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童年读后感精彩(汇总6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
感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
可以喜欢。

童年读后感精彩篇一

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过自己那丰富多彩的童年，可又有多少人
能够真正的记住发生在自己童年里许多不幸与快乐的事，并
有所感悟。我相信，这少数能够记住这些事的人都可以为人
类，为社会做出巨大贡献。如果你不信，就让我来举个例子
吧!告诉你，在这少数人当中，有大家耳熟能详的著名作家：
高尔基。他曾说过：不要慨叹生活的痛苦!——慨叹是弱者。
所以，在他的童年里，他是“幸福快乐”的!

《童年》这本书里不仅讲述了高尔基自己的故事，还描述当
代社会的腐败现象。其实，高尔基的童年和我们小时候是差
不多的。他也会在晚上睡觉之前，让外婆给自己讲童话故事;
他也对身边各种各样的事物感到好奇;他也经常会和小伙伴们
玩的忘了时间;他也曾想过自己的理想，梦想。可是，高尔基
不像我们那样幸运。我们有疼爱自己的家人;有好地方上学，
读书;还有许多零食，玩具。而高尔基呢?他三岁时父亲死于
霍乱，母亲把他带到外公家生活。就连在外公家他都没过上
多少天“好日子”。在这个家庭里，吵架斗殴是家常便饭，
父子、兄弟之间为了争夺财产而勾心斗角。外公又喜怒无常，
脾气不好，十分容易生气，好几次都把小高尔基打得昏死过
去。但无论这个家庭有多阴暗，总会有一缕阳光照进来，这
缕阳光就是高尔基和蔼善良的外婆。



是外婆这个好心人教会了高尔基怎样快乐的生活下去，所以
高尔基是也个坚强善良的人。读了这本书后，我发现自己大
有收获，不但理解了书中的人物，还想到自己身边的人和事。
首先，让我深有感触的是书中的外公，他是个很特别的人。
他好像一会儿对你很温柔，让人感到万分亲切;一会儿对你凶
巴巴，让人感觉像要吃了你一样。他总对人忽冷忽热的，让
人猜不透他在想什么。其次，就是高尔基最喜爱的外婆了!我
对她印象十分好，因为她不仅做事有条理，还很温柔，就连
说别人时，也像在“开玩笑”，也让人感到非常亲切。还有
高尔基那“脆弱”的妈妈，总让人觉得像一个一碰就碎
的“瓷娃娃”。正因为这样，高尔基从小就很懂事，从来不
让妈妈生气，小小年纪，总想要保护自己的妈妈。在妈妈被
外公或继父打时，他总会挡在妈妈前面，直到被打晕为
止......

其实，我觉得书中的外公也是很爱高尔基的，可能他的外公
本来就是个男人，没外婆那么细心，也不懂得关心人，最主
要的问题是外公他“身不由己”呀!因为当时的社会风气一直
不好，无论是中国，还是国外，他们的思想概念很落后，满
脑子全都是“重男轻女”的思想概念。所以，那时候男人老
是打骂女人，女人们也不敢还手。还有，那时候，总有很多
人闹事，打架，满嘴脏话，让别人不好劝阻。本来，当时有
文化，有素质的人就很少，大家还不珍惜这难得的人才，使
他们自己的祖国变得更加强大，富裕。唉，但就算他们知道
这些也没有用。因为，当时的人一定都十分自私，也不团结，
所以什么事也做不成。光看高尔基小时候就知道了!

连在自己家中都存在着斗争，那还要整天算计别人到什么地
步呀!可不是吗，连对家人都这样，何况外人呢!更别提关心
国家了!这种现象让我十分气愤!虽然现在我们的社会，祖国
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和以前比有很大的不同，但我认为
时代进步的还不够“妙”。因为，我们这个中国是发展的很
快，已经非常之不易。但这也只能算个“好”，没达
到“妙”的境界。大家知道这个“妙”与“好”的差别在哪



儿吗?想必大家都知道“高效”这个词语吧!这个词的含义主
要就是：把事情做的既快又好。这关键在于“快”和“好”
二字。而中国的发展只做到“快”字，还没达到真正
的“好”!只要既快又好，就可以达到“妙”......

同学们，你们觉得高尔基的童年和你们的童年，哪个的比较
幸福?你们一定会毫不犹豫的回答我：当然是我们的童年比较
幸福。虽然我也这么认为，但我要告诉你们：其实高尔基的
童年也十分幸福。因为，他为自己争取过，他争取过自己的
快乐与幸福。悄悄告诉你，如果可以幸福的指数变作幸福的
分数，满分是100分，那其中有80分是自己争取的，只有20分
是别人给的。高尔基只得到了自己争取的80分，别人1分也没
给他。而我们呢?也只能得到90分，却得不到100分。

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别人把20分全都给
了你自己只做到了70分。因为，我们总会对自己的生活有所
抱怨，而高尔基他不会，他总是坚信生命是美好的，生活是
幸福的。

童年读后感精彩篇二

记得最初读完高尔基的《童年》的时候，我感慨颇多。一直
以来我都觉得书就像是我们的一位老师，能为我解开解惑传
道。

记得当时看完这本书，知道了整部小说讲述了一个可怜的孩
子阿廖莎，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接着又失去了母亲，
他却仍然怀抱着一颗求知的心，过着坎坷而悲惨的生活，很
让人感动。

阿廖沙三岁时，失去了父亲，母亲把他寄养在外祖父家。阿
廖沙来到外祖父家时，外祖父家业已经开始衰落，阿廖沙的
两个舅舅为了分家和侵吞阿廖沙母亲的嫁妆而不断地争吵、
斗殴，由于家业不景气，外祖父变得也愈加专横暴躁。一天，



阿廖沙出于好奇把一块白桌布投进染缸里染成了蓝色结果被
外祖父打得失去了知觉。阿廖沙的母亲由于不堪忍受这种生
活便丢下了他离开了这个家庭。后来外祖父迁居了，母亲在
一天早晨突然回来了。开始她教阿廖沙认字读书，但是生活
的折磨使她渐渐地变得漫不经心经常发脾气。后来母亲再婚，
她经常挨丈夫打。由于和后父不合，阿廖沙又回到外祖父家
中，这时外祖父已经全面破产!他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困苦。为
了糊口阿廖沙放学后同其他孩子们合伙拣破烂卖。同时，也
感受到了友谊和同情。他以优异的成绩读完了三年级，就永
远地离开了学校课堂。

这时候阿廖沙母亲逝世，他埋葬了母亲以后，不久便到“人
间”去谋生。

在那个黑暗的年代，先是高尔基的父亲离他而去，后来小弟
弟也死了，这不仅是对他的打击，也是对他家人的一连串的
打击，但他并没有因此而被悲惨的命运打倒。最后连他的母
亲也离开了他，但他依然坚强地活着，不向悲惨的命运屈服。
全书让我最感动的一句话就是，主人公说：“我很少哭，哭
也是因为受了委屈，而不是因为疼痛什么的。”主人公的坚
强不屈，正是高尔基高尚品格的体现。

黄河有时会流到很宽的境界，平原无际，一泻万里。有时流
到很逼狭的境界，两岸丛山叠岭，绝壁断崖，黄河流于其间，
回环曲折，极其险峻。而高尔基的生活，其经历亦复如是。
其实，如果面对一个个接踵而来的挫折与困难他都没有挑战
的思想的话，那么，也可能他在生活道路上遇到崎岖和坎坷
就会后退。我们要学习他站在厄运面前有着打不垮的信念，
要学会独立学会勇于面对困难有不懈努力的精神，对未来充
满信心。我们不会在经历那个悲惨的年代，生活中也不会遇
到太多的狂风暴雨，我们是生活在“蜜罐”里的一群被宠坏
的孩子。我们不可能像高尔基一样在极其狭小的境界中仍能
冲破阻碍，浩浩荡荡地往前流过去。我们只要像他一样在生
活中有坚定的信念，努力克服学习的困难，认清事情的好与



坏。

一个山里的小男孩总是想着要走出大山去完成自己的梦。有
一天，他爬过了一座山，但是他却看到还有一座大山在他面
前，他没有退缩，坚定的信念让他勇敢地爬了过去，可是，
他又看到了一座大山，但他还是没有动摇的想法......就这
样他翻越了许许多多的大山。终于，他翻越了最后一座大山。
最终他通过不懈的努力实现了自己的梦想。高尔基正如这个
小男孩一样。高尔基曾意味深长地说：生活的情况越艰难，
我越感到自己更坚强，甚至也更聪明。是的，我们要把挫折
与困难当作是一种冒险，把学习和生活看做是一种冒险，当
做是对自己理想的一种磨练和一种考验。

我想，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中，难免对遇到艰难困苦，也会在
这些挫折中成长。我们只有微笑着去面对，才能让自己的在
沿途的过程中，能体会到更多的东西，并能变得愈发自信成
熟。走向人生的道路上。

童年读后感精彩篇三

记忆中的童年，有欢乐的笑声，有纯真的友情，有父母的关
怀，有长辈的宠爱……童年仿佛是一个五彩斑斓的梦幻世界，
那么美好，那么无忧无虑。可是，打开高尔基的《童年》，
在这部他的自传体小说里，他却用真实的笔触，为我们描绘
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一个没有色彩的、黯淡无光的童年。

阿廖沙三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在悲痛中生下的小弟
弟也死了。这对孤苦无依的母子只能去投奔霸道蛮横的外祖
父，阿廖沙悲惨的童年也从此开始。凶残的外祖父，自私的
舅舅，艰难的生活，黑暗的时代，小小的阿廖沙在这样的环
境里饱受着精神上的折磨和身体上的屈辱。但苦难并没有让
他自暴自弃，炼狱般的童年浇灌出了他不屈的信念。善良的
外婆，乐观的茨冈娃，正直的格里高里是他生命里的光，是



他们给他暗淡的童年添了几分不一样的光彩，是他们让他在
逆境中寻到了通往光明的小径。坚强的阿廖沙借着那抹淡淡
的光在逆境中成长，最终成长为一代文豪高尔基。作者通过
真挚的文字，净化那被丑恶社会污染了的心，拯救了俄国的
黑暗时代。

而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我们，童年生活中遍布鲜花和光明，
却助长了我们的懒惰和懦弱。碰到一点儿困难就退缩，遇到
一点儿挫折就放弃，我们就像是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一点
风吹雨打。没有理想，没有目标，没有追求，经不起生活的
大风大浪，难道我们一零后真的是垮掉的一代吗？不，我坚
信新时代的我们不会沉溺在先辈们用鲜血和汗水为我们浇筑
的城堡里自甘堕落，我们会坚定地扛起自己的责任，绽放自
己独一无二的光彩。

祖国的繁荣昌盛不是我们偷懒的借口，生活的富足和安乐更
应该是我们前进的动力。逆境中的阿廖沙都能走出属于自己
的成功之路，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在那些微不足道的困难面前
后退？人若有志，难事亦易矣。让我们一起努力奋斗，为了
梦想坚持不懈，执着拼搏，用实际行动为自己正名！

童年读后感精彩篇四

童年是什么？对于我们来说童年是一场美丽的梦，是一个青
春的根芽，是我们对人生打下的基础，童年是.....那么我们
来想想高尔基的童年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其实很简单，就
让我们来看看高尔基写的童年吧！

我们每个人都有童年，有人是美好的有人是残酷的有人
是......总之我们每个人的童年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童年是有一次，过来了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让我们好好的珍惜属于我们的童年吧！

童年读后感精彩篇五

童年是一条五彩的河，童年是一道七彩的路，童年是一座闪
亮的桥，童年是一个美丽的世界。童年是多么美好，但是前
苏联著名文学家高乐基的童年却是非常的悲惨。

这本书主要讲阿辽沙。彼什科夫在三岁时就失去父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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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祖父也破产，便走上社会，独立谋生。

我禁不住想到自己，我这一年也是十一岁，当年的高乐基已
经走上独立谋生的道路，想想自己无论做什么事，还要父母
给我帮忙，就说一次做奥数题吧，读一遍以后，觉得这道题
很难，根本不经过自己动脑子试一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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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还有那次夏令营吧，在绿色学校里，教官要求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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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样子，脏的地方还是脏，所以爸爸批评我依赖性太重，缺
乏独立生活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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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亮阿辽沙孤独的心，外祖母对阿辽沙的爱，
给予阿辽沙坚强不屈的性格，让阿辽沙感觉到自己的存在。

如果在我们这个世界里谁都能关心别人，帮助别人，那还会
出现争吵、打架之类的事件?这又让我想到我们学过的一篇课文
《将心比心》，如果我们在生活中能将心比心，就会对老人
生出一份尊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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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童年》这本书以后，不仅让我珍惜这美好的童年，还让
我懂得应该怎样做人和做事。

童年读后感精彩篇六

我读了《童年的秘密》，说实话，刚开始打开扉页一看主要
是写关于幼儿一些行为及其理论，我心想这似乎跟我的实际
工作联系不够紧密，但看着看着，我渐渐感觉到这书中讲的
很多其实是我们作为老师必须了解的，而且对我们的实际工
作是很有指导意义的。

比如，书中有一段是这么说的：“人们对儿童心理上的创伤
仍然知之甚少，但是他的伤痕大多数是由成人无意识地烙上
去的。”这些创伤，几乎全部都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儿童的心
理所造成的，我们自以为是为了孩子好，但其实却造成了相
反的后果。好心办坏事的例子，太多了。而《童年的秘密》
里，或者指出常识性做法的谬误，或者提出了一些我们未曾
想到过的地方，因此这本书还是非常值得一看。

语言的敏感期我们大家是都知道的，在儿童的某个阶段，学
语言是非常惊人的，所有的人都是他们的老师，他们只是沉
默的聆听，直到某一天说出他们的第一个字。儿童的敏感期
还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敏感期，就是对秩序的敏
感。“一个很重要和神秘的时期是儿童对秩序有极端敏感的
时期。这种敏感在儿童出生后第一年就出现，并一直持续到
第二年。”这时教师要把握幼儿的敏感期，给予及时的引导。
比如，我发现我班的孩子最近对数字很敏感，于是在点名活
动时，我就会请幼儿来数数女生、男生各有几个，一共来了
几个幼儿，并在黑板上写出数字，数数我班椅子有几张，小
朋友多还是椅子多等等。

一直以来在成人的脑海中，保护自己的财产使其免遭侵犯，
这几乎是成人的自然法则。所以，我们经常会阻止我们的孩
子不让他们做很多事情，怕打坏东西总是让孩子按照我们的



节奏来生活。同时，对成人来说，有一条自然法则，即“最
大效益法则”，这诱使他运用最直接的手段，在尽可能少的
时间内达到他的目的。当他看到一个儿童正在作巨大的努力
做某些似乎毫无成效的事情，而这些事情他本人一瞬间就可
以做完，并且做得完美得多，这时他感到痛苦，就想去帮助
这个儿童。还有我们迫不及待的教小孩子识字，剥夺了他们
的乐趣。“过早地强求他们通过阅读书本来识字也会产生一
种消极的影响。

追求这些并不很重要的东西会削弱他们生气勃勃的心灵的能
量。”仔细想一想，我们成人确实经常犯这样的错误。在教
育孩子时，结果固然是重要的，但过程更重要。相信孩子，
有时也该放开手，把尝试的机会留给孩子。教师要做个善于
发现的观察者，适时的给与孩子指导。

在成人眼里，儿童热中于一些琐碎的、毫无用处的事物，他
们为此感到不可理喻。因为他们不理解儿童的这种爱。当一
个孩子发现桌布歪了，他就会想到桌布应该怎么铺，并且调
动他的所以热情，慢慢地试图把它弄平整。对这个孩子来说，
这是一种令他狂喜的行为。但对缺乏耐心的成人来说，孩子
的这种自由探索行为是多么的幼稚，这个过程是多么的缓慢，
他们企图将一切事情代劳。成人无法理解儿童对感兴趣事物
的那种热爱，他们对一切都习以为常并认为自己了解这些事
物。对此现象，蒙台梭利认为：成人需要一个新人去唤醒他
们，用他们早已失去的那种富有活力的勃勃生机再次激发他
们，成人需要一个以不同方式行事的人给他们以更好的生活
启发。

这种启示，我们可以从蒙台梭利对儿童与成人的工作比较中
得出。首先，我们来分析儿童工作的性质：当儿童工作时，
他并不是为了获得某些进一步的目的而如此做的。他工作的
目的就是工作本身，当他重复一项练习使自己的活动达到一
个目的时，这个目的是不受外界支配的。



就儿童个人而言，他停止工作跟劳累没有关系，因为使他的
工作完全更新，充满精力是儿童的特征。这表明有一种基本
的差异存在于儿童和成人的自然规律之间。儿童并不遵循规
律，而正好相反，他并没有未来的目的，却把大量精力消耗
在工作中，并在完成每个细节中运用了所有的潜能。跟这种
人相对立的是平凡生活的成年人，他们被一些外在的目标所
吸引，甚至不惜任何代价去追求;儿童和成年人的工作还存在
着一个明显的差异，那就是儿童并不寻求活力和帮助。儿童
必须靠自己进行工作，没有人能帮他们分担，代替他们成长;
另外，儿童拥有不同于成年人的驱动力。成年人总是为了某
些外在的目的而行动，如果一个人要完成这个使命，他必须
从他的儿童期那里获得力量和勇气;最后一点就是儿童不会厌
倦他的工作。

由此可见，成人的工作是一种功利的行为，所以会感到乏味
和疲倦，开始对工作不在热爱，被动行事。儿童的那种专注、
探索、发现、创造也自然随之消失。为了使我们更富创造力，
向儿童学习吧，学习这种爱一切和包容一切的大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