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童年每篇的读后感(汇总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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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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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年每篇的读后感篇一

环境污浊，无法抹杀对美好未来的向往；童年坎坷，也挡不
住阿廖沙执着的追求。《童年》使我领略到了别样的童年经
历，阿列克赛不幸的身世，悲惨的童年生活，让人深深的同
情。但是他最后的成功也与他的童年有关：正是因为他的童
年中养成的勤奋，不好吃懒做的习惯，外祖母等人又给予了
他光明和爱，他才能成为一个博学的人，伟大的人，俄罗斯
无产文学奠基人。

那我们呢，我们的童年跟他比就是天上人间，但我们这么好
的环境都是上一代人，上上一代人打拼出来的。网上曾经有
个段子，一位老爸训斥她的儿子说，我们那时候学习比你勤
奋多了，儿子反驳说，那为什么我们的生活比你们好呢？为
什么呢？因为现在好的环境是上一辈人打造出来的。他们的
童年可谓十分的贫苦，我曾经看过一本书，叫作《水边的文
字屋》，其中有一篇文章叫《关于肥肉的历史记忆》里面谈
到过：那是一个全民渴望肥肉的时代；土地干焦焦的，肠胃
干焦焦的，心干焦焦的，甚至连灵魂都是干焦焦的；油水，
在那个时代是一个令人神往的词，是大词，是感叹词。还写
了一件事：我们大学组织开荒，不允许私自买东西吃，但我
们因为太饿偷买了一罐肥肉罐头，八天后一位同学来传达通
知时竟然在我们寝室还闻到了罐头味儿……诚然，他们的生
活十分贫苦，条件也不好，但这使得他们大部分人都会发奋
读书，而且心地善良，所以都会有一个光明的前程。这说明
有时候童年吃苦也是有好处的，它能锻炼我们的一些能力，
帮助我们养成一些好的习惯。



但是我们现在都生活在蜜罐里，家务事基本上不过问。就拿
我去比赛来说，跟我一间房的那位队友。基本上没洗过衣，
纵然洗过，也只是开水一烫了事。相比之下，外国的学生确
实比我们更好，日本学校的食堂都是学生自己分配人员，这
几个去食堂端饭，吃好饭，自己都要放好餐具。那几个留下
来打扫卫生，打扫完了再回教室，老师根本不用操心。美国
的学生上学全部都是自己背书包，连总统的子女也不例外。
孩子背着大小包，父母两手空空是常事。不像中国，一放学，
父母就把书包接到了自己的手上。家长包揽了一些我们的一
切事物，我们只用管学习和玩，相比之下多么的自在。所以
其他国家优秀真不是意外和幸运，而是一直以来自律，独立
品质的养成。

我想这可能是现在中国游戏风挥之不去的原因。法国可为此
立法定罪。而中国呢？因为青少年不用操心任何事，无聊，
游戏便作为一种消遣和打发时间的工具而出现，然后玩多了
不就上瘾了吗？我们的球队一共有五男三女，我和另一位男
生住，剩下三男一间房，第二天我去那三个男生的房间，看
到了一屋子的狼藉，他们就在这样的房间里打了一晚上的游
戏与三国杀，还不打扫房间……看到了吧，他们已经没有自
己打扫自己房间的意识，原因就是平时一有空就打游戏这个
习惯的养成，并没有自己打扫卫生的习惯。

所以有时苦真是个好东西，它能让人成功，让人沉稳，不吃
苦哪来的真正的成功。但如果我们把吃苦当作一种不光彩的
事呢，那它就会让人自卑，其实吃苦并没有什么不光彩的，
不是有一句话说了吗，“劳动人民最光荣”。

但有一点要记住，蜜罐是我们的权利，而不是我们的权力，
我们可以不选择呆在蜜罐这样的生活中，但我们不能把它当
作是我们理所当然的生活环境。



童年每篇的读后感篇二

读了高尔基的《童年》之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小说中的主人公阿廖沙的生活环境是让人心酸的。他三岁时
父亲生病去世了，便跟着妈妈来到外婆家。外公是一个性情
粗暴、自私的小染坊主。两个舅舅也同样是粗暴、自私的人，
甚至他们的儿女也是这样。阿廖沙就在这样的家庭中饱受虐
待：外公经常痛打外婆及孩子们，有一次竟把阿廖沙打得失
去了知觉，结果大病了一场。在这样黑暗的的环境下，谁能
不觉得恐慌和不安？！

我读了之后心情非常压抑。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阿廖沙的
心灵会不会也被玷污？但幸好这世界也不都是丑陋不堪的，
他的身边还有外祖母这样善良正直的人存在着。阿廖沙失去
父亲，姥姥温柔地安慰她；阿廖沙挨打了，姥姥就细心的照
顾他；阿廖沙晚上不想睡觉，姥姥就给他讲故事。她给了阿
廖沙信心和力量，使他看到了光明和希望，并相信黑暗终将
过去，未来是属于光明的。

外婆用她的爱抚慰了阿廖沙心灵上的创伤，同时还有教他做
一个正直的人的老长工格里戈里，当然还有那个善良、乐观、
富于同情心的“小茨冈”，同样教会了阿廖沙如何面对生活
的艰难。

童年每篇的读后感篇三

今天，我读了一本高尔基的名——童年。我明白了人世间的
悲剧和与阿廖沙相比我们是多么的幸福。

阿廖沙痛苦的童年生活打动了我，故事是这样的，阿廖沙四
岁丧父，跟随悲痛欲绝的母亲和慈祥的外祖母到专横的、濒
临破产的外祖父家生活，却经常挨暴力的外祖父的毒打。但
善良的外祖母处处护他。在外祖父家，他认识了很多的亲戚，



其中包括两个自私、贪得无厌的、为了分家不顾一切的米哈
伊洛和雅科夫舅舅，还有两个都叫萨拉的表哥。朴实、深爱
阿廖沙的伊凡，每次都用胳膊挡外祖父打在阿廖沙身上的鞭
子，尽管会被抽得红肿，但他还是会尽力去保护阿廖沙。不
久之后，阿廖沙的母亲去世了，从此他便走向了人间。

阿廖沙的童年是个悲剧：外祖父和舅舅的吝啬、贪婪、残忍、
愚昧；亲人之间的勾心斗角；常常为一些小事争吵、斗
殴……但在这个黑暗的家庭里，有一个聪明能干、热爱生活、
慈祥善良的外祖母。她常常给阿廖沙讲好听的故事，也慢慢
地教他做一个正直、坚强、勇敢、善良的人。

和阿廖沙相比，我们的童年是灿烂的，是彩色的；是没有烦
恼痛苦的，更是无忧无虑的。有很多孩子甚至不懂什么叫
做“打”，因为我们从没有经历过被人打、被人拿鞭子抽的
滋味。那也许是一种无法想象的痛苦。但拥有这些，我们并
不知足。我们总是奢求更多。因为，在我们眼里，大人们挣
钱是那样的容易，似乎都不费吹灰之力。的确，我们不用像
阿廖沙那样只十一岁就到“人间”独自闯荡。但自从我读过
《童年》之后，真后悔自己曾经的奢侈，我不应该再浪费，
我应该学会珍惜。

就从现在做起，我们不再奢侈，不再浪费；我们要为长辈想，
体谅他们，向阿廖沙一样，做一个正直、坚强、善良的人。

童年每篇的读后感篇四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每个人的童年都是五彩缤纷的。自
从读了高尔基写的《童年》以后，我深受感动。我被阿廖沙
他那不向困难低头的哪一种精神所感动了 。

《童年》这本书讲的是：主人公阿廖沙的悲惨的童年。阿廖
沙年幼丧父，跟着母亲和外祖母来到了外祖父家。在外祖父
的家中就像生活在地狱一样——男人视财如命，女人地位卑



微。这些事情都在年幼的阿廖沙身上留下了阴影。接下来，
他的外祖母、母亲和他情同手足的朋友“小茨冈”相继去世。
于是，阿廖沙离家出走，靠着自己乐观向上、蔑视困难、不
屈服的信念熬了过来。

轻轻合上书本，我的心中百感交集。我被阿廖沙他那不屈服
的精神所感动了。他一个人孤立无援、无依无靠，一个人在
外面打拼，靠的就是那一份坚定不移的信念。我可以想象的
到他一个人孤身在外打拼的时候是多么的煎熬、孤独、无奈、
无助……可是，不管遇到多少的困难险阻，他一个人都扛了
过来。我很庆幸，我们现在是多么幸福。我们不仅满足了物
质上的需求——吃饱穿暖，不用饿肚子。也满足精神上的需
求——看书、看电视、玩游戏、度假……。甚至不用饱受战
争的摧残。

生活中也有许多想阿廖沙一样乐观、面对生活的人。著名作
家张海迪就是一个例子。虽然他从小高度瘫痪——胸部以下
的地方全都没有知觉。可是，她并没有向困难低头。十五岁
时，她不仅学会了针灸，还跟着父母去乡下教书。直到现在，
她仍然在写作。她也有像阿廖沙一样不怕困难的精神。

不怕困难，乐观向上，在生活中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精神。

童年每篇的读后感篇五

每个人都有童年，并切每个人的童年都是不同的。但是，我
们的童年有高尔基那么苦吗？不，我们没有，我们每个人都
是家里的独生子，是父母亲的掌上明珠、小宝
贝······高尔基的童年没有我们幸福，连家庭都不如
我们的家庭美满。

高尔基从7岁就没有了爸爸，跟着妈妈和奶奶生活，别的小孩
都有新衣服，他却没有，他就只有几件挂满补丁的衣服，和
一个破破烂烂的书包。然而，他没有埋怨妈妈，更是十分努



力的学习，考上大学，准备孝敬辛辛苦苦的妈妈。

读到这儿，我的脸红了。我想高尔基在这么艰苦的生活条件
下都能坚强的生活，而我的生活条件和他比起来简直就是天
壤之别。我们每天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中，听老师讲课。回
家就有大鱼大肉等着你品尝，你想要什么，就给你什么。如
果有人欺负你，大人会毫不犹豫的狠狠教训那些人一番。每
年过年不但有新衣服穿，还有压岁钱。

而高尔基那个年代，高尔基很少有安宁的日子，几乎天天都
有人伤害他、辱骂他、欺负他。我也有些想不明白，那些人
做这样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干嘛呢？这是毫无意义啊！高尔基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也能成才，真让我佩服。

所以，我们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好好学习，千万别生在
福中不知福。

童年每篇的读后感篇六

童年是人生中一颗闪耀流星。虽然美丽，但却易逝；虽然华
丽，但却短暂。也许在度过童年时，你不会太在意。但当你
永别童年时，却一定会哭泣。也许你童年并不快乐，反倒积
蓄了不少仇恨和怨气。那么，请你去品读一下高尔基悲苦童
年。

高尔基乳名为阿廖沙。他父亲彼什科夫，老实、本分；却不
幸早逝，小小阿廖沙从此便随母亲一同住进了外祖父家。但
是随着外祖父事业衰败，他渐渐变得残暴，变得小气吝啬。
狠心剥削下人、经常毒打家人……于是，不满十岁阿廖沙过
早体会了世间悲苦。

时代，正在不断地进步着；科技，正在不断地发展着；条件，
正在不断地优越着……但是，人们思想却在不断地退步着，
意志却在不断地衰败着，精神却在不断地懦弱着。



风雨过后，彩虹才会笑倾城；熬过严冬，才能感到春风徐徐。
请在挫折面前坚强，请在困难面前挺立。

童年每篇的读后感篇七

这本书主要讲了阿廖沙在三岁时就失去了父亲，由母亲和外
祖母带到外祖父家，在那里，到处都是争吵、打架，但只有
外祖母时时刻刻地关注着他，阿辽沙十一岁那年，母亲又去
世了，外祖父也破了产，便走上社会，独立谋生。

我禁不住想到了自我，我今年也是十一岁了，当年的高乐基
已经走上了独立谋生的道路，想想自我无论做什么事，还要
父母给我帮忙，就说一次做奥数题吧，读了一遍以后，觉得
这道题很难，根本不经过自我动脑子试一试，就要爸爸来教
我，其实这道题很简单，还没等到爸爸来教，我已经做出来
了。记得还有那次夏令营吧，在绿色学校里，教官要求我们
自我洗衣服，洗衣服说说很简单，做起来却很难，先要擦肥
皂，然后这边搓搓，那边搓搓，再……，洗到再来，衣服还
是不成样貌，脏的地方还是脏，所以爸爸批评我依靠性太重，
缺乏独立生活和独立思考的潜力。

阿廖沙寄住在外祖母家时又接触到了一种小市民的社会生活，
而这个阶层的人的所作所为令人不堪。，甚至令人感到厌恶。
然而，阿廖沙单纯、完美的心灵并未受这些消极态度的同化，
始终持续着自我高尚的思想。这种思想贯穿了他的一生，体
现了他所有的内在美。阿廖沙的童年就是如此，让人不由得
在同情他的同时产生一种敬佩之情。

在这本书中，我很敬佩善良慈祥的外祖母，她胸怀宽阔，她
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阿辽沙孤独的心，外祖母对阿辽沙的
爱，给予了阿辽沙坚强不屈的性格，让阿廖沙感觉到自我的
存在。假如在我们这个世界里谁都能关心别人，、帮忙别人，
那还会出现争吵、打架之类的事件？对孩子增加一份关爱，
就会使人与人之间多一些宽容和理解。



童年每篇的读后感篇八

听不见马路上车辆喧闹，哪管它街头广播声高。书页在膝盖
上轻轻地翻动，嘴角漾着丝丝抹不掉的笑。阳光从脚尖悄悄
爬上膝盖，也想着“黑旋风”水战“浪里白条”。

垂柳把溪水当做梳妆的镜子，山溪像绿玉带一样平静。人影
给溪水染绿了，钓竿上立着一只红蜻蜒。忽然扑腾一声人影
碎了，草地上蹦跳着鱼儿和笑声。

像刚下水的鸭群，扇动翅膀拍水戏耍。一双双小手拨动着浪
花，你拨我溅笑哈哈。是哪个“水葫芦”一下钻入水中，出
水时只见一阵水花两对虎牙。

赏析:第一节,读水浒的孩子是那样专注,作者通过车辆喧闹,
广播声,毫然不知时间已悄悄过去,突出了孩子的专注,也形成
鲜明的对比。第二节，利用了拟人、比喻的修辞手法，钓鱼
的孩子，那样的快乐。

而鱼上钩的一刹那，这种静立刻被打破了，溪水动了，人影
碎了，鱼跃人欢，寥寥几句，勾勒出一个现代垂钓儿童的`形
象。第三节，把孩子们比做鸭群，在水里互相你泼我溅地嬉
戏，就在这嬉戏中，一个孩子钻入水中，不见了，突然一阵
水花，他出现了，调皮地笑着。

整首诗摄取儿童生活的画面，表现了儿童童年的快乐。

童年每篇的读后感篇九

20xx年的一个暑假，我阅读了苏联作家高尔基自传体小说三
部曲的'第一部《童年》。

每个人都有童年，童年是美妙的，童年是快乐的，童年是幸
福的，童年是值得回忆的……而高尔基的童年却是恐怖，悲



惨，令人不敢去回想的。

幽暗的小屋，父亲躺在窗下的地板上，穿着白衣裳，光脚的
脚趾头奇怪的张开着，眼睛紧紧地闭着，父亲的面孔有些发
黑，难看的龇着牙。这时的阿列克塞才三岁，并不明白父亲
已经去世了。（阿列克塞其实是高尔基本人）父亲去世过后，
母亲就把阿列克塞送到了外祖父家。

从此，开始了他痛苦的童年。外祖父开了一家染坊，但是随
着家业的衰败，他变得吝啬、贪婪、残暴，经常毒打外祖母
和阿列克塞这一群孩子们，他暗地里放贷款。两个舅舅每日
不仅因为争夺家产争吵斗殴，还疯狂虐待自己的妻子。然而
就是在这样一个可怕的生活环境里，也不缺乏温暖。外祖母
是一个慈祥善良的人，她有宽大的胸怀，对谁都很忍让，她
经常讲一些弱者的故事给阿列克塞听，教育他正直，正义。

很快，阿列克塞交了一个朋友――茨冈。茨冈经常为了阿列
克塞被外祖父抽的浑身是鞭痕。过了许久，茨冈意外去世。
面对好朋友茨冈的死，阿列克塞眼睛湿润了，那个曾经为了
他被外祖父抽的浑身是鞭痕的好朋友就那样静静的离开了他，
十字架的倒下，再也看不到美好，执着，朴实的茨冈了。舅
舅们的自私导致了茨冈的死，又一种人性丑陋裸露在阿列克
塞面前，他沉默的痛恨着。

过了几天，母亲改嫁了，继父经常赌博，把家里输得一干二
净。母亲为了这个事经常与继父吵架。后来身体也越来越虚
弱。几年后，母亲患病去世了。母亲去世不久，外祖父不愿
意再白养阿列克塞，他只能靠自己的劳动来维持生活，在自
己生活的日子里，他遭受过别人的欺负，嘲笑。凛冽的寒风
使他直打哆嗦，酷热的烈日使他汗流浃背。可他却以自己顽
强的毅力和坚定的信念勇敢的去面对，在困难中一点点的成
长起来。读到这儿，我觉得有些惭愧。我们多幸福啊，被父
母宠着。衣食无忧。而高尔基呢？高尔基很少有安宁的日子，
几乎天天有人辱骂他、欺负他。我真佩服他那种顽强的毅力



和坚定的信念呀。

童年，本应该是绚丽的七彩，无忧无虑的幻想，可是阿列克
塞却不曾拥有，三岁就失去了父爱，在鞭打和嘲笑中一步步
走出来，勇敢的面对自己眼前的一切困难。

读完最后一页，高尔基的童年也结束了。等待他的是另一种
截然不同的生活。

童年每篇的读后感篇十

快乐暑假，书卷飘香。今年的暑假我又读了许多好书，其中
令我印象最深的一本书叫做《童年》。

《童年》是苏联作家高尔基的自传小说，作者在书中真实地
描述了自己充满苦难的童年，反应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中的一
些典型的特征。

《童年》真实地记录了高尔基在失去了父母后，在外祖父家
度过了的岁月。他在那儿看到的全是十分丑恶的事：舅舅们
争抢家产、争吵斗殴、外公贪婪自私、毒打儿童……小高尔
基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着，他对这样的生活十分厌恶，但
又无法改变这一切事实。与此同时高尔基又受到了善良乐观
的外祖母那无微不至的爱。外祖母所讲述的故事熏陶着高尔
基，使他从心底发出了对文学的无比渴望。

《童年》通过讲述勇敢正直的主人公阿瑟沙3岁4岁的这一段
时间的生活经历，真实地反映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国民
众的生活，反映了小市民阶层的低俗自私和空虚无聊，揭露
了沙俄专制的黑暗与罪恶。

读了《童年》这本书，我为高尔基渴望读书、热爱读书、拼
命读书的精神所感动，又为高尔基为了读书而遭受的侮辱、
欺凌和打骂而伤心落泪。



这就是高尔基的《童年》，而我的童年以书为伴，好书伴我
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