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童年读后感(优质12篇)
经典演讲是为后人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充满着感人的力量。
分析经典作品的独特之处，需要结合作者的生平经历和创作
背景进行解读。阅读经典范文可以激发我们对文学、艺术和
人生的思考和探索。

童年读后感篇一

很多时候我都在刻苦学习，但有些病人躺在病床上什么也不
用做，我可真羡慕他们啊！但自从我读了《缝不起来的童年》
这本书后，我渐渐觉得我好幸福。

故事的主人公是戴维，这个孩子一开始他的爸爸妈妈很爱他。
但可惜的是，戴维经常生病，他的爸爸身为放射科医生，给
自己的儿子做过几百次放射治疗，可不见好转，看病还要出
钱，所以他的爸爸妈妈不爱这个不幸的`孩子了。

很多学生都想像病人一样一整天躺在病床上，不用写作业，
但也许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不健康的人，多么想像健康的人一
样快快乐乐的学习生活。不健康的孩子看病要出好多钱，爸
爸妈妈都不想要这个不健康又害家里出钱的孩子了。因此会
失去爱，可是爱才是最宝贵的东西啊！

我们总是在买这，买那。想得到的不是爱，而是自己心爱的
东西，有时候因为父母不买还闹别扭，但此时生病的人愿意
失去自己所有心爱的东西，也不愿意失去生命。而健康的人
根本不在乎，健康是多么重要，多么珍贵。

俗话说：“命只有一次。”我们能得到作者得不到的安全感，
得不到的爱，得不到的健康，就让我们好好珍惜，好好爱护
吧！



童年读后感篇二

在备孕阶段即读蒙台梭利《童年的秘密》，定会受益匪浅。
原先以为刚出生的小宝宝，除了吃喝拉撒睡，他只是一个偶
尔会抿嘴痴笑的小玩意，原来，他也有很多的秘密。

这个秘密的核心我认为是孩子的本能。

蒙台梭利作为教育界的医学博士，列举了一些小孩的行为，
虽然是100多年前的小朋友，这个普遍性却是古今中外的一致。
比如，他们在捉迷藏的时候，小朋友都一定要躲在某个固定
的地方，然后找的人也是在固定的地方找，找到之后大家就
开始开心的大笑，然后重复同样的`动作，一次又一次，乐此
不疲。作为成人的我们看着很无趣，会指导他们躲在一个新
的地方，这个时候，藏的人和找的人都很茫然失措，过不了
多久就会结束这个变来变去他们觉得不好玩的游戏。这个现
象归结为一个理论即儿童看重的外部秩序和内部定向。他们
不喜欢变来变去，就喜欢简单的东西重复做，而且沉浸其中。
不禁想起现在流行的网络用语：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
事情重复做，你就是专家。

我们理想中的孩子，是热爱学习，彬彬有礼，懂礼貌，乖巧，
不迷恋游戏（特别是网络游戏）的。但每个孩子的个性都不
一样，作为父母的我们对他们了解少之又少。在蒙台梭利
的“儿童之家”，这些孩子的是自由的，老师更像是一个局
外的旁观者。看着他们自理，自处，自我调节和交往，而这
些孩子可能只有十几个月到几岁而已，通常我们以为他们什
么都不懂，所有的事情都需要大人的帮助，否则只会让事情
一团糟。而放手让他们去发挥自主性时，他们反而是礼貌的，
考虑周全的。

童年读后感篇三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是良师，书是益友。书是开启人们



智慧的钥匙。对于一个有理想有报负的人来说，书是她的信
念，是她的精神和全部力量的源泉。

今天，当我阅读《童年的馒头》后，我知道母亲的疾苦，她
们是多么的劳累呀！

从我们刚出生起，从一个还不会说话的女孩到温柔可爱的少
年女孩，哪一些不经历着风吹雨打的考验啊？对，是我们的
母亲，她们每天都在辛辛苦苦地挣钱，养育我们长大成人，
其实我们的父母最大的愿望就是有朝一日，盼我们成大器。

在时间的流逝中，我们是否体会到母爱的伟大，所以我今后
要多多报答母亲对我的养育之恩，俗话说：“滴水之恩，当
涌泉相报。”但我体会到母爱的无私中透露着平凡，却又暗
含着一些伟大。母爱它就像一股暖流，渗入我们的心肺，母
爱它就像一副翅膀，带我们飞向高远的未来。

啊！多么伟大的母亲，它就像《童年里的馒头》一样呵护着
我们！

童年读后感篇四

这本书讲述了主人公阿廖沙凄惨悲苦的童年生活，阿廖沙自
幼丧父，母亲也因与脾气暴躁的外祖父不和，很少回家。阿
廖沙童年唯一的亲人便是慈祥的外祖母，在外祖母的童话故
事和善良的教导下，阿廖沙心中充满了正义感和对沙皇统治
时期俄国制度的不满，可不幸的是，母亲改嫁，继父凶残，
后来在阿廖沙11岁时母亲和外祖母相继去世，阿廖沙不得不
去人间谋生。

书中我最喜欢的便是阿廖沙的外祖母，她善良，乐观，坚强，
用自己的全部力量去保护和关心阿廖沙，她用她的宗教和童
话故事教会了阿廖沙正义、善良，虽然生活艰辛，屈辱，但
她仍保持着一颗宽容的心。



这本书毫无保留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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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正直勇敢，
不惧黑暗的精神。

我们的童年与阿廖沙的童年相比，我们当然是幸福的我们天
天受到父母的呵护，犹如生活在蜜罐里，对于这样优越的生
活条件，我们一定要倍感珍惜，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来看待这
个世界，更要好好学习，奋发图强，不辜负自己。要向阿廖
沙学习，学习他在艰苦环境中坚强生活的精神，在学习上，
我们要迎难而上，在团难面前，我们要有昂扬的斗志。

读完《童年》后，每一次遇到困难时，阿廖沙坚强的身影便
浮现在我眼前，的确，打得住风雨洗礼的人，才是真正强大
的人、我们是祖国的希望，不该做儒夫，坚强起来，因为命
运有一半在我们自己手中。

童年读后感篇五

今天读完了这本书，我才感受到高尔基的'童年是多么的悲惨，
他既得不到父亲的关爱，也得不到家庭的温馨。他6岁时父亲
就去世了，虽然家人都很爱他，但是因为家庭的条件不好，
而且他的外祖父脾气暴躁，他的两个舅舅又是自私贪婪，这
使他的生活一点都不愉快。

虽然他的家人很多，但是他只觉得这家中只有他自己，他好
像觉得他的外祖父和他是一对敌人，处处充满着杀气。这是
他过着令人窒息的生活。只有他的外祖母才是他感到温馨，
他的外祖母对她很好，每当外祖父要打他时，她都帮高尔基
说一些好话，她经常讲故事给他听，教育他。

后来他的母亲也死了，他只好住在外祖父家，没几天外祖父
就让他自己去走向人生的道路糊糊口了，当时他才十一岁。

想想他，再想想我。在家有父母的关爱，在学校有老师的教



导。而高尔基的童年过的是那么的痛苦。

当我知道了高尔基的童年后，我懂得了人不能生在福中不知
福，我们应该用这美好的时光好好努力的读书，而不是去享
福。如果光是去享受，那么这个人的生活就一点意义都没有。
而高尔基之所以能成为知名的文学家，正是因为他会去珍惜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因为美好的生活必须有所付出，才会长
久。有所争取，才会得到。

童年读后感篇六

高尔基的《童年》闻名于世。在一个平凡的星期天的下午，
我翻开了它，我的心情也随着书上一行行的黑色宋体字忽起
忽落。

阿廖沙自幼丧父，跟随母亲、外祖母到了外祖父家，这便是
他噩梦的开始：外祖父家里充满了仇恨，大人之间都是以仇
恨为纽带的，家里乱得像个战场，吵闹、威胁，窃窃私语是
这里的说话方式。外祖父是个吝啬鬼，经常为了一点小事毒
打阿廖沙。两个舅舅也为了钱每天吵得不可开交，甚至大打
出手。阿廖沙就是在这样一个“令人窒息，充满可怕景象的
狭小天地里”度过了童年时光。

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外祖母是唯一疼爱、呵护阿廖沙的人。
他用她的勤劳、坚强、善良，以及那伟大的胸怀，潜移默化
的告诉阿廖沙不要做一个向丑恶现象屈膝的人。

在欢乐中，在悲伤中，在爱与恨的'交织中，高尔基的童年就
这样匆匆而过。在他的童年生活中，我发现他的爱，寻思他
的恨，品味着冥冥黑暗中的光明。

阿廖沙的童年是阴暗的，家庭是自私、贪婪的，我想这正是
高尔基最迫切想要表达的——俄国政府的腐败和几世纪以来
形成的小市民习气，并要其消失。



但阿廖沙又用他苦难的一生向我们诠释了一个道理：在人生
中总会有一些人或事让你感到痛苦甚至绝望，但只要不对任
何不堪的现实失去信心，黑暗总会过去，曙光总会到来。

让我们做一个善良、坚强、富有同情心的人，建设一个和谐
美满的社会！

童年读后感篇七

在这个寒冷的冬季，我抱着好奇的心态开始读《童年》这篇
令人好奇的小说。

为什么我会好奇呢？为什么我十分迫切地想看这本书呢？因
为我想起了自己快乐而又充实的童年，并且我十分想知道，
作者的童年又是怎样的。起初，我认为作者的童年和我一样
快乐而又充实，但是，随着对这本书的了解，我改变了这个
看法。

那是一个寒风刺骨，滴水成冰的冬季，那天，外祖父将阿廖
沙的父亲（作者高尔基的父亲）与阿廖沙的两个舅舅叫过来
分家产。可是由于分配致使两个舅舅不满意，他们暗起杀意，
于是将阿廖沙的父亲残忍杀害了。

从这件事中，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人不可贪得无厌，并且做
出一些违反人性和法律的事情。只有你勤奋刻苦挣来的.钱，
才会让你感到踏实与欣慰。否则，因为上述那样的事情而失
去自己的生命与自由是非常不值得的。

我看完了这篇小说，我就觉得自己的童年比主人公阿廖沙的
童年幸福多了，现在的治安十分好，不像以前一样，社会十
分混乱。我觉得主人公阿廖沙十分地可怜，在四岁时，父亲
被两个舅舅杀死了，妈妈又走了，我对主人公表示深深的怜
悯。



我希望以后生活越来越好，越过越红火。并且我希望以后再
也没有那些误入歧途的人，希望能建设一个美好的家园！

童年读后感篇八

前些天，我读了苏联作家高尔基的《童年》。读完后，我既
同情主人公阿廖沙的坎坷遭遇，也被他积极面对生活的.精神
所折服。

《童年》主要记述了阿廖沙在父亲去世后和母亲寄住在外祖
父家中的生活，阿廖沙亲眼目睹了外祖父的吝啬、专横、残
暴，两个舅舅为争夺家产而争吵。但他也得到外祖母的疼爱、
呵护，受到外祖母所讲述的优美童话的熏陶。阿廖沙选择了
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这使他在黑暗污浊的环境中仍保持着
生活的勇气和信心，并成长为一个坚强勇敢、正直和充满爱
心的人。

我很感慨，一个人无论境遇如何，保持乐观的生活态度才是
最重要的！

这让我想起一件事，有一次，我参加一次作文比赛，当我看
到前面的人捧起自己的作文时，我赶紧读了读，自我感觉良
好！心想：我这回肯定能拿前三名，说不定还可以拿第一名
呢！正当我沾沾自喜地和老师对成绩单时，才发现有比我更
厉害的人，成绩为第二名！看着同学捧着一等奖的奖状，我
心里好不懊恼。同学安慰我说：“不要伤心啦，只是一次失
手而已，下次再努力呗。”同学的话让我如梦初醒：是啊，
我应该大方面对这次失败，好好总结经验教训，积极争取下
一次成功，拿到第一名！

在生活之路上，我们可能会遇到许多挫折。如果你能保持积
极乐观的态度，从绝望中寻找希望，下一个成功就会向你招
手！



童年读后感篇九

童年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是一段尘封的回忆，它是天真的，
是懵懂的，更是无忧无虑的，它就像一颗圆润饱满的珍珠，
沉浸在我们浩瀚的人生长河中，闪耀着它独一无二、绚丽动
人的辉煌。

前苏联作家高尔基的童年是在沙俄帝国的统治下度过的，沙
俄统治是俄国的封建时期，那时的穷人生活大同小异，连吃
饱肚子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统治后期，穷人们则大多衣
不蔽体食不果腹，劳动权力被资本家们收回，劳动成果也被
掠夺，于是就产生了工人阶级。

高尔基就属于出生于俄国的穷人，他早年丧父，寄居于外公
家，11岁时就已经开始独立谋生，所以童年与少年时代都是
在社会底层度过的。他早年时的艰苦经历在他著名的自传体
三部曲《童年》、《在人间》与《我的大学》中作了生动的
记叙。人间生活的苦难辛酸磨练了他的斗志，使他在繁重劳
动之余，勤奋自学不息。对社会底层人民深切的了解和切身
的体验成为他后来创作中永不枯竭的灵感来源。

《童年》是高尔基在列宁的鼓励下写成的。它以一个成长中
孩子的独特视角来审视整个社会以及人生，阿廖沙从小丧父，
寄居在外祖父家，这是一个充满仇恨、笼罩着浓厚小市民气
息的家庭，一个令人窒息的家庭。它记叙了主人公阿廖沙成
长、生活的历程，描写了那令人窒息的、充满可怕景象的狭
小天地。阿廖沙四岁时，父亲就死了，于是跟着外祖父、外
祖母与母亲过着贫寒、艰苦的生活。小阿廖沙在这里每天看
到的是令人厌恶的丑事，舅父们为了家产争吵斗殴，愚弄弱
者，毒打儿童等等。外祖父有着复杂矛盾的性格，虽然他的
内心也有善良的一面，但贪婪腐蚀了他的灵魂。在这孤寂的
世界里，只有外祖母疼爱、关心他，庇护着他，在艰苦的生
活环境中给予他无限的温情和钟爱，并对他进行了有益的教
导，外祖母所讲述的故事对他以后的文学生涯也产生了极大



的影响。

这部小说充分融合了高尔基的亲身经历，揭露了沙俄黑暗的
统治对于穷人家庭的压迫与打击，侧面反映了封建化社会所
带来的人民封建思想将给儿童造成的思想上的影响与压力，
体现了高尔基的积极思想与对敢于反抗的勇气。

相比高尔基童年的艰难困苦，我们的童年，何尝不是美好、
快乐，珍贵的？等到我们褪去稚气，摆脱依赖，学会独立，
走向这大千世界，那时候，我们会感到无助、迷茫，会体会
到自己的渺小与社会的残酷，再回首，便会不自禁的感叹，
感叹童年的幸福与轻松，或者后悔，后悔自己的挥霍与浪费，
对那时纯洁美好、天真烂漫的亵渎。

所以现在，不管我们是否已经长大，童年是否早已离我们远
去，高尔基的《童年》便是一种无声的提醒，珍惜现在，珍
惜现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不要让自己有后悔的余地。

童年读后感篇十

今天，我们学了林海音写的《冬阳童年骆驼队》这篇阳光又
温馨的课文。

随着一声清脆的下课铃响起，我仿佛看见了在温温的阳光下
出现了一个稚嫩的身影，是可爱的小英子，娇嫩的脸蛋冻得
红红的，好奇地仰着头看骆驼，小心翼翼地摸了一下它，然
后欢快地叫了起来：“爸！快来看，毛茸茸的呢！”

我的嘴角情不自禁地勾勒出了一丝微笑，小英子真是个幼稚
的孩子，但是很纯真，也很勤思好问。我不禁想起了以前我
也喜欢抱着娃娃，然后用钢笔注满水，插进娃娃再一挤，就
当了次小医生，给娃娃打好针了。

小英子真幸福，她有一个天真无邪、自由自在的童年，在她



清澈纯净的眼里，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她还有一个那么尊敬
孩子、知识渊博的爸爸，他的爸爸没有像现在这些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的家长那样，小小年纪就逼着他们学这学那，面对
孩子纯真的“骆驼戴铃铛是因为太寂寞”的想法，不但没有
嗔怪、责备，把孩子天真的幻想否定，反而还加以赞赏，是
因为他不懂吗？不，是因为他想让孩子保持着童真、拥有想
象力，当个回做“白日梦”的人，我们现在的这些家长，是
不是应该学习这位普通的爸爸呢？看了这个暖暖的回答，真
让人心里暖融融的，让人忍不住赞叹：真是位开明、善良的
爸爸啊！

同时，课文的第五段也向我们揭示了一个道理：人要冷静、
坚持，做个能沉得下气来的人。

光阴似箭，时光如梭，秋天又来了，叶子又黄了，在家里给
娃娃打针的傻事，我也不会再做了，如果一个人正在经历自
己的童年，请珍惜它，如果一个人的童年已经过去，那么，
就怀念它吧。

童年读后感篇十一

一本厚厚的白皮书放在了我的面前，起初有点不以为然！

但在初阅之后，感触颇深，孩子们虽然小，但是从文章上面，
你仿佛能看见一个个活泼可爱，天真无邪又带有一点调皮的
小精灵在自己心灵的世界里茁壮成长！

仔细品读过一些文章之后，心里充满了轻松而愉悦的心情，
孩子们都能够在这里尽情展望和畅想未来，同时又可以把自
己小时候的天真，顽皮记录下来，相信这本外表“平凡”的
白皮书会成为孩子们将来长大以后不平凡的记忆！

相信很多家长都有同感，我们在这本厚厚的白皮书里面也找
到了自己的童年，也都感受到了孩子们的快乐！就像袁嘉翊



同学的妞妞和虎子一样，多么活灵活现呀，似乎就像在眼前
一样，真的很逗人很可爱！还有很多很多有趣的就不一一列
举了…我们都可以从中感受到孩子们的天性是多么的可爱和
顽皮呀！

感谢那些精心培育我们宝贝儿们的辛勤耕耘的教师们，是你
们让孩子用心记录下了自己美好的童年！是你们让这些“小
魔怪”在迈向未来的道路上打好人生的基础！希望以后可以
看到更精彩的文章！

孩子们加油吧，你们是最棒的！

童年读后感篇十二

老师推荐我们去买高尔基的《童年》来看，我被主人公阿廖
沙凄惨的童年生活深深刺痛了：高尔基笔下的阿廖沙四岁丧
父，跟随悲痛欲绝的母亲到的外祖父家，却经常挨的外祖父
的，幸亏善良、慈祥的外祖母处处护着他。在外祖父家，他
认识两个、贪得无厌的、为了分家不顾一切的舅舅。朴实、
深爱着阿廖沙的“小茨冈”每次都会用自己胳膊为阿廖沙挡，
尽管每一次会被抽得红肿，他也不后悔。最后这个善良的，
强壮的人，却被活活的压死了，看到这里我情不自禁地流下
了眼泪。

我觉得阿廖沙的童年是令人窒息的，那时候的人没有亲情可
言，他们、、;父子、兄弟、夫妻之间;为争夺财产常常为一
些小事争吵、斗殴……如果不是有一个勤劳、坚强、善良的
外祖母的支持和爱护，阿廖沙的童年生活就更加了。

比起阿廖沙的童年，我真是太幸福了，享受着父母无微不至
的，亲人亲切无比的疼爱，伙伴们天真无邪的友爱，还有老
师慈母般的温暖，欢乐的音符每时每刻都在我身边跳动。我
问过许多同学，“”是是什么滋味?他们都说不知道，因为我
们的父母从来不会真正的孩子，我们自然无法经历过被人打、



被人拿抽的滋味。但是我从书上的描述中可以知道那一定是
一种无法想象的，痛入骨髓的痛苦。

我们生活在一个和谐温馨的大家庭里，这里没有抽人的，没
有的，没有，没有，没有，更没有层出不穷的和丑事。这里
的人是善良、、乐观，我们像一棵棵小树苗，在接受春风雨
露的滋润，在吸取更多更好的知识的过程中茁壮成长，因而
我们的童年是充满幸福和快乐的。

天哪，不比不知道，这样一比较，终于明白了“天壤之别”
这个成语的意思了。我们每天生活在蜜罐儿里，被甜水泡着，
花花绿绿的钱堆着，被爱包围着……但是我们总是不知足，
总是想奢求更多。

从现在开始吧，我决定不再奢侈，不再浪费;开始为长辈着想，
为他人着想，体谅他们，爱护它们;更应该开始满足自己的幸
福生活，努力学习，为自己的童年生活留下一点值得骄傲的
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