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童年个人读书心得感悟(优质6篇)
学习中的快乐，产生于对学习内容的兴趣和深入。世上所有
的人都是喜欢学习的，只是学习的方法和内容不同而已。那
么你知道心得感悟如何写吗？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心
得感悟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童年个人读书心得感悟篇一

最近读了一本书《一个人的朝圣》，这本书的作者是英国作
家蕾秋·乔伊斯，本书讲述了一位六十五岁的退休老人哈罗
德·弗莱接到了来自贝里克的二十几年未见的友奎妮的告别
信，信中陈述她患了癌症，将不久于人世，特来告别。在震
惊悲痛之余，他写了一封回信，在经过了几个邮筒之后却迟
迟不肯把信寄出，在路过加油站时碰见了一位女孩，她安慰
他要有信念，要相信奎妮能够起来。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要走过去看望奎妮，并坚信，只要他走过去看她，她就一
定能够起来。于是，他就开始了长达87天，627英里的朝圣之
旅。

旅行，当你决定要出发时，旅行中最困难的部分已经结束。

哈罗德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开始了旅途，没有现金，没
有地图，没有换洗衣服，只有一双帆船鞋，甚至连路都不认
识，只知道往北走，但是他还是毅然决然的出发了。回想自
己在生活当中，想做一件事时，总会仔细考虑、反复掂量，
恨不得把所有的细节和可能出现的状况都考虑在内，然而自
己总是在这些充分的“思想准备”之中瞻前顾后，裹足不前，
最后不了了之，错过了一次又一次开始的机会。

一旦停下来太久，就很难继续了。

旅途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在一个下雨天，他摔破了膝盖，



脚上全是泡，鞋子也破了。一位女医生帮他包扎，并挽留他
过夜，她还劝他多待几天，等伤口痊愈后再出发，但是哈罗
德谢绝了，因为他知道，一旦停下来太久，就很难继续了。
旅途是艰苦的，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和挫折，你可以短暂
地调整一下，重整旗鼓，却不能畏惧困难停滞不前，因为这
样的结果只能是半途而废。

只要一直往前走，当然一定能抵达的。

最后的路途是最艰苦的，就在快要到达离贝里克还有十六英
里的时候，他却错误频出，走向相反的方向，或者不停的兜
圈子，他坚持不下去了，在妻子的鼓励和帮助下，他终于继
续了这最后的旅程，他脑子里什么想法也没有，唯一能做的
就是不停地把一只脚迈到另一只前面。在出门的第八十七天，
他终于到达了贝里克。行百里者半九十，越接近成功越困难，
越需要坚持，绝不能做一个功亏一篑、扼腕叹息的失败者，
哈罗德就是我们的榜样。

旅途是艰辛的，却也是美的，在旅途当中他遇到了各种各样
的人和事，也在不断地回忆自己的过去，直面自己的'内心，
虽然他没能够救回奎妮的生命，却挽救了自己的婚姻，走进
了自己的内心深处，完成了心灵的朝圣之旅。生活当中亦是
如此，找准自己的目标、立即行动、坚持到底，到最后你会
发现，最美的不是结果，而是奋斗过程当中的各种艰辛和挑
战，是摆脱自己内心的束缚后直面人生的勇气和信念。

童年个人读书心得感悟篇二

《郭沫若散文》给了我很多感受，让我们对诗歌和诗人有了
更深的理解和理解。诗不是做的，只是写的。我觉得诗人的
心境就像一片清澈的海水，没有风的时候，就像一面镜子一
样静止，宇宙万汇的印象都活跃在里面。这种风就是所谓的`
直觉，灵感，波浪就是高涨的情调。这种活动的印象就是想
象。我认为这些东西是诗歌的本体，只要他写下来。出来的



时候，他体相兼备。大浪成了“雄浑”的诗，屈子的《离
骚》，蔡文姬的《胡佳十八拍》，李杜的歌行，但丁的《神
曲》，弥尔顿的《天堂》，歌德的《浮士德》。小波小浪的
涟漪变成了“冲淡”的诗，变成了周代的民族风格，王维的
绝诗。泰戈尔的《新月》是日本古诗人西行上人和芭蕉翁的
歌句。这首诗的波澜有自然的周期和振幅，不允许你写诗的
人做作。犹豫了一会儿，就像歌德说的，你甚至不允许有时
间摆正纸位。说到这里，我觉得诗可以用一种方式来表达他:

诗=(直觉情调想象)(适当的文字)

这样，诗歌的内涵就产生了人的问题和艺底问题。ihalt是人的
问题，frm这是艺术的问题。归根结底，我仍然钦佩你教我两
句话。你教我：“一方面，它更接近自然和哲学，以培养一
个完整和高尚的诗人人格：“另一方面，研究更多古代天才
诗歌中的自然音节、自然形式和完整的诗歌结构。”我们心
中不能没有诗意的诗歌环境，但我们不必做诗歌。

我想说，郭真天才也！

童年个人读书心得感悟篇三

对于“朝圣”这个词，大家的第一个感受是什么，是神圣的，
那么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人的朝圣》这本书呢？我们每个
人都有自己的朝圣之路，孤独吗？但我们生来就是孤独的。

我也是怀揣着这种感觉去读《一个人的朝圣》，但他褪去了
我的这种想法，这是一个平凡的故事，乏味、简单甚至无聊，
但不知怎么，却不愿释卷，初读乏味，掩卷沉思，回味落泪。

周国平说“世上有多少个朝圣者，就会有多少条朝圣路。每
一条朝圣的路都是朝圣者自己走出来的，不必相同，也不可
能相同。只要你的确走在自己的朝圣路上，你其实并不孤独。
”



不孤独吗?

其实我们生来孤独。

童年个人读书心得感悟篇四

《三国志》是记述书东汉末年到西晋统一间这段历史的一部
史学名著，他技术的主要是魏、蜀、吴三国的历史，故称
《三国志》。《三国志》是一部纪传体国别史，详细记载了
从魏文帝黄初元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的六十年历史。

作者陈寿四十八岁时开始着手整理三国史事，先后?成《魏
书》、《蜀书》、《吴书》，所以称为《三国志》。《魏书》
由“纪”和“传”两部分组成，纪包括武帝纪、、明帝纪、
文帝纪、三少帝纪四篇。传以后姬传为首。《蜀书》、《吴
书》只有传没有纪。

最让我印象深刻人物是周瑜。在《三国演义》里，周瑜是个
嫉贤妒能的伪君子，还很阴险，几次想把刘备和诸葛亮干掉，
却都没成功。但《三国志》中的周瑜却是个正义凛然的真君
子。吴国其他大臣都极力劝说孙权投降曹操，只有周瑜和鲁
肃劝说孙权联合刘备共抗曹操这证明周瑜和鲁肃的眼光比其
他的大臣的眼光要远。周瑜还把曹操跟吴国决战的弊端一一
说清，使孙权抗曹的决心更加坚定了。这说明了周瑜在考虑
问题时很仔细，细致，一点蛛丝马迹都不放过。他在赤壁之
战中用火攻破了曹操的连环船;在南郡以卧床不起为诱饵，把
曹仁吸引过来，然后一口“吃掉”。这说明了周瑜在军事造
诣上很有成就。只可惜在前往巴丘的路上病死了，死时才三
十六岁。陈寿称赞周瑜“出人之众表，实为奇才也!

记得在幼儿园的时候，我就开始看连环画版的《三国志》。

有一次，幼儿园的老师们说起小学里的一道关于三国中歇后
语的题，我在一旁脱口而出说出了好几句，把老师们惊得目



瞪口呆。一年级暑假，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去九寨沟旅游。在
候机大厅，我从一位伯伯的手中借来一本易中天的《`品三
国》，才翻了几页，很快就被它迷上了。九寨沟的秀美山水，
都一一被《品三国》给比下去了。《品三国》里，那曲折动
人的情节，栩栩如生的描写，精妙独到的评点，幽默风趣的
语言，都深深地吸引着我。后来爸爸还给我买了珍藏版的
《品三国》，我对这本书可谓是爱护有加，百读不厌。

今年暑假，各电视台都播放了新版的电视剧《三国》。妈妈
事儿多，总忙完了才来看，所以对情节的前因后果不是很了
解，于是向爸爸请教。还没等爸爸开口，我便把我所知道的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把人物之间的关系帮她梳理得清清楚
楚。听得她频频点头，直夸我厉害。而我呢，看完电视又重
新拿起了那本《品三国》。

童年个人读书心得感悟篇五

读书可以加深自身底蕴，提高自身学养。利用课余时间，我
读了一些教育专着，很有感触。刘铁芳教授的《守望教育》
使我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作者从“关注我们时代的伦理
觉悟”、“走向人对人的理解”、“道德教育”、“从尊重
日常生活的德性品格开始”等篇目阐述了自己对道德教育沉
重的忧思和对教育问题复杂性的思考，这实实在在是作者以
一个学者的思想在为我们解惑；李镇西老师的《爱心与教育》
使我的心灵受到激荡，“随意或许是一种美丽，而执着却是
一片更灿烂的云彩”，让我重新反思自己的“随意”与“从
容”，突然间我觉得以前的“随意”是一种逃避，以前
的“从容”包含着惰性；博士肖川的《教育的理想与信念》
运用了感性的文字表达理性的思考，用诗意的语言描绘多彩
的教育世界，以真挚的情感讴歌人类之爱，以满腔的热情高
扬教育的理想与信念……他们凝练、隽永的文字和独到教育
的阐释给我深深的启迪，也改变了我的生活观和教育观。

读书，让我更自信地面对生活。



当我因辛勤工作而收获甚微感到牢骚满腹时，书会告诉我要
笑对生活，这时我会浑身充满工作的.激情；当我遇到困难，
想打退鼓堂时，百折不挠的居里夫人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
激励我鼓起勇气继续努力；当我抱怨自己一无是处，“天生
我材必有用”这句名言会告诫我。当我志得意满时，“一杯
水的容量”会提醒我，看似满满的一杯水还能容纳100多个回
形针，自己还有许多能量可挖掘；当我安于现状，不思进取
时，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就会在
我耳畔响起；当我流连于书墨暗香，聆听谆谆教诲，就会仿
佛置身于智者云集中，心灵得以净化，精神得以弘扬。读书，
让我对生活更加自信。

读书，让我体会别样的乐趣。

读了一些书，也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禁不住拿起手中拙劣
的笔，写下自己的所见所感，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尝试着投
稿，当自己的文章在某些报刊杂志上占有一席之地时，那种
感觉，别提有多么的欣喜，这也许就是读书的另一种乐趣吧！

童年个人读书心得感悟篇六

步入初中的我回忆起童年是多么美好的时光啊，读了高尔基的
《童年》后，才知道什么是童年，什么是幸福童年，什么叫
做珍惜童年，在此谈谈读书心得感悟。下面是本站小编为大
家收集整理的《童年》读书心得感悟，欢迎大家阅读。

今天语文课准备给学生讲述第四组的课文，这组课文讲述了
很多童年往事，看到课文中孩子五彩缤纷的童年，脑中忽然
浮现出一个苦难孩子的童年，那就是高尔基笔下《童年》的
阿廖沙。

《童年》是苏联著名作家高尔基的作品。小说是作者以自身
经历为原型创作的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中的第一部。该书讲述
了阿廖沙(高尔基的乳名)童年生活，再现了19世纪七八十年



代俄罗斯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

小说讲述的是高尔基小时候，父亲病故，母亲带他回了娘家。
可惜外公是个自私、贪婪而又专横的小业主，残酷剥削雇工，
放高利贷，但是，资本主义俄国的发展打断了外公的发财梦，
从此破产以至于贫困潦倒。可怜的母亲改嫁之后，生病而死，
十一岁的作者被外公残忍地赶出家门，从此还是一个孩子的
他，只得在社会上自谋生路……童年，是每个人自己都值得
回忆，值得珍惜的一段短暂而又美好时光。然而高尔基的童
年，真可谓“窒息的天地，苦难的童年”，童年应该是他的
一段悲惨遭遇，一段深情的回忆!

读完了这本书，我的感受颇深。与高尔基的童年相比较之下，
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作者儿时的悲惨遭遇。有人说：“环境可
以造就一个人，也可以毁灭一个人。”就是这样的环境造就
了高尔基，成就了高尔基。在如此邪恶和污秽的社会中，他
那颗光明和博爱的心没有动摇，没有被污染，反而变得越加
开阔、光明。也许，这就是他成功的秘诀吧!这本书告诉我们
要坚强勇敢、正直自信。如果你想象一下高尔基的童年，那
么你将会感受到自己的幸福，去主动帮助妈妈工作!这本书告
诉我们，要珍惜现在!

《童年》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了当时俄国社会的那种腐败，当
时人民生活的痛苦。相比之下，我们现在的社会是美好的!幸
福的!记得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时间就是生命”“珍惜时间是
成功的秘诀”。我们现在有如此好的环境，是多么难得呀!所
以我们不是更应该去努力吗?我想这就是对《童年》中生活的
很好诠释!

今天，当我阅读《高尔基的童年》这篇文章后，被文中高尔
基那种读书时忘记一切，专心致志的态度所感染。

我一字一句地仔细阅读时，仿佛和高尔基在一起读书。他读
得那么专心，把世界上的一切都忘记了。读到这里，我情不



自禁想起了自己以前读书的情景。每当父母给我买回新书或
自己借到一本书，我就如鱼得水，总是迫不及待地阅读。我
虽然爱看书，但从中得到的收获却极少。为什么呢?高尔基如
饥似渴地读书，忘记了一切，自己与之相比较，我只是看热
闹，反注意了一些主要的故事情节，从来不曾写读书笔记;也
不曾体会文章的内涵;更未注意过他人作品、文章写作的好方
法等。又因看的书多，且都是走马观花，囫囵吞枣，所以看
罢即忘，收益浅。我想高尔基所以能成为世界文豪，与他从
小那求知若渴、专心致志的读书精神是分不开的。同时，高
尔基认真读书的态度，不反反教育了我做任何事都要具有认
真的态度。

粗心乃失败的根源，认真是成功之秘诀。我是深有体会的。
记得我在这学期数学期中考试时，十分失败，其原因就
是――粗心。较难的题，一分未扣，而较简单的一道填空题，
由于在草稿纸上是根号5，却因看错把根号5写成根号3，被扣
去两分，这难道是我不会吗?唉，粗心使我屡次失败，我怀疑，
它难道是我的影子，总与我相伴吗?可今天，我看到高尔基读
书忘了一切，而抛开粗心的唯一办法，就是与认真交朋友，
对，终于悟出，粗心并非与我相随，不是总与我结交为友。
而今只有甩掉它，放弃它才会通向成功之路待任何事情都要
持认真的态度。

《童年》—读书笔记今天我读了一本书，名字叫《童年》，
它的作者是着名的作家高尔基。这本书是是写了高尔基的童
年。

我们的童年是美好的，是快乐的，想要什么有就会有，但高
尔基的童年并不是那么快乐的，而是悲惨，凄苦的。在这本
书中，主人公阿廖沙(高尔基的小名)的父亲在他的童年去世
了，而且死的很悲惨，这给阿廖沙幼小的心灵造成了很大的
伤害。失去了家庭的支柱，只的与母亲和外祖母相依为命，
后来跟随外祖母来到外祖父的家里。



但在这，阿廖沙并没有过上好日子，他在这里看到许多丑是，
舅父们为争财产而互相反目为仇，愚弄弱者，毒打儿童……
但他却受到外祖母的同情，外祖母经常给阿廖沙讲许多好听
的故事，阿廖沙受到外祖母所讲述的故事的熏陶，健康的成
长，不像他的舅父们一样。

阿廖沙从小就喜欢读书，他渴望读书、拼命读书的精神使人
感动，但他也为这吃了不少的苦头，经常为受到的屈辱、欺
凌而落泪。但他始终没有放弃，依然坚持读书。与贫穷的劳
动人民接触，深入社会，如饥似渴地从书籍中吸取知识养料
使他真正成长起来，并最终成为一位文学大师。

从这本书中我觉得高尔基小时侯对小市民恶习的痛恨，对自
由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强烈向往，才会使他成为了伟大的
文学家。

我们现在的生活是多么美好，和高尔基简直是天差地别，所
以我们要珍惜现在美好的生活。我觉得我们拥有一个比高尔
基幸福的童年，我们一定也会有比高尔基更美好的未来，让
我们一起好好学习吧。

感想与感受：童年，是每个人自己都值得回忆，值得珍惜的
一段短暂而又美好时光。对于我来说，童年是我最珍贵的收
藏，然而大师高尔基的童年呢，真可谓“窒息的天地，苦难
的童年”，童年应该是他的一段悲惨遭遇，一段深情的回忆!

据我了解，《童年》是高尔基自传体三部曲：《童年》、
《在人间》、《我的大学》中的第一部。它向我们艺术地展
示了阿廖沙在黑暗社会追求光明的奋斗历程。故事生动地再
现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俄罗斯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

读完了这本书，我的感受颇深。首先，与高尔基的童年相比
较之下，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作者儿时的悲惨遭遇，我觉得自
己是幸运的，幸福的!在家里，父母宠爱着，关心着，保护着。



在学校，有老师的教导和同学们的陪伴，真正可以说是无忧
无虑。而高尔基呢?与我们恰恰相反。有人说：“环境可以造
就一个人，也可以毁灭一个人。”就是这样的环境造就了高
尔基，成就了高尔基。在如此邪恶和污秽的社会中，他那颗
光明和博爱的心没有动摇，没有被污染，反而变得越加开阔、
光明。也许，这就是他成功的秘诀吧!这本书告诉我们要坚强
勇敢、正直自信。

和社会集团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变化。高尔基于一九三六年六
月十八日在哥尔克病逝。读了《童年》，我深深感受到了当
时俄国社会的那种腐败，当时人民生活的痛苦。相比之下，
我们现在的社会是多么美好!我认为，如果我们在这样的好环
境中浪费时间实在是天大的错误。记得鲁迅先生曾经说
过“时间就是生命”“珍惜时间是成功的秘诀”。我们现在
有如此好的环境，是多么难得呀!所以我们不是更应该去努力
吗?这本书告诉我们，要把握未来!

每个人的心充斥着暴力，麻木不仁，他们放纵自己，麻醉自
己，去努力忘掉穷困，病痛的折磨，那种灰暗的日子，真的
很难熬过，大家记得书中那句话吗?漫漫日月，忧伤是它的节
日，火灾是它在狂欢，在一无所有的面孔上，伤痕也成了点
缀——我想这就是对《童年》中生活的最好诠释!

段落选抄：此时此刻，我就会产生一些特别纯洁的、飘忽不
定的思绪，但这种思绪是细腻的，像蛛网一样透明，很难用
语言表达清楚。它们往往是突然爆发，马上就像陨星似的迅
速消逝了，在你心中留下莫名的忧伤。这有时会使你得到安
慰，又令你惶恐不安。这时你的生灵在沸腾，在融化，渐渐
形成一种终生不变的形状，于是你的心灵的面孔就这样产生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