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童年的春天读后感(通用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读后感
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
后感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
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童年的春天读后感篇一

读《童年》给我的感觉很悲惨，主人公很小就被送进外祖父
家，文中的外祖父是我最讨厌的人，他对主人公和家人都很
残忍，一有不顺他的心意的地方，他就发火打人。当他打主
人公时，就好像那些鞭子打在我身上一样，无比的疼痛。
《童年》这部书拿走了我很多眼泪。

后来主人公的母亲回来了，其实这个母亲给我的感觉是她爱
她的孩子，但是这位母亲最终还是离开了她的孩子，她好狠
心呀。

对主人公最好的是外祖母，她温柔细心，每天都给主人公讲
故事，让在黑暗世界里的主人公感到快乐，幸福。是外祖母
给了主人公一颗明亮的心。

主人公的舅舅们只想着钱，属于别人的东西，他们也抢，从
不为自己的家人着想，和父亲吵架，一点都不孝顺。这样的
人真可恶，贪财总会让他们遭到一定的惩罚。

最后我想说的是：家和万事兴，百善孝为先，这样你才问心
无愧，才过得踏实、自在。

童年的春天读后感篇二



我是在和菜头的博客上发现这部电影的，画面的质量和镜头
运用一开始让我以为是地方电台拍的方言电视剧，但影片的
头十分钟深深地吸引了我，那迎面而来的乡土气息、不夸张
也不煽情的情节、人物之间简洁而有张力的对话，使得画面
质量等不足之处慢慢地淡出我的关注范围。

近一年来，诸如《画皮》《投名状》之流的大制作一次又一
次地幻灭我对国产电影剩余的一点希望。而这部小成本电影，
却重新点燃我对国产电影的信心，至少我知道，还有良心未
泯、想要踏踏实实做点事情的导演，在用电影这种媒体，替
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们发出一些呼声。

这部电影没有一个镜头是在江西农村外拍的，但题目中的”
南方“却无处不在。南方，村民、孩子的父母们打工的地方，
成为一个缺席的存在。它存在于如同李响那样的少年的梦里，
存在于秀秀那样的留守孩子发出的问题里，存在于无数背井
离乡为了生计远赴南方的打工者的生活里。这不是那地理意
义上的南方，江西在中国地图上已经算是南方了。这是经济
政治意义上的南方，一个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为廉价
劳力的南方，一个以压榨农村劳力以降低生产成本创造经济
奇迹的南方，一个寄托着农民致富美梦的南方，一个让留守
孩子失去父母、让夫妻分隔两地、让家人不能团聚的南方。

易老师的幼儿园是电影的主线，所有其他人物的际遇都是围
绕着幼儿园的建立、发展、解散而出现的。这个幼儿园的遭
遇反映了许多农村现实存在的问题，比如易老师的同学、乡
教办办事人员说到的，办幼儿园需要相应的条件，而且是硬
性规定。但这个规定很明显脱离了农村的现状。先不说一个
村有多少人能通过师范专业考试，就说那买车的四五万元钱，
有多少人能出得起呢？易老师一个月的工资也不过一千多
（现实中真的有多少还要打个问号）。他听说要好几万买部
车时，他说了句“个买的起？”（这买得起？）。轻轻一句
话，其中多少辛酸。



没有政府支持，农民自办幼儿园，却不得不因为”不达
标“而关闭，留守孩子们无处可去，只能像可怜的坨坨一样，
坐在树下盼望父母早点回来，盼望有个温暖的家庭关怀自己。

看了这个电影，我真是很担忧留守孩子的心理健康。孩子是
敏感的，像坨坨那样在幼儿班被冤枉了却没有父母替自己说
话，只能跑到树下委屈地坐着。从小他们就知道自己是不受
欢迎的、是长辈的累赘。这样长大的孩子，怎能认为自己和
别的孩子一样，是有价值的、是值得爱的？他们又怎么敢像
其他孩子一样说出自己的需要、肯定自己的情感？他们所能
做的，只能是把一切需要和情感藏在心里。

电影有一些美化易老师这个角色的地方，还有一些也许是为
了通过审查不得不做的妥协。但在中国的大语境下面，这都
是可以理解的。在假大空横行银幕的今天，这已经是很有良
心有勇气的作品了。

出于工作需要，我也曾访谈过一些打工者，曾与他们一起欢
笑、感叹、忧愁、流泪。但与这部电影比起来，我感到自己
做的还是太少，太浮躁。这让我觉得羞愧。我深深知道做打
工者题材是如何不易，将之用适当的语言表达出来更加不易。
为这部电影，我向导演易寒致敬。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片子，
需要像易寒这样的导演，让我们看到浮躁虚假的空气底下，
土地真正的颜色。

童年的春天读后感篇三

自从读完《童年》之后，我的心久久不能平息，为之深受启
发。

主人公阿廖沙从出生到现在，是一直在苦与难中成长起来的，
阿繆沙的经历十分悲惨，这同时也促使阿繆沙迅速成长了起
来，并磨练了阿繆沙的意志。从一开始阿繆沙父亲的死亡，
到无数次的挨打，再到母亲失踪，继父的粗暴待遇，最后到



母亲的死亡，足以体现出阿廖沙的悲惨命运。

可是，阿廖沙并没有放弃生活，阿繆沙顽强的反抗着命
运……

《童年》生动体现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俄罗斯下层劳动人民
的生活状况，反映了小市民阶层的庸俗自私和空虚无聊，揭
露了沙俄专制的黑暗和罪恶。

所以，作为中学生，我们应学会坚强，为有这大好时光而满
足，并好好学习，立志成才，报效祖国！

童年的春天读后感篇四

这本书的个个角落都体现出了阿廖沙家境的贫寒，不过，他
的外祖父是开染房的，但随着家业的衰落变得脾气特别、极
其的暴躁，像个爆竹一样，一点着，还动不动打阿廖沙。当
然了这种环境未必能让阿廖沙成为前苏联最伟大的无产阶级
作家，之所以，让她这样功成名，那得归功于他的外祖母，
以及小茨冈（伊凡）等一些心地善良的人，是在他们的鼓舞
下，造了一个充满爱心的高尔基。在有一段时间中，外祖母
与阿廖沙相依为命，每每读到“外祖母拿着阿廖沙挣来的钱
默默地留下了眼泪”，我也会情不自禁的被书中的情节感动
而与书中说的那样，留下了眼泪。

书中还有几个比较受我关注的两个人物，其一是“外公为阿
廖沙讲述伏尔加河上的纤夫”里的卡希林。她的凶恶残暴已
经是出了名的。她其实也有个性么，例如：唯利是图，薄情
寡义等等，我不说大家也能看得出来这些词全是贬义吧，她，
是一个这样的人。她呢，在整本书中与阿廖沙成了对比，也
是市井小市民的典型形象罢了。

那另一位呢，便是伊凡诺夫娜了，也比较有名，不过，她可
是俄国文学史上最鲜明最富有诗意的形象。她也比较勤劳、



善良、乐观，有时也比较聪明，而且还十分刚强果敢嘞。

这本书不仅仅只在情节上跌宕起伏，曲折动人，描写方法上
也是值得一提的。《童年》运用了从儿童观念与成人的视角。
一方面，从儿童视角光差描写生活，让童年更加生动活泼，
活活鲜鲜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另一方面，作者有偶尔以成人
的视角评点现实，是文章富有思想性与哲理性。

语言上也有着艺术的脚印，特点便是活泼，经常经常将场面
描写得栩栩如生，读后给人一种身临其中的感觉，这既是语
言上精华。

或许，你的童年经历着不同样的迁变，或许你的童年已经远
去，我想说的是，不论，你的童年是快乐是悲伤，都请你珍
惜，更何况已经逝去童年的人们，因为，童年，属于你的只
有一次。

童年的春天读后感篇五

高尔基写的《童年》内容十分精彩。在轻松的时候读一读这
本书，它会使你扩展知识感生活，思考人生的`价值，领会作
者的心德。

《童年》这本书讲述了阿廖沙三岁到十岁这一时期的童年生
活。生动地再现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俄罗斯下层人民的生活
状况，反映了作家童年时代的艰难生活及对光明与真理的不
懈追求。

《童年》的思想内容作品中描写了许多目不忍睹的惨事与丑
事，但是主人公阿廖沙，他没有被艰辛、痛苦和屈辱的生活
所压倒，他满怀信心，奋斗拼搏，冲破种种障碍与不幸，不
断探索新知识。

高尔基写童年的悲惨经历，是想告诉读者，无论环境多么恶



劣，生活多么艰难，总有一些善良美好的人，只要怀着一颗
向上的心，就算是在再恶劣的环境下也能培养出健康、正直
的心灵，去探索更多的知识。

阅读是一把通灵的钥匙，带你打开一个个智慧的大门。在高
尔基的《童年》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的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