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童年的读后感(精选10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读后感书写有哪些
格式要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
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童年的读后感篇一

苍绿浓密的树荫下，静寂的小院里，柔和的灯光下，处处留
下了我读书的印记。

长长的暑假里，我如饥似渴，读了好几本书。有沈石溪的
《雪豹悲歌》和《斑羚飞渡》;有袁博的《呼伦贝尔草原的狼》
;有柯南.道尔的《大侦探福尔摩斯》;还有曹文轩的《童
年》……这些书恰似甘霖滋润着干旱的“土地”，如阳光温
暖了我的心。故事中的人喜，我喜;故事中的人忧，我忧;故
事中的人面对挫折不屈不饶，我的内心也为之而颤动。这些
书中，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是曹文轩的《童年》。

曹文轩，他是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作家协会
副主席，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他的作品《红瓦》
《草房子》《根鸟》《青铜葵花》等曾获国家级和省部级各
类学术奖、文学奖40余种。而他的《童年》这部作品里面写
到了许多童年的往事，令我最喜欢的是《枫林渡》《马和马》
还有《芦花鞋》。

故事里有可爱的蓝蓝、高傲的童童、善良的稻虎哥、活泼的
青铜和葵花，每一篇的喜怒哀乐都清楚明了。《马和马》让
我知道了亲情的力量很强大。故事里的黑马是最令我佩服的。
因为它帮助了它的`同伴，虽然它没能当一匹战马，但是它从
未想过嫉妒它的同伴，而是帮助同伴。故事虽简短，但却让
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童年》这部作品，描写了曹文轩小时候的活泼而又可爱、
天真而又调皮。故事虽简短，但却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让我想起了我自己的童年。记得有一次，妈妈给我讲了
个“小猴子种树”的故事，我听了之后，突发奇想：小猴子
都能种树，我应该也可以。想着想着，我便从屋里拿了我
的“种子”和铲子，在院子里找了块空地，用铲子挖了个小
坑，把我的“种子”放进小坑里，再用铲子把小坑用土填平，
最后拿来洒水壶，浇上水，大功告成!我躺在旁边的草坪上做
白日梦，想着我的糖果树上结满糖果的样子。

几天后，我实在等不及了，挖开土一看，哪有什么糖果，只
有一张花花绿绿的糖纸。我哭闹着来到妈妈面前，把事情的
经过告诉了妈妈，妈妈笑着说：“傻孩子，你怎么把糖果种
在土里了?”我说：“人们都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为什么
我却种不出糖果呢?”妈妈一边帮我擦眼泪一边向我解
释：“小傻瓜，瓜和豆都是有生命的，所以能种，而糖果是
没有生命的。”听了妈妈的解释，我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

同学们捧起好书吧，让知识的种子在我们幼小的心里发芽、
生根、开花、结果，让好书永远伴我们长大!

童年的读后感篇二

战争，一个充满血腥的词语，它就像一个随时有可能爆炸的
炸弹，隐藏在世界的某个角落，导火索一旦被点燃，血潮，
将涌满世界！而我，一名和平的使者，为了挽救更多的生灵
不被残杀，我要飞遍世界，解除这可炸弹的“警报”。我一
名美丽的天使。

如果我是一名天使，我要飞临第二次片战争的战场。在东方，
有一个奇迹，一个震惊中外的奇迹圆明园。大清帝国的皇帝
为了炫耀自己的实力，满足皇帝的虚荣心，汇集了天下无数
能工巧匠，共同构筑东方的“万园之园”。圆明园浓缩了世
界建筑艺术的精华，收藏了无数奇珍异宝。然而，1860年，



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置身于圆明园内，把园中能抢走的东西
抢个精光，不能抢走的东西砸个粉碎。为了销毁罪证，一把
大火又将这个曾经璀璨绝伦的明珠化为灰烬。我真想斥责那
些英法联军的统领者，他们的所作所为，焚毁了人类几千年
来独一无二的文明！

如果我是一名天使，我要飞临南京大屠杀的现场。在那里，
日本兵正在疯狂的杀戮，大肆的掠夺。对那里无辜的30多万
平民百姓和放下武器的士兵进行血腥的屠杀，他们用机枪扫
射，用刺刀刺杀，活埋……一切不可想象的残忍手段，都在
接连倒下的中国百姓身上上演。南京，这座几千年的文明古
城，在瞬间便成了人间地狱，这是中国近代文明史上最为黑
暗的一页！

如果我是一名天使，我要飞临美伊战场的上空。美国为了掠
夺伊拉克丰富的石油资源，千方百计地寻找理由，向伊拉克
宣战。那里的人民被迫流落他乡，妻离子散。我要去制止蛮
横的美国队，拯救这个在战火中呼号的国家伊拉克。

如果我是一名天使，我要制止战争，呼吁和平。然而，仅仅
只有我的一份微薄之力是远远不够的。呼吁和平的行动应该
是世界人民共同参与的！

历史的每一页都有血腥的场景，我不知道将来的历史长河会
不会殷红一片，人们啊，放下手中的屠刀，放飞心中的白鸽，
让世界多一片和平的净土！

童年的读后感篇三

读了高尔基的《童年》这本书，我受益匪浅。和高尔基的童
年相比，我们今天是多么幸福啊!

高尔基出生在一个木工家庭里。5岁时，父亲病故了，生活就
更加艰难了，他和妈妈住在外祖父家。由于家境贫寒，高尔



基上学只好穿母亲和外祖父的衣服。想到这儿，我不禁有点
惭愧。因为尽管我们有这么好的条件，我们却身在福中不知
福，经常挑三拣四。

捡破烂的钱成了高尔基的学费来源，但那些有钱人家的孩子
反而嘲笑他身上有“臭”味。我觉得不是高尔基身上有臭味，
而是那些有钱人家的孩子故意嘲笑高尔基，他们才显得
有“臭”味。高尔基把别人的嘲笑变成催促自己学习的动力。
他发奋学习、刻苦钻研，终于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受到老师
和同学们的喜爱和敬重。

我合上书，不禁思绪万千。这就是我的读后感 。

童年的读后感篇四

《童年》是苏联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的一本代表作，讲述
了主人公叫阿廖沙的小男孩从三岁到七岁在外祖父家生活的
点点滴滴，高尔基以阿廖沙悲惨的童年揭露了19世纪俄罗斯
底层市民生活以及思想的真实：庸俗，自私，无聊，无奈，
猜疑和无尽的穷苦，以及这段生活中稀有的亲情。

《童年》使我真实了解到那个时候俄罗斯中小市民的生活方
式及其精神特征，还有他们的卑鄙灵魂。

小说讲了一个三岁丧父的孩子，他由他的母亲带到了他从未
去过的外祖父家，外祖父是一个矮小干瘦，自私残忍，野蛮
粗暴的小染坊主；外祖母是一个活泼开朗，善良慈祥，亲切
体贴的女人；舅舅雅科夫和米哈伊尔同样自私自利甚至打死
了自己的妻子。外祖父很爱打孩子，有一次他竟把阿廖沙打
得失去知觉。

而全书的亮点是外祖母，她给予了阿廖沙温暖和希望，她是
他童年时代的精神支柱，她任劳任怨，还十分勇敢，敢在火
灾时冲进火海抱出一木桶硫酸盐；即使她在外祖父面前十分



软弱，但在外祖父打阿廖沙时，她却用尽全力保护他。

比起阿廖沙，我们这些家中的小皇帝，小公主们是不是该懂
事点呢？

童年的读后感篇五

暑假里，我因为偶然的机会遇见了阿廖沙，他是高尔基《童
年》里的小主人翁。这个四岁丧父寄住外祖父家的不幸的孩
子。他的童年生活与我的童年生活有着天壤之别。

阿廖沙外祖父卡什林乖戾吝啬、喜怒无常的。他的舅舅粗野
市侩、嫉妒残暴，这两个人注定了孤苦无依的阿廖沙每天都
过着胆战心惊的生活。

居人篱下的阿廖沙的童年会这么悲惨？妈妈告诉我，那是人
吃人的社会制度造成的，我们现在的社会，孩子就是宝。

“生活上的事我来操心，学习上的事你自己负责。”这是我
妈妈常对我说的一句话。好吃的尽往我碗里塞，衣服脏了小
了，洗了又买新。从会走路，扭扭车、滑板车、自行车，想
要什么就买什么。放假了，大包小包带着我去各地旅游，增
长见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更是宠得不得了，连骂都舍
不得骂一句，逢年过节做生日，红包更是鼓鼓的。以前，我
觉得这些很正常，想都不会想起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可是，读了《童年》，认识了阿廖沙之后，我觉得我的家人
对我真好！他们真的很爱我！有他们我的童年真的很幸福！

老师摸着我的头笑了：“幸福的小伙子，有谁不幸福呢？”
我看着班里的同学，是啊，还有谁不幸福呢？上学放学专车
接送，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上课，在绿草如茵的操场上踢足
球；有老师的谆谆教导，有朋友的殷切关怀。

读完《童年》，我更加珍惜我的生活，因为我的童年是幸福



的。

童年的读后感篇六

在阳光的照耀下，我读完了这本厚厚的《童年》，心里突然
有一种莫名的惭愧与懊悔，想到自己与高尔基生活得巨大悬
殊。

四岁丧父，跟随慈祥的外祖母来到了外祖父的家中。在这里，
他认识了许多东西，也看清了许多东西，他看清了自私自利、
贪得无厌、粗野的两位舅舅；朴实的朋友“小茨冈”；吝啬、
小气、贪婪、专横、残暴的外祖父；每一天都生活在残忍、
愚昧、亲人之间的勾心斗角跟争吵，从善良与邪恶之间，阿
廖沙懵懂的明白了一些道理。

与他相比起来，我们的童年是灿烂的，幸福的；没有痛苦与
斗争，一直无忧无虑地生活着。就从这一点上看来我们就与
阿廖沙已经有了天壤之别，我们拥有了许多，但是我们还是
不知足，只想奢求人世间更好，更多想要的东西。

是啊，我们经常对父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只用顾着让父
母为自己遮风挡雨，从不用自己独自在“人间”闯荡。现在，
我们应该悔过曾经的奢望，应该不再浪费任何东西，学会珍
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便足够了。

从现在考试，我们要自立起来，遇到困难时别只想着这样退
缩，逃避或走捷径，应该对自己有信心，人生中总有事或有
人会令你痛苦甚至绝望，但我们应该要像一下作者是怎么样
坚持的。这样，你就可以再痛苦中寻找快乐，在绝望中寻找
希望。是的，黑暗过去，黎明的曙光总会到来，只要你仍然
保持对任何事物都有不灭的信心，懂得珍惜拥有的一切，这
么你的光明一定会到来，因为你懂得珍惜。



童年的读后感篇七

我读过一本书，叫做《童年》，童年讲述的是一个孩子童年
的时光。童年经过的是各种各样的经历。在童年时候，有过
好多胆颤心惊的事。

也许你的童年难忘的是缤纷多彩的美景，也许你的童年难忘
的是融洽相处的朋友，也许你的童年有着不为人知，与众不
同的一个个秘密，他们都值得你去细细品味，深深回忆。而
我的童年难忘的则是一本书，一本引我走向知识的海洋的少
儿经典科普读物。童年告诉我们，童年时光是最无私的。尽
管他们的事业不同，所处的时代和国家也不同。但是在他们
的生活中，童年中，他们在肉体和精神上经历了人生的种种
磨难。却为创造不朽的杰作贡献了毕生的精力。童年的生活
是丰富多彩的，总会有险阻的，童年的生活是快乐的，但是
生活中也充满了贫困，孤独和辛劳。但他们并没有退缩，我
认为英雄的伟大不在于他的体魄，而在于它的心灵和品格。
我认为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够使人不抱幻想。直面人生，
唯有与苦难的搏斗，才能够使人经受残酷的命运。因此伟人
们的生涯往往就是长期的受难，他们的身心遭受悲惨命运的
折磨，然而正是忧患造就了他们的伟大。

如果说我的童年是一杯茶，那这本书就是茶的清香，如果说
我的童年是一盘棋局，那这本书就是那个至关重要的棋子，
如果说我的童年是一张蜘蛛网，那这本书就是网的中心点。
童年已成细雾，成淡淡的影子，可这本书，会被牢牢的锁在
我记忆的深处。

人生最难忘的就是在童年，童年是最纯洁的，童年是光明的，
童年是有意义的。我们一定要珍惜我们的童年。读完这本书，
才知道童年是最真实的，没有心机的。我真的被童年所深深
的吸引了，好像就快融到那一片童年的草坪上，尽情的歌唱，
没有任何烦恼。去享受童年的快乐与幸福。



现在细想起来，童年就像一本打开的书，在这本书里，你会
读到因满足了愿望而开心，也会读到遇到不平而气愤，还会
读到因受了委屈而伤心。你会读的兴高采烈，也会读的神色
黯淡。你会因读到精彩处而大声叫好，也会因读到惊险处而
大惊失色。而现在，童年正在离开我，书的纸张也因此而渐
渐变黄。被功课这座山压得直不起腰的我们，只能够在梦里，
慢慢的、慢慢的咀嚼这书里的文字。

最后，好好把握你的童年吧，别让这本书留下空白，留下遗
迹。

童年的读后感篇八

童年对于我来说是美且充满无限乐趣的。每当记忆的闸门打
开，一个又一个场景跳跃着显现出来，我总是会忍不住笑出
声来。不是每个人都有一个美好的童年，但是每个人的童年
都是难忘的。

高尔基的童年是悲惨的、痛苦。正是这些艰难的经历磨练了
他超与常人的毅力，最终成为伟大的文学家，成为一个让人
尊重的人。他的自传体小说《童年》以高超的技艺，反映了
当时俄国小市民阶层的庸俗、自私，同时揭露了沙皇专制的
黑暗与罪恶。

小说主人公阿廖沙，是一个心地善良，刻苦耐劳的孩子。他
三岁时丧父，无奈母亲带着他住到了外祖父家，外祖父开了
一家染坊。他脾气暴躁，贪婪，自私。他经常凶狠地毒打外
祖母与孩子们，有次竟把阿廖沙打得失去知觉，生了一场大
病。他爱财如命，暗地里放高利*，秘密接受典当，甚至怂恿
工人们到市场上偷窃。

阿廖沙的两个舅舅自私，阴险，总会因为争夺家产而争吵不
休，以至于毒打，折磨死了舅妈。



阿廖沙在一个令人窒息的，痛苦的环境里艰难地生活着。母
亲的再婚，让他孤单又孤僻，对生活失去信心。

生活总会有光明的，而给与阿廖沙阳光的人是外祖母。外祖
母是一位善良，乐观，心里充满了爱的慈祥老人，她无私的
爱丰富了阿廖沙的心灵。阿廖沙在外祖母爱的哺育下，变的
爱憎分明，敢爱敢恨。生活的苦难并没让阿廖沙退缩，他相
信所有苦难终将过去，迎来的将会是一片光明。

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丰富的时代，大多都是独生子女，享受
着祖辈与父辈绵绵不断的爱，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惬意
生活。我们终将长大，这种溺爱会让我们像温室的花儿，无
法经历暴风雨的洗礼。

《童年》给了我深深的启示，生活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有磨
砺的人生才会让人坚强、勇敢与自信。成长的路上我会带着
这些金玉良言，披风斩棘，像海燕一样在暴风雨中飞翔，永
不言弃。

童年的读后感篇九

阿廖沙在幼年时，父亲就永远地离开了他，不得不使他感到
孤独寂寞，也不得不让人产生怜悯之情。幸好阿廖沙的外祖
母非常疼爱他并且经常讲述优美故事来使他受到熏陶。可同
时，他也亲眼目睹了两个舅舅为夺得家产争吵打架，明争暗
斗以及在生活琐事上表现出来的自私、贪婪。这种现实生活
中存在的善与恶、爱与恨早已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印迹！

当我读到这样一段话的时候，深有感触：“我们的生活是令
人惊奇的，这不仅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这层充满种。种畜生
般的坏事的土壤是如此富饶和肥沃，而且还因为从这层土壤
里仍然胜利地生长出鲜明，健康，富有创造性的东西，生长
着善良的人所固有的善良，这些东西唤起我们一种难以摧毁
的希望，希望光明的，人道的生活终将苏生。”它是想要告



诉我们新的一代是如何坚忍不拔地顽强生长，并且对美好的
生活充满向往，把在沉睡的民众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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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么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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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当然，除此之外，我
们的生活中也很少有家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为争夺财产而打
架斗殴之类贪婪、凶狠的事情。更不会发生残忍的把某个无
辜的人无端地折磨致死这类想都没想过的“恐怖事件“！

但拥有着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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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多天真啊。的确，我们不用像阿廖沙那样只十一岁
就到“人间”独自闯荡。但读过《童年》之后，我们应该悔
过自己曾经的奢侈，我们应该不再浪费，我们应该学会珍惜。

繁花落尽，败叶随舞，想起了那段最无暇的时光——与雪人
相伴，与蝴蝶共舞，童年是多么的快乐！如流星一般，转瞬
即逝，一去不返，只留下那美好的回忆！

童年的读后感篇十

《童年》是讲述阿廖沙个人成长和生活经历的自传小说，也
是反映广阔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小说，对于我们来说，我们
的童年浸泡在甜蜜中，没有战乱，没有纠纷，只有爱的阳光
的温暖，只有亲情的雨露的滋润。童年，是美好的，最值得
回忆的时光，可对高尔基来说呢？寒假里，我细读了高尔基的
《童年》，心久久不能平静。

细读《童年》，犹如走进一个书卷里镌刻的黑暗社会，聆听
一次社会底层老百姓的诉苦，它虽然没有大部小说的气势雄
伟，却给我带来了更多的感慨与震憾。



故事如潺潺流水，流啊流，也流经了许多美好善良的人物：
外祖母冒死救火，给阿廖沙讲奇幻的童话故事；正直本分的
老匠人；用自己手臂夫阿廖沙挡住皮鞭的“小茨冈”；爱好
科学的房客“好事情”——他们的可贵之处是他们处于黑暗
中，依然出淤泥而不染，让人在一片混沌中嗅到芬芳！

然而，与阿廖沙相比，我们是多么脆弱。也许，这些磨难对
于现在同龄人来说，不会发生也没有一个人做得到，但是，
万一发生了，我们是不是也应向阿廖沙这样勇敢地面对呢？
幼小的阿廖沙以他的顽强的毅力和坚定的信念，以他分明的
善恶和强烈的同情心，克服了各种困难，追求自己的理想，
他是一个“大写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