每样物品在它的环境中所处的
位置，记住每件东西应该放在哪里。这意味着一个人能够适
应自己的环境，在所有的细节方面都能支配它。心灵的适宜
环境是这样的：一个人能闭着眼睛到处走动，仅仅只要伸手
就能拿到他所要的任何东西。这样的环境是平静和快乐所不
可少的。很明显，儿童对秩序的热爱不同于成人对秩序的热
爱。秩序给成人某种外在的快乐。但对幼儿来讲就完全不同



了。它好像动物漫步的大地，或鱼儿游憩的水。

不过这一点，再深入想一想，是可以理解的。比如我们新到
了一个环境，也是会经历很不适应的时期，所谓的水土不服，
但是儿童却更加的敏感，敏感到桌子上放了一把没见过的雨
伞也会生气的地步。而儿童的这个敏感期，据说一直会持续
到五岁。

一直以来在成人的脑海中，保护自己的财产使其免遭侵犯，
这几乎是成人的自然法则。所以，我们经常会阻止我们的孩
子不让他们做很多事情，怕打坏东西总是让孩子按照我们的
节奏来生活。同时，对成人来说，有一条自然法则，即最大
效益法则?，这诱使他运用最直接的手段，在尽可能少的时间
内达到他的目的。当他看到一个儿童正在作巨大的努力做某
些似乎毫无成效的事情，而这些事情他本人一瞬间就可以做
完，并且做得完美得多，这时他感到痛苦，就想去帮助这个
儿童。还有我们迫不及待的教小孩子识字，剥夺了他们的乐
趣。过早地强求他们通过阅读书本来识字也会产生一种消极
的影响。追求这些并不很重要的东西会削弱他们生气勃勃的
心灵的能量。这一点，在松居直的《图画书论》里也有所涉
及。

每一个在孩子成长道路上的成人，都是他们的教师，所以，
并非有孩子的父母亲，或者教授他们知识的老师才应该来阅
读这本书。当一个成人看到儿童端了一杯水，他就开始害怕
这只杯子可能会摔破，当他感觉到这一点时，他的贪婪就使
他把这杯子看作一件珍宝，并从儿童手中把它夺过来。另一
方面，儿童还必须形成他的行为习惯，但是他从来也没有得
到许可去展现连续的行为过程。如果儿童正在游戏，成人就
会打断他，认为该是散步的时间了。这小孩就被打扮一番带
出去了。这些都是不好的。当儿童工作时，他并不是为了获
得某些进一步的目的而如此做的。他工作的目的就是工作本
身，当他重复一项练习，使自己的活动达到一个目的时，这
个目的是不受外界因素支配的。就儿童个人的反应而言，他



停止工作跟劳累没有联系，因为使他的工作完全更新，充满
精力是儿童的特征。

实际上这本书里的珠玉比比皆是。我以为每一个人都应该读
一读她。我们大多数人的童年在某个地方被弄丢了，我们现
在要做的，是重新认识我们自己。

大学读书心得两千字篇三

童年，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无法忘怀的回忆，无论这些回忆是
否美好，它们已经种进了心里，永远也抹不掉。

最近我读了一本书，是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之一——《童
年》。

《童年》这本书通过主人公阿廖沙的眼睛描述了当时沙皇统
治时期的黑暗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自私、贪婪、唯利
是图。阿廖沙三岁就失去了父亲，他被母亲带到外祖父家中。
在这个小市民家庭里，恃强凌弱是人们的嗜好。半瞎的老匠
人是个活生生的例子，这里的人几乎每晚都要给这个老匠人
安排一个侮辱性的恶作剧式的“玩意儿”。阿廖沙的两个舅
母，也先后被她们的丈夫摧残致死，就连善良的外祖母也难
逃外祖父的打骂。 十一岁时，阿廖沙的母亲去世，外祖父也
破产了，他被赶出家门，独立谋生。

然而生活的困难并没有让阿廖沙退却，他总是坚强地生活，
对黑暗毫不畏惧，勇敢面对困难，这就是阿廖沙对生活的态
度。其实，阿廖沙的原型就是高尔基本人，高尔基借阿廖沙
这个人物来描述自己的童年。

和高尔基相比，我们的童年是色彩斑斓的，更是无忧无虑的。
我们是父母的心肝宝贝，掌上明珠，放在手上怕掉了，含在
嘴里怕化了，我们的童年充满阳光和甜蜜。但我们更应该学
习高尔基那种勇于面对生活困难的态度，因为“宝剑锋从磨



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12岁的我，已经懂得了人生的真
谛——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勇于面对生活的磨难。

童年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正如冰心奶奶曾经说过：“童年是
真中的梦，梦中的真，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现在我真正
理解了这句话的真正含义。童年属于你，同样也属于我。当
我们在内心感到空旷时，回想一下高尔基的童年时代，它定
会净化我们的灵魂，让我们生出无限感慨。

大学读书心得两千字篇四

面对困难时的由于退缩，面对挫折时的恐惧慌张，面对失败
后的彷徨失措……现在的我是否太脆弱了?思绪一拉开，难免
将心事勾起。

退缩，犹豫。彷徨，甚至是自嘲，我从未知道一个人要承受
那么多，即使在我身上并没有发生什么大事，脆弱如我，依
然抵挡，不住挫折带给我的折磨。

似乎是心有感触一般的，将自己与《童年》中的阿廖沙的命
运联系在了一起，阿廖沙四岁丧父。与母亲投奔到外祖父的
家里过日子，外祖父生性残暴，专横，对待自己的亲外孙也
不手下留情，小小的阿廖沙只得承受他皮鞭下的怒气，阿廖
沙的遭遇是我十分同情，同属愤怒也油然而生，对于这个弥
漫着残暴与仇恨的家庭我充满厌恶，阿廖沙应该也算如此感
觉的吧!可是被命运玩弄的他，在那时候只得屈服，承受着上
帝所发泄在他身上的一切不满。

在怜悯阿廖沙的同时，而难免害怕因为我不敢想象哪些事情
如果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又会是怎样的结果?说不定我早就对生
活失去了希望呢!这时我又对阿廖沙有所崇拜，他的勇气，他
的乐观，她的坚强，他的正直……都是我缺少而所没有的，
与他相比我是如此渺小，不堪一击，与它的遭遇相比，我的
经历又如此不值一提。



其实没有什么坚强与不坚强，前者不过是对事物涉足太多有
勇气与经验罢了，而后者若不去涉足不去接受，是始终无法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强者的!

诚然，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心若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
肤，一个若是有目标而不奋斗怎么会如愿所偿?时别数日，我
对自己说：分数不是关键，只要不被自己所打败，去为目标
而奋斗，就没必要花时间去自责，彷徨!我应该去找回属于我
自己的信心与力量!看!我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大学读书心得两千字篇五

童年，是每个人都曾经经历过的，有快乐，有幸福，也有许
多的悲伤。童年时美妙的，是充满阳光的……可是作者高尔
基的童年却是悲惨的。

高尔基三岁就失去父亲。失去了父亲，也就意味着失去父爱。
他跟着母亲和外祖母来到一个外祖父经营的小染坊。从此，
黑暗的生活降临到他的头上。

外祖父的脾气十分暴躁，经常会打高尔基和他的外祖母，使
他幼小的心灵出现了阴影。但外祖父也有慈善的一面，比如
书上说道：“外公那瘦小的身体轻贴着我，他开始讲自己童
年的故事，他的话语沉重，滔滔不绝。”高尔基还说：“讲
着讲着，他在我眼里的形象高大起来，这个干瘦的老头忽然
变成了童话里的大力士，他独自一人拖着一条巨大的灰船逆
流而上。”是呀，这个干瘦的老头在我的心中的形象也高大
起来，他好像什么都不怕，他像一座山。

高尔基的童年非常悲惨，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童年的每一
滴美好的时光!幸福的时光!童年，本该是每个人最幸福、最
难忘得时光，可作者高尔基的童年却和我们不一样，没有快
乐，也没有幸福，只有黑暗和阴影，这令人感到难过。



在这本书中，我十分敬佩高尔基的外祖母，她像一盏明灯，
照亮了他童年的心。

读了高尔基的《童年》过后，不仅让我更加珍惜美好的童年，
还让我懂得了应该怎样做人和做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