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阅读童年读后感(通用5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
的读后感文章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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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童年读后感篇一

读了高尔基童年这本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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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妈
妈就住在外祖父家里。由于家境贫寒，高尔基上学只能穿母
亲的皮鞋，外祖母的外套，黄色的外套和长腿裤子，这样一
套五颜六色的不协调的装束，引起同学们的嘲笑。有的同学
还给他起了外号。和高尔基相比，我们穿的全是高档衣服和
崭新的校服。想到这，我不禁有些惭愧。因为尽管有那么好
的条件，我们却生在福中不知福，常常挑三拣四，有的衣服
穿的次数多了就不愿再穿了。

我合书沉思，不仅思绪万千!

阅读童年读后感篇二

花开在眼前——《激荡三十年》读后感2000字：

推荐语：本书带你回顾1978年—2008年中国经济的惊险一跃。
作者没有用传统历史书的方式来写作这部作品，他说不想用
冰冷的数字或模型淹没人们在历史创造中的激情、喜悦、呐
喊和悲愤，激荡三十年是会令每一个了解她的人心潮澎湃的
三十年。



在秋日的北京，吴晓波坐在星巴克里，看人来人往，夕阳西
下，他抬头看见秋日猛烈地打在街对面的一座钟楼上，灵感
一动，向服务员讨来一支笔和一张纸，写下了《花开在眼前》
的歌词。

有人说这是一首情歌，这也是第一财经于2008年推出的纪录片
《激荡三十年》的片尾曲。作者说“从1978-2008这三十年的
辉煌，对于沉默了百年的中华民族，它承载了太多人的光荣
与梦想，它是一代人共同成长的全部记忆。”

作者不是学历史的，也不是学经济的，他毕业于复旦大学新
闻系，在国外做访问学者期间，因为要做一个关于中国公司
成长之路的课题，从而产生了：要为中国当代企业史留下一
些东西的想法，要完成一次跨度长达30年的宏大叙事的挑战。
他在书中写到：“历史本来就应该是对人自身的描述，司马
迁的《史记》在这方面是最好的借鉴，它应该是可以触摸的，
是可以被感知的，它充满了血肉、运动和偶然。我想多写一
点人的命运，我真的找到了一些很有趣的例子。”

改革开放伊始，我正值孩提时代，对于那个时代所发生的很
多事情并没太多感触，仅有的认识或来自父辈、兄长的描述；
要么学习历史政治课本；要么观看新闻联播的30秒报道。这本
《激荡三十年》没有用传统的教科书或历史书的方式来写，
在翻看时，真想跟着作者的笔触穿越到那个时代去，去看那
时商场上的刀光剑影，去见证那些企业的兴衰，去感同身受
那些出身草莽、甚至野蛮、性格乖张，却又无比坚韧而又勇
于博取的企业家们浮浮沉沉的人生。

春天花儿都开了，大家都想出去走走看看，“不负春光，不
负卿”。但20世纪80年代的春天并不浪漫，国家像个大保姆，
用猪肉票、油票、粮票细心地照顾着人们的衣食住行。在故
宫的中国游人不看国宝，不看大殿，久久围观外国游客。那
时流行玩一种新玩具---魔方：路上，到处可见绞尽脑汁的人
们，看谁能在最短的时间，把六个面调成相同的颜色。作者



说那时中国的经济也很像是这个魔方：出路明明是有的，但
是，现实就是有点乱，让人理不出一个头绪。

1984年，我的家发生了一件天大的喜事儿：我的哥哥考上了
大学，1978年刚刚恢复高考。好像当时所有我认识和不认识
的人都来家里来向父母祝贺。那是掩藏了太久的渴望，压抑
了太久的梦想，知识被重新赋予了足够的尊严与价值。1984
年，也是一个骚动而热烈的年份，在中国企业史上，日后很
多驰骋一时的公司均诞生在这一年，风云一时的人物也在这
一年开始了他们的商业生涯。后来，人们将1984年称为“中
国现代公司的元年”。1、邓小平第一次南下抵达深圳，写下了
“珠海经济特区好”；2、深圳的王石从倒卖玉米到倒卖批文
和外汇指标，开始自己的原始积累；3、北京的中关村出现繁
荣景象，柳传志和他的团队开始思考“人类没有了联想，世
界将会怎样”；4、青岛的张瑞敏一口气砸掉76台有问题的冰
箱，这一砸成就了海尔以“高质量和高服务”取胜的传奇，
也开始了第一代企业家的自我蜕变：质量意识的觉醒。

1995年马爸爸开始了创业，那时马爸爸还不叫马爸爸，他被
叫作“到处推销中国黄页的骗子”，现在我们才知道这是多
么伟大的开端，终于轮到老外来围观了，他们围观中国大妈
在菜市场用微信、支付宝买菜。1997年，香港回归，我上了
大学，同学们开疯狂地学起c语言编程。历史也很有意思，在
这年进入了一个“互联网元年”，丁磊、张朝阳掀起互联网
狂潮的起点，这年任正非为华为搞出了《基本法》，这一原
则让华为变成了一家前程远大的中国公司。

企业家们在历史的滚滚年轮中创造着不可复制的一页。2008
年，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年份，大家期待在不遥远的将来：
在世界商业史上，“中国企业”能与“美国企业”“日本企
业”一样成为世界级的公司。2008年，我也迎接了儿子的到
来，开始一轮新的生活。



阅读童年读后感篇三

〔“我们可能走太远了，以致于忘记了当初之所以出发的目
的。”我们也许真的应该在30年的门槛上重温当年出发的目
的：这个国家要实现复兴，这个民族要摆脱贫困，这块土地
要重回全球化的怀抱，这里的每一个人要享受平等、民主的
普世权利。

所谓的沧海桑田，仅仅三十年，就让这一代中国人都看到了。

对于这个时代，我们有种与生俱来的乡愁，在这里深埋着很
多人的过去，当我们一步步地远离一个时代的时候，才越来
越清楚地感觉到它的存在。

也许在很多年后回望，人们会说，这激荡的三十年是一个多
么世俗的年代，人人以物质追求为目标，道德底线被轻易穿
越，心灵焦虑无处不在，身份认同时时颠覆。不过，更多的
人也许会辩护说，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正是这一段携手走过的
从前，这份经历，包罗万象，有汗水泪水血水，有蜜汁苦水
狼奶。它催生了一个时代的伟岸和壮观，也同样滋养了世故、
丑陋和空虚。我们遭遇的是一个空前复杂而大半面目未清的
时代。急速变化的世界，茫然若失的个人命运，传统与现代，
个人与群体、不同利益集团的冲撞和考问，这是三十年的成
长底色；“一年改变不如想象，五年改变难以想象，十年改
变不敢想象。”，这是三十年的演变惊叹。在这段创世纪般
的大历史里，我们中的每一个人从来都不是观光客，伟大的
梦想将继续从茫茫无边的草根中轰然诞生，那种追求世俗的
本身，也具有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浪漫主义的诗意。

在通往未来的道路上，这个正在生成中的、崭新的世界，一
定还藏着我们未尚知晓的答案，也许最好的尚未来临，也许
在繁荣生成的时候，腐烂已经开始。

这是吴晓波《激荡三十年》的结尾语的摘要组合！吴的书一



如既往的精彩，这本书真的是激荡人心！忍不住给五颗星！
由于我本人这段时间也被他所说的那种大时代中小人物情绪
困扰，明明深切的喜爱此书，纵有万种思绪，也有被懒惰和
不平静的心神扼制而不想写一个字的心态！犹如失落堕入地
壳底部的灵魂而不能被普照的霞彩之绳揽出。人生也就只有
三个三十年吧？！第一个三十年，古人的“而立之年”之说，
仍有不能避开的参考坐标之意义，三十岁也是当今社会的青
年真正成为社会人的年龄节点，真正经验包括过往与当下的
世事的开始。展望明天，我们大概率仍有充足的时光，感悟
过去，我们确乎已经有了部分的资历。三十岁，可以调整或
坚定自己的步伐了吧？或惊涛拍岸大浪淘沙而去，或涓涓细
流微风水皱而走，如何权衡，称在心间，全屏自己！

最后郑重推荐，对政治经济思潮世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拿
起吴晓波的这几本以他自己的广博而隽秀、浓郁而超然的情
怀谱写出的经济史，一同走一段不平凡的心路历程！

阅读童年读后感篇四

在暑假期间，我读了一本书，叫做《傅雷家书》，这本书让
我印象深刻。

傅雷是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文艺评论家，他是一个博学，
睿智，正直的学者，极富个性的人。

父亲傅雷对当今中外的文学、音乐、绘画、涉猎广泛，研究
精深，个人的文化修养极高。而他培养的对象又是从小接受
良好的家庭教育，终于成长为国际大师的儿子傅聪。他深刻
懂得，艺术即使是像钢琴演奏也需要严格的技术因素，但绝
不是“手艺”，而是全身心、全人格的体现。

读了《傅雷家书》之后，真为傅雷先生对人生的如此认真和
对子女的如此关爱而感动万分。家书中大到事业人生艺术，
小到吃饭穿衣花钱，事无巨细，无不关怀备至。为人父母的



可以从中学习到教育子女的方法，学艺术的特别是学钢琴的
可以从中学习提高技艺的方法，对解放初期至文革这段历史
感兴趣的朋友也能从傅雷这位当事人的描述中得到一些了解。
傅雷的爱子教子精神深深打动了我。

傅雷在书信中善于剖析自己，在子女面前承认错误，从自身
的经历中给出经验和教训。所以，我想读傅雷家书我们读到
的应该就是傅雷自己吧。傅雷在子女的教育上也是因材施教
的，在对傅聪音乐上的教育上，原先是强调技巧、而后反复
要他能真正领悟作品本身。高尚的父母培养出成功的儿女。
傅雷夫妇培养的两个孩子，都很有成就。

读了这本书，让我更多的了解与理解父母。让我知道了子女
要多和父母沟通，相互了解。

精选阅读

阅读童年读后感篇五

从小就听大人们唠叨：”你们这一代真是生活在蜜罐里“，
我一百个不服气，谁小时候不是丰衣足食、无忧无虑呢?直到
读了《童年》这本书，我的想法才有了巨大的改变。

《童年》是高尔基先生”人生三部曲“的第一部。书中讲了
高尔基先生幼年丧父，在外祖父家度过童年，他得到外祖母
的疼爱、呵护，外祖母讲述的优美童话故事也深深感染和熏
陶了他，同时目睹了两个舅舅的自私、贪婪，这些生活中的
善与恶、爱与恨，影响了他幼小的心灵，给他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

高尔基先生小时候的生活艰苦，他的自强不息让我深受感动。
他上学时，穿着妈妈的旧皮鞋、外婆的旧衣服改制的外套，
同学们嘲笑他像囚犯，叫他”方块“。晚上他睡在窗户和灶
炕之间的一块小木板上，露在外面的脚常常被蟑螂咬伤。可



是小高尔基先生从不为生活贫困自暴自弃，每逢节假日就拿
着布袋穿街走巷捡破烂，用换来的钱给妈妈治病，想想我们
现在的生活，可以说要什么有什么，从来不为衣食住行而操
心，反而常常因不满心意而闹情绪，有时还不能体谅妈妈工
作的辛苦，把许多力所能及的事情交给妈妈去做，高尔基先
生渴求知识、热爱读书的品质我更比不上了，我虽然也酷爱
读书，但为了多看场球赛，也会毫不客气地挤掉读书时间，
想想真是惭愧啊!

虽然时代不同了，生活水平也有很大提高，但高尔基先生面
对困境不屈不挠的精神，依然激励着我们努力学习科学知识，
磨练坚强的意志，向自己的理想勇敢冲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