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尔基读后感 高尔基童年读后感(实用8
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
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高尔基读后感篇一

最近，我读了高尔基的著作《童年》，书中形象地描绘了主
人公阿廖沙悲惨的童年。阿廖沙父母双亡，而外祖父脾气十
分暴躁，只有外祖母疼爱他了，外祖父不太喜欢他，两个舅
舅更是讨厌他。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他却走过来了。其
实，阿廖沙的原型就是高尔基本人，高尔基借阿廖沙这个人
物来描述自己的童年。这令我深深地体会到了当时那个年代
的人的丑陋面目。高尔基的童年跟我们现在比起来，实在是
太悲惨了!

所以，我们更要珍惜如今美满、幸福的生活。我们要抓住童
年的尾巴，努力学习，千万别身在福中不知福。这样优秀的
学习环境，这样美好的童年生活，我们再不好好学习，那就
太对不起父母了。

如今，眼看童年就要走了，迎来的是充满活力的少年，让我
们珍惜童年的最后一刻，稍不留神，童年就会离我们远去，
抓住童年最后的时光，留下我们对童年最美好的.印象吧!

高尔基读后感篇二

童年，每一个人都经历过，童年时美妙的，童年是幸福的，
童年是快乐的，童年是值得回忆的'……而高尔基的童年却是
那样的恐怖、悲惨，令人不敢去想。它向我们艺术地展示了
阿廖莎在黑暗社会追求光明的奋斗历程，反衬出十九世纪七



十到八十年代的俄国社会风貌。

时代在不断进步，但人们却越发变得懦弱了，遇到困难就要
退缩、逃避，或者走捷径。屠格涅夫说过：“想要得到幸福，
你就要学会吃得起苦。美好的生活必须有所付出，才会长久，
有所争取，才会得到！”

高尔基是我一生学习的榜样！

高尔基读后感篇三

每个人都会拥有自己的童年，童年对于我来说是无忧无虑，
天真快乐的。但没人对自己的感觉都有不同的感受，有些是
快乐的，而有些则是伤心的，甚至绝望的。

寒假里我读了苏联作家高尔基的著作《童年》，是高尔基自
传体小说三部曲的第一部，这本书使我感触波深。

《童年》最后的结局是阿廖沙的母亲改嫁并于几年后肺结核
去世，外祖父破产，而阿廖沙却在艰苦的生活中悟出了许多
事物的道理，走向了人间。

书中的很多地方都在打动着我，但阿廖沙却是最打动我的。
阿廖沙，他生活在黑暗的环境中，会受辱会被打，总是怀着
一颗不安的心。我想许多人都不能忍受这样的生活，然而阿
廖沙挺了过来，甚至到随后阿廖沙对生活保持勇气和信心，
并逐渐成长为一个坚强，勇敢，正直和充满爱心的人。

相比而言，我的生活简直幸福多了。但谁也不能预知未来，
未来也会出现种种困难，不过怀着一颗勇敢，充满对生活热
爱的心总会克服。因为，再不幸的生活中也会有万幸。毕竟，
阿廖沙的万幸就是他的外婆以及生活对他的考验。



高尔基读后感篇四

《童年》展示了主人公阿廖沙悲惨的童年。在黑暗而狭窄的
房子里，年幼的阿廖沙与他全家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将父亲
的遗体移入坟墓。在这悲哀的气氛里，天真可爱的阿廖沙希
望慈祥的外祖母可以把他带到一个完美的世界中。外祖母 阿
库林娜· 伊凡诺芙娜虽然没有将他领到理想的环境，但她的
慈祥、关怀，给了高尔基许多美好的启示与自信。

从一个片段“老太婆因阿廖沙看书费蜡烛而用松枝抽他，阿
廖沙身上扎了四十二跟刺”，我感受到阿廖沙非常爱读书，
他求知若渴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而老太婆的残暴、吝啬，
让我珍惜今天我们的幸福生活。我们现在看书根本不成问题，
有些同学还不爱看书，真是让人可惜。我们的生活条件比阿
廖沙强得多，我们应当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长大了为祖国
在世界上打拼！

我现在不如阿廖沙的地方是不能自立。我不会洗衣服，不会
做饭。我不能继续这样，我要像阿廖沙一样，自己做自己力
所能及的事，锻炼自己。

《童年》给了我启发，也给了我一些做人的道理。这是一本
好书。

家长评语：文章朴实一些会比自以为是的特殊句式和词语更
美更容易理解！用朴实无华的词汇表达好思想后，才取用更
多的修饰美化文章。

高尔基读后感篇五

细细地品读完一本名著后，相信你一定有很多值得分享的收
获，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千万不能认为读后
感随便应付就可以，下面是小编为你们精心整理好的高尔基



《童年》读后感，希望能给你们带来实质性的帮助。

最近，妈妈给我买了一本高尔基写的《童年》，我看了几页
就爱不释手，被书中的故事深深吸引住了。

高尔基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病死了，生活很艰难。他和妈
妈住在外祖父家。由于家境贫寒，高尔基为了上学而捡破烂
赚学费，高尔基只好穿着母亲和外祖父的衣服去上学。这让
他在学校里的处境不好受，他被有钱人家的孩子嘲笑为“捡
破烂的”、“臭要饭的”，还向老师告状说他身上有垃圾味
儿。为此高尔基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但是高尔基没有被这些
困难所吓倒，反而把困难化为学习的动力，取得优异的成绩，
受到了学校的奖励和老师的喜爱。

读完《童年》，高尔基童年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让我思
绪万千。与高尔基相比，我的童年是多么幸福啊！我们在父
母的爱里成长，不愁吃，不愁穿，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
口”的生活，父母从来不需要我去干活。双休日或节假日，
爸爸妈妈还常带我出去游山玩水，融入自然，尽情享受大自
然的沐浴。到学校上学全免费，老师又像妈妈一样关心着我
们。学习上有困难时，老师和爸爸妈妈都会不厌其烦地辅导
我，直到我弄懂为止。再看看自己，平时学习上不够努力，
做事总是拖拖拉拉，不求上进，想想真是的，自己有什么理
由不好好学习呢？所以我要下决心珍惜时光，努力学习，以
优异的成绩来回报父母和老师。

童年这本书的作者是高尔基，原名阿列克赛。马克西莫奇。
彼什科夫。他是苏联作家，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导师。

《童年》这本书经过主人公阿列克赛天真的眼光，表现了当
时沙皇统治下俄国老百姓野蛮愚昧、污秽、令人窒息的黑暗
生活，以及年轻一代反抗暴政和奴役，追求自由和光明的苦
难历程。



《童年》开始于高尔基童年时的一天，他大病初愈，看护他
的父亲却不幸染病身亡，高尔基跟随母亲投奔外祖母家，从
此开始了寄人篱下的屈辱生活。高尔基的外祖父是当地染坊
行会的头儿，母亲带他回去的时候，两个舅舅正在为争夺家
产闹得不可开交，舅舅的凶残自私，外公的悭吝贪婪让高尔
基目睹了人世间的残酷与丑陋，幼小的心灵所以深受打击而
震撼不已。仅有和蔼可亲的外祖母是他苦难童年唯一的守护
神，对高尔基体贴疼爱，给他讲述娓娓动听的童年故事。高
尔基从中汲取生活的养料，并将真、善、美的种子悄悄埋在
了他的内心世界里。高尔基上了一段时间的学后，他的母亲
也不幸去世了，这时外祖父家已日渐衰落，越老越吝啬的外
祖父便不肯再抚养高尔基，于是把他赶到人间，让高尔基自
谋生路，使他尝遍了人间的辛酸。

高尔基的成功与书分不开，他使我懂得要从书中汲取营养，
汲取精华，汲取做人的美德和信念。仅有读书才能使人改变，
让我真正明白了“书籍是人类提高的阶梯”这句话的真正含
义。

每个人都有自身的童年，而高尔基的童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
记忆。

《童年》是高尔基三部自传体小说的第一部，讲述了阿廖沙
的成长故事，记叙了主人公成长、生活的历程，以一个孩子
的独特视角来审视整个社会及人生，描述那令人窒息的、充
满可怕景象的狭小天地。

看完书，一个从苦难中长大的孩子浮此刻我眼前。外祖父视
财如命，主人公因为犯错而经常被痛打；两个舅舅为了分家
而争吵，经常打架，这一切给阿廖留下了心灵的阴影。

比较阿廖沙，我们的童年要好多了，有爸妈疼，不用为了生
存而去努力，而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而阿廖沙呢，
仅有冷落和欺辱。可是他坚强地活了下去，不屈服地生存了



下去，最终成为一代大文豪。

从小娇生惯养的我们，将来会有出息么？看完后，我有了这
么一个问题。我们就像圈养的动物，爪子磨平了，意志也
被“太阳”烤软，哪里还懂得拼搏？我们还能独自生存在这
钢筋水泥浇筑的森林里吗？肯定是不能的，只会成为街头的
乞丐罢了。而阿廖沙呢，他独自一人踏上社会，但却熬过来
了，因为他有拼搏的精神，有坚强的信仰。

此刻，我们是不是应当放弃依靠，尝试自身独立呢？我们是
不是应当放弃软弱，向困难说一个“不”呢？我们是不是应
当放弃他人给的一切，去尝试开拓出自身的一片天呢？同学
们，让我们一齐成为一个独立坚强的人吧。

时代在提高，我们不能够退步，完美的生活必须有所付出，
才会长久，有所争取，才会得到。

坚强是什么？坚强是摔倒了，皮破了，再爬起来；是夜晚一
个人在家的坚强……在高尔基眼中，坚强是在被鞭子抽打时，
不屈的勇气。

其中，我最喜欢阿廖沙和那三位“少爷”的关系。一开始，
他们一起玩游戏，可后来，他们似乎找到了倾诉的对象，互
相抱怨自己对生活的不满……在他们的对话中，我明白了当
时生活的不易和当时社会的黑暗。

高尔基的童年如此艰苦，但他却十分坚强。和他比起来，我
童年时的困难又算什么呢？遇见不会的数学题，家长来想；
在漆黑的夜晚，不敢一个人睡，家长来陪……而高尔基呢？
每天都有人打他，欺负他，骂他，可他并没有自暴自弃，而
是坚强地走下去，最终获得了成功。

困境是人生最好的导师。在这本书里，主人公阿廖沙就受这位
“导师”的引导下用坚强的脚步走下去。在生活中，我们也



理应像阿廖沙一样，不论遇到了多大的困难，也要坚强地走
完成长的道路。

《童年》是高尔基根据自己童年的经历写成的自传体小说。
它揭示了俄罗斯沙漠的黑暗、残酷和不人道的生活。高尔基
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饱受着精神上和身体上的折磨
和屈辱。但高尔基并没有对生活失去信心，而是坚强地来到
这里。

高尔基原名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比什科夫，他的副名
是阿列克谢亚。他年轻时失去了父亲。他和他的母亲和祖母
来到了他祖父的家。与其说它是一个家，不如说它是人间地
狱。我的祖父负责管家的一切。他脾气很坏，视金钱如命。
主人公阿丽莎经常因为犯错误而挨打。这两个叔叔经常为了
各自的财产而吵架打架。家里的女人没有地位，可以被丈夫
责骂和发泄。这一切给阿莱沙年轻的心灵留下了阴影。从那
以后，阿丽莎离开了祖父的家，独自踏上了社会的征途。他
参加过许多地方的战斗，在战斗中受了许多屈辱，但他活了
下来。这应该是因为他总是依靠自己坚强的精神和不向困难
屈服的信念。

时代在进步，但人们变得越来越懦弱。当他们遇到困难时，
他们想退缩、逃避或走捷径。屠格涅夫说过：“要得到幸福，
首先要学会吃苦。”

这本书主要讲述了阿廖沙在三岁时就是去了父亲，由母亲和
外祖母带到了外祖父家，在那里，外祖父的残暴，舅舅们的
无情，继父的恶毒……都对阿廖沙的心灵带来了严重的伤害，
最终在阿廖沙十一岁那年，母亲去世了，外祖父也破产了他
便走上社会，独立谋生。

读者作者高尔基的悲惨的童年生活，不禁想起了自我的童年：
有爸爸妈妈的疼爱，与玩伴的欢笑声，那百玩不厌的游
戏……都让我无比怀念，虽然高尔基没有幸福的生活，但他



又外祖母的疼爱和关切，让高尔基坚强，不屈服与困难的精
神与信念。外祖母勤劳，善良，他是全家的精神支柱，常常
给给阿廖沙将好听的故事，也潜移默化的叫他做一个不向丑
恶现象屈膝的人。

高尔基用他的童年告诉了我们一个真理：在阴冷黑暗的地方
我们不必害怕，或许我们再跌倒的地方站起来，努力摸索着，
终会从这条阴冷的小巷走到光明的大道！

高尔基读后感篇六

阿廖沙所处的那个时代，与现在相比，实在是困苦。

然而，他

篇三：高尔基的童年读后感 我阅读了《高尔基的童年》这篇
文章，被文中高尔基那种专心致志、忘我的读书精神深深地
打动了。

在逆境中勇往直前

——读高尔基《童年》有感

大多数孩子的童年生活是绚丽多彩的,他们的记忆中，有数不
尽的美食和玩具，有父母师长的呵护关爱，有天真无邪的友
谊，童年就是一段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但并非每个人都有
这样幸福的童年，前苏联著名作家高尔基就没有如此幸运。

高尔基著名的自传体小说《童年》为我们讲述了一位孤独少
年阿廖沙的成长故事。小主人公阿廖沙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
父亲，随母亲寄住在外祖父家中，他的童年在一个令人窒息、
充满可怕景象的狭小天地中度过。然而生活的困苦并没有使
他退却，他坚信黑暗终将过去，未来将会一片光明。他勤于



学习，刻苦耐劳，严峻的生活使阿廖沙锻炼成长为一个意志
刚强、有理想有作为的人。

在生活中，多数的人面对苦难和挫折会选择望而止步，高尔
基却告诉我们，只有勇往直前才会品尝到成功的喜悦。司马
迁戴罪忍辱写出了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鸿
篇巨著《史记》；
明代著名的医学家李时珍，曾三次考举人，三次失败，后来
立志学医，终于写成了流传千古的《本草纲目》；

从小举止迟钝、被人嘲讽为“干什么都不会有作为”的笨学
生爱因斯坦凭着“勤奋、正确的方法和少说空话”这三件法
宝，最终成为世界公认的科学巨人?? 再看看我们身边，也有
着许多勇敢、坚毅的少年，如省吃俭用捡废品为爸爸买西装
的朱恩汉、尽心尽力照顾养父和奶奶的薛馥华、几年如一日
帮助妈妈送牛奶的王延俊，他们有的生活在单亲家庭，有的
家里极度贫困，有的亲人身患重病，但尽管生活在恶劣的环
境之中，他们的心中却从未放弃过希望，顽强地与命运抗争，
同时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回报亲人、回报社会。

和他们相比，我不禁感到有些羞愧。我们拥有优越的生活学
习环境，但却缺少在逆境中勇往直前、迎难而上的精神，稍
有不如意就怨天尤人，遇到困难就轻言放弃。高尔基用自己
的故事让我明白：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我们无法选择逆境
与顺境，但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态度，不应埋怨命运的坎坷
多舛，也不要叹恨生活的无情磨练，逆境中的人更能正视自
我，更能挖掘自己的勇气和巨大潜力，只要心中充满希望，
奋勇拼搏，最终一定能走向成功的彼岸。

高尔基的童年读后感

年》后，对"粗心乃失败的根源，认真是成功之秘诀"这句话
更坚信不疑了。



我阅读了《高尔基的童年》后，对“认真是成功之秘诀”这
句话更坚信不疑了。

当我阅读完《高尔基的童年》这篇佳作后，被文中高尔基那
种读书忘我的境界所感动。

我一个字一个字地细细品味，仿佛自己就在和高尔基一起读
书。他读得那么专心，那么投入，把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抛
之脑后。读到这里，我不禁回想起我以前读书时的情景。

每当得到一本新书时，我便如鱼得水，总会找个安静舒适的
地方阅读。我虽然爱看书，可是我总是只对那精彩有趣的故
事情节感兴趣，其它的都略看，我对人物内心从不思索，更
别说什么文章内涵、主题、中心、写作方法了。虽然书看得
多，但多数是走马观花，囫囵吞枣，所以受益尚浅。我想高
尔基能成为大文豪，一定和他求知若渴的读书态度息息相关
吧！同时，高尔基读书认真的态度，也教会了我做事需要认
真仔细的道理。

粗心乃是通往失败的捷径，细心才是通往成功的密道，我是
深有感触啊！记得这次数学考试中，有一道应用题，平时老
师千叮咛万嘱咐的，我也记得要用什么方法的，可是到了考
卷上我竟然给忘了，就是忘了关键的一步。当老师给我说的
时候，那种心情，真是难以形容。那道题明明就很简单，我
却全错了。这不是我不会，是我粗心！唉，粗心总在我身边，
招之即来，挥之不去，我有时候真怀疑它是不是赖上我了。

可这次我看了《高尔基的童年》后，我终于悟出了，粗心不
是与我相伴，不是与我结交，我能甩掉它；
而甩掉它的唯一办法，就是与它为敌，与细心、认真交朋友。
只有甩了它，才能通往成功之路。

今天，我细细品读了《高尔基的童年》，明天，我便要与细
心、认真交朋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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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读后感篇七

在这个国庆假期里我读了著名前苏联俄罗斯作家高尔基写的
三部自传体小说之一《童年》。

高尔基(1868-1936)是前苏联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列宁称他
是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童年》是高尔基自传体
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的第一部，
约19万字左右，是以作者自身童年经历为素材的一部小说。
这部小说描写了高尔基童年时代的生活经历，反映了主人公
在父亲去世以后，随母亲寄住在外祖父家中度过的岁月。

高尔基的父亲在他很小时就去世了，他在外祖父家：尼日尼
一诺弗哥罗德城饱受欺辱。他有一个贪婪，专横，残暴的外
祖父。常将他抽晕过去，常将他的外祖母打得头破血流。他
的母亲由于不堪忍受这种生活，便丢下他而离开这个家庭。

他不但失去了母爱，也失去了自尊。孩子们嘲笑他没有父母，
大人们同样瞧不起他。但是，他有一位疼爱他的外祖母，外
祖母是他一生中最珍贵的人，她的爱丰富了他的心灵。人与
人之间永远弥漫着愁恨之雾，他总是怀着不安的心情观察周
围的人们。不管是对自己的，还是别人的屈辱，他都感到难
以忍受。在他母亲去逝后不久，他就开始离开所有亲人，向
人间便丢下他而离开这个家庭。

和高尔基相比，我们是多么生在福中不知福啊!我们有关爱我
们的父母，关心我们的同学，关照我们的老师。我们能吃好
穿好，不用忍受比常人更大的痛苦，不用很小就离开亲人，
独自流浪。



在这样的幸福童年中，如果我们不好好学习，怎能对的起自
己的父母、祖国呢?

童年，是美好的;童年，是难忘的;童年，更是无忧无虑
的......

但是，《童年》的主人公——阿廖沙，他的童年却很悲惨，
阿廖沙的原型，正是捉着高尔基——原名为阿列克赛·马克
西莫维奇·彼什科夫，他出生于一个普通的木匠家庭，自幼
丧父，在他的外祖父家躲度过了悲惨的童年。祖父的脾气十
分暴躁，经常打外祖母和他，这时他的心灵从小就受到了创
伤，不过，他的祖父也有慈爱的一面，书上就说到了外祖父
开始讲述童年那些日子的故事。那是的外祖父，又重新变得
不可怕了。

高尔基11岁就走上了社会，独自谋生，饱尝了人间的辛酸，
在后来，又接受了具有了民粹派观点的知识分子的阴影，参
加过秘密的革命活动，并曾被捕。

他，11岁的时候走上社会。我们，11岁的时候，在明亮的教
室上课，在幸福的家庭里生活，有的吃有的喝，还有好看的
新衣服，可以说我们的童年和高尔基的童年比起来的话，那
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看了这本书，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现在生活在二十一世
纪，是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我们也要好好的珍惜现在，否
则到老了，后悔就来不及了，更不能浪费时间，当然，遇到
困哪也不能轻易退缩，要像高尔基一样勇于去克服困难。

我们在家里，就像是一个小皇帝、小公主一样，每天都是衣
来伸手，饭来张口，我们已经不是儿童了，我们一定要自主
独立起来，在空闲时间可以帮助爸爸妈妈来做一做家务，提
高自己的时间管理能力。



这本书让我受益匪浅，我懂得了很多的道理，但如果深入摸
索，可能更会有不可多得的知识，希望大家都可以去买这本
书去看一看，对我们真的是很有帮助。

读了《童年》这本书，使我受益匪浅。和高尔基比童年，我
们今天是多么幸福埃。

高尔基出生在一个木工家庭，5岁时，父亲病故了，他的生活
更加艰苦了，他和妈妈就住在外祖父家里。由于家境贫困，
他上学只好穿母亲的皮鞋，外祖母的外套，黄色的衣衫和补
丁裤子。

高尔基这样一身不协调的装束，都引起同学们的嘲笑。和高
尔基相比，我们现在穿的全是自己的新衣服，想到这儿，我
不禁有些惭愧。尽管我们有这么好的条件，却生在福中不知
福，常常挑三拣四，有的衣服穿的时间长了就不愿意再穿。

捡垃圾换来的钱成了高尔基的学费来源，但学校里那些有钱
人的孩子并不理解高尔基的行为，反而去嘲笑他，说他身上
有臭味，我觉得并不是高尔基的身上有臭味，而是那些有钱
人的孩子故意嘲笑高尔基，他们才显得很臭。高尔基把别人
的嘲笑变成催促自己努力学习的动力。他发奋学习，刻苦读
书，终于取得优异的成绩，受到了同学们的喜爱和敬重。

我和书沉思，不仅思绪万千。与高尔基的童年比起来，我们
是多么幸福，又是多么奢侈呀。我们应该向高尔基学习，不
管在多么恶劣的环境下，都要好好学习，努力奋斗，朝着美
好的未来不断前进。

童年，应该是快乐的、幸福的、自由自在的、多彩多姿的，
不必管人世间的险恶纷争，也不必管社会的黑暗。而高尔基
写的《童年》则是一个完全相反的例子，阿廖沙没有孩子的
天真、活泼，只有每天数不尽的工作，受尽外祖父的虐待，
却从来没有一句怨言，这让我感慨万千。



主人公阿廖沙在7岁时父亲去世，随母亲寄住在外祖父家中度
过岁月。其间，他受到外祖母的疼爱，受到外祖母所讲述的
优美童话的熏陶，同时也亲眼目睹两个舅舅为争夺家产争吵
打架以及生活琐事中所表现出来的自私、贪婪。这种现实生
活中存在的爱与恨、善与恶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刀疤。
阿廖沙就是在这种“令人窒息，充满可怕的狭小天地里”度
过了自己的童年。

阿廖沙的童年生活是多么黑暗啊，就像他的家庭一样——父
子、兄弟、夫妻之间勾心斗角;常常为一些琐碎小事争吵、打
架······周围的人个个贪婪、残忍、愚昧。残酷的事
情太多了，有时甚至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但好在有外祖母，
他常常给阿廖沙讲故事，也潜移默化的教他做一个不向丑恶
现象屈膝的人。

我想，我们是幸福的。我们的童年是灿烂的：每天坐在宽敞
明亮的教室里听老师讲课，回家有口可的饭菜、新鲜的水果
等着，几乎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但拥有这些的
我们，并不满足我们的欲望，总是奢求更多。因为在我们看
来赚钱是那么容易，的确，我们不用象阿廖沙那样十一岁就
独自闯荡。但读过《童年》这本书以后，我们应该悔过自己
曾经的奢侈，我们不应该浪费，应该好好珍惜。

从现在开始，我们应该珍惜童年，珍惜如今这辛福、美满的
生活!

高尔基读后感篇八

每个孩子的童年都是幸福的，快乐的，从小就可以得到亲人
们的呵护。可我读了《童年》以后，我沉默了。

《童年》这本书是高尔基先生写的，主人公阿廖沙的父亲死
了，在外祖父家，他经常被打。幸好有慈祥的外祖母，就是



在这样的环境下，他成为了一个善良、勇敢的孩子。

他用自己的眼看着这一切，当遇到困难时，他自己勇于面对。
他用双手承担起一切，他的努力，他的刻苦，他的勇敢，让
他有了一颗纯洁、善良、美丽、可贵的心。

和他相比，我们是多么的幸福。在家里，被爸爸妈妈、爷爷
奶奶当成掌上明珠。有些时候还和家人无理取闹，我觉得现
在的我们，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我们现在的童年是多么的幸福，在家当小皇帝、小公主，衣
来伸手饭来张口，却不知道珍惜。

读了这本书，让我懂得了：有很多东西，只有失去了才会懂
得珍惜，我们要把自己的幸福分享给别人，奉献给别人，给
帮助过自己的人说一声：“谢谢。”你自己会感到更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