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城南旧事读后感高中生(实用6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
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写，我们一
起来了解一下吧。

城南旧事读后感高中生篇一

暑假里，我读了一本特别有意义的书——《城南旧事》。仅
仅一个“旧”字，就让我浮想联翩，幼时的乡邻、往日的朋
友、童年的游戏，这一切童年的记忆在我脑海翻腾。

转眼间，就到六年级了，我手捧《城南旧事》，里面的故事
情节，历历在目，仿佛身临其境，作者的往事，生动到好像
就在我身边发生过那样真切：惠安馆的秀贞，草丛里的小偷，
爱笑的兰姨娘，小伙伴妞儿，不理睬英子的德先叔，从小就
陪伴英子的宋妈，患有肺病而去世的父亲，以及冬阳下的骆
驼队。这些美好的人、事、物，都离英子远去了。但唯一没
有远去的是英子对童年的记忆。

睁开眼，我想到妈妈辛勤劳动的身影，为了家庭过上好日子，
妈妈每天拼命的加班。周末，我常常陪妈妈一起去厂里贴产
品标签，从七点半贴到八点半，从白天贴到黑夜……1000张
纸，光打印、切纸就够用大半天了，更别说贴纸了。看着妈
妈消瘦的脸，我心中感到阵阵酸疼。今天我读了《城南旧事》
这本书，我更懂得了珍惜，以后一定要帮妈妈做自己力所能
及的事，要学会体贴和关爱，要孝敬父母，长大了一定让妈
妈享受美好的生活！

童年，是美好的，但它又是短暂的。童年的回忆，永远深藏
于心田。手捧《城南旧事》，我又一次浮想联翩。



城南旧事读后感高中生篇二

一滴凊水，可以折射太阳的光辉，一本好书，可以净化一个
美好的心灵。在我内心的深处，曾经有这样一本书，它像一
滴清水折射了我心中的太阳。这本书是著名女作家林海音写
的自传体小说《城南旧事》。

看了《城南旧事》，我仿佛看到了二十年代的老北京，看到
了老北京的那个小胡同，看到了冬阳下的骆驼队，惠安馆的
疯女人秀贞，蹲在草丛里的厚嘴唇小偷，漂亮爱笑的兰姨娘
和英子朝夕相伴的宋妈……她们都与英子生活过，但却在岁
月的流逝中悄然离去，消失不见了。

一段关于老北京的事实，那时的地主耀武扬威，经常欺负那
些穷老百姓，现在我们是帮也帮不上忙啊！心里只能干着急。

如今，我们的祖国渐渐强大，大家都生活在幸福的家庭中。而
《城南旧事》中的英子用自己稚嫩的眼光去看这个杂乱的社
会，对那些复杂的人和事，她有着特别的理解和看法。她有
分不清的事，比如分不清海和天，她觉得太阳是从碧蓝的大
海上升起来的，但它也是从蔚蓝的天空中升起来的。她的身
上有种宝贵的东西，那就是有颗助人为乐的心。有一次，她
为了让别人一家团聚，竟然把妈妈的手镯拿去给他们做盘缠。
这让我想起了一句俗语：“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因为，
我们现在就是一棵小树苗，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和挫折，
从中懂得了人生的道理，就能长高一节。所以，当我们遇到
挫折时，不能向挫折认输，要勇敢地站起来，像我们现在的
学生，如果某一次考试考砸了，不要害怕未来，要更加努力
地读书。

高尔基说过：“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只要好好读书，就
能进步！努力吧，同学们，让自己的读书之路更有价值吧！



城南旧事读后感高中生篇三

在暑假期间，我阅读了三本书，其中，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就
是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我喜欢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简单、
易读懂。书中讲的就是林海音小的时候居住在北京城南的一
段往事。

这本书中的一切都是那么自然、亲切。像一缕缕阳光，柔和
又温暖，又像一丝丝水流，连绵不断。景物，人物，事物，
都透过英子的童眼，变的那么天真而又可爱。悲欢离合，都
深深的嵌在了英子的记忆里，而这些，也深深的打动了我!

读《城南旧事》，我的心头总有一份暖暖的爱，因为这些发
生在老北京的故事虽然已经沉默了很久很久，但依旧像一坛
老酒，散发出淡淡清香。作者不去刻意追求文字的华丽，只
是用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文字来描绘一个老北京的模样，就
像给老北京画了一幅动态的素描。尽管黑白，但依旧深刻逼
真。

城南旧事读后感高中生篇四

林的书值得慢慢品味。《城南旧事》是她的代表作之一，大
家都赞不绝口。自传体小说很吸引人。小英子是个聪明的女
孩。她是一个大孩子，她的童心被她诠释得淋漓尽致。她的
才华，童心，她的细心，她的谨慎，都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
美好。

小瑛子有多能干，和隔壁的女孩一起喂黄毛鸡，分享女孩生
活的悲伤和秘密，帮助她找到妈妈；喜欢他们的保姆吴妈，
听吴妈讲儿子女儿的故事；和失去孩子成了“疯子”的秀珍
做朋友，帮助秀珍

找到了一个女儿女孩；我分担了母亲的“悲哀”，为新女性



蓝衣的幸福做出了贡献。

一个读书成绩很好的弟弟。看到这里，我不禁佩服英子。她
怎么能这么的聪明?小小脑袋里怎么可以容纳那么多事情，或
是怎么能想到那么多精灵古怪的念头。

有时候，我们并不能简单的以儿童、少年、青年或者中年、
老年这样以年龄为划分手段判定认得成熟与否。英子在她五
六岁的时候已经显现出她过人的智慧和才能来。而我年过二
十却还是”头脑简单“，遇事转不过弯来，更不必说随机应
变，运筹帷幄了。

《城南旧事》全文以第一人称讲述的口吻，少了很多语言文
字的赘述，多了一份简练和精湛。小小英子更像是一个老师，
以儿童的视角来告诉我们人情的温暖和人性的善良、纯真。
城南的胡同、天井、惠安会馆、长满野草的空旷屋场以及卖
糖人、卖汽水的商贩，如同黑白色的胶片，一一映在我们的
脑海中。

城南旧事读后感高中生篇五

林海音（1918—2001），原名林含英，小名英子。

父母曾东渡日本经商。林海音出生于日本，不久即返台，当
时台湾已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她的父亲不甘在日寇铁蹄下
生活，举家迁居北京，林海音即在北京长大。

1948年8月同丈夫带着三个孩子回到故乡台湾。

城南旧事读后感高中生篇六

“在冬阳下，骆驼队缓缓地走来，那悦耳的驼铃声在干冷的
空气中回荡。”



《城南旧事》这本书放在我的床边已经很久了，今天再一次
拾起，没想到它竟深深地吸引了我，我一口气把它读完了。
这本书是台湾作家林海音中年时候写的一部自传体小说。书
中记述了自己七至十三岁的童年生活。字里行间让我感受到
林海音对童年不舍与珍重。

放下书的那一刻，小英子在惠安馆里的树上捉吊死鬼;看见骆
驼大块大块的从身上掉毛，天真地想拿起剪刀为它修剪;出门
的那一刻，竟发现头发被门钩住了，痛得哇哇直叫……这些
画面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浮现。

小英子的童年生活可谓是丰富多彩，我的童年生活也丝毫不
逊色。那些有趣的事儿可多了，不信，我说一件让你听听。
依稀记得那年我8岁，爸爸从超市买回一个熊猫闹钟，说是送
给我的生日礼物，我十分开心。当时爸爸还说了些祝福我的
话，记得有一句是时间就是金钱，就是财富。小小的我把这
句话牢牢地记住了，什么，时间就是金钱，闹钟里金钱在哪
儿呢?于是到处找工具，能找的都找到了，可还没见螺丝刀的
身影，只好问爸爸。爸爸问我拿螺丝刀做什么，我还故作神
秘，这边一拿到螺丝刀便开始了我的“寻宝之旅”，可是拆
了半天也没看见钱的踪影，我忍不住了，便去问爸爸：“爸
爸，你说时间是金钱，为什么我把闹钟拆了也没见一分钱?”
爸爸忽然哈哈大笑起来，弄得我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当时
的我哪知道爸爸说这句话是告诉我时间的重要性，直到现在，
大人们还常常拿这件事来笑话我。

夏天过去，秋天过去，冬天又来了，童年不知不觉将进入尾
声，希望这美好的童年永远停留在我的心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