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我快乐时代 快乐的金色时代读书
心得(通用7篇)

决议的执行需要毅力和恒心，我们要坚定地朝着目标努力，
不被任何困难和诱惑所动摇。决议的制定需要我们权衡不同
的选择和取舍。在这个部分，我们将介绍一些专家对于决议
制定和执行的研究和观点。

我快乐时代篇一

暑假期间，老师让我们读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是《快乐
的金色时代》。这本书主要写的是十六岁小女孩劳拉昨天还
是个学生在学校上学，今天就变成了老师，到遥远的地方教
书。这是她生平第一次住到离家很远的地方，所以倍感煎熬。
好在阿曼佐每周五都来接她回家过周末，风雨无阻。他们的
感情越来越深，劳拉又开始新的生活。书中让我最有感触的
是劳拉去布鲁斯特先生的学校教书的经历。教学过程中她遇
到了很多困难：汤米和露比一个单词也默不出；克拉伦斯在
课堂上的恶作剧；学生们与她作对.她用鼓励的方式帮助了汤
米，又用忽视的方法浇灭了克拉伦斯捣乱的热情。我觉得这
件事情中，劳拉的面对困难，积极克服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她完成了教学并获得了40元的工资。在我们生活中，也要有
这样遇到困难不言而放弃的精神，否则一事无成。

我快乐时代篇二

我上学前的几年是在乡下奶奶家度过的。一台14英寸的黑白
电视机伴着爷爷仍奶度过了一个 个安静的日子。到了上学的
年龄，我被妈妈接回城里。这时，在乡下中学教书的爸爸也
调进了城 。我家买了一台25英寸王牌大彩电，宽大的屏幕，
清晰的影像，陪伴着爸爸妈妈8小时以外的时间 ，也丰富着
我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



去年、爸爸买回一台“奔腾”586电脑，让下岗在家的妈妈为
他们单位打材料。没想到这么一 个怪头怪脑的家伙竟那么神
奇，“啪啪啪”，随着妈妈敲击键盘的声音，竟能出现各种
各样的文 字、表格、图样，还能玩各种游戏。可妈妈从不让
我操作，不知是怕我弄坏家中这个“贵族”， 还是怕影响我
学习。可越是禁止，越引起我的好奇。于是，妈妈在一边背
诵五笔字型，我就在旁 边偷听。三五遍后，妈妈还在破破绊
绊地背，我已背熟了。不过，白搭，有妈妈在，我仍与电脑
无缘!

机会终于来了。放寒假了，我家一下子成了“群英会”:在西
北读大学的二叔回来了;在中国 管理学院计算机专业学习的
小姨回来了;更让我惊喜的是，在清华大学上学的表舅也来了。
听妈妈 说，表舅自一年级到考上大学成绩总是第一，令我羡
慕不已。尤其让我惊喜的是，表舅给我梢来 了一盒“新世纪
小学家庭教育软件”。在他们的庇护下，妈妈连我也“操
作”不了啦。她被迫再 次“下岗”——去了厨房。表舅他们
熟练地操作着电脑，辅导我学习。软盘中崭新的知识，高级
教师清晰的讲解，使我足不出户就学到了全国最好的知识。
学累了，他们就教我玩游戏，开心极 了。我情不自禁地
说:“真神奇啊!”表舅说:“这还不算神奇。等你们的电
脑‘上网’了，那才真 神奇呢!不用出门就可以网上购物，
可以随心所欲地设计自己喜欢的礼物并发送给亲友。”“也
不 用写信了，可以直接收发电子邮件;如果和电话联系在一
起，还可以和远方的亲友直接对话，就像 面对面地交谈!”
二叔说。小姨也接口道:“你可以在网上和国内外的小朋友谈
心，可以在网上查 找自己需要的各种学习资料，阅读古今中
外各种图书，还可以浏览名山大川而无风吹日晒之苦… …”

我快乐时代篇三

“昨天还是个学生，今天就是个老师”——这本书的开头很
吸引人的眼球，这是本什么书呢？带着这个问题我开始读这



本书。

这就是曾荣获“纽伯瑞儿童文学奖”的著作《快乐金色时
代》，这是劳拉·英格斯·怀德女士的“小木屋的`故事”中
的第一本，是她六十多岁时对自己小时候的成长经历进行回
忆而编写的，现已风靡全球，是几代人共读的儿童文学经典。

故事讲了主人公劳拉在十六岁那年离家到外去教书，她借住
在布鲁斯特先生家。每周都会和阿曼佐坐同一个雪橇回劳拉
的家或去学校。刚开始做老师也挺可怕的，一方面是因为这
是她平生第一次住在一个离家很远的地方，还要躲避布鲁斯
特夫人的冷眼；另一方面，学生甚至比她还高，在课上总有
一两个人不肯好好学习，还捣乱，令劳拉十分头痛。有一天，
劳拉听从了母亲的教学经验，决定好好治理这一班学生，刚
开始大家都不听，但后来，连班里最调皮的克拉伦斯也尊重
劳拉，学生们都很尊敬她。

通过阅读这本书，劳拉巧妙地治理淘气包克拉伦斯，我体会
到：有困难不退缩，要勇敢面对。

我快乐时代篇四

今年暑假我拜读了由美国著名作家劳拉英格斯怀德写的《快
乐的金色时代》。本书主要讲述了勤奋p勇敢p好学p善良的主
人公劳拉的成长历程。

劳拉昨天还是一个学生，今天却成为了一名老师。在劳拉十
五岁的时候，因为家里需要供盲人姐姐上大学，所以她便在
离家十二英里远的地方教书。虽然那里生活条件很艰苦，有
些学生还调皮捣蛋不服管。再加上布鲁斯特太太对她的不冷
不热，这一切都让劳拉感到窒息难熬。好在每周有阿曼佐风
雨无阻的接送和爸爸妈妈对她的鼓励，才使她勇敢的坚持了
下来。



接着，她在之后的三年半中一直坚持不懈地在各地任教，并
不断的在生活上、经济上帮助爸爸妈妈。还在每周末的空暇
时间去帮贝尔小姐做衣服。劳拉所做的这一切只是为了多挣
一些钱，为爸爸妈妈减轻生活上的负担。与此同时，也让她
明白了许多做人的道理：在学习、生活、工作时处理好人和
人之间的关系很重要，每一个细节都会决定你的成败与否。

在故事的最后，阿曼佐向劳拉求婚，他们组成了一个温馨、
快乐的小家庭。

夜幕慢慢降临，星星也出来了，月亮也慢慢升上天空。银色
的月光洒满了天空，也洒满了这大草原。吹了一夏天的风这
会儿好像也歇息了。夜色静谧，月光如水般温柔地洒满大地。
劳拉心中充满了幸福感，她说：“这世界真美好。”金色年
华在流逝，我们都爱这欢乐的金色年华，原来爱才是世界上
最甜蜜动人的歌。

我快乐时代篇五

放暑假了，老师布置了作业，有好多本书，书名叫《小火鸡
与狗妈妈》、《风吹许愿树》等国际级的好书，其中《快乐
的金色时代》一听名字就特别开朗，也符合我的性格就买了
一本回来看，读完我深有感触。

这本书主要讲的.是一个女孩，她的名字叫劳拉，她原来还是
个坐在讲台下认真听讲的学生，今天却角色互换，变成了讲
台上的老师――劳拉开始了离家教书的日子。刚开始当老师
的时候，她觉得特别不舒服，甚至微微有点可怕，因为有的
学生比她还高，甚至有人和她同龄，她的学生有十个左右，
大部分同学都非常听话，唯独有一个叫克拉伦斯的学生，老
是捣蛋，劳拉实在是无计可施了，诶，劳拉那个无奈呀！还
有一个叫阿曼佐的人，每次都驾着马车来接她回家，时间久
了同学们都说他们是情侣，这弄得劳拉很难为情。过了很久
以后，在她的严厉管教下克拉伦斯变乖了，成绩从0升到了中



等生，学生们也非常喜欢他，但她只能教四、五个星期，后
来只能恋恋不舍得离开了教室。回到家，阿曼佐总接她出去
玩，一年又一年过去了，俗话说日久生情，阿曼佐向劳拉求
婚了，劳拉当时沉默又沉默，回家后，他妈妈看到了她手上
的戒指，说：“我看你是喜欢他那匹马。”劳拉笑了笑
说：“马不能没有主人啊。”

过了几天，阿曼佐因为有事去了明尼苏达，回来后给劳拉带
了橘子和一个精美的胸针，说到这儿，婚订完了，也该结婚
了吧！

在美丽的秋天，他们结婚了，虽然有些匆忙。

我快乐时代篇六

三十年前的义乌是个很贫瘠的地方，人们只能走街串巷鸡毛
换糖来养家糊口。可三十年后的义乌到处是高楼大厦，宽阔
平坦的柏油马路四通八达，成为世界闻名的小商品城。为什
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那就来听听我爷爷的故事吧!

我的爷爷是个土生土长的义乌农民，种了几十年的土地。后
来，为了改善生活，爷爷动脑筋，半夜起床，去三十里地以
外的村子里买便宜一些的粮食，拉到集市上，贵一点卖出去，
赚一点点差价。好不容易积累了一点钱，就想着再闯一闯，
和村里的几个人一起办了最早的服装加工厂。可是，爷爷缺
少文化，没有经验，三年后破产了。爷爷没有气馁，没有放
弃，他边学边做，和奶奶两个人自己办起了个体服装厂。自
从办了这个厂，爷爷更加努力了，早出晚归，不怕辛苦，从
外地把布买回来，奶奶请几个工人，把布做成衣服，爷爷又
把衣服送到市场上卖掉，用赚来的钱再去买布。这样循环了
好几年，终于成功了，造了大房子，成为当地最富裕的人家
之一。爷爷不仅自己赚了钱，还带动村子里的很多人家都开
起了工厂，让大家慢慢变好。



又过了几年，爷爷发现服装厂不能再赚钱了，就到外地去开
始新的创业。自从去了外地，很少能够回家，一个月只回来
几天，直到六十一岁的时候才退休。那时，我刚上小学。爷
爷退休回家，还是很关心国家大事，天天看新闻，总是说，
现在应该留给年轻人去创业了。

爷爷将近二十多年的吃苦耐劳，用自己的勇敢和智慧，成就
了幸福的今天。义乌就是由千千万万个像爷爷这样子的义乌
人共同努力，创造出了今天繁荣的小商品城。我为自己是义
乌人感到骄傲，我要继承义乌人这种吃苦耐劳和敢想敢做的
精神，努力学习，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我快乐时代篇七

共享这个新鲜的创意带给人们很多的便利。走在上海的街头，
你几乎可以随时都发现一辆共享单车，骑着它，不仅可以解
决堵车带来的烦恼，更多的是可以让我们好好感受慢生活。
微风轻抚，沐浴阳光，穿梭街头，领略上海的每一处风情，
岂不惬意？共享汽车更是解决了汽车尾气排放量，有效减少
汽车的数量。但是共享真的只有益而无害吗？共享经济才刚
开始起步，是一棵幼小的树苗，还很稚嫩，在许多方面还没
有完全成熟。它仍有众多的问题仍需解决。首当其冲的就是
管理问题。看着共享所带来的利益，各个商家如雨后春笋般
冒了出来：ofo、摩拜单车、赳赳、酷骑，名字层出不穷，共享
单车泛滥。但是这么多的共享单车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机制，
对社会和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烦恼。曾经看过一个报道，
在安徽合肥成千上百辆的酷骑单车停靠在路边，生锈损毁无
人骑，押金也无法退还。有的单车被竞争对手人为毁坏，没
有二维码扫描不了；有的单车客观使用毁坏，无人维修收回，
导致单车泛滥，影响出行；有的单车被自私的人用锁链锁起
来企图独霸，供自己方便。这一切都在提醒我们，对于共享
产品，我们急需有效的管理制度，不然，那些便利会慢慢消
磨我们对共享的期待和热爱。



人们是否真的需要如此众多的共享资源吗？我觉得是但又不
是全部。国庆期间，我到黄山旅游，黄山是世界著名旅游景
点，当然少不了共享单车来这里“招揽生意”。可是满大街
的黄黄绿绿的单车孤零零地站立街头缺无人问津，造成资源
浪费。在上海，这却供应不求。这很好地向我们反映了一个
问题，共享资源并不是左右逢源。依我看来，共享应该因地
制宜，为不同地区，不同习惯的人们合理提供资源，而不是
一味追求辐射面积。

除了管理问题、因地制宜以外，安全问题也被提上议程。就
在20xx年9月间，上海静安区一位未满12周岁的儿童擅自打开
车锁骑车上路与大客车相撞酿成了悲剧。

不可否认，共享确实给我们在生活中各方面带来了方便，如：
下雨有共享雨伞、出行有共享汽车……但是我们也深深体会
到了它给我们带来的不便。我认为这些不便是公民素质和企
业管理的问题所在，并不是共享它作为一种新的概念的好坏
判定。

共享本身无错，人类总是在创新中不断成长与进步的，新兴
产业与技术在不断地冲击人们的观念，我们应该以公正和客
观的角度去审视，它是新生的朝阳，但后续如何发展还是由
我们人用心地改进，它需要时间来塑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