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读后感童年(精选8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
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
所帮助。

读后感童年篇一

母爱的伟大，顽强的勇气与智慧,手足间的反目成仇，慈祥和
蔼的信任感......《童年》这本书教会了我太多太多，也让
我认识到了家庭之间的温情与隔阂。

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却意义非凡的童年，高尔基的童年也
是如此。没有幸福，家庭也没有我们美满。

阿廖沙从3岁起就没有了爸爸，跟着妈妈与外祖母搬到了外祖
父生活的地方，这个家庭几乎是用混乱不堪形容，舅舅之间
因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家产而反目成仇，这便应了曹植
的“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句话；外祖父对每个人
都脾气极大，阿廖沙把雪白的餐桌布染成了蓝色，这使他遭
到了外祖父的一顿毒打；被毒打后的阿廖沙结识了茨冈尼克，
他在家庭地位里算是特殊的了，外祖父总是称他为“未来的
染坊得力干将”，茨冈尼克很能干，但却被那阴险的舅舅算
计致死，被草草的埋了。

但在这个家里，小阿廖沙始终得到外祖母的疼爱，受到外祖
母有趣故事的熏陶。外祖母成了他最知心的朋友，他对世界
无私的爱丰富了他，给了阿廖沙一生的爱与感激。

《童年》里混乱的故事，混乱的人性，乍看很凌乱，但完全
符合生活本身的逻辑，因为它们都在写一个“穷”字。高尔
基用一个孩子纯真的视角，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俄国小市民



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风貌。

高尔基的《童年》，对人生最直观的思考，苦难最明显的认
知，这何尝不是每个人应当思考的问题！

读后感童年篇二

《童年河》这本书是一部长篇小说，作家赵丽宏。写得非常
精彩，受到人们的一致喜爱。

本书的主人公是洪雪弟，主要讲了洪雪弟从乡下回到上海之
后发生的一些事情，其中我印象最深的一段是亲婆和“疯老
太”。

内容提要：洪雪弟闯了祸，用西瓜皮砸了“疯老太”，“疯
老太”抄起棍子来打洪雪弟，洪雪弟立刻就向弄堂里跑，上
完楼梯到家以后遇到了亲婆，亲婆赶快把洪雪弟推进了门后，
然后“疯老太”就上来了，问了亲婆洪雪弟在哪里，当然亲
婆不可能告诉她，她就向晒台跑去，最后骂骂咧咧的走了。

事后洪雪弟把事情告诉了亲婆，亲婆要求洪雪弟去道歉，但
洪雪弟害怕“疯老太”，所以最后在亲婆的陪同下道完了歉。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闯祸干坏事，如果干了，就要加倍
的向别人赔偿、道歉。

读后感童年篇三

《童年》记载着高尔基的以往，记载着他的天真，记载着他
的杯具，记载着他与众不一样的童年。他的童年是一阵风，
风里夹杂着太多的杯具。这阵风虽然吹过了，可它让人发冷，
久而不热，难以忘怀。他的天真，他的，毫无遮挡的硬深深
的接下了那阵风。出现了数不尽的悲伤，这都是家庭造成的，
因为爸爸去世了，他与妈妈来到了外祖母家，被卷入了无情



的斗争，都是为了财富，并且的是那财富本是妈的嫁妆，还
好，风里还夹杂着很多亲情，除了舅舅们、舅母们的无情，
外祖父、祖母、妈妈、爸爸都是疼爱他的，他的哥哥为了让
他少受几下打，胳膊都红了呢！

钱财总是让人迷失双眼，让人发狂，让人做出不该做的事。
为什么一家人，有那么大的人品差别呢！就是因为财富，有
的人会为了财富做任何事，而有的人却会分辨什么该做，什
么不该做。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分清楚美丑，做一个善良的
人的财富比的人的财富多得多，因为他抓住了人生最宝贵的
财富。

童年风吹过了，你留下了什么余味？

或许这篇文章说的不是“童年”这本书的真正重点是……但
请原谅，因为我只看了二十页。

读后感童年篇四

《童年河》这本书的主人公是洪雪弟，他是一个乡下孩子这
本书的作者是赵丽宏。作者赵丽宏写完这本书用了一年。我
喜欢这本书的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的题目叫《别了老家》。

雪弟，一直和住在乡下的亲婆生活。虽然住的是草屋，也没
有大鱼大肉吃，但他们还是很开心的活着。有一天，他的阿
爹突然叫他来上海住。因为雪地的阿爹和姆妈都在上海工作。
可是，雪弟舍不得亲婆，也舍不得乡下和他一起玩过的孩子
们。但是，雪弟非常想见到他的阿爹和姆妈。这让雪地左右
为难。但是到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去，就再也闻不到花香，看
不到大树了。再说了，雪弟如今已经到了上学的年纪。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终于，雪地的阿爹来接他了。在船上
的他望着在大桥上和他告别的孩子们，满眼的泪水。



读完这个故事，我的感想是:在乡下是有很美丽的风景，而在
城里却要习惯吵闹声。汽车的汽油味，和各种小偷。雪弟，
虽然非常舍不得他们。但他不可能在回去了。

《苏州河边的鬼屋》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天，雪弟、牛
加亮、米峰和唐彩彩偶然间注意到了苏州河边的一个老屋子。
并决定当天晚上去探险。

很快就到了晚上，雪弟拿了一个煤油灯，叫上了伙伴们。一
起去往苏州河旁边的老宅。只见那老宅上全是枯萎的爬山虎，
雪地用两块砖垫上的窗户，看到房间里面有一簇红色的火光。
米峰胆子小，害怕跑回家去。然后他们又听到一个老太婆又
喊又骂的声音，也都吓坏了，壮着胆子打开门一看，原来，
是陈大鸭子陈小鸭子，他们竟和一个疯老太婆住在一起。现
在鬼屋的秘密解开了。

读完这本书我的感想是:我们都有故乡，当我们离开故乡的时
候，我们会非常伤心。到了一个新环境之后，慢慢适应了，
一切就都好了。

读后感童年篇五

童年不游戏这本大概讲了的是作者还有他的哥哥打鬼子的故
事，表现出了人们的坚强，勇敢奋斗的精神。这种精神值得
我们学习。

这一天，是一个宁静的夜晚，突然一个炸弹，破碎了着个宁
静的夜晚，于是战争就在此刻开始了。

突然有一天：鬼子来了，鬼子来了。于是我们便开始套，逃
着逃着一不小心掉到了一颗古井里，这是旁边躺这一具死尸。
本来是看着还有呼吸的，不想杀死他，可是听了伙伴们得劝，
到最后还是杀了他。然后我们成立了一支童子军开始对抗鬼
子。



到了最后的关头，鬼子终于投降了再这场战斗中牺牲了两位
队员，真是为他们感到遗憾

我最不敢相信，一直爱我疼我的哥哥也牺牲了，真想为他们
报仇！可是鬼子投降了，报不了仇，这让我感到非常伤心。

这本书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童子军，他们非常勇敢，
非常的坚强，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读后感童年篇六

在一片弥漫着残暴、愚昧的令人窒息的土地上，人们的麻木
与奴性，仿佛在诉说着一个“阿廖沙悲惨的童年故事。”

打开书，怀着激动的心情开始进入高尔基的童年生活……

时代在不断进步，而人们却越发变得懦弱了，遇到困难就退
缩、逃避、走捷径。最后不但不能成功，反而败给了自己。
但美好的生活必须有所付出、有所争取，才会长久，才会得
到。

在比较中、我们的童年和阿廖沙却有着天壤之别，我们不用
去受生活的煎熬，每天生活在密罐里、在长辈的呵护下长
大……我们是多么幸福的啊！但拥有这些、我们却还不知足、
我们总是在奢求更多，在我们眼里，大人们挣钱是那么容易，
似乎都不费吹灰之力。因此，我们花钱如流水，不会珍惜父
母的劳动，那我们真是太天真了。的确，现在的我们不用像
阿廖沙那样只有十一岁就来到“人间”独自闯荡，但读过童
年之后我们应有所感悟，我们应悔过曾经的奢侈，我们不应
再浪费，我们应学会珍惜。珍惜所拥有的，为了以后，为了
将来。我们应为长辈着想、体谅他们，应满足今天的幸福生
活，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我们到“人间”那一天。

读完书的最后一页，阿廖沙的童年生活也就结束了，等待他



的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在欢乐中，悲伤里，在爱与恨
交织中，他的童年就这样匆匆而过了。在阅读中，我发现他
的爱，寻思他的恨，品冥冥之中黑暗的光明。

合上书，品着其中的内容，我已经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样做
了……

读后感童年篇七

首先声明电影中意象的内涵是多重的，其意义指向也是外延
式的，它所讨论的层面是多元、丰富的，涉及了包括种族、
性爱、爱情、人性的弱点在内的诸多话题。我仅就战争对个
人的影响这一个话题来谈谈自己对《童年的铁皮鼓》的理解。

我认为《童年的铁皮鼓》的主题在于着力表现战争对个体的
异化和个体对这种异化的抗争。

异化首先是从个人意愿服从于集体意志开始的。这种服从是
强制性的，它从队伍逐渐蔓延到家庭当中，让每一个公民都
成为一个战士，只听从上级领导的命令，不能按照自己的意
愿来进行选择，从而形成一种社会战备总动员。电影中奥斯
卡的爸爸强迫他妈妈阿格妮斯吃鳗鱼的情节旨在表现家庭关
系中的强制性，而他的叔叔扬被强迫参战则是强制性在社会
关系中的表现。阿格妮斯和扬这两个相互爱恋却无法在一起
人的悲剧结局又向我们表明，战争的残酷会压抑人对美好和
自由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泯灭人性中最纯真的一面，让人
陷入一股痛苦的精神折磨中，甚至能够毁灭人的一生。

而当个人意志完全服从与集体意志之后，个人的判断能力便
随之丧失，人将自觉地按照一种上下级关系来建立起新的世
界观和价值观。战争本身是需要热情和斗志的，但是当社会
中的每一成员都充满着极度的热情去对待战争时，这场战争
将变得极为可怕。最令人担忧的不仅是对领袖的个人崇拜，
而是对战争本身的崇拜：一旦所有人的双眼被蒙蔽，他们就



看不到战争罪恶的一面，无法分清正义与非正义战争的差别，
更不会承认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侵略行为。就像二战时期日
本侵略者打着解放东三省、拯救全亚洲的借口一样，把侵略
视为正当行为，借口也就正大光明地被当作口号，即便在战
后多年也不能深刻地反省错误的严重性，导致现在右翼势力
抬头。战争非正义的性质被掩盖，取而代之的却是其合理存
在的因素，战争本身甚至会演变成为一种人的精神寄托和对
未来的希望。而一旦战败，这种狂热的信仰便瞬间瓦解，人
们将再一次陷入无助的绝望感和深深的幻灭感中，奥斯卡父
亲的死亡结局便象征了狂热分子精神世界支柱的崩溃，也宣
示了战争所引发的双重悲剧。

个体的差异性被完全消除，社会将逐步走向一致性，最终达
到高度的同一，公民作为个体的身份也就丧失，成千上万的
个人便完全沦为了国家的机器，而且还是成分不同等级的复
制品——这就是异化的结果。不过异化也并不是每个人的宿
命，也不是所有人都逃不出异化的魔掌，至少在电影中有三
类人似乎摆脱了外在环境的束缚：一类是以奥斯卡祖母为代
表的旁观者，她将自己完全抽离于尘世纷争当中，宛若时间
的化身，作为第三只眼静静地看着一切缘起缘落；第二类以
马戏团的侏儒演员们为代表的空想主义者，表面上他们为队
伍提供服务置身于战争之中，但实际上却有着自己的独立主
张，发挥其自身优势得以生存，甚至得到队伍的尊敬，对世
界也充满了关爱和悲悯之情。然而当活生生的暴力冲击到其
周围或自身时，他们既无力阻止（沙滩上圣母在他们面前被
杀害）也无法抗拒命运（罗丝维塔的意外死亡），悲剧在他
们身上依旧上演；第三类则是以奥斯卡为代表的斗士，由于
跌倒而导致无法生长，他首先便作为一个异质而存在，每当
他面对外部的施压时他便敲击自己的铁皮鼓并且大声尖叫以
示反抗，当他发现自己拥有一副可以击碎玻璃的特殊嗓音时，
他又不断利用自己的本领尝试去改变在他看来极不合理的世
界。在我看来，其中最精彩的部分摸过于奥斯卡利用自己的
鼓声搅乱了欢迎仪式上长官走在红地毯的配乐的情节，乐队
停止演奏严肃的进行曲而改奏起优美的舞曲，最后现场除奥



斯卡父亲之外的所有人都随着旋律翩翩起舞，这无疑是奥斯
卡拿起自己的武器奋力一搏、向这个荒谬的世界进行的最有
力的回击。也就是说，个体是有能力拒绝被异化的，奥斯卡
最后坐上火车离开旧地预示了抗争的胜利和新的开始。

战争本身持续的时间相对短暂，然而它所带来的影响却是长
久而深刻的。尽管在客观上战争对科学技术、社会变革、历
史发展等宏观世界能够产生一些催化作用，具有一定的进步
性，但它对个人的生活状态、性格的健全发展、人格的完整
性等个体层面的巨大伤害是不可否认的。作为人类的一大共
同灾难，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地抹杀掉战争给人造成的难以
愈合的心灵伤害。表现德国新纳粹主义的电影《浪潮》与
《童年的铁皮鼓》交相辉映，前者向我们表明个人很容易受
到集体力量感染，因而社会随时都潜在着利用大众的反动势
力的可能，后者则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每个人都需要携带
一架铁皮鼓，在面对扭曲自身的外部压力时，随时奏响反抗
的鼓声。

读后感童年篇八

一想到童年，我相信大家想到的就是孩子在奔跑、玩闹，发
出清脆的笑声，以及他们快乐的面容。但高尔基的《童年》
就大不相同。

第一章开始，年幼的阿廖沙就失去了父亲；第二章开始，刚
出生的弟弟也走了；第三章时，他来到了充满暴力和仇恨的
姥爷家。

说实话，我看到第二章，就不敢往下看了，那么惨的家庭，
我可是第一次见。我心里一直在由衷的感叹：“上帝呀，你
为什么要对无辜的家庭下毒手啊！”再想一下我们现在的童
年是真的无忧无虑，想要啥有啥。有些孩子很贪婪，要一个
还不满足，还要一大堆东西。



还好阿廖沙有一个像太阳一样的外婆，她把充满爱的阳光透
过心灵的窗射进阿廖沙的内心。爱可以给人勇气和自信，所
以我非常喜欢外婆。但是也不能太过宠爱，现实中，有些熊
孩子因为大人说的一句话“孩子还小，没关系的”而变得猖
狂。

高尔基的《童年》是那么的悲惨，让我更加珍惜眼前美好的
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