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童年读后感悟(优质8篇)
环保宣传可以鼓励和引导企业、政府和个人采取更多的环保
举措。在环保宣传中，如何利用故事和案例方式引发人们的
共鸣和思考？环保宣传音乐会，通过音乐的力量喚醒人們對
於環保的關注。

童年读后感悟篇一

本篇读后感，开门见山引出《童年》中的阿廖沙的悲惨生活，
关于内容详情如下。

对于童年，我想，最好的诠释应该就是幸福了吧!像派大星一
样无忧无虑地玩耍，像海绵宝宝一样天真烂漫地微笑。而对
于阿廖沙，却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

群蚁排衙般的黑字，将我引进了一个心狠手辣的曲折故事。

合上书，我浮想联翩：

我们的童年跟高尔基的童年比起来，简直是天壤之别，一个
是天堂，一个是地狱。所以，我们更应该懂得不怕挫折，孝
敬父母，不奢侈浪费，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我想，这会是一本令我受益终生的书……

童年读后感悟篇二

《不平等的童年》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的安妮特·拉鲁。它
是一本社会学的作品。她和她的助手调研了美国的一个地区
的12个家庭，深入到这12个家庭的日常生活中进行观察，并
一一记录下来。她的研究揭示了美国的中产阶级家庭、工人
阶级家庭与贫困家庭教养儿童的两种不同方式：前者为协作



培养，后两者为成就自然成长。她的研究认为这两种不同的
教养方式源自于家庭的社会地位，并会影响到孩子及其生活
的世界的联系，及孩子对自己的看法。

中产阶级家庭教养儿童采用协作培养。他们利用孩子的课余
时间让孩子参加各种有组织的活动，例如篮球队、舞蹈、棒
球队等，全家的生活和闲暇时间会根据孩子的活动安排来调
整。这些孩子几乎没有自由活动时间。同时，这些家庭重视
孩子的语言能力的培养，鼓励他们说出自己的看法。

工人阶级家庭与贫困家庭教养儿童采用成就自然成长。用我
们的话来说就是放养。这些孩子有很多闲暇时间，看电视、
玩游戏，同伴多为邻居和亲戚。他们很少或不参加有组织的
活动。个别孩子有参加活动，也是父母觉得参加活动，会降
低孩子学坏的几率。父母和孩子不讨论活动，对孩子使用指
令性语言。

协作培养下的孩子学会了发扬和珍视自己的个性，看起来更
加自信。但是这些孩子个个看上去都疲惫不堪，家庭生活大
多时候都十分狂乱（孩子多，活动多，经常会有时间冲突）。
这种儿童教养方法既带来强大的优势，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成就自然成长下的孩子学会了自娱自乐。他们发明了各种游
戏，也从来不抱怨没意思，身上似乎有无限的精力。他们渴
望参加有组织的活动。他们与亲人的关系更加密切。但是，
这些孩子走入陌生环境和人群会显得局促和不自在。

这两种教养方式各有长短。

这两种教养方式真切地存在我们的身边。城里的家庭更多采
用协作培养，一般孩子课余要参加四五种有组织的活动；乡
下家庭更多采用成就自然成长，一般孩子几乎没有参加有组
织的活动。我来自农村，读师范时，发现自己一无所长，什
么活动都参加不了，很羡慕有特长的同学。有些来自城里的



同学他们几乎都有一技之长，如唱歌、跳舞、讲故事等，他
们锻炼自己的机会就多，胆子也更大，也就更自信。

我觉得现在有些家庭有些极端，让孩子学得太多，孩子没有
自己时间，显得疲惫，也不知道哪种活动才是自己感兴趣的。
也有很多家长没有培养孩子一技之长，让太多的时间浪费在
电视、游戏中也非常可惜，能培养孩子技能的时间是有限的，
应该让孩子有个一技之长，否则会经历我的痛苦。一句话，
课外活动不要太多，也不要没有，适度为宜。

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完美的教养方式，我们作为家长应该要积
极摸索适合自己家庭、适合孩子个性的教养方式。

童年读后感悟篇三

暑假里，我读了《童年》这本书，里面的内容让我受益匪浅，
看到高尔基和我们那不一样的童年，又不禁为他的悲惨童年
而感到悲伤。

《童年》讲的是五岁的高尔基失去了父亲，而后又经历了母
亲改嫁等一系列的变故。为了上学，他只能去捡废品卖了钱
当学费，自己供自己上学。高尔基身上穿的破旧，在身边的
富有同学面前，受到了不少屈辱，可是他并不在意，把这一
切化为动力，促使自己努力学习，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

读完了这本书后，我陷入了深思。现在，我们的条件是多么
的优越，不用担心没钱上学，更不用捡垃圾维持生活。身上
穿的都是名牌的衣服，用的也是五花八门，色彩鲜艳的文具，
各种样式的书包，还有许多不知名的东西，应有尽有。而高
尔基呢?他是多么的悲惨啊!别说是文具了，就算是衣服也都
破烂不堪，是补丁摞补丁，还受到外公的百般虐待。相比之
下，我们就像温室里的花朵，享受着小公主、小皇上之类的
待遇，不愁吃，不愁喝。简直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但
是对于高尔基来说，这根本就是神仙般的，想也不敢想的奢



侈生活呀!而他却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勤奋地学习;相比之下，
我们这些过着幸福生活的人，却是那么的不争气，真是自叹
不如呀。如果，我是高尔基，那一定会为自己的贫穷家境而
自卑的对学习没有了信心，而他却把嘲笑化为了进步的阶梯，
我真是佩服不已啊!

那天，我考了全班第一，妈妈为了奖励我，做了我最喜欢的
馅饼。我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突然，一块刺鼻的东西被我
吃了进去，我连忙吐了出来，问妈妈：“这是什么呀!”妈妈
一看，不以为然的说：“是姜。”我一听，连忙把馅饼丢到
垃圾桶里。要知道，我是最厌烦姜的，那刺鼻的味道让我闻
了很不舒服，吃了更是恶心。妈妈见我把馅饼浪费了，十分
生气，说：“今天只有这一种带姜的馅饼，你吃也要吃，不
吃也要吃!”我听了妈妈的训斥后也耍起了性子，坐在那不理
会妈妈。最后，妈妈实在是犟不过我，又给我重新做了馅饼，
这才让我如愿以偿。现在想想，我真是不应该浪费馅饼，姜
又不是对身体有害的东西，何况这馅饼没有了姜也是不好吃
的呀!这馅饼如果在高尔基的眼中，那会是怎样珍贵的食物
呀!以后，我一定不会再浪费食物，而是珍惜每一粒粮食。

读了《童年》这本书，我深深地感知到了我们和高尔基不一
样的童年，看出了一代人与另一代人的不同。以后，我们也
要学习高尔基那种不向困难低头，奋发向上的精神，好好珍
惜我们现在美好的童年。

就到这里了，是不是对同学们有所帮助呢?希望同学们认真阅
读，祝大家学业有成。

童年读后感悟篇四

本篇读后感，开门见山引出《童年》中的阿廖沙的悲惨生活，
关于内容详情如下。



对于童年，我想，最好的诠释应该就是幸福了吧!像派大星一
样无忧无虑地玩耍，像海绵宝宝一样天真烂漫地微笑。而对
于阿廖沙，却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

群蚁排衙般的黑字，将我引进了一个心狠手辣的曲折故事。

合上书，我浮想联翩：

我们的童年跟高尔基的童年比起来，简直是天壤之别，一个
是天堂，一个是地狱。所以，我们更应该懂得不怕挫折，孝
敬父母，不奢侈浪费，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我想，这会是一本令我受益终生的书……

是不是对同学们有所帮助呢?希望同学们认真阅读，祝大家学
业有成。

童年读后感悟篇五

小学时代曾读过一些文学名着，其中有一本就是着名作家高
尔基的《童年》。高尔基出生在俄国尼日尼·诺夫戈罗德的
一个木工家庭，早年丧父，寄居在外祖父家，十一岁走向社
会，饱尝了人生的辛酸。而《童年》正是根据他真实的童年
生活而写成的，可以说是自传体小说，并且生动地再现了19
世纪七八十年代俄罗斯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

读了这本书后，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想了许多许多。高尔
基那悲惨、令人怜悯的故事，顿时把我吸引住了。

故事主要写了高尔基童年时的痛苦生活，在这样一个弥漫着
残暴和仇恨的家庭里，幼小的“我”过早地体会到人间的痛
苦和丑恶，幼小的心灵因受到许多打击而深深震撼。而外祖
母和那些像外祖母一样的人，保护和支持了“我”……从而



展示了充满残酷、野蛮、愚昧、污秽的令人窒息的生活，令
我们深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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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廖沙的童年是在一个典型的俄罗斯小市民的家庭里度过的：
贪婪、残忍、愚昧;父子、兄弟、夫妻之间勾心斗角;为争夺
财产常常为一些小事争吵、斗殴……但是，与此同时，我们
也可以看到，在这黑暗的另一面，还有一种叫做光明的东西
在那隐隐发光——在这个阴暗的家庭里，有很多善良的人们，
例如阿廖沙那勤劳、坚强的外祖母。她常常给阿廖沙讲动听
优美的神话故事，也潜移默化地教导他做一个不向丑恶现象
屈膝的人。当然那个善良、乐观、富于同情心的“小茨冈”
也同样带给了阿廖沙光明，但他后来却被两个舅舅给害死了，
然而我觉得与其说是被他们害死的，还不如说是被这个黑暗
的社会所吞噬的。而高尔基正是以他无产阶级作家特有的情
感和娴熟的艺术技巧，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成功地再现了
阿廖沙作为一代新人从觉醒到成长的艰难历程。

阿廖沙的童年是黑暗的，和阿廖沙相比，我们的童年是灿烂
的，是彩色的，是没有烦恼痛苦的，更是无忧无虑的。我们
多幸福啊，整日被父母宠着;一点家务活不用插手;回家有美
味佳肴等着品尝;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自己有任何要求父母
必定答应。而高尔基那个年代呢?甚至连安宁的日子都很少有，
几乎天天有人伤害他、辱骂他、欺负他。回顾我的童年：我
出生在一个依山傍水的美好的地方，父母无微不至的呵护，
祖父母亲切无比的疼爱，伙伴们天真无邪的友爱，使欢乐的
音符时时洒落在我的身边，我的童年就是这样无忧无虑开始
的。

在此同时，我也对生命有了感悟：1、只要还对光明充满希望，
那么一点点微弱的火光就可以被放到无限大，直至洒到每一
处阴暗的角落。2、不要对任何不堪的现实失去信心，总会有
人或事令你感到痛苦、难过，但黑暗过去，黎明的曙光总会



到来。只要仍能保持不灭的信心，做一个乐观向上的人，那
么光明定会到来。如今，眼看童年就要离开了，迎来的是充
满活力的少年，让我们抓住童年最后的时光，发愤图强，留
下我们对童年最美好的回忆吧!

童年读后感悟篇六

这本书主要讲了阿辽沙。彼什科夫在三岁时就失去了父亲，
由母亲和外祖母带到外祖父家，在那里，到处都是争吵、打
架，但只有外祖母时时刻刻地关注着他，阿辽沙十一岁那年，
母亲又去世了，外祖父也破了产，便走上社会，独立谋生。

我禁不住想到了自己，我今年也是十一岁了，当年的高乐基
已经走上了独立谋生的道路，想想自己无论做什么事，还要
父母给我帮忙，就说一次做奥数题吧，读了一遍以后，觉得
这道题很难，根本不经过自己动脑子试一试，就要爸爸来教
我，其实这道题很简单，还没等到爸爸来教，我已经做出来
了。记得还有那次夏令营吧，在绿色学校里，教官要求我们
自己洗衣服，洗衣服说说很简单，做起来却很难，先要擦肥
皂，然后这边搓搓，那边搓搓，再……，洗到再来，衣服还
是不成样子，脏的地方还是脏，所以爸爸批评我依赖性太重，
缺乏独立生活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童年读后感悟篇七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一本好书可以提高我们的文化修养。
带给大家，希望大家认真阅读。

读过《童年》的人都了解，它反映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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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岁月。

阿廖沙寄住在外祖母家时又接触到了一种小市民的社会生活，
而这个阶层的人的所作所为令人不堪。，甚至令人感到厌恶。



然而，阿廖沙单纯、完美的心灵并未受这些消极态度的同化，
始终保持着自己高尚的思想。这种思想贯穿了他的一生，体
现了他所有的内在美。阿廖沙的童年就是如此，让人不由得
在同情他的同时产生一种敬佩之情。

童年属于你，同样也属于我。当我们在内心感到空旷时，回
想一下童年时代的自己，它会净化你的灵魂，让你生出无限
感慨。

就到这里了，是不是对同学们有所帮助呢?希望同学们认真阅
读，祝大家学业有成。

童年读后感悟篇八

在这本书中，我很敬佩善良慈祥的外祖母，她胸怀宽阔，她
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阿辽沙孤独的心，外祖母对阿辽沙的
爱，给予了阿辽沙坚强不屈的性格，让阿辽沙感觉到自己的
存在。如果在我们这个世界里谁都能关心别人，帮助别人，
那还会出现争吵、打架之类的事件？这又让我想到了我们学
过的一篇课文《将心比心》，如果我们在生活中能将心比心，
就会对老人生出一份尊重，对孩子增加一份关爱，就会使人
与人之间多一些宽容和理解。（中国作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