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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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
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
起来看看吧

我的大学读书笔记免费阅读篇一

《我的大学》是文学巨匠高尔基先生所著的。这是高尔基先
生上“社会大学”时批评沙皇统治黑暗的一本最佳的书。在
这部长篇自传体小说中，作者力图以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感受
为主线，塑造出一个努力探索生活的意义、寻找新的生活道
路、内心充满了激烈冲突的人物形象。

这本书最让我难忘的是作者的语言艺术的高超，以及一些语
言含蓄的讽刺沙皇统治的`黑暗。全书人物众多却形象鲜明、
性格各异，无论作家对之着力刻画还是寥寥数笔略加勾勒，
全都显得轮廓分明、鲜活灵动，读来如见其面，如闻其声。
罗马斯的深沉干练，杰连科娃的矫揉造作……书中都有鲜明
的例子：比如描写罗马斯：“罗马斯简单而明了的对我说，
他不在时我该做些什么以及应该怎样去做。我感觉，他似乎
已经忘掉了人们用爆炸来吓唬他的事了，就像忘掉蚊子叮过
他一样。”比如刻画捷连科娃：“瞧，她来了，轻盈，飘逸，
像玫瑰色的彩云迎着旭日飘拂，可是，从她的眼神里却流露
出内心深处虚伪的情愫。”最让我难忘的一句讽刺性的话语
是：“自由就是：我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但到处都是官
老爷，他们要来干涉你们的生活。沙皇从地主老爷们手里抢
走了农民，于是，沙皇就成了所有农民的老爷。如果你要再
问什么是自由，总有一天，沙皇会对你做出解释，告诉你什
么是自由！”我被书中的人物形象所吸引，这本书让我爱不
释手。我不禁深深地赞叹于高尔基先生高超的语言表现艺术。



看完这本书，让我得到了一些写作的启发。高尔基先生描写
的人物生动灵活，惟妙惟肖。而我在自己的作文中总是描绘
出的人物形象，不生动，死气沉沉的，没有清楚地写出人物
的性格，我以后不仅要多观察生活中的一点一滴，积累写作
的素材，还要多读些世界名著，借鉴一些他们的写作技巧，
把人物刻画的更加生动，还要本着作文的一大要点：“源于
生活，高于生活”，这样才能把文章写得好，写得让人拍案
叫绝。

我的大学读书笔记免费阅读篇二

这个暑假，我读了高尔基的三部曲第3部——《我的大学》。

这本书讲述了在作者十六岁的时刻，便离开自我的.家乡，独
自一人去喀山求学。但是作者高尔基并没有上成大学，上大
学便成为了高尔基的1个梦想。没上成大学，作者为了能够生
存下去而四处奔波：住在贫民窟，卖苦力，和流浪汉接触，
在面包店上班……之后，事有了一丝转机，高尔基在和古里。
普列特尼奥夫，杰连科夫以及霍霍尔那样的大学生和进步人
士的交往中，高尔基进了一所广阔的社会大学。在这所社会
大学里，作者历程了许许多多：经受多要素的日常考验，对
人生好处和世界的复杂性去了最初的探索。

高尔基从小善良懂事，当他来到喀山，寄住在1个贫困中学生
家里。这个家里便有了三个小孩，这位母亲很可怜，高尔基
也注重到了这一点，就算是“母亲“给一块小面包心里也觉
得如岩石般沉重，之后，高尔基决定找个上班，让这位母亲
缓冲些负担。

《我的大学》是部自传体小说，故事节简便，突出。作者用
美丽的语言写出了他成长的片段。这本书是1923年完成的，
作者此时已有55岁，年过半百。

读了这本书，我了解了无论什么状况，多么艰难，也要想方



法克服。并且要懂事，学会随时随地为他人着想。

我的大学读书笔记免费阅读篇三

小说叙述十六岁的主人公满怀着上大学的愿望，告别了年迈
的外祖母，从下诺夫哥罗德来到了伏尔加河岸的喀山市。到
了喀山，主人公就清楚的看到，严酷的现实生活使他上大学
的美好愿望顿时化为泡影，因为他必须直面人生，必须首先
为生存而受雇去干活。于是喀山的贫民窟、穷街陋巷和轮船
码头变成了他踏上人生之路的头一所社会大学。

夜深了。喀山河上乌云密布，搬运工们是叫是喊，骂完天又
骂地，骂自己的生活处境，他们在甲板上懒懒散散地躲来躲
去，企图避避风雨。看着他们晕晕乎乎的样子根本不像干活
的，我看不太可能去打捞出快要沉下去的船货。半夜，终于
到了那艘船礁的地方，大家把空拖船和出事的船甲板对甲板
系在一起，这时搬运组第出现了，他是个面带凶相的老头儿，
一脸麻子，生性狡猾，爱说下流话，长一双鹰眼和一只鹰鼻。
他摘下秃顶湿透的帽子，用女人一样的声音喊道：“伙计们。
祷吧。”

工人们在甲板上聚成一个黑团，像一群狗熊，他们狂叫起来。
组长率先灯。伙计们，看你们的了。小伙子们出点力。上帝
保佑我们，开始干吧。”于是刚才还蝇一愁莫展、散兵败将、
浑身湿透的从们一个子变得生龙虎一般，他们像上战场一样，
纵身跃到触船上，一边呐喊，一边狂叫，说着笑话干起活儿
来。

高尔基生活于一个大杂院的那段日子里，就常常看到走狗警
察们到这里来找东找西，监视人们的行动。有那么一位老警
察还盘问高尔基看过哪些书，并警告他不要看被禁的书。但
对于青年的高尔基来说，那些所谓被禁的书却正是他的真正
所求因为只有它们能真正让人民清醒，让人民明智，让人民
有打倒推翻沙俄的信心。



若真有心读书，书是绝对可以看到的。高尔基的一位朋友就
介绍他认识了一个开杂货铺的人，名字叫捷林柯夫。看到他
那满密室的藏书，大多都是手抄的珍本和被禁的书，高尔基
说不出的高兴。也因为经常在这里看书，他结识了不少形形
色色的人物，让他了解了革命的重要，和自己现在应该做的
事情。

我的大学读书笔记免费阅读篇四

作品简介：

本书记叙的是高尔基在卡山时期的活动和成长。叙述了少年的
“我”怀着上大学的愿望来到喀山，但他不久便发现实现这
个愿望十分渺茫，迎接他的是充满臭味的大地窖和嘈杂的码
头。在破旧的大杂院里，他跟着饿着肚子的大学生和妓与穷
人们做邻居。踏上了没有墙的“大学”，系哦啊头、流氓、
数学家、极差、流浪汉、革命者等都成了他的老师。但险恶
的环境并没有使他放弃读书，也没有是她放弃梦想。但是外
祖母的去世、面包房的工作的艰辛和单调、那中午人理解的
孤独，以及爱情的幻灭和那绝望与痛苦是他想自己开了枪。

在革命者罗马斯的引导下，主人公走出自查的阴影，走向了
革命道路。

作者简介：

高尔基(1868——1936)，全名马克西姆.高尔基，原名阿列克
塞.马克西莫奇.彼什科夫。前苏联伟大无产阶级作家，社会
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前苏联社会文学的创造者。列
宁称他是“无产阶级艺术家的最杰出的代表”。作品有：小说
《马卡尔.楚德拉》、《伊则吉尔老婆子》，剧本《小市民》、
《底层》、《仇敌》。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
《我的大学》。



成书背景：

192019年——192019年，列宁到高尔基的寓所作客，高尔基
不止一次的向他讲述自己童年和少年的生活。一次，列宁对
高尔基说：“您应该把这一切都写出来，老朋友，一定要写
出来!”于是192019年创作了长篇小说《童年》、《在人间》、
《我的大学》。

人物分析：

阿廖沙：心地善良、敢于创新、敢于拼搏、渴求知识、坚强
勇敢、不畏困难。

尼古拉：善良、果断、不注重细节、做事不计后果、轻佻浮
躁。

古利：善良、勇敢、正直。

罗马斯：善良、勇敢、正直、果断、乐观、积极、不畏困难、
坚强勇敢。

佳句欣赏：

1、人们都做鸟兽状散去，自顾自找个安全的地方待着。

2、马戏团的牲口是用糖训练出来的，而人需要的是糖是善心。

《我的大学》讲述16岁的阿廖沙到喀山想进大学读书，但那
时的大学对穷苦的孩子来说大门是关着的。阿廖沙在那里的
一所特殊大学—“社会大学”，在这个所大学里他接触到许
多知识分子，受到各种思想的启迪和教育，这所“大学”为
他展现出一个越来越广阔的世界。

“我要去喀山读大学。一经决定，我变暗下决心，无论如何
都要达到目的。”高尔基如是写到。此时的高尔基已是处在



于我们年龄相当的阶段，没有任何资本，也没有任何亲人的
帮助，有的只是与他毫不相关的人的一句不经意的鼓励而已，
在他看来，这些就足够让他实现大学梦。但不得不说，大学
梦的实现，完全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

现在的大学生们呢?读书，易上加易：资金根本不属于我们考
虑的范围，支持却来自社会各界，我们的父母，亲人始终站
在第一位。支持的无穷，学习资源的无尽，四年又四年，高
尔基式的人才有多少，寥寥无几，可以说几乎没有。怪谁?父
母，亲人，国家，教育制度?不用怀疑，就怪你自己!因为一
个不容改变的事实—我们都已长大成人了。成熟的思想已宣
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公子”“小姐”的生活的远去，如
果你还是只能过那样的生活，我敢说，人与白痴可以画笔直
得等号了。

记得英语老师在讲到一篇关于责任的文章时说过，人活着不
仅仅是为自己很大程度上是在承担着对父母，家庭，社会等
很多反方面的责任。一个无忧无虑的人也是一个没有责任心
的人。对比一下当时的高尔基，在那样的环境下，他为谁活
着，为自己。亲人的消失，社会的黑暗，没有权利给他责任。
可仅仅是对自己负责，他就是自己成了一个大文人，不知责
任更多时，他会怎样。

有时一对比，我会觉得高尔基的大学生活才是真正有意义的
大学日子，反而我们的大学生活却是很糟糕。不可否认，学
校的条件要好很多，但结果却与他差得很远。究其原因，我
们浪费了时间，时间也浪费了我们!

写到这里，不禁想到了大学生找工作困难的现状。很多人抱
怨，生不逢时，国家，政府各方面的问能，，但要知道，主
要无能的还是自己，浪费青春，错失良机，自食苦果!

为了所谓的素质教育，对知识变的轻视，大学里教授的知识
不断减少。但对此大学生们仍不满足，以应付考试为目的学



习，平时不认真听讲，甚至还总结出“选修课必逃，必修课
选逃”的歪理。只顾完善和丰富自己的大学生活，培养自己
的业余能力，结果呢?“无法就业”，只因知识储备不够。也
许应聘时凭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轻松过关，赢得一个岗位，
但平时违法完成对业务的处理，最后也只能是过过就业瘾罢
了。这时再去后悔大学时光的虚度，只能独自品味“光阴好
比河中水，只能流去不流回”的真谛了。如何有意义地度过
大学时光?留给自己反思吧!

我的大学读书笔记免费阅读篇五

我一拿到《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这本书，我就如饥似渴
得把它看完了，合上书后，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这本书是由俄国的马克西姆.高尔基写的，他生于俄国中部的
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城，幼年时期父亲就去世了，勤劳善良的
母亲因无法养活他，只好把他送到外祖父家度过童年，十一
岁就走向社会，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他当过学徒工.搬运
工.守夜人.面包工等。十六岁时，他只身来到喀山，进入
了“社会大学”，在与生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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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含了生活的艰辛，从而丰
富了他的社会知识和生话经验。

我虽然生活在新社会，不知道旧社会是什么样，但通过这本
书，我知道了旧社会是什么样。

这本书告诉我们了一个道理：做什么事情，都要坚持到底，
永不退缩。

这是苏联作家高尔基的著作，是高尔基三部曲的第三部。讲
了：在一个中学生的股动下，阿廖沙来到喀山准备读大学，
却发现梦想根本实现不了，只好在复杂的生活环境中小心工
作，并认识了很多有思想的热心人，自己也成了一个有抱负



有责任感的新青年。

我一下就想到了今年陕西省高考理科状元李宁宁，她家也很
贫困，可是她考上了北大，北大还免了所有学费，还给了奖
学金。所以，如果生活在现在的社会，只要学习成绩好，不
用为钱发愁。

《我的大学》是高尔基自传体小说的第三部，小说记叙了饱
尝人间辛酸的阿廖沙，抱着进大学读书的理想来到喀山，不
久便参加了秘密的革命活动，可俄国的腐朽和个人的困境使
他自杀未遂而受伤，伤愈后，他带着新生的力量离开了喀山，
重新踏上了流浪的道路。

高尔基(1868―1936年)是前苏联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社会
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导师，苏联
文学的创始人。原名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
夫，1868年3月28日出生于俄国伏尔加河畔的下诺夫戈罗德
城(今高尔基城)。

高尔基的爸爸是木匠。高尔基童年丧父，从小寄居在经营小
染坊的外祖父家。11岁就开始独立谋生，高尔基童年和少年
时代是在贫穷和受人欺负的家里度过的。

苦难、辛酸，磨练了他的斗志；他在为别人做保姆时，勤奋
学习，次被主人骂；有时差点油灯被眼睛熏坏。

是啊！只有读书才能使生活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