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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读后感(优秀5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
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
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城南旧事读后感六年级篇一

作者林海音从小在北京长大，所以作品有一股浓厚的老北京
味儿。在这部经典之作中，林海音成功地运用了儿童的视角
进行故事叙述。

拿起《城南旧事》的时候，书中描写的一切是那么有条不紊，
缓缓的流水，缓缓的骆驼队和缓缓而逝的岁月完美结合，恰
似一首淡雅而含蓄的诗。读书的时候，最让我感动的是，这
文字中间荡漾着一种淡泊与纯洁。在半个世纪离别中，城南
的落花依旧，然而飘零的，只是人们记忆的碎片。

看罢，心头漾起一丝丝的温暖，因为已经很少看见这样朴素
的东西，因为它不可以表达什么，只一个场景接一个场景地
从容描绘一个孩子眼中的老北京，就像生活在说它自己一样，
那样的不疾不徐，温厚醇和，那样的纯净淡泊，弥久恒新，
那样的满是人间的烟火味，却无半点追名逐利。

全文的最后一章“爸爸的花儿落了”是我感触最深的一章，
写出了作者所感受到的那种影响自己一生的最真挚的父爱。
当我读到“夹竹桃是你爸爸种的，带着它，就像爸爸看见你
在台上一样”，就明白父亲不能看见女儿上台做代表，仅仅
以一朵夹竹桃衬托女儿渴望父亲去看的心情。作者一直以来
都把父亲的话铭记于心，努力拼搏。文章写英子父亲病危，
以花暗示了父亲的病情加重，直至死亡。英子不再逃避现实，



她镇定地接受了事实，决定担负起帮助家人的责任，长大就
意味着不再让人担忧。文中以“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
是孩子了”结尾。是呀，长大了就得负责任。虽然生活的重
担压在了幼小的生命的肩上，但是人的心灵已经长大，不再
任性。

我推荐大家看一看这本书，他一定会给予你很大的帮助，还
可以让你明白很多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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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南旧事读后感六年级篇二

我一向对名著不太感冒，往往是看了半截便将其束之高阁了。
《城南旧事》不同，淡淡的文字，悠悠的叙述将我领进二十
世纪二十年代的北京，也让我忆起了童年往事。

《城南旧事》中满含着怀旧的基调，将其自身包含的多层次
的情绪色彩，以一种自然的、不着痕迹的手段精细地表现出
来。书中的一切都是那样有条不紊，缓缓的流水、缓缓的驼
队、缓缓而过的人群、缓缓而逝的岁月……景、物、人、事、
情完美结合，似一首淡雅而含蓄的诗。



英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疑问的，她从不在自己的世界里
上锁，总是任由人们进进出出。所以她和被人们认为是疯子
的秀贞结下了友情，三天两头的往惠安馆里钻;她和“小偷”
写下承诺，甚而认真地听着“小偷”的故事;她爱着自己的奶
妈，望着她离去，英子伤心难过。

透过英子童稚的双眼，我们看到了大人世界的悲欢离合那里
有一种不出来的天真，却道尽人世复杂的情感。

小时侯爱听故事，爱问“后来呢?”，爱帮助人，动不动就拍
拍胸脯，说一句“包在我身上”，不懂大人为什么会互相讨
厌对方，因为在“我”的眼里，他明明是个好人啊。看不明
白大人们为什么人前一套，人后一套，“我们”在一起玩时，
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即使闹翻了，哭鼻子了，到第二天还
是一样在一起嘻嘻哈哈。

为什么我们总是羡慕孩子的无忧无虑，那是因为他们的世界
里没有戒备，没有心计，只是单纯的。

“看见东阳下的骆驼队走过来，听见缓慢悦耳的铃声，童年
重临于我的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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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南旧事读后感六年级篇三

寒假里，我读了城南旧事这本书，可以说是第二遍读了，本
来我觉的一定是无聊透顶的一本书，可是后米我越看越上瘾，
发现这本书非常有意思!

这本书是作者林海音老奶奶小时候丰富多彩的生活回忆，一
个个有趣的小故事让我读得津津有味，她暗淡无奇的生活变



得闪闪发光。而我最喜欢本书中的人物英子，她是一个聪明、
可爱、淘气、有正义感的小姑娘，她非常有爱心，她常常用
自己的力量和智慧来帮助各种各样需要帮助的人。

当然，还有这本书里面的秀贞，妞儿，兰姨娘，还有整天和
英子在一起的宋妈。其中秀贞令我难以忘怀，她经常痴立在
胡口寻找女儿，英子发现好朋友妞儿脖子后面的青记，她的
身世也很像小桂子，英子急忙带她去找秀贞，就这样她与离
散六年的女儿相认后，去找爸爸，后来，母女俩惨死在火车
轮下。

最后，我想说，这本书非常有意思，让我受益匪浅!

城南旧事读后感六年级篇四

童年是一朵美丽芬芳的花朵，增长一岁，花瓣就掉落一片，
花瓣掉光了，我们的童年也就过完了。

《城南旧事》是台湾女作家林海音的代表作品。在上个世纪
的老北京，不时响起小贩叫卖声的胡同、种着夹竹桃的四合
院、屋里冒着热气的暖炉、厚厚的能直立起来的小棉裤、西
厢房的小油鸡、佛照楼的八珍梅、城南游艺园、大鼓书
场……书中的小主人英子被这些充满温情的事物包围着，又
被慈祥而严厉的爸爸、操持着家务的妈妈、善良的宋妈等人
宠爱着，再加上几乎每年都会新加一个的弟弟或妹妹……这
样一大家子的生活故事仿佛一场韵味十足的大戏。

英子的童年趣事都体现在了《惠安馆》里。英子敢去闯一闯：
她的妈妈和宋妈都不让英子去惠安馆旁玩，甚至每当走到惠
安馆门口时都会加快脚步：因为那儿有一个“疯子，”可英
子还是经常背着她们去那儿了，并慢慢地于“疯子”秀贞成
了朋友，明白了她并不是真疯，而是因为想念自己失散多年
的孩子——小桂子而“疯”。英子发现与自己同龄的好伙
伴——妞儿竟然是小桂子时，我也不禁大吃一惊，同时也感



到高兴：大吃一惊是因为英子每天与妞儿玩，也就是与小桂
子成为了好朋友;高兴是因为她们母女两团聚了。

《城南旧事》故事中的主角都与英子建立起一定的感情，但
随着事情的变化，这些人都由于种种原因离开了英子，甚至
是永别。

现在我们正处在美好的童年时光，我们要珍惜现在幸福的生
活，随着现在的科技发达，我们不会向英子那个年代一样，
失去朋友了就联系不上。我们更要好好珍惜身边的每件事和
每个人。

作者林海音的童年是丰富多彩的，每个人的童年也是多姿多
彩的。我的童年也不例外，也是快乐的，因为我在童年时做
了许多傻事，这些事令我难忘。

有一次，妈妈喂我吃芝麻糊，当时我觉得这跟妈妈敷的海底
泥面膜差不多，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舀起一大坨的芝麻糊就
往脸上涂。结果，芝麻糊把脸都弄黑了，只剩下一双扑闪着
的大眼睛是白色的，像一个烧焦的小人儿，惹得家里人都哄
堂大笑。

还有一次，外婆买回来一些红辣椒，奶奶说小孩子不能吃，
因为这些红辣椒很辣。我心想：红红的果子怎么会是辣的呢，
苹果不也是红的吗?西瓜不也是红的吗?那为什么它们都那么
甜?一定是这个东西太好吃了，外婆不舍得给我吃，才故意骗
我的。哼!小气鬼外婆!你不给我吃，我偏要吃!于是，趁外婆
不注意时，偷偷跑到厨房里面，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
辣椒拿起，塞到嘴里。“哇——”我眼泪和鼻涕都跑了出来，
“哇”的一声哭了。“好辣，好辣!”我的嘴里像有一把火烤
着，嘴都冒泡了。外婆赶过来给我敷冰块，这才没那么疼。
从此，我再也不敢吃辣椒了。

《城南旧事》这本书，展现了老北京的热闹的市民生活，也



生动地展现了作者美好的童年生活，让人回味。后来，这本
书还被拍成了电影呢!《城南旧事》让人陶醉其中。

童年，它像夜空中的繁星，璀璨照人;它像海贝里的珍珠，光
彩夺目。童年的夜空闪耀着七彩虹光，给人无限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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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南旧事读后感六年级篇五

寒假期间，妈妈带我去图书馆买老师推荐的书，我把书买了
回来，便聚精会神地看书，我最喜欢林海音奶奶写的《城南
旧事》这本书。

《城南旧事》就像是一幅幅怀旧的黑白照片展现在我的眼前：
缓缓的骆驼队、惠安馆、胡同的井、闹市僻巷、草垛子，还
有这些地方所浮现的人物：冬阳下的骆驼队、井边的小伙伴
妞儿、惠安馆的疯子秀贞、躲在草垛里的小偷、斜着嘴笑的
兰姨娘、不理“我们”的德先叔、和“我”朝夕相伴的宋妈
以及最后因肺病去世的爸爸，他们都曾和英子玩过、谈笑过、



一同陪伴英子度过多彩的童年生活。

最让我感动的是这样一个片段：秀贞总是让人家讨厌，可本
性善良的小英子却对她不离不弃，总是找她聊天。

后来，小英子察觉到妞儿是秀贞的女儿时，便找一切机会让
她们见面，然后把妈妈最珍贵的金镯子送给她们，让她们去
找妞儿的“爸爸”。

让我喜欢的是小说的主人公——小英子。

她那种善良、聪明、勇敢的性格和那种单纯乐于助人的品质
深深地感动了我，一个六岁小孩子竟懂得爱，懂得友谊，值
得我们都要向英子学习。

我们的童年虽然无忧无虑，却没有英子过得精彩。

就让我们用善良纯真的心去对待每一个人，去拥有多彩幸福
的童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