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童年的读后感六年级 童年六年级读
后感(优质7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时候却不
知道该怎么下笔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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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年的读后感六年级篇一

童年1000字的读书心得一：

感想与感受：童年，是每个人自己都值得回忆，值得珍惜的
一段短暂而又美好时光。对于我来说，童年是我最珍贵的收
藏，然而大师高尔基的童年呢，真可谓“窒息的天地，苦难
的童年”，童年应该是他的一段悲惨遭遇，一段深情的回忆!

据我了解，《童年》是高尔基自传体三部曲：《童年》、
《在人间》、《我的大学》中的第一部。它向我们艺术地展
示了阿廖沙在黑暗社会追求光明的奋斗历程。故事生动地再
现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俄罗斯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

读完了这本书，我的感受颇深。首先，与高尔基的童年相比
较之下，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作者儿时的悲惨遭遇，我觉得自
己是幸运的，幸福的!在家里，父母宠爱着，关心着，保护着。
在学校，有老师的教导和同学们的陪伴，真正可以说是无忧
无虑。而高尔基呢?与我们恰恰相反。有人说：“环境可以造
就一个人，也可以毁灭一个人。”就是这样的环境造就了高
尔基，成就了高尔基。在如此邪恶和污秽的社会中，他那颗
光明和博爱的心没有动摇，没有被污染，反而变得越加开阔、
光明。也许，这就是他成功的秘诀吧!这本书告诉我们要坚强
勇敢、正直自信。



步入初中的我回忆起童年是多么美好的时光啊，读了高尔基的
《童年》后，才知道什么是童年，什么是幸福童年，什么叫
做珍惜童年。也许你正在为妈妈没有带你去买你想要的东西
而抱怨着，可如果你想象一下高尔基的童年，那么你将会感
受到自己的幸福，去主动帮助妈妈工作!这本书告诉我们，要
珍惜现在!

高尔基虽然小时候生活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但是竟然还能
成为一位如此杰出的人，真是了不起!他发表过的文章数也数
不清。高尔基从来不放弃可贵的光阴，他在一九二八年至一
九三六年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克里母.萨姆金的一生》，但直
到他临终都没有完成。这部小说作品再现了俄国社会生活，
反映了各个阶级和社会集团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变化。高尔基
于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八日在哥尔克病逝。读了《童年》，我
深深感受到了当时俄国社会的那种腐败，当时人民生活的痛
苦。相比之下，我们现在的社会是多么美好!我认为，如果我
们在这样的好环境中浪费时间实在是天大的错误。记得鲁迅
先生曾经说过“时间就是生命”“珍惜时间是成功的秘诀”。
我们现在有如此好的环境，是多么难得呀!所以我们不是更应
该去努力吗?这本书告诉我们，要把握未来!

每个人的心充斥着暴力，麻木不仁，他们放纵自己，麻醉自
己，去努力忘掉穷困，病痛的折磨，那种灰暗的日子，真的
很难熬过，大家记得书中那句话吗?漫漫日月，忧伤是它的节
日，火灾是它在狂欢，在一无所有的面孔上，伤痕也成了点
缀——我想这就是对《童年》中生活的最好诠释!

段落选抄：此时此刻，我就会产生一些特别纯洁的、飘忽不
定的思绪，但这种思绪是细腻的，像蛛网一样透明，很难用
语言表达清楚。它们往往是突然爆发，马上就像陨星似的迅
速消逝了，在你心中留下莫名的忧伤。这有时会使你得到安
慰，又令你惶恐不安。这时你的生灵在沸腾，在融化，渐渐
形成一种终生不变的形状，于是你的心灵的面孔就这样产生
了。



1000字的读书心得二：

读书于我而言，是一种审“苦”。这种审苦，像一位评论家
形容波德莱尔的写作状态：他躺在玄色的石板上，拿着明晃
晃的刀子给自己解剖。不同的地方是我左手持镜、右手持刀;
最后发现刀是钝的、身躯是虚空的。

“我”在石板上铭肌镂骨地“观”着。镜子呢?镜子还是镜子。
我从小人书开始“读书”生涯。村里的大小孩，从初中学校
借回小人书。有些大小孩还爬到老师家或供销社里去偷小人
书。借回来的第二天就要还，于是一本小人书在村里轮流读
到天明，轮不着的干瞪眼。读小学的我放学回家，主要任务
是放牛，读小人书的机会比其他人多。当时用得最多的一个
短语，可能就是“改革的春风”。在这“春风”中，我感觉
到了父辈们一生的“悲惨”。这种“悲惨”感越来越强烈，
最后成了未成年的我关注农村一草一木惟一的“眼”。读高
中时，我拼命地思考农民的命运。读的书越多，越深入，越
感觉到世界的广大、知识的无涯、思考的无穷，而人在其中
的命运也越切近，越飘渺。我不知不觉走上抽象之路。当年的
“农村之思”远了，“人的命运”这个维度却刻骨铭心了。
为何读书?我说不清楚，因为我意识到这个问题时，读书已经
是存在本身。但我知道：我读书之所及，无不是“人的命
运”，人在盐米油酱醋中的命运，在世界中的命运，在人类
中的命运。我关于人的命运的关注就这样地由近及远、由此
及彼地展开了。

我信奉叔本华的理论：喜欢阅读一目了然的书的人是懒惰的
人，只有阅读那些需要自己反复思考才能明白的书的人，才
是真正读书的人。我认为一个民族也是如此。一个没有比较
艰深着作的民族是不深刻的民族。真正的艰深，不是因为它
远离我们的日常生活，而是因为它直面世界本身的复杂。我
的阅读也是如此。我喜欢阅读艰深的着作。在阅读中我强调
想象和联想。再抽象的理论表述，在进行思辨理解的同时，
我把它还原成日常生活的图景。有些只需要现成的联想，有



些需要想象的构造。我一直认为，无法进入抽象概念的人是
缺乏想象的人;缺乏想象的人如果自认为理解抽象概念，这个
概念在他那里也已经是一个死的东西了，既没有联结能力，
也没有生成能力。

阅读是抽象的，关于命运的感受是具体的。在抽象阅读和现
实感受中，我明白自身观念的命运。我们生长在改革年代，
但在接受现成的非个人化的观念里长大。许多教育和观念已
经深入到生理反应中去。我不得不四面突围。人不能揪住自
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在自圆其说的内部突围中，惟一的途径
是自觉引入差异。遇到能够证明自己感受和观点的事物固然
高兴，遇到不同的甚至否定的事物，我更加高兴。我称之为
差异阅读法。我很少单纯地阅读一本书，或者一种观点。我
总会同时将观点不同的许多书放在一起读。我越信服某种观
点或某本书，我越要寻找不同的书来辩论。

1000字的读书心得三：

昨天去听余光中的讲座。余老八旬高龄，精神矍铄，修秀儒
雅，一派学者风范，名家之态。仅仅2小时所论的中文与英文、
文笔与译笔，对我来说是极有价值的启蒙，解答了我长久以
来的疑问，也纠正了很多错误的'观念。

讲座中，有节选《听听那冷雨》，配上江南丝竹，其味妙绝，
听罢使人不禁潸然。现摘录如下：

“惊蛰一过，春寒加剧。先是料料峭峭，继而雨季开始，时
而淋淋漓漓，时而淅淅沥沥，天潮潮地湿湿，即连在梦里，
也似乎有把伞撑着。而就凭一把伞，躲过一阵潇潇的冷雨，
也躲不过整个雨季。连思想也都是潮润润的。

“整个中国整部中国的历史无非是一张黑白片子，片头到片
尾，一直是这样下着雨的。二十五年，四分之一的世纪，即
使有雨，也隔着千山万山，千伞万伞。十五年，一切都断了，



只有气候，只有气象报告还牵连在一起，大寒流从那块土地
上弥天卷来，这种酷冷吾与古大陆分担。不能扑进她怀里，
被她的裙边扫一扫也算是安慰孺慕之情吧。

“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
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
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
必然长在。因为一个方块字是一个天地。太初有字，于是汉
族的心灵他祖先的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譬如凭空写一
个“雨”字，点点滴滴，滂滂沱沱，淅淅沥沥，一切云情雨
意，就宛然其中了。

“听听，那冷雨。看看，那冷雨。嗅嗅闻闻，那冷雨，舔舔
吧。雨是女性，应该最富于感性。雨气空而迷幻，细细嗅嗅，
清清爽爽新新，有一点点薄荷的香味，浓的时候，竟发出草
和树林之后特有的淡淡土腥气，也许那竟是蚯蚓的蜗牛的腥
气吧，毕竟是惊蛰了啊。也许地上的地下的生命也许古中国
层层叠叠的记忆皆蠢蠢而蠕，也许是植物的潜意识和梦紧，
那腥气。

“雨不但可嗅，可亲，更可以听。听听那冷雨。听雨，只要
不是石破天惊的台风暴雨，在听觉上总是一种美感。大陆上
的秋天，无论是疏雨滴梧桐，或是骤雨打荷叶，听去总有一
点凄凉，凄清，凄楚，于今在岛上回味，则在凄楚之外，再
笼上一层凄迷了，饶你多少豪情侠气，怕也经不起三番五次
的风吹雨打。一打少年听雨，红烛昏沉。再打中年听雨，客
舟中江阔云低。三打白头听雨的僧庐下，这更是亡宋之痛，
一颗敏感心灵的一生：楼上，江上，庙里，用冷冷的雨珠子
串成。十年前，他曾在一场摧心折骨的鬼雨中迷失了自己。
雨，该是一滴湿漓漓的灵魂，窗外在喊谁。”

荡气回肠。一瞬间，我在南洋的岛屿上失去了意识，恍然回
到了烟雨的江南，我的家乡。幼时的幻境、去年的记忆，有
相隔千年之感，如今回味，竟如太浓的酒香，叫人迷失了自



己，丢掉了魂魄。

大家的一行墨，就是十年功。

世界上没有一样学问是不值得钻研终生的。即使钻研终生，
又怎么够呢?

不认清自己的才华，是暴殄天物。而让自己那一点点天赋发
挥出来，又怎是轻易之事?此间辛苦，吾辈断未尝过;却自鸣
得意，实在可鄙。

童年的读后感六年级篇二

最近，我读完了高尔基写的《童年》这本书。当我怀沉重重
的心情放下书时，我想起了我们现在的生活，跟高尔基的童
年时多么的不同呀!

《童年》讲述了阿廖沙四岁时，父亲逝世。他跟随母亲到了
外祖父家。之后，母亲又远走他乡，四处飘泊。阿廖沙从小
与外祖母外祖父相依为命。外祖父因为缺钱，十分专横、残
暴，还经常毒打外祖母和孩子们。外祖母则是慈祥善良，教
会了阿廖沙明辨是非，像一只蜡烛，点亮了阿廖沙的人生之
灯。阿廖沙还认识了聪明能干的小茨冈、落魄的“好事情”，
还亲眼目睹了小茨冈的死亡 ……每个人不同的性格，都给阿
廖沙造成了不同的影响，他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度过了他的童
年。

其中我最喜欢阿廖沙的外祖母，她善良、乐观、坚强，竭尽
全力地关心和保护着阿廖沙，尽量不让他受到伤害。她用她
的宗教、童话故事和她的歌声教会了阿廖沙正义、善良。虽
然生活非常艰辛、屈辱，但她还是保持着一颗宽容的心。

全书毫无保留的揭露了沙俄统治的黑暗，批判了社会对人性
的扭曲。赞扬了以阿廖沙为首的一代俄罗斯新人正直勇敢、



不惧黑暗的精神。

把阿廖沙的童年和我们的童年比一比，是多么的不同啊!阿廖
沙从小失去了亲人，没有了生活依靠。外祖父家的生活又是
那么的清苦，但他没有受外祖父的影响，变成一个暴躁、贪
婪、自私的人，而是像他外祖母一样成长为一个坚强、勇敢、
正直、充满爱心的人。现在我们的生活条件比他那时优越几
千倍、几万倍，我们还有理由不好好学习、好好珍惜，成长
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吗?!

童年的读后感六年级篇三

暑假期间，读了高尔基的《童年》。我真切地体会到沙皇专
制制度的腐败、丑恶，老百姓身处黑暗而不知的奴性与麻木，
和年轻一代反抗黑暗、奴役，追求自由，光明的苦难历程。

他四岁丧父，跟随慈祥的外祖母来到了外祖父的家中。在这
里，他认识了许多东西，也看清了许多东西，他看清了自私、
贪得无厌、粗野的两位舅舅，朴实的朋友“小瓷冈”，吝啬、
小气、贪婪、专横、残暴的外祖父。每一天都生活在残忍、
愚昧、亲人之间的勾心斗角和争吵（之中）。从（在）善良
与邪恶之间，阿廖沙懂得了一些道理，并坚强地活下去。

相比之下自己（与）独自在人间闯荡的阿廖沙（相比），我
是多么的幸运和无知，经常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
生活，每天都要父母操劳。回想起来，真有点惭愧。因此，
我们要有自主性和独立性，毕竟同龄人“他”处于那个黑暗
的机会，也能咬紧牙关，坚强地走下去。然而幸福的我们，就
（更加）要努力学习，珍惜现在了。

在书本中，有几个情景是深深地触碰到我的内心的。例1：阿
廖沙因为好奇，把桌布放在染桶里，结果被外公狠狠地打了
一顿，但是，在打的过程中，所有人都幸灾乐祸。可见，当



时人情是多么的冷漠，阿廖沙是多么的可怜。

例2：阿廖沙早年父亲便逝世。从此，小小的阿廖沙便随母亲
一同住进了外祖父家。外祖父日渐消瘦，渐渐变得残暴，变
得小气吝啬，经常打阿廖沙。不满十岁的阿廖沙，不知受了
多少苦，多少痛？心里面真的替他伤心，难过。生活得如此
痛苦的阿廖沙，在当时黑暗的社会背景下，仍然以乐观，积
极的心态坚强地生活下去。纵观现在，有多少学生说压力大，
压（大）到气也缓不了，有的甚至出现自杀的念头。可怕，
真可怕！我认为产生轻生念头的人，都是笨蛋，为什么呢？
身处社会，拥有生命，本身就是一件幸运的事。一旦死了，
父母、亲人们咋办？所以，要想后果嘛。其实与你压力大的
时候，你自己稍微放松一下就好了，要多向好的，积极乐观
的方面去想。

阿廖沙坚强、正直、乐观的高贵品质很值得我们去学习，他
对我影响颇大；他告诉了我如何坚忍不拔地顽强生长，并且
对美好的生活充满向往，把在沉睡的幻想唤醒。

仅仅活着是不够的，还应该穿越生活；对城市而言，仅仅看
过是不够的，还应该穿越它。

——【法】波德里亚《冷记忆》

超越，思考是进步的阶梯，生存与生活更是一门艺术，高尔
基先生的《童年》，（让）我懂得的是坚持、乐观与探索。

文档为doc格式

童年的读后感六年级篇四

漫长岁月煎熬，已化为乌有。因为，岁月带来，煎熬过后，
已是火灾，烧得到处都是。



一无所有面庞，伤痕也成了点缀。——题记

本书作者高尔基出生在俄国一个木工家庭，早年丧父，寄居
在外祖父家，十一岁便走向了社会，尝尽了人生辛酸。而
《童年》正是根据他童年生活而写成，可以说是自传体小说，
正反映了当时生活与社会惨状。

小说主人公也是早日丧父阿廖沙，在阿廖沙幼小心灵里，已
经让黑暗与恐惧占据了。

在他生活里，有粗暴自私外祖父经常毒打他，又一次竟把阿
廖沙打得失去了知觉，结果生了一场大病。阿廖沙外祖父还
狠心剥削工人，暗放高利货，怂恿帮工偷东西。

从阿廖沙外祖父种种劣行中，我读出了吝啬、贪婪、专横、
残暴，也着实体会得到了阿廖沙当时心情。是外祖父残暴留
给了阿廖沙童年重重伤痕。

我们中国有个成语：祸不单行。同样，在阿廖沙生活里，还
有两个让他充满恐惧人——他两个舅舅米哈伊尔和雅科夫，
这兄弟俩很像，自私残暴，但也相互勾心斗角，阿廖沙父亲
马里哈姆在世时，也遭过他们两个陷害，而且他们还害死了
富有同情心茨冈。

生活在这样环境里，阿廖沙内心充满了压抑和恐惧，同时也
渴望人间爱与温情。

读这本书时，心中不免产生不快和同情，为阿廖沙悲惨童年
而拭泪，为那些无辜逝去生命而忧伤。

不过，在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时，一定会为你开启一扇窗，
所以，阿廖沙生活中便有了带给阿廖沙快乐和温暖外祖母；
教他做一个正直人老长工；还有纯朴乐观、富有同情心茨冈。



是他们，为阿廖沙黑暗童年点了一盏明灯，让阿廖沙内心变
得强大，使阿廖沙充满信心和力量，让阿廖沙不再孤独与寂
寞。

读完这本书，我看到，也知道，在黑暗长河尽头，一定有一
个叫光明东西在发光发亮，只要跨过这条令人惊悚大河，光
明就一定在闪烁，希望就一定触手可及。

童年的读后感六年级篇五

“童年呵，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
”——《繁星》作者高尔基出生于一个木匠家庭，他的童年
远没有诗中的美好，他父母早亡，十岁时便自立更生，四处
漂泊流浪，尝尽了人世间的辛酸。悲惨的童年与过早的社会
底层的生活体验成为他写作的源泉。

《童年》是高尔基根据自己童年而撰写的一部小说，以主人公
“阿廖沙”悲惨的成长经历，以一个孩子的视角批评了19世
纪沙皇末期社会的腐败、衰败和没落，又不失为是一部优秀
的文学作品。

阿廖沙自小经历了许多死亡，从自小丧父并不能理解死亡的
含义，到母亲死后对死亡的麻木。父亲死后，母亲的冷漠，
外祖父的残暴，舅舅们的自私使他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创伤。

有一次外祖父的毒打使他失去了知觉，与死神打了个赌——
那时的他还不识字。

只有外祖母给了他温暖和希望，使他看到了光明。在黑暗里，
永远有一种叫光明的东西，在隐隐放光，在逆风飞翔。不管
它多么渺小无望，只要心中有希望，它一定会冲破黑暗，照
亮世界的每一寸角落，生生不息。

在作品的末尾，有这样一句话:“就这样，我走向了人间。”



成长究竟是什么，是破茧成蝶的痛处?是风雨打磨的卵石?痛
并快乐着。

童年的读后感六年级篇六

童年似一杯浓浓的咖啡，暖到你的心窝；童年又似一杯淡淡
的茶，让你回味无穷；童年似暴风雨后的彩虹，五颜六色，
炫丽无比；童年又似那晚霞后的余光，那么让人怀念；又似
那弯弯的小路，伴随着你成长。风儿不可能将这温馨的回忆
给吹掉；雨儿也不可能把这一件一件感人的旋律淹没，只有
可爱的阳光将它照射，将它保存。

——题记

每个人的童年都是丰富多彩的，自从阅读了高尔基先生的
《童年》后，我便深有感触，高尔基先生的《童年》向我叙
述了这样一个小时候的阿廖沙，故事是这样的：小主人公阿
廖沙在父亲去世后，随母亲寄住在外祖父家中度过岁月。其
间，他得到外祖母的疼爱、呵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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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在生活琐事中所表现出来的自私、贪婪。这种现实生活
中存在的善与恶、爱与恨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地印
象。阿廖沙就是在这种“令人窒息的，充满可怕的景象的狭
小天地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在故事中有几个片段让我印
象深刻，例如：花园里，甲壳虫围着白桦树嗡嗡地飞。

隔壁院子里桶匠正在工作，当当地响。还有霍霍的磨刀声。
花园外边的山谷里，孩子们在灌木丛中乱跑，吵吵声不断地
过来。一种黄昏的惆怅涌上心头，非常想到外面去玩。这朴
素清新的语言充分体现了孩童的天真烂漫。作者用细腻的文
字描写了一副活泼，欢快，精彩的外面世界。是的，童年是
美好的，但有时候，它却不一样了。

又例如：阿廖沙因为好奇，把桌布放到染桶里，结果被外公



狠狠地打了一顿，但是在打的过程中所有人都是幸灾乐祸。
在这个片段中的阿廖沙是痛苦的，是值得令人同情的。

从这本书当中，我还看到了一个慈祥的外祖母，她对上帝虔
诚，对人良善、忠厚，对丈夫容忍、体谅；她聪明，能干，
健谈，会跳舞，会讲童话；火灾里指挥若定，火灾后为舅妈
接生；她是大家庭的好主妇和顶梁柱，是阿廖沙最贴心最亲
爱的朋友。

看了阿廖沙的童年之后，我深感着幸福，童年时的我，生活
在了父母的怀抱里，成天与小伙伴们嬉戏，在一起放风筝，
一起在公园奔跑。和阿廖沙的童年相比，我们的童年是灿烂
的，是彩色的，是没有烦恼，没有痛苦，更是无忧无虑的。
现在，有许多的孩子甚至不懂什么叫做“打”，因为他们从
没有经历过被人打、被人拿鞭子抽的滋味。他们丰衣足食，
要什么有什么，又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心肝宝贝”，
怎能和高尔基那悲惨的童年相提并论？年代的不同就是这差
别，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地狱；一个充满阳光，一个到处黑
暗。美好的童年真是来之不易啊！

回忆过去，展望未来，人生的道路还很长，需要我坚强地走
下去。虽然我已经挥手与有趣的童年告别，但是我会用童年
时的那份纯洁的心和乐观的态度去面对今后人生的各种坎坷，
让童年那美丽的花朵永远开放在我的心中。

童年的读后感六年级篇七

在夕阳的照射下，我轻轻地打开书柜，郑重地拿出了《童
年》，坐在阳台上，心无旁骛地读了起来。

童年的作者是高尔基，他是苏联文学的奠基人，也是20世纪
俄罗斯文学的杰出代表，代表作有短篇小说《伊则吉尔老婆
子》，散文《海燕》以及长篇小说《母亲》等。



《童年》这本书讲述了我——阿廖沙在父亲病死后，随母亲
到外祖父家生活的经历。

童年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温暖的，但阿廖沙的童年是黑暗的，
残暴的。父亲早早的就离世了，他和母亲长期寄居在外祖父
家，但外祖父常常家暴他们。有一次他把布染坏了，外祖父
竟把他打晕死过去。多么令人同情呀！

这本书也是高尔基童年的真实写照。在他那个黑暗的时代，
生活中处处都蕴藏着暴力、但高尔基并没有因为家庭的不幸、
身世的悲惨、时代的黑暗，而停止奋斗的脚步，而是用自己
顽强的毅力和乐观向上的态度去迈开沉重的脚步，最终他以
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学，在长大后还成了中外闻名的文豪，
写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

与高尔基的童年相比，我的童年太幸福了，生活无忧无虑，
事事被父母照顾得无微不至。有时候还会因为一件小事不顺
我心，我便对他们发脾气，真是不应该啊！有时候我还经不
起挫折，一遇到困难就哭哭啼啼的。现在我明白了，只有经
得起暴风雨的洗礼，才更懂得雨后彩虹的美丽。

合上书，阿廖沙的故事在我的脑海中久久不能散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