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五年级读后感(实用13篇)
导游词的语言表达应生动活泼，通过生动的比喻、形象的描
绘和引人入胜的故事，吸引游客的注意力。导游词的撰写需
要注意语言的生动性和趣味性，以吸引游客的兴趣和注意力。
最后，感谢您选择我们作为您的旅行目的地，祝愿您有一个
愉快的旅程。

五年级读后感篇一

都说《城南旧事》是一部好书，在老师的极力推荐下，我认
认真真地阅读了这篇小说。小说的作者是著名的女作家林海
音，小说主要记载了英子七岁到十三岁的生活经历，它讲述
了旧北京的老故事，体现了那么一个小巷子的温馨：一座座
可爱的小平房，和蔼可亲的左邻右舍，院子里奔跑嬉闹的小
朋友，还有到处耸立着的老树，我陶醉于书中，简直像是身
临其境。

小说透过英子童稚的双眼，向人们展现了大人世界的悲欢离
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天真，却又道尽了人世间复杂的情感。
会馆前的疯女子，遍体鞭痕的小伙伴妞儿，出没在荒草丛中
的小偷，朝夕相伴的乳母宋妈，重病染身而长眠于地下的慈
父……他们都曾经和英子玩过、谈笑过、一起生活过，他们
的音容笑貌犹在，却又都一个个悄然离去，英子苦苦思索，
但是始终不得其解。那一缕淡淡的哀愁，那一抹浓浓的相思，
深深地印在了她童稚的记忆里，永不消退。那一幕幕也深深
地打动着我，感染着我，令我久久不能自已。

看完《城南旧事》，我感慨万千。回想我的童年，应该说无
忧无虑、幸福快乐的，如果要让我像作者一样去采撷童年的
花束，还真有些困难呢！因为我的童年和大家一样，也是在
玩耍、游戏、上幼儿园中快乐的度过，生活给我的童年带来
了无限欢乐，然而我却缺少了作者那份细心，今后我一定要



善于观察生活，感悟人生。

五年级读后感篇二

我读了一本特别有意义的书——《城南旧事》。这本书使我
勾起一些童年的回忆。

起初我看到书名《城南旧事》仅仅一个“旧”字，就让我浮
想联翩，以前的同学、老师；以前的屋子、家；老屋旁的老
柳树。童年时记忆的开始，也是一个梦的符号。

转眼间，我的童年也化为了一个梦的符号了。读着《城南旧
事》，里面的故事情节，仿佛身临其境。作者的那些往事，
好像在我身边发生过一样真切：惠安馆的秀贞，草丛里的小
偷，爱笑的兰姨娘，伙伴儿妞儿，不理睬英子的德先叔，从
小就陪伴英子的宋妈，患有肺病去世的父亲，东阳下的骆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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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

读完这本书后，我想：美好的事物终究会是要远去的。忍不
住再次翻开目录，看见了六个小标题，标题中的每一个字似
乎都有魔力，让我不由自主的闭上眼睛，回忆自己的'童年，
回忆小英子的童年，好像我真的有两个童年一样，两个童年
都那么有趣，都那么值得回忆与留念。我又忍不住背诵了英
子喜欢的那首小诗，我们看海去：我们看海去！我们看海去！
蓝色的大海上，扬起白色的帆，金红的太阳从海上升起来，
照到海面照到船头。我们看海去！我们看海去！”

童年，一个多美好的词儿啊！可是它却是短暂的，小英子的
童年过去了，我的童年也走了。不过，回忆童年却是件快乐
又幸福的事情啊！



五年级读后感篇三

翻开那一袭墨黑的《城南旧事》，我的心情感到沉重，一丝
淡淡的忧伤——童年一去不复返，笼罩在我的身旁。

这本书是描写旧北京形形色色的人和事。从童年的骆驼队到
爸爸的花落了，中间英子经历了许多成长的变故。也就是这
样，一个个人物开始走进故事里：惠安馆内被称做疯子的姑
娘秀贞、英子的好朋友妞儿、为供弟弟上学而无奈做小偷的
哥哥、常住在英子家躲风声的德先叔、被施家赶出来留宿英
子家的兰姨娘、英子家的仆人宋妈、因病去世的爸爸……他
们都是英子成长中最重要的人物，也是教会她许多道理的人。

童年，是记忆的开始，也是一个梦的符号。回忆童年，有许
多梦一样的故事。读着《城南旧事》，仿佛身临其境：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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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边的小伙伴妞儿，爸爸的好友德
先叔，和英子朝夕相伴的宋妈以及最后因肺病去世的父亲。
不管人、物，他们都和英子建立下了深厚的感情，成为英子
记忆里深刻的人物。但是这些人都在童年匆匆的脚步声中离
去了，消失了。童年的故事，就此破碎，所以，童年的每时
每刻都是重要的，快乐的，美好的。

相比之下，虽然我的'童年过得无忧无虑，但英子的童年却十
分精彩、戏剧化。她童年遇到的每一件趣事都深深印在我的
心上。她的童年故事真实、纯朴，那样的纯净淡泊，弥旧温
馨。

书中，英子遇到了很多的人，其中我印象极深的是惠安馆的
疯女人秀贞。刚开始，我还为英子捏了一把汗；真担心英子
会不会被秀贞伤害；后来我知道妞儿就是小桂子时，不禁泪
如雨下——母女俩终于重逢了！秀贞准备带着妞儿去找思康
叔，英子就把钻石表盒金手镯送给秀贞……读到这里，我大
为感动：小小年纪的英子就懂得关爱、友谊。怪不得英子的



童年是精彩的，原来是英子有一颗纯洁的心灵，所以她的童
年才幸福。那才是无忧无虑的快乐。

当我合上书的最后一页，房间里飘着一股淡淡的幽香，久久
无法散去。读完此书，我深深体会到了英子童年的喜、怒、
哀、乐；酸、甜、苦、辣，每一种感觉我都不会忘记。现在，
我已经初一了，即将告别我快乐无忧的童年。《城南旧事》
就如苦涩中的一丝香甜，把我们拉回了过去，回忆童年。花
儿谢了会再开，一曲终了还可以再从头，但是童年一去再也
回不来了。

五年级读后感篇四

《城南旧事》这本书，虽然仅仅只有四个故事题目，但是他
们却能让我觉得自己也仿佛进入了故事的仙境里面去了一样，
这四个题目分别是城南旧事·婚姻的故事·孟珠的旅行和晚
晴。

你一定是个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吧！下面我就给你讲一个城南
旧事的'故事吧！太阳从大玻璃窗透进来了，照在大白纸糊的
墙上，照到三抽屉上，找到我的小床上来了。（一下成我）
我被宋妈的鸡毛掸子给弄醒了。妈妈和我到集市上买了菜后，
不知不觉地走到了“灰娃馆”前面。他准是在算一天共买了
多少钱的东西。我跟在妈妈后面，一直着疯子，竟忘了回家
的路。后来我才知道疯子为什么会疯，因为她的孩子一生下
来，就一落地，趁着天没亮，送到文化门城根底下去啦！反
正不是让野狗吃了，就是让人捡走去了。这姑娘就打疯了，
可怜他爹娘生了这么一个姑娘。

我回到家里，只见宋妈正在数着几句丹凤牌的红头洋火，老
婆子把破烂纸往他的大筐里面塞呀塞呀！鼻子里还吸着流鼻
涕。只见妞儿拿着两三件衣服来找我，说要和我去找他亲爹
亲娘。



在一个下雨天，我似乎感冒了，月了妞儿在一起。我糊里糊
涂地说着，拉开妞儿那条狗尾巴辫儿，可不是，我看见那杂
乱的黄头发里，中间是由一块指头大的清记。我带着妞儿去
见疯子，疯子见了妞儿，急忙拿起行李寄着妞儿的手上了一
辆洋车走了。

这个城南旧事的故事告诉我们：虽然疯子找不到小桂子（指
妞儿），但是在我的带领下终于找到了小桂子。说明了只要
有爱，就会有奇迹发生。

五年级读后感篇五

读一本好书，就像和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亲切友好的交流，之
中，没有辩论没有争吵，其中，我最爱的书就是《城南旧
事》。

《城南旧事》共有六个小故事。在这六个故事中。我最爱的
还是《惠安馆》。《惠安馆》这个故事讲的是作者林海音奶
奶小时候和一个疯子——秀贞稀里糊涂地交朋友，然后还帮
她一起拐跑了王大妈的妞儿，最后，又把自己妈妈的金镯子
偷来给她当找丈夫的盘缠。每当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会
情不自禁地想到我自己小时候的.傻事。

那是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我跟小伙伴玩的时候发现在路旁
的芭蕉林下有一个人在乞讨。之后，我就要小伙伴先去玩，
自己回家从储钱罐里拿了二十元给那个乞讨的人，回到家之
后，我坐在沙发上很开心，因为觉得自己做了件好事。后来，
我又细想了一下，我发现那个人有手有脚，却不去工作，他
是不是骗子呀！想着想着，心里很是困惑。马上，我自己被
骗了，赶紧回到那里的时候，那个骗子已经不见了。现在，
我已经长大了，再也不会像小英子一样做傻事了。



五年级读后感篇六

写《城南旧事》的时候，林海音已经40岁了，那些故事发生
在三十余年前。

一个经历了战争、移居，种.种**的中年人，写下的文字仍然
充满童真。比如主人公英子的妈妈从福建来，讲不好北平话，
“妈不会说‘买一斤猪肉不要太肥。’她说：‘买一斤租漏，
不要太回’”。还有《冬阳·童年·骆驼队》，《城南旧事》
的序言，小学时学过，作为选读课文放在语文书的最后面。
里面有句话形容骆驼吃草，“那样丑的脸，那样长的牙，那
样安静的态度”。其他人谁会对着骆驼的脸看呢?只有九岁的
小孩，才会从这个视角看骆驼，也才有这个耐心观察骆驼和
感受骆驼。

《城南旧事》以北平为背景，写英子记忆里的、发生在这里
的人和故事。老舍先生也写北平，笔下的北平人多是社会最
底层，拉车的祥子、《我这一辈子》里的“臭脚巡”、《月
牙儿》流落风尘的母女二人，等等，都是城市中做着最低贱
贫苦工作的人。《城南旧事》里，英子家应该算得上当时的
中等家庭了：雇得起女佣，吃得起零食，女孩子也一样上学
读书。但就算是这样，英子记忆里的人，还是苦命人多。孩
子被丢弃后疯了的秀贞、被迫学戏整天挨打挨骂的妞儿、女
儿被卖掉儿子早早夭折的宋妈，面对生活的不幸，都毫无办
法。

混乱的时代里，能一直好命，那是运气，然而大多数人都没
有这样的运气。

英子小学六年级毕业那天，大家唱着《送别》分离，回到家，
知道了父亲去世的消息。

“爸爸的花儿落了，我的童年也结束了”。



和生理年龄无关，一个人真正意义上从小孩子成长为大人，
是从“失去”二字开始的。还是孩子的时候，吃饭睡觉、上
学读书，该做的一切都有人安排好，自己只要按照安排去做。
但是总有一天，一些重要的东西，人或事，会离自己而去，
无法阻挡也无力改变。从此往后，不再有撒娇的权利和资格，
要从被照顾的人转变为照顾他人的人，人生只能靠自己。

五年级读后感篇七

《城南旧事》这一本书由林海音所著。作者因怀念童年的北
京城南里那些景象和人物，想把实际的童年和心灵的童年都
写在书里，永远保存在书里。这本书里作者写了6篇，而我最
喜欢看的就是《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了》这
篇。

我较为喜欢的一个片段是：当我上一年级时，就有早上赖床
不起的习惯。有一天，外面下大雨，我醒来就知道已经不早
了，因为爸爸已在吃早餐，我竟有勇气赖在床上不起了。等
一下，妈妈进来了，爸爸也进来了，爸爸命令我，可我就是
不听，爸爸气极了，拿起桌上的鸡毛掸子打我。我哭着躲避，
最后还是坐洋车去学校。虽然迟到了，但老师并没有罚
我……这段事件我尤为喜爱。“因为爸爸在我静默时，叫我
出去，还给我送夹袄，又给了我两个铜子儿”读到这时我感
到很感动，文中的父亲先是打了孩子，可是事后却关心孩子，
足以证明父亲爱孩子、疼爱孩子。读到这时，我感觉世上的
每位家长虽然会打骂孩子，但是心里还是会关心孩子的。可
怜天下父母心，我觉得当时作者心里也应该被父亲的举动感
动了吧。

《城南旧事》这本书有作者的'童年趣事，有作者那段回味无
穷的记忆。其中包含的世间真情，有的催人泪下，有的令人
啼笑皆非。



五年级读后感篇八

翻开那一袭墨黑的《城南旧事》，不知为何，我的心情感到
沉重起来，一丝淡淡的忧伤笼罩在我的身旁。

这本书是描写旧北京形形色色的人和事。从童年的骆驼队到
爸爸的花落了，中间英子经历了许多成长的变故。也就是这
样，一个个人物开始走进故事里：惠安馆内被称做疯子的姑
娘秀贞、英子的好朋友妞儿、为供弟弟上学而无奈做小偷的
哥哥、常住在英子家躲风声的德先叔、被施家赶出来留宿英
子家的兰姨娘、英子家的仆人宋妈、因病去世的爸爸……他
们都是英子成长中最重要的人物，也是教会她许多道理的人。

令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惠安馆那章。秀贞是英子搬到新家认识
的新朋友之一。她天天听着她念叨着小桂子之类的话，使英
子很好奇，她觉得假装有一个小桂子很好玩，于是她每天上
午偷偷跑去惠安馆和秀贞玩，听她讲小桂子的事。可是似乎
胡同里谁都说秀贞是疯子，不许自己家的孩子靠近惠安馆。
但是在英子的眼里，秀贞跟其他人家的姑娘没什么两样嘛。
直到有一次，她无意中听到了宋妈说的话，才知道秀贞为什
么会变疯的。原来，秀贞和一个借宿在惠安馆的学生相爱，
有了孩子，但是他必须得回家一趟，可怕是被他妈扣在了那
里，一走就是六年。后来秀贞生下来一个女孩，却被她妈丢
到了齐化门城根下，她从那时开始就疯了。英子从秀贞口中
得知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她还告诉英子小桂子的脖子后
面有一块青疤，拜托英子帮忙找到小桂子。秀贞的眼睛下面
有两个泪坑，英子的好朋友妞儿也有两个泪坑，英子经常把
妞儿和小桂子混在一起。直到有一天，妞儿和英子哭着说她
不是她爸妈亲生的，说要回齐化门找她的亲生父母时，英子
恍恍惚惚地去掀开妞儿的头发，发现妞儿的脖子后面真的有
一块青疤。她想让秀贞和妞儿回惠安找她爸去，于是拿上妈
妈的金手镯，带着妞儿跑去找秀贞了。秀贞连夜整理好行李，
带着妞儿去搭火车。可是英子不舍得妞儿，便使劲跑去追赶
妞儿。那天夜里，又下着大雨，英子还发着烧，但她最后还



是顶不住了，幸亏刚好遇见了妈妈，她才不至于晕倒在马路
上。后来，英子有一次听妈妈说原来那天晚上秀贞和妞儿被
压在了火车底下了……英子突然想起了一个人，她那又湿又
长的睫毛一闪动，眼泪就淌过泪坑流到嘴边了。

本书中的英子用自己稚嫩的眼光看着这个杂乱的社会，对那
些复杂的人和事，她有着自己特殊的理解和看法，但她也有
分不清的事，像她分不清海和天、好人和坏人的区别，因为
她觉得太阳是从碧蓝的大海上升上来的，但是它也是从淡蓝
的天空上升上来的呀。而她更有一种宝贵的东西，那就是乐
于助人的善心，像那次她为了别人家一家团聚，竟把妈妈的
金手镯都拿去给别人做盘缠，这是件几乎连一个成人都做不
到的事，这让我想起了一句俗话“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我想这本书也是林海音为了怀念她的童年而写的'吧。

五年级读后感篇九

今天，我来给大家介绍一本好书，书名叫《城南旧事》。

这个故事主要讲的是小女孩林海音介绍自己小时候住在北平
的所见所闻。故事的内容不免有些凄凉，我有时看得不禁会
泪流满面。林海音阿姨把自己思乡和在家乡快乐、悲伤的场
面交织在了一起，让看书的人有种说不出的伤感。

这本书有许多小故事，我最喜欢的是“我们看海去”，这个
故事主要讲的是“英子(林海音阿姨的'小名)上小学了，她的
好朋友方德成和刘平不小心把球踢到了一块草地上，据说那
块草地旁边的房子闹鬼，所以没人敢去，他们就让英子去。
这时，故事才真正开始，因为她在那里发现了一个藏脏物的
地方，英子不免有些害怕。第二次去时，英子在那发现了一
个人，那人是小偷，但他没给英子讲他的真实身份，却给英
子讲了他和他弟弟的故事，他说，他弟弟十分好学，成绩很
好，不像自己这样没出息……英子因为上了“我们去看海”
这课课文，所以很向往去看海，她和小偷说了后，那小偷也



很喜欢这课文，他和英子约定等他弟弟出海去读书时一起去
看海。英子在参加学校开的送走毕业生的活动中，发现那人
的弟弟是这届毕业生的第一名，而且那人也来看了。那天晚
上英子去那片草地玩，没等到小偷，她怕这个刚交到的朋友
又不见了，就很伤心。在离开草地时她捡到了一个金佛像，
出去后她随手就送给了一个陌生人，没想到这个陌生人是一
个便衣警察。在小偷被抓的前几天，小偷还送了英子一串自
己奶奶留下来的小珠子，因为他觉得英子是个好姑娘。当英
子得知小偷是因为自己一个无心的举动被抓时，她哭了，我
看得也哭了。

我为那个小偷被抓“我们看海去”的约定没有可能实现了而
哭，也为小英子又失去了一个朋友而哭，更为那个弟弟没有
了爱他的哥哥而哭。

五年级读后感篇十

《城南旧事》是著名女作家林海音出版的自传体小说。这本
书讲述了20世纪20年代，在北京城南一座四合院里住着英子
温暖和睦的一家。它经过主人公英子童稚的双眼向我们展示
了大人们世界的悲欢离合。看完《城南旧事》，感到有一种
说不出来的天真，却道尽人世复杂的情感。

在惠安馆这一章中，作者介绍了一个“疯子”母亲——秀贞。
秀贞与一位书生相爱，没结婚，就给他生了一个孩子。但这
孩子脖子后头正中间有一块青记，秀贞的母亲就单纯地认为
这是阎王爷一生气，用手指头给戳到世上来的，简直是造孽！
所以就把孩子抱走扔掉了，打这儿以后秀贞就再也没有见到
孩子，书生也消失地无影无踪。对丈夫和孩子过度的思念，
使她近乎疯狂，但她仍然给孩子起名、做衣服，并打算去找
孩子。

在当时，几乎所有认识秀贞的人都认为她是一个疯子，为一
个可能已经不存在的孩子而神魂颠倒。但小英子却不这么认



为，她认为秀贞只是一个因失去孩子而过度悲伤的母亲，并
不是所谓的`疯子。我觉得小英子说的对，作为一个母亲，孩
子一生下来就没见到过孩子，是多么的“杯具”啊！之后即
使她疯了，但她对孩子的爱却像所有正常的母亲一样，没有
丝毫的减退。不管她的孩子在或者不在，明白或者不明白，
明白或不明白，她的爱就在那里，不离不弃。

俗话说的好，“儿行千里母担忧。”意思是不管孩子走到哪
里，父母都会时时刻刻惦记着孩子，惦记着孩子的吃饭、惦
记着孩子的睡觉，惦记着孩子的安全……。在我家，是“女
行一步父母皆担忧”。

有一次，我到同学家去玩。临走之前，爸爸反复叮咛我注意
安全，电话必须坚持开机状态……。我刚到同学家不一会儿，
爸爸妈妈的电话就一个接一个地轮番上阵，他们好像早已算
计好时间一样，真是一对“黄金搭档”啊！当我问爸爸为什
么总是给我打电话的时候，爸爸只说了一句话：“我太担心
你了……”

这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这世上仅有父母最疼爱我们了！
父母既能够为我们付出一切，又能够包容我们的缺点。让我
们珍惜这份无价的爱吧！

文档为doc格式

五年级读后感篇十一

每当我读起《城南旧事》的时候，总会想到林海音的事情。
因为我们刚学过一篇关于她的课文，叫《窃读记》。

我一翻开书本，就看到了贯穿全书的英子。时间从1923年开
始。英子由一位七岁的小女孩长大到十三岁。书中故事的发
展循着英子的观点改变。故事虽是全书骨骼，她的观察却给
了它血肉。英子原是个懵懂好奇的旁观者，观看成人世界的



悲欢离合，直到爸爸病故，她的童年随之结束，在十三岁时
开始负起了不是小孩该负的责任。人生的段落切割得如此仓
促，更衬托出无忧无虑的童年欢乐的短暂可贵。但是童年时
不易写的主题。由于儿童对人生知识有限，童年的回忆容易
陷入情感丰富而内容贫乏的'困境。林海音能够成功地写下她
的童年且使之永恒，是由于她选材和叙述有极高的契合。

我读了这本书，我觉得林海音是一位坚强、独立的小女孩，
好像林海音就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这本书可以让我知道英子的生活经历和她的慢慢变化一个童
年，真好啊!

五年级读后感篇十二

《城南旧事》写的是林海英在北京城南的趣事。她的童年是
那么令人向往；那么让人羡慕。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慧安
馆的故事。慧安馆主要是讲小英子帮助一个在别人眼里是疯
子的人找到孩子。林海英写出童年幼稚真实的感觉把我深深
的感触了。我更触动我的是小英子那刻骨铭心的童年。不过，
小英子在小学六年级时就没有了爸爸，让人觉得很可怜，也
很惋惜。小英子那么小就没有了父亲，却还能坚强乐观的长
大，让看实觉的很佩服。更何况还成了一个大作家，更让我
佩服的五体投地。

读书心得：童年却不能继续了！夹竹桃落了，英子长大了，
不能再是小孩子了想想小英子的不幸，又想想我们的幸福，
我实在感到太惭愧了。当小英子帮妈妈干活，领弟弟妹妹时，
我们却依偎在妈妈的怀里撒娇。当小英子帮妈妈煮饭时，我
们却在外面玩。当小英子帮家里作家务洗衣服时，我们却坐
在电视机旁看动画片……就在这种环境长大的小英子却成了
一个大作家，生活的`坎坷磨炼出了小英子这样的一朵永不低
头的梅花。《城南旧事》这本好书就像一盏明灯指引着我走
向成功的道路。莎士比亚曾经说过：读一本好书就是与许多



高尚的谈话。这句话说的一点儿也不错，一本好书对人的影
响是十分大的。《城南旧事》就是一本值得我们仔细体会琢
磨的好书。

五年级读后感篇十三

林海音的书是值得慢慢品味的，《城南旧事》是她的代表作
之一，关于这本书大家都对此赞誉有加。自传体的小说很有
吸引力，小小的英子是个聪明伶俐的女孩儿，她人小鬼大，
孩子的天真烂漫情怀被她演绎的淋漓尽致。她的烂漫、童真、
她的小心事与小心机，都带给我们无限的美感。

找到了女儿妞儿;分担了妈妈的“忧愁‘，促成了新女性兰姨
的美满情……

读书的成绩很好的弟弟。看到这里，我不禁佩服起英子来，
她怎么可以这么的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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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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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