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童年学生读书心得体会 小学生读书心得
体会童年(优秀5篇)

在撰写心得体会时，个人需要真实客观地反映自己的思考和
感受，具体详细地描述所经历的事物，结合自身的经验和知
识进行分析和评价，注意语言的准确性和流畅性。优质的心
得体会该怎么样去写呢？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最新心得体
会范文大全，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童年学生读书心得体会篇一

本篇，是关于《童年》一书的，通过读此书，作者认识到自
己现实生活的美好，喜欢的朋友可以参考下文：

据我了解，《童年》是高尔基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
人间》、《我的大学》中的第一部。它向我们艺术地展示了
阿廖沙在黑暗社会追求光明的奋斗历程。故事生动地再现
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俄罗斯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

可怜的高尔基3岁就丧父，失去了亲切的父爱，跟着母亲和外
祖母，来到了 外祖父的一个小染坊。从此，黑暗的生活降临
到高尔基的头上。外祖父的脾气十 分的暴躁经常打外祖母和
高尔基，使高尔基幼小的心灵出现了阴影。后来高尔基又结
识了知心朋友伊凡小茨冈，两人无话不谈，结下了深厚的友
谊。可是，好景不常有，可怜的小茨冈就被两个凶狠的舅舅
给害死了。高尔基就 这样失去了好友。雅可夫和米哈依尔是
魔鬼，欧打自己的老婆，还天天闹着要分 家产，兄弟之间一
点也不团结，两个儿子萨沙也被教坏，处处捉弄高尔基。此
后，高尔基又认识了木匠“好事情”起先不怎么样，可后来
又成了好友。 结果被外祖父赶走，高尔基得了个继父，十分
凶常打人，几年后，最疼爱他的外 婆死了，母亲也死了，就
被外祖父赶出门靠捡垃圾为生。



读完了这本书，我的感受颇深。首先，与高尔基的童年相比
较之下，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作者儿时的悲惨遭遇，我觉得自
己是幸运的，幸福的!在家里，父母宠爱着，关心着，保护着。
在学校，有老师的教导和同学们的陪伴，真正可以说是无忧
无虑。而高尔基呢?与我们恰恰相反。有人说:“环境可以造
就一个人，也可以毁灭一个人。”就是这样的环境造就了高
尔基，成就了高尔基。在如此邪恶和污秽的社会中，他那颗
光明和博爱的心没有动摇，没有被污染，反而变得越加开阔、
光明。也许，这就是他成功的秘诀吧!这本书告诉我们要坚强
勇敢、正直自信。

读了《童年》这本书，我有很大的启发，从书中我明白了:我
们要执着求知、不怕困难、持之以恒、积极的态度对待学习
和生活!

一文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本文是关于《童年》一书的，可
以参考这个思路。

童年学生读书心得体会篇二

一个人的童年，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快乐自由的时光。你也许
很难相信有人的童年是悲惨黑暗的，但高尔基的《童年》里
却正是他小时候经历的种种困苦与磨难。下面小编带来的
《童年》读书心得体会学生大全，希望大家喜欢！

暑假里，我阅读了高尔基的《童年》这本书。初读时，懵懵
懂懂，于是按照老师的推荐，去搜寻了《童年》的电影来看。
看完电影，我又重新打开书，细细品味了书中各种人物的情
感。

和阿廖沙相比，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的幸福呀，我们每天坐在
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听着老师讲课，回到家就有父母精心准
备的美味佳肴……当我们在学习上、生活中遇到一点点的小



困难时就会退缩，就会埋怨生活的不公，现在想起来是多么
的可笑，这些困难和挫折与阿廖沙相比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感恩为我们创造幸福童年的人，同时我也明白了要珍惜时间、
珍惜转瞬即逝的童年，努力学习，哪怕身处逆境，也要像高
尔基一样，坚强独立，努力拼搏，去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

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最近我刚看完一本
高尔基先生写的一本自传体小说——《童年》，看完以后，
我真正清晰明了地认识到这位作家的童年生活，让人不可思
议！

故事的主人公阿廖沙三岁丧父后，随母亲投奔外祖父。外祖
父粗野自私，经常毒打孩子们，曾把阿廖沙打得失去知觉。
除了脾气暴躁的外祖父，这个家庭里还有两个为争夺财产整
日吵架、打架的舅舅。阿廖沙经常惊恐不安，还好有慈祥善
良的外祖母安慰他、保护他。

我曾经以为每一个作家都有好的名誉、好的家景、好的生活
罢了。可偏偏不是这样的，社会就是这么的惨酷，何必去抱
怨呢？高尔基先生从小在黑暗、浑浊的环境里度过了他那悲
惨的童年，他的作品中写到：“那段生活就像一个具有真、
善、美品德的天才作家创作的，讲得非常好的悲惨童话，充
斥着数不清的残酷。”生动地再现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沙俄
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写出了高尔基对苦难的认识，对社会
人生的独特见解。

《童年》这本书中让我最为记忆犹新的是结尾的最后一句话：
“你不是我的奖章，总不能老挂在我的脖子上。”外祖父说。
就这样，我到人间（即社会）去了，从这里可以看出高尔基
的童年就这样结束了，到人间去谋生。

高尔基先生一生经历坎坷，波荡起伏，他晚年的命运也是如
此。可他毫不抱怨、怨天尤人，而是将它转化为笔下的文字



表达出来！

最近，我读了一本叫《童年》的书，它的作者是苏联的高尔
基。这本书里，主要讲述了阿列克谢在童年时受到了种种磨
难：外公的暴躁、乖戾，两个舅舅的自私粗野和其他令人作
呕的丑事。幸运的是他有外婆的疼爱。

让我很触动是阿列克谢偶遇三个小少爷，与他们玩捉迷藏的
事情。在书中，阿列克谢说了一句：“你们会挨打吗？”这
句话说出了阿列克谢生活在一个没有爱，经常被打的家庭的
事实。这样没有温暖的家庭是我无法想象的，因为我的一家
十分和睦。

记得有一次，我拿碗的时候不小心把碗摔了下去。只听一声
巨响，地上的玻璃渣七零八落，让人无从下手。正当我要伸
手捡时，妈妈忙跑过来问我：“皓皓，有没有受伤啊？”见
我没事，她又跑过去拿了扫帚把玻璃渣扫干净了。就连外婆
也跑过来对我细细打量一番，确认我没有受伤后才长舒一口
气。

而在书中，阿列克谢只因为乱染布，就被外公一下下重重地
打在身上，疼得他第二天醒来时还觉得身子是麻的。这多么
令人同情呀！

高尔基在文章最后写了这样一句话：“人们善良的本性在增
长，它唤起了我们恢复人类美好生活的永不泯灭的希望。”
从这句话中，我体会到了高尔基对美好未来的心向往，希望
没有人像他的童年那般痛苦。我定要好好珍惜现在充满爱意
的生活。

阳光透过榕树的罅隙洒在窗前，斑驳的树影在来来往往的人
身上揉碎、晕开，模模糊糊，仿佛永远看不真切。盛夏里清
湛的阳光照在了窗前摆着的《童年》上，又或许，照在了阿
廖沙纯真、美好的心里。



《童年》故事的主人公阿廖沙在经历了父亲的离世后，不得
不与母亲一同投奔远在他乡的外祖父，可上帝却并未怜悯这
个年幼丧父的小男孩，他的外祖父常常毒打并辱骂小阿廖沙。
不仅如此，宅子里还住着两位天天闹分家的舅舅，这让阿廖
沙本就如履薄冰的生活雪上加霜。好在，陪伴着阿廖沙的还
有他的母亲与慈祥宽厚的外祖母，他在外祖母的教导下尽管
受尽欺辱，但还是养成了善良勇敢的性格，在众多苦难中成
长起来。

没错，我们都要像阿廖沙一样，能够忍受苦难和挫折。一花
枯萎，荒芜不会代替春天;一星陨落，星际不会变得黯淡;一
次挫折，荒废不了整个人生。我坚信，不论在天涯海角，这
个世界上都没有绝境，有的只是对处境绝望的人。成长总与
苦难相伴，收获总与挫折并存，有时蓦然回首，发现生活也
不过是满地鸡毛，遍布荆棘，但只要努力披荆斩棘、乘风破
浪，彼时，你我皆明白，成长永远不是某个瞬间的直击心灵，
而是在苦难中涅槃重生的那丝骄傲，那份青涩的喜悦!

日头渐渐沉下去，留下的是那一片温暖，红霞浸透了天，染
红了地，太阳露在地平线上的一角不再像少年那般肆意张扬，
斩露锋芒，变得安静，深沉起来。窗前仍就是《童年》，那
苦难里的成长已经落幕，而暂未经历挫折的我们满怀希望，
所向披靡!

童年的最后一个晚上下起了雨，爆竹声声入耳，仿佛在诉说
着：“你马上就要担负起更多的责任，承受起更多的打
击。”回忆童年，我打开了《童年》。阿廖沙在幼年时，父
亲就永远地离开了他，他孤独，他寂寞，他的心里留下了第
一条重重的伤痕。但他的外祖母非常疼爱他，并且经常讲述
天真纯洁，令人向往的故事来使慢慢抚平他的伤口。可同时，
他也亲眼目睹了两个舅舅为夺得家产争吵打架，明争暗斗以
及在生活琐事上表现出来的自私、贪婪。在他的童年里，他
慢慢看懂了社会，看清了这一切。



“一天，他出于好奇，又受表哥怂恿，把一块白桌布投进染
缸里染成了蓝色，结果被外祖父打得失去了知觉，并害了一
场大病。从此，阿廖沙就开始怀着不安的心情观察周围的人
们，不论是对自己的，还是别人的屈辱和痛苦，都感到难以
忍受。我为主人公凄惨的童年感动哀伤，又同样感叹到自己
的童年是多么美好。家人的关爱，吃得饱，穿得暖，这都是
满满的幸福。我也羡慕作者有个善良，正义，光明的外祖母，
她陪伴着他，尽量多给他温暖和关怀。我与外祖母身处异地，
一年也只能见几面。我想，我想把外祖母接过来，可她总是
放心不下那座老房，那棵棵老树，那条老河。

随着时间的飞跃，科技快速发达起来，但人们却变得懦弱了，
遇到困难就想要退缩、逃避。谁还会像从前？像高尔基一样，
努力生存，不需要把童年变得多么黑暗，只要为美好的生活
有所付出，有所争取。就能得到、享受这美好。

我感受到我不能生在福中不知福，童年的种种过往，在我的
心头泛起波纹，如同这雨在地上敲出小小的水花。

《童年》的一天,“我”大病初愈,看护“我”的父亲却不幸
染病身亡。“我”跟随母亲坐船到外祖母的家乡尼日尼去生
活。

无忧无虑的日子很快结束了。人与人之间充满欺诈与争斗。
外祖父是当地染坊行会的头子。“我”跟随母亲回去的时候,
两个舅舅正在闹分家。雅科夫舅舅的孩子萨沙唆使“我”将
过节用的白桌布染蓝,致使我被外祖父打得失去了知觉。在外
祖父家有个心地善良的伙计,外号叫“小茨冈”。

他懂行能干,外祖父很器重他。他常常在外祖父打“我”的时
候,尽量地用自己的手臂挡着鞭子。一次,两个舅舅和他一起
搬运一个十分沉重的橡木大十字架。他绊了一跤,两个舅舅竟
只顾自己保命,听任他被砸死了。 “我”惊愕地睁开懵懂的
双眼,注视人世间的残酷与黑暗,小小的心灵因受到许多打击



而深深震动。而外祖母和那些像外祖母一样的人,保护和支持了
“我”。

布满阴霾的日子里,只有外祖母是“我”唯一的温暖。她
给“我”讲上帝的天堂、鬼娶媳妇的故事,又常常向“我”回
忆起当年“我”的父母相恋、共同生活的情景。一次,夜里突
然失火,人们都手足无措。外祖母不顾自己的安全,冲进火里,
抱出了随时可能会爆炸的硫酸盐罐子。她又指挥闻讯而来的
邻居,和家人一起扑灭了大火。她的果敢能干,连外祖父都不
能不叹服。她给“我”无限的安慰,将真、善、美的种子悄悄
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 “我”上了一阵子学,后来母亲
去世了。越老越吝啬的外祖父不肯再养“我”,于是“我”就
到人间自己“混饭”吃去了。

我读过《绿野仙踪》、《格林童话》、《骆驼祥子》……可
我更喜欢看的书还是前苏联作家高尔基所写的《童年》。

这本书主要讲了小主人公阿廖莎的故事。阿廖沙三岁丧父，
随母亲去投奔外祖父，在这个家庭里，有粗野自私的外祖父。
他经常毒打孩子们，曾把阿廖沙打的失去知觉。除了脾气暴
躁的外祖父外，还有个每天争夺财产整日争吵打架的舅舅。
两个舅舅经常毒打舅母摧残致死，有一个经常打阿廖沙妈妈
的继父。这都让阿廖沙惊恐不已。还好有慈祥善良的外祖母，
虽然外祖母年事已高，但也逃不过外祖父的打骂。

记得有一次，妈妈晚上加班，我自己一人在家。夜幕降临之
时，我把家里的灯全部打开，但还是生怕有什么怪物来光顾，
哪个角落里会不会有鬼？哎，越想越害怕。这时我想到了阿
廖沙的故事。他独自一人在房里不也睡得很好吗？他行我也
行。我一人在空荡荡的房间将那些胡思乱想的妖魔鬼怪统统
换成了“我也行”。

这部书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阿廖沙不顾家里人反对去与“好
事情”玩耍。“好事情”经常参加外祖母举行的晚会，他十



分尊敬阿廖沙的外祖母，因此也鼓励阿廖沙把外祖母说的都
记下来，和外祖母一样具有良好的品质。我感受到了他们深
厚的友情。

在这本书中，我最敬佩的人是阿廖沙的外祖母。这位和蔼可
亲的老人，无论在怎样的生活中都可以保持一颗善良乐观的
心。外祖母的爱像一盏路灯照亮着阿廖沙的人生。

读了《童年》以后，我不仅明白了要珍惜童年生活，要勇敢
坚强，也明白要珍惜眼前的生活，珍惜友情，亲情。

《童年》这本书是高尔基写的。高尓基出身贫苦，他的在他
三岁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了，所以高尔基的一生几乎是跟他姥
姥和姥爷在一起。在父亲死后，他和姥姥坐船去尼日尼，在
去的过程中，出生没几天的小就死了，姥姥便安慰他。我很
慈祥的姥姥，她胸怀宽阔、善良！高尓基幼年丧父，11岁即
为生计在社会上奔波，当过装卸工、面包房工人，贫民窟和
码头成了他的社会大学课堂。饥寒交迫的生活并没有把他打
垮，他以的毅力自学。就这样，只上过两年小学的高尔基
在24岁那年就发表了他的第一部作品。因为高尔基在俄语中
的意思是，所以他的生活很痛苦。他咀嚼着生活的苦味，创
作出了《童年》等伟大作品。

关上这本书，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感觉高尔基的童年生
活好艰苦。他被人欺负、打骂，人对他不管不问，甚至也打
他、骂他，但他还是坚强地在这个里地生。我为自己感到庆
幸，没有出生在那样的年代，也没有受过苦。天天过着衣来
伸手饭来张口的。我为自己感到，有外公把我当做心肝宝贝
宠着，不让我受一点委屈。看到我也笑得合不拢嘴，还有爸
妈等亲人们爱着。我的童年是无忧无虑的、灿烂的、五彩的，
没有泪水。不但充满了欢乐，还充满了幸福，所以我要好好
现在的一切。 《童年》这本书让我感觉到了高尔基小时候的
悲惨遭遇。但他的精神十分感人，他虽然处于那种社会和贫
困的家庭，但他没有泄气，对生活充满了。我也懂得了在艰



苦生活的中要不断地锻炼自己，要认认真真地学习，不怕困
难，不怕挫折，持之以恒，将来也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童年学生读书心得体会篇三

童年，这是多么美好的字眼。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童年是美
好的，有爱吃不完的零食，有穿不完的漂亮衣服。但对于一
个可怜的小男孩来说，却是另一番感受。

《童年》的作者是著名作家高尔基，主要讲了主人公小阿廖
沙在父亲去世后，和母亲一起寄住在外祖父家中。外祖父家，
与其说是家，倒不如说是人间地狱。外祖父掌管着家里的一
切，脾气非常暴躁，而且视财如命，阿廖沙时常因为犯错而
被痛打，家中的女人更是没幸好;他还有个疼他的外祖母，善
良乐观的外祖母常常给予小阿廖沙信心和力量，用他的温存
和宽容给了他的种子。长大后，小阿廖沙踏上社会，虽仍饱
受欺凌，但他永不放弃，最终乘了享誉世界的大文豪。

在这本书里，令我映象最深的人就是外祖母了。在这个家里，
只有外祖母疼爱小阿廖沙。她常常给小阿廖沙讲故事，在无
形之中教他做一个不向社会丑恶现象屈服的人，是外祖母的
呵护和鼓励，才是阿廖沙走出困境。没有外祖母的陪伴，阿
廖沙就不会成为那样一个出色的人。

为了买一本书，阿廖沙偷偷拿了家里的——戈比，因此遭到
了外祖父的毒打。我又想起以前，妈妈几乎每个月都到新华
书店，为我挑选几本新书。现在，家里的书都堆得有两大叠
高了，有一些根本来不及看，还在家里整整齐齐地摆放着。

从这本情真意切的小说里，我深深地体会到我们的童年是多
么快乐，我们现在的社会有过之而无不及，不用担心随时会
遭遇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厄运，简直好太多了!在这样一个
没有硝烟的和平世界里，我们难道不是更容易施展拳脚来为
祖国的发展而努力吗?而且，我们大家都是在父母的手心里长



大的，从没吃过什么苦、受过什么累，有父母从小疼着、惯
着。对于父母们体贴入微的关爱，我们早已习以为常，不会
想到要去珍惜，更不会想到要去感恩这一切，总认为自己拥
有的一切都是理所应当。但事实并非如此，美好的生活必须
有付出，才会有收获，有所争取，才会得到。

看了这本书，我想说：“我们并不用像 阿廖沙那样十一岁就
到社会独自闯荡。但我们应该悔过自己曾经的浪费，学会珍
惜，珍惜我们身边一起美好的事情。”

童年学生读书心得体会篇四

童年是一条五彩的河，童年是一道七彩的路，童年是一座闪
亮的桥，童年是一个美丽的世界。童年是多么美好，但是前
苏联文学家高乐基的童年却是非常的悲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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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都十三岁了，当年的高乐基在
十一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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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刚开学我去军训，教官要求我们自己洗衣服，
其实洗衣服说起来觉得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可是做起来却很
难，先要擦肥皂，然后这边搓搓，那边搓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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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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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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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了《童年》这本书以后，不仅让我珍惜这美好的童年，还
让我懂得了应该怎样做人和做事。童年你是多么的伟大呀!

童年学生读书心得体会篇五

《童年》主要是写：阿列克谢三岁时父亲去世了，母亲从小
就不在阿里克谢的身边，后来是外祖母来照顾阿列克谢。下
面是本站的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几篇关于童年的读书心得范文!

每一个人都有童年，而且每个人的童年都是不同的。但是，
我们每个人的童年哪一个是想高尔基的童年那么贫困，那么
穷苦?不，我们不是，我们在家都是被父母称为掌上明珠，都
是一个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化了的宝贝。高尔基不仅
童年没有我们幸福，就连家庭也没有我们美满。

高尔基从7岁开始就没有了父亲，一直跟着母亲与年迈的祖母
生活，别人家孩子有的东西他都没有。可是，他却没有埋怨
母亲和祖母，而是更加努力的读书和学习，准备长大孝敬辛
苦养育他的母亲和年迈的祖母。如果我们也生活在那个时候，
我们会想高尔基那样明白父母的辛苦吗?不会。我们会哭闹着
要新玩具，新书包，新衣服等等，现在也一样，我们一点儿
也不体谅父母，看见什么好东西就要，不给买就哭。可是高
尔基没有，所以我们一定要向他学习，长大后好好孝敬父母。

《童年》这本书记载了高尔基儿时的一些故事，中间还夹杂
着一些做人的道理：依靠一个人，只能依靠一时，不能依靠



一世!人生的路还很长，需要自己慢慢走。人生的坎坷还很多，
需要自己一个一个的克服。这样的一生才无愧于心!要学会用
自己的手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

高尔基小时候非常喜欢数学。在一节课数学课上，老师出了
一个题目考班上的同学，题目是：“1+2+3+4……+100=?”这
可难为了很多同学，他们一个个都很着急，只有高尔基算出
来了，答案是5050。从此，老师再也不会因为他们家穷困而
瞧不起他们了，而好似觉得高尔基很有数学天赋。

这就是我在暑假中读的书：《童年》，就是它记载了高尔基
的悲惨童年。

童年，这是多么美好的字眼。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童年是美
好的，有爱吃不完的零食，有穿不完的漂亮衣服。但对于一
个可怜的小男孩来说，却是另一番感受。

《童年》的作者是著名作家高尔基，主要讲了主人公小阿廖
沙在父亲去世后，和母亲一起寄住在外祖父家中。外祖父家，
与其说是家，倒不如说是人间地狱。外祖父掌管着家里的一
切，脾气非常暴躁，而且视财如命，阿廖沙时常因为犯错而
被痛打，家中的女人更是没幸好;他还有个疼他的外祖母，善
良乐观的外祖母常常给予小阿廖沙信心和力量，用他的温存
和宽容给了他的种子。长大后，小阿廖沙踏上社会，虽仍饱
受欺凌，但他永不放弃，最终乘了享誉世界的大文豪。

在这本书里，令我映象最深的人就是外祖母了。在这个家里，
只有外祖母疼爱小阿廖沙。她常常给小阿廖沙讲故事，在无
形之中教他做一个不向社会丑恶现象屈服的人，是外祖母的
呵护和鼓励，才是阿廖沙走出困境。没有外祖母的陪伴，阿
廖沙就不会成为那样一个出色的人。

为了买一本书，阿廖沙偷偷拿了家里的——戈比，因此遭到
了外祖父的毒打。我又想起以前，妈妈几乎每个月都到新华



书店，为我挑选几本新书。现在，家里的书都堆得有两大叠
高了，有一些根本来不及看，还在家里整整齐齐地摆放着。

从这本情真意切的小说里，我深深地体会到我们的童年是多
么快乐，我们现在的社会有过之而无不及，不用担心随时会
遭遇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厄运，简直好太多了!在这样一个
没有硝烟的和平世界里，我们难道不是更容易施展拳脚来为
祖国的发展而努力吗?而且，我们大家都是在父母的手心里长
大的，从没吃过什么苦、受过什么累，有父母从小疼着、惯
着。对于父母们体贴入微的关爱，我们早已习以为常，不会
想到要去珍惜，更不会想到要去感恩这一切，总认为自己拥
有的一切都是理所应当。但事实并非如此，美好的生活必须
有付出，才会有收获，有所争取，才会得到。

看了这本书，我想说：“我们并不用像 阿廖沙那样十一岁就
到社会独自闯荡。但我们应该悔过自己曾经的浪费，学会珍
惜，珍惜我们身边一起美好的事情。”

《童年》是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也是高
尔基写的最投入最富有魅力最精彩的作品之一。

阿廖沙三岁时父亲死于霍乱，母亲带着他到外祖父家生活。
在这个家庭里，父子间，兄弟间，夫妻间经常钩心斗角，经
常为了财产，甚至为了一些小事而争论不休，经常殴打对方。
外祖父喜怒无常，脾气暴躁，有时会凶狠地打骂外祖母，有
几次竟把阿廖沙也打得失去知觉。外祖母不像外祖父那样粗
暴，她很和蔼，对阿廖沙也十分关心和疼爱，经常给他讲一
些传说。童话和民间故事，她承受着一切压力，却毫无怨言。
母亲被迫改嫁，几年后患肺结核去世外祖父破产后，阿廖沙
被迫流落人间，开始独立的谋生。

合上这本书的最后一页，我不禁为阿廖沙辛酸的童年而感到
同情，为他有一个关心和疼爱他的外祖母而感到向往和羡慕。
读这本书时，我的心也跟着阿廖沙遭遇而七上八下。这不但



可以看出阿廖沙的遭遇悲惨，更可以看出高尔基的写作水平
很高。

这本书真实的写出了阿廖沙苦难的童年，展现了下层劳动人
民的正直、纯朴和勤劳。

我对这本书爱不释手，是连吃饭也不想放下的名著呢!而且阿
廖沙的遭遇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要珍惜现在安宁和平
的生活，因为这样美好的生活来之不易!

主人公阿廖沙痛苦的童年生活打动着我：四岁丧父，跟随悲
痛欲绝的母亲和慈祥的外祖母到小染坊主外祖父家，却经常
挨外祖父的毒打。但外祖母处处护着他。在外祖父家，他认
识了很多沉默的亲戚，其中有两个自私、为了家产不顾一切
的米哈伊洛舅舅和雅科夫舅舅，还有两个都叫萨拉的表哥。
朴实、深爱着阿廖沙的外祖母每次都用胳膊挡外祖父打在阿
廖沙身上的鞭子。

比起这些不幸，我们的童年是灿烂的，无忧无虑的，我们从
来不用为衣食住行担心，而且我们大多数人的家庭是美满的，
幸福的，家长万般的呵护着我们，而不会像阿廖沙那样天天
挨打，挨骂。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一句话，比起阿廖沙，
我们的生活简直就是掉到蜜罐里去了。

读过《童年》以后，我们应该改掉奢侈、浪费的坏毛病，懂
事一点，为父母分担一点忧愁，其实，他们挣钱也是不容易
的。

最近几天，我读了高尔基先生的《童年》，读了这本书之后，
我受益匪浅。

这本书主要写了高尔基先生悲惨的童年。高尔基出生在一个
木工家庭，五岁时，他的父亲就因病去世，家里的生活更加
艰难了。他和妈妈就搬到外祖父家住，但总遭到外人的排挤



和白眼。他每天都去捡破烂换钱。捡破烂换来的钱成了高尔
基的学费来源，但是里学校那些有钱人的孩子并不理解高尔
基的行为，反而嘲笑他。但是他将别人的嘲笑变成催促自己
努力学习的动力。他发奋努力，刻苦学习，终于取得了优异
的成绩，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和敬重。长大后还成了
著名的大作家。

与高尔基悲惨的童年相比，活在当下的我们真的太幸福了。
我们这些所谓的“零零后、九零后”基本上都是过着衣来伸
手，饭来张口的生活(除了山区和穷人家的孩子)我们根本就
不懂得节约用钱，挣钱就更不用说了。现在的孩子哪个不是穿
“阿迪达斯、耐克、李宁……”以前的孩子一年内有一两件
新衣裳穿就不错了，哪来那么多要求。现在的大学生哪个不
是出动全家总动员，提一下这个袋，拖一下那个箱，自己就
悠哉悠哉的在旁边玩什么“iphone、ipad、ipod……”。其实在这
么优越的条件下生活，我们更应该自主、独立，大人也不要
像掌上明珠一样捧着自己的孩子，那样迟早会惯坏的，长大
后什么也不会，那样要怎样在社会上立足呢，难道要等到大
人们老了我们就去当“啃老族”吗?除了学习我们还应当学会
做家务或拧螺丝之类的活儿，这样父母不在身边的日子就可
以自理啦!

让我们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好好学习，创造美好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