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童年读后感画画(模板7篇)
当观看完一部作品后，一定有不少感悟吧，这时候十分有必
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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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年读后感画画篇一

在这个漫长的`寒假里，我读完了《童年》这本书。它是高尔
基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原型创作的自传体小说的三部曲之一。
这本书向我们描述了主人公阿廖沙在黑暗社会里追求光明的
奋斗历程。

阿廖沙在童年时就失去了父亲，母亲只好把年幼的阿廖沙带
到外祖父那里。由于家业不景气，赚不到钱，外祖父变得蛮
横暴躁，经常对一家人发脾气。两个舅舅也因为争夺家产吵
的翻天覆地。幼小的阿廖沙过早地体会到人间的冷暖。

高尔基在这本书中真实、生动地描述了自己苦难的儿时生活，
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不良风气，揭示了那些“铅样沉重的丑
事”。

写到这里，我联想起了我的生活：住在大城市里，房屋整洁
干净、宽敞明亮……我们的童年是美好、快乐的，而阿廖沙
的童年是艰苦、悲惨的。我不禁感到我比阿廖沙幸福多了。
阿廖沙在家里要遭受外祖父的毒打，在学校也才读完三年级。
而我呢？每天都无忧无虑，在学校同学们也和睦相处，也不
用担心自己的衣、食、住、行。读完这本小说，我受益匪浅，
父母的疼爱，良好的学习环境，同学的友谊让我的生活丰富
多彩。我应该珍惜当下的生活，不应该抱怨。

同时我们也要像阿廖沙一样，遇到困难，坚忍不拔，乐观向



上，认真学习，汲取知识，克服困难，向往自由。如同即将
冲锋的小战士，做好出发前的准备，为着自己的梦想而奋斗。

童年读后感画画篇二

童年，一个离我很近的词藻，对我来说，那或许是美好的或
许是烦恼的。但读了《童年》这本书后我就能确定出自己的
童年是美好的，是幸运的。

阿廖沙是《童年》的主人公，一个和乐观开朗、善良正直的
男孩。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便去世了，母亲带着他到了外
祖母家。但阿廖沙的外祖父和他的两个舅舅却非常自私蛮横，
经常毒打孩子，这对阿廖沙来说就是给他的童年买下了阴影。

但令人庆幸的是，阿廖沙的外祖母给他的童年增添了不少色
彩。读了着本书后，我不由得喜欢上了这位慈祥善良、淳朴
的外祖母。记得书中有一个片段是这么说的，在去尼日尼的
路上，外祖母时常给阿廖沙讲故事，还不停地安慰这阿廖沙，
关心这他，每当外祖父要打阿廖沙时，外祖母总是马上冲过
去保护他。

虽然阿廖沙的童年有很多痛楚但因为有了外祖母这样天使般
的任务，才给了他一些童年的美好回忆。告诉了他人间其实
还是有温暖的。

当我看到外祖父用鞭子抽打阿廖沙时，便想起来我的童
年。“吃些虾子，它可以让你的小脑袋瓜变聪明哦!”外祖父
对我说道。

“鱼也好，吃这块儿!这块儿没刺”外祖母也附和着。“嗯，
多吃点。”妈妈抚摸着我的头笑道。

……一句又一句关心我的话，回响在耳边。比起阿廖沙，我
可幸福多了!



是呀，每个人都会得到温暖的，它或多或少，但我们需要的
就是知足。要相信，只要以乐观、知足的心态去面对生活，
总会发现一些亮点。

童年读后感画画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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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看我们，我们多幸福啊，被父母宠着。每天坐在宽敞明
亮的教室中，听着老师讲课;回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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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会毫不犹豫地
狠狠地教训那个人一番。

高尔基这种坚强的品质值得我们的学习，因为童年的艰苦生
活，他获得了坚强的力量，最终于成了一名伟人。他的这种
坚强不屈，敢于面对困难并勇于克服苦难的精神是我应该好
好学习的。

我看完了高尔基写的《童年》三部曲中的《在人间》这一章
后，非常深切的感到高尔基的童年是那么的不幸。

那是在高尔基十一岁的时候，他的母亲不幸去世，而外祖父
也在家道中落。他无法再继续过寄人篱下的生活，便走入社
会，独立谋生。他先后在鞋店、圣像坊当过学徒，也在绘图
师家、轮船上做过杂工，饱尝了人世间的痛苦。



当高尔基在轮船上当洗碗工时，终于结识了正直的厨斯穆雷，
并在他的帮助下开始读书。此后，在善良的裁缝妻子，美丽的
“玛尔戈皇后”的帮助下，在书籍的帮助下，小高尔基在书
籍的海洋里越游越畅。正是这些书籍，开拓了他的`眼界，激
发了他对正义和真理追求的决心。于是，在五年以后，高尔
基怀着进大学的希望去了喀山。

我们现在衣食无忧，娱乐产品一大堆，还时不时的抱怨，抱
怨这个菜不好吃、那个菜不好吃，拿我们的生活和高尔基小
时候相比，我们又有什么话好说呢?所以，好好珍惜现在美好
的童年时光吧!

和家人买东西的时候，你是否挑三拣四?我们不贫不富，和高
尔基比，大家幸福多了!

高尔基出生在一个木工家庭。5岁时，父亲病故了生活更加艰
难了，他和他妈妈就住在外祖父家里。由于家境贫寒，高尔
基上学只好穿母亲的皮鞋，外祖母的外套，黄色的衣衫和散
腿裤子。

这样一身五颜六色的不协调的装扮引来同学们的嘲笑。有的
同学还给他起外号。和高尔基相比，我们穿的都是自己的新
衣服，有的还是高档的衣服。想到这里，我不禁有些惭愧，
因为尽管有那么好的条件，我们却身在福中不知福。常常挑
三拣四，有的衣服穿的次数多了就不愿在穿。

捡破烂换来的钱成了高尔基的学费来源，但是学校里那些有
钱人的孩子并不理解高尔基的行为，反而嘲笑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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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高尔基把
别人的嘲笑变成催促自己努力学习的动力。他发奋努力，刻
苦学习，终于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受到了老师和同学的喜爱
和尊重。



我合书沈思，不禁思绪千万。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自己值得回忆的，值得珍惜的美好时光，
对于我来说童年也会是我最宝贵的收藏，就高尔基写的《童
年》这本书来说，童年应该是他一段悲惨遭遇，一段深情的
回忆!

《童年》是高尔基用自传体写的小说三部曲之中的一部，它
向我们展示了阿寥沙在黑暗社会追求光明的奋斗历程，还有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俄国社会风貌。高尔基3岁时，父亲病故，
而自己的母亲就带他回了娘家，可惜外公是个自私、贪婪的
小业主，但是资本主义俄国的发展打断了外公的发财梦，从
此贫困潦倒，11岁的他被外公赶出家门，开始了到社会上谋
生……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他当过学徒工、搬运工、守
夜人、面包工等。

16岁时，在与命运的斗争中他深入俄国社会的最低层，和各
个阶层，各种人物接触，饱尝生活的艰辛，从而不断丰富生
活经验，而且当时受封建沙皇主义统治的社会十分黑暗，人
们都信奉圣母与上帝，但高尔基不为所动，因为他有自己的
想法，《童年》的主人公阿廖沙不仅是高尔基早年生活的写
照，同时也是俄国劳动人民经过艰苦复杂的磨练后走向新生
活道路的艺术典型。

我们和高尔基比起，简直就是天壤之别，所以我们更应该好
好学习，珍惜现在的美好时光。

高尔基是一位鼎鼎有名的文学家，但大家知不知道，他的童
年非常悲惨，过不上我们现在这样幸福的生活。

高尔基小时候，他爸爸就去世了，他和妈妈便跟着外婆来到
了他外公家。他外公性情暴躁，动不动就发脾气。高尔基感
觉到一股陌生感，连他的妈妈都离他越来越远。到处都有人
在与对方吵架，像战场一样。高尔基的妈妈去外地打工了，



外婆是他唯一可以依靠的人。不久，高尔基的妈妈实在忍受
不了生活的烦恼，在一个中午死了。从此，他成了父母双亡
的孩子。

读完了故事，你一定会为高尔基的童年所叹息吧!他的童年非
常令人难过，根本过不上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我们应该珍
惜现在的生活，有父母的细心照顾，有老师的认真培养，是
过着像天堂般的生活，不要等失去了才后悔莫及。有一次，
我在饭店看见了两位阿姨各带着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

男孩的妈妈给他夹了一筷子菜，并还要夹，他大声喊着不要，
把菜又夹了回去，弄的那位阿姨满脸通红。

过了一会儿，男孩的妈妈出去了，旁边的小女孩问他爱不爱
他妈妈，男孩气愤地说：“哼!还爱!我恨她!”我想：真不应
该这样，他永远理解不了他妈妈的苦心啊!高尔基同他相比，
真有天壤之别。苦难其实是一笔财富，为他以后的人生打下
了良好的基础。

童年读后感画画篇四

高尔基的《童年》举世闻名，在一个平凡的星期六下午，我
翻开那红色的封面，目光凝聚在黑色的宋体字上，情绪也随
着这本书潮起潮落。

第一章的第一个场景，就是阿廖沙的父亲躺在一间狭窄的房
间里，他，已经没有生命了。当时，阿廖沙仅仅只有4岁，想
一想，一个4岁的孩子，面对亲生父亲的死亡，是一种什么样
的心情，我想，那是一种我们无法想象的悲伤。不仅是这种
悲伤，阿廖沙每天都遭受暴力的外祖父的毒打，尽管有外祖
母的关爱与呵护，但这只是重重黑暗中的一个光点。

阿廖沙的童年是在一个小市民的家庭里度过的，贪婪、残忍、



愚昧围绕着他；兄弟、夫妻常常为一些财产吵架、斗殴。有
时候，我都在想，阿廖沙他有没有真正开心地笑过一次，在
这种黑暗愚昧的地方生活，犹如他的家庭一样，如果是我，
说不定会忘记——怎样开心地笑。

相比起阿廖沙，我们的童年是灿烂的，是彩色的，总是无忧
无虑地玩耍，嬉戏。许多孩子的父母根本不舍得打他们，而
他们，也从未尝到打的滋味，更想象不到被鞭子抽的感觉。
我们天天都是衣食无忧的，生活在蜜罐里，与阿廖沙的童年
有着天壤之别，尽管有时会有一些小困难，但这是人避免不
了的。

但拥有这些，我们还不知足，天天想着要拥有最好的，最美
的东西，现在一想，我们实在是太贪婪了。阿廖沙只有11岁，
却能在如此黑暗的环境中悄悄生存下去，不被外祖父，舅舅
他们所沾染。而11岁的我们呢？只享受着父母的金钱和关爱，
看一看，我们与阿廖沙的差别有多大。

那么，就从现在开始吧，满足自己的幸福生活，为了以后，
为了将来，为了我们到“人间”的那一天。

童年读后感画画篇五

读了《高尔基的童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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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

高尔基出生在一个木工家庭。5岁时，父亲病逝了，生活更加
艰难了，他和妈妈就住在外祖父家里。由于家境贫寒，高尔
基上学只好穿母亲的皮鞋，外祖母的外衣，黄色的衣衫和散
腿裤子。这样一身五颜六色的不协调的装扮，常引起同学们
的嘲笑。有的同学还给他起外号。和高尔基相比，我们现在
穿的全是自己的新衣服，有的还是很贵很高档的衣服。想到
这儿，我不禁有些惭愧。因为尽管有这么好的条件，我们却
身在福中不知福，常常挑三拣四，有的衣服穿的次数多了就



不愿意再穿了。

捡破烂换来的钱成了高尔基的学费来源，但是学校里那些有
钱人的孩子并不了解高尔基的行为，反而嘲笑他，说他身上有
“臭”味。我觉得并不是高尔基身上有臭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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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发奋努力，刻
苦读书，终于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
和敬重。

我关上了书，思绪万千……

童年读后感画画篇六

这个暑假,我读了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这个暑假,我读了高尔
基的自传体小说《童年》,它给我的感触颇深.

高尔基的童年是那么的悲惨,和他比起来,我可是幸福多了.

我出生在一个依山傍水的美好的地方,父母无微不至的呵护,
亲人亲切无比的疼爱,伙伴们天真无邪的友爱,使欢乐的音符
时时洒落在我的身边.在竹林里嬉戏,去山上采蘑菇,入溪水抓
螃蟹,追蝴蝶,闻花香,追蚱蜢,我的童年就是这样无忧无虑开
始的.

拎着个大篮子跌跌撞撞地跟在表姐身后捡麦子,大篮子却总是
撞到我的脚后跟.两条小辫儿上下欢快地跳动着,白蝴蝶在身
边快乐地翩翩飞舞.湛蓝湛蓝的天空,万里无云,微风挑逗着衣
襟,篮中的麦穗已有大半.童年的美好时光也就是在欢欣愉悦
的劳动中度过的.

走进了书香四溢的校园,也成了一个莘莘学子.充实的一天就
在这琅琅的读书声中开始了.老师热心地传授我们知识,同学
们互相探讨,我们像一棵棵小树苗,在接受春风雨露的滋润--



吸取更多更好的知识,茁壮成长.在这知识的海洋中,我结束了
快乐的童年,开始走向成熟.

我生活在一个充满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这里没有抽人
的鞭子,没有殴打的拳脚,没有仇恨,没有贪婪,没有乖戾,更没
有层出不穷的暴行和丑事.这里的人是善良,纯洁,乐观的,因
而我的童年是充满了幸福和快乐的。

童年读后感画画篇七

童年每个人都经历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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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高尔基的童年却这么的恐怖悲
惨令人不敢去回想。

可怜的高尔基3岁丧父失去了亲切的父爱跟着母亲跟外祖母来
到了外祖父的一个小染坊。从此黑暗的生活降临到高尔基的
头上。外祖父的脾气十分的暴躁经常打外祖母跟高尔基使高
尔基幼小的心灵出现了阴影。

后来高尔基又结识了知心朋友小茨冈两人无话不谈结下了深
厚的友谊。可是好景不常可怜的小茨冈被两个凶狠的舅舅给
害死了。高尔基这样失去了好友。雅可夫跟米哈依尔是魔鬼
欧打自己的老婆还天天闹着要分家产兄弟之间一点也不团结
两个儿子萨沙也被教坏处处捉弄高尔基。此后高尔基又认识
了木匠“好事情”成了好友。结果被外祖父赶走高尔基得了
个继父十分凶常打人几年后最疼爱他的外婆死了母亲也死了
被外祖父赶出门靠捡垃圾为生。

这“一家子蠢货”外祖父卡什林性情暴躁、乖戾、贪婪、自
私；俩个舅舅米哈伊尔跟雅科夫也是粗野、自私的市侩连小
孩也与他们一起热烈地参加了一份。只有善良、跟蔼富有感
情的外祖母让他生活在这种环境下有一丝丝的安慰。

我喜欢文中的外祖母她似乎有种特殊的亲跟力她有讲不完的



故事。而且她是这么爱她的子女。即使是米哈伊尔跟雅科夫
这两个大坏蛋她也并没有请求外祖父怎样严厉得处罚他们。
一个善良的人又怎会喜欢在家里发生战争呢？面对外祖父毫
无人情的打骂她也是一忍再忍。

高尔基的童年除了一些教育跟友谊没有什么再值得回忆！

在欢乐中在悲伤中在爱与恨的交织中他的童年这样匆匆而过。
在阅读中我发现他的爱寻思他的恨品味着冥冥之中黑暗的光
明。

我们现在丰衣足食要什么有什么又是父母的“掌上明
珠”、“心肝宝贝”哪能跟高尔基这悲惨的童年相提并论年
代的不同是这差别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地狱；一个充满阳光一
个到处黑暗。我们现在的童年来之不易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