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六年级城南旧事读后感(优秀10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读后感对于我们来
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下
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六年级城南旧事读后感篇一

一滴清水可以折射太阳的光辉;一本好书，可以净化一个美好
的心灵。在我内心的深处，曾经有这样一本书，它像一滴清
水折射了我心中的太阳。这本书就是著名女作家林海音写的
自传体小说——《城南旧事》。书里写的各种关于小说中人
物的命运使我牵肠挂肚，难以忘怀，也使我的感触很深。

看着这本书，我仿佛看见了20年代的老北京：一条狭窄的老
胡同里，一位老大爷正在卖着晶莹剔透的冰糖葫芦;小孩子们
在草地上玩耍，远处传来声声幽扬悦耳的驼铃声;种着夹竹桃
的四合院;西厢房的小油鸡……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那
么快乐，那么无忧无虑，自由自在!

这本书主要讲了二十世纪20年代末，六岁的小姑娘林英子在
北京城南的一条小胡同里发生的各种童年事情。他帮助妞儿
与秀贞母女俩团圆，促成兰姨娘与德先叔相爱，又遇到荒园
里的小偷，宋妈的离去……最后，在小英子13岁时，爸爸也
去世了。随着爸爸的离开，英子真正地体会到了自己的责任，
真正的长大了，童年也随之远去了。

虽然童年很快乐，但却是短暂的，会随着时光慢慢的流逝，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珍惜自己的童年。不要做让自己后悔
的事情，因为时间不能从来，童年也不可能永远停留。而且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许多人都随着小英子的长大而没了影
子，跟着他的童年一块儿失去了。我还明白了，成长最重要



的不是结果，而是过程。一个人的结果在完美，而没有过程，
那也是没有意义地成长。只有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那
才是成长真正的意义!我们也要像英子那样，有一双能够感受
到美好事物的慧眼，热爱生活。

六年级城南旧事读后感篇二

《城南旧事》是台湾女性文学的开山人——林海音根据自己
的亲身经历和感受，以童年在北京的生活为素材而创作的经典
“怀乡”作品，也是她最具影响力的作品。

这本书由五篇林海音创作的回忆童年的小说《惠安馆》、
《我们看海去》、《兰姨娘》、《驴打滚》和《爸爸的花儿
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为内容，在1960年冠以《城南旧
事》为书名结集出版。20年后《城南旧事》被大陆引进，搬
上了大银幕，并荣获多项大奖，从此誉满天下。

《城南旧事》是一部带有强烈自传色彩和怀旧情调的小说，
以作者七岁到十三岁在北京城南的生活为背景而创作。在这
部经典之作中，林海音成功运用了儿童的视角进行故事叙述，
借英子的眼晴，描绘了一幅北京的风景人情画卷。同时，也
表达出作者本人对人生和生命体验的多重感受。

《城南旧事》的开篇之作是《惠安馆》。它从风格上奠定了
全书纯净自然、温馨又略带惆怅的基调。这个故事讲了惠安
馆里有一个“疯”女人秀贞，她“疯”是因为她以前和一个
大学生相爱，生下一个小孩，名叫小桂子。这个孩子有个很
明显的特点——脖子后面有指头大的一块青记，因为这块青
记，她才会被秀贞的妈妈丢掉。当秀贞醒来后，发现小桂子
不见了，就疯了。在文中，她与英子成为了好朋友，她们经
常在一起聊天，秀贞还让小英子帮忙去找小桂子。后来，在
一次偶然的机会上，英子结识了一个小姑娘——妞儿，妞儿
经常到英子家玩：喂小鸡、唱歌、跳舞、谈心等等。妞儿告
诉英子，她的家长不是她的亲爹亲娘，他们要求英子学这学



那，来为他们赚钱，如果赚不到钱，他们就会用鞭子抽打她。
有一天，英子突然发现妞儿就是秀贞所说的小桂子，她非常
同情她们母女俩的遭遇，就赶忙带着小桂子去惠安馆和秀贞
相认。秀贞为了躲开妞儿的养父母，带着妞儿去火车站，想
回老家去。但不幸的是，母女俩都死在了火车的铁轮下。

《惠安馆》是整本《城南旧事》中我最喜欢的故事，但其他
故事也带给我许多深刻的道理，所以我喜欢这本书。

六年级城南旧事读后感篇三

它就像一个路标，指引我走上正确的道路;它就是太阳里的灿
烂光芒，让迷失的心找到最终的归宿。它就是我永生难忘的
一本书——《城南旧事》。

童年是人生中充满希望的黎明。如果人生是一条长河，童年
就是它的源头。书中的小主人英子的童年就是这样，快乐又
带着几分坎坷，翻开这本书，我就被它吸引住了。全书以小
人公英子的语气，给我们讲述了她与朋友、父母发生的故事。

在英子的描述下，我仿佛身临其境。英子与惠安馆的疯女人
秀贞相遇时，我不禁为英子捏了一把汗，怕秀贞伤害英子，
而秀贞好不容易找到自己的亲生女儿“小桂子”——妞儿时，
我也是喜出望外，英子的父亲因肺病而不幸逝世时，我更是
泪雨如下。

他们的一举一动、一笑一怒，都使我牵肠挂肚。英子虽然小，
但是却有一颗十分善良的心。正是这一颗善良的心，英子才
会有无忧无虑的童年。

和英子相比，虽然我的童年好多了，但是英子童年的戏剧性
是我求之不得的。我甚至想和英子一样，和秀贞一起踏上艰
苦的寻女之路，和秀贞一起分享失而复得的喜悦之情。虽然



我即将进入六年级，童年即将结束，但我相信这颗童心是不
会变的。

合上书的最后一页，似乎有一种淡淡的幽香充满我的房间。
英子童年所经历的酸、甜、苦、辣、咸，在我脑海中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城南旧事》一本带着淡淡的忧伤，带着对童
年的无限怀念的书。它让我对剩下一年的儿童时光更加珍惜。

六年级城南旧事读后感篇四

城南旧事是一本有着丰富的书，讲述了一个美好的童年。下
面是由本站小编为大家带来的“六年级城南旧事读后感600
字”，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城南旧事》是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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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英子也乐于助人，会帮助有困难，被冤枉的人，还勇敢、
善良……这些优点我们都要向她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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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年是快乐的，童年的许多趣事为童年增添了色彩。童年，
像一条小河，一去不复返，我们的童年过得很快很快。所以
要珍惜自己所拥有的美丽童年时光!

一滴水珠，可以折射太阳夺目的光彩‘;一本好书，可以净化
每一个人的心灵。在我心中，《城南旧事》这本书一直照耀
照我，净化着我。

这本书的作者是林海音。在她的悠悠笔墨下，这部著作似乎
弥漫着淡淡的忧伤。那时，英子用它那纯真无暇的大脑思考
世界，用她那童真的眼神看待世界，将他的喜怒哀乐交织在
一起。

当我读到全文的最后一章----“爸爸的花儿落了”时，我落
泪如珠，它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它写出了影响英子的最真
挚的父爱。它以花暗示父亲的病情加重直至死亡……文中
以“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结尾，令我感触
很深。是呀，长大了就得负责任，长大了就说明不用大人再
为你操心了。虽然生活的重担压在英子幼小有脆弱的肩上，
但是她的心灵已经成长，不再倔强。

这个暑假，我又一次拜读了中国台湾女作家林海音的《城南



旧事》。

林海音把她小时候的童年惟妙惟肖地记叙下来，饱含真情实
感。我捧着她的书一会儿边看边笑，一会儿又边看边哭，仿
佛自己就是那个小英子。疯女人秀贞、伙伴妞儿、做贼的青
年，美丽的兰姨娘，朝夕相伴的宋妈和因患病而长眠地下的
慈父……这些人物都曾陪伴过英子，却都又一一离开了她。
这本书中的一切都是那么自然、亲切，给人一种很真实的感
受。

这本书朴实易懂，就连我们少年读者也能领会书中微妙的情
趣和含义，是一本上佳的儿童读物!

《城南旧事》这部长篇小说，有人说这是一部成长小说，有
人认为这是一部回忆童年的小说，主题的多义性是这部作品
成为经典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艺术方面，不论是形式结构、
语言文字，还是叙事角度都独具一格。

它透过主人公小女孩英子的童眼看世界。五个短片情节相互
连缀，主题前后呼应，既可独立也可连缀。但是，它们都是
以小英子自己的经历来展开叙述。

《惠安馆》中，英子的小朋友妞儿是不是她的一个大朋
友“疯子”所失去的女儿。但英子却没有说明，只是通过妞
儿和“疯子”的模样来产生了怀疑。妞儿是不是“疯子“的
女儿。

英子在《我们看海去》新认识的小偷，在英子和他的几次交
谈中了解，他并不是坏人，而是在社会与生活的压力下迫于
他这样做的。

“每天他下班回来，我们在门口等他，他把草帽推到头后面，
抱起弟弟，经过自来水龙头，拿起灌满了水的喷水壶，唱着
歌儿走到后院来。他回家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浇花。那时太阳



快要下去了，院子里吹着凉爽的风，爸爸摘下一朵茉莉插到
瘦鸡妹妹的头发上。”这是《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
小孩子》一章回忆爸爸的一段。从这段话小英子体会出
了“爸爸”的爱花之心，爱子之意。夕阳西下，单手抱着弟
弟的爸爸、为瘦鸡妹妹插茉莉花的爸爸、浇花的爸爸、唱着
歌的爸爸，在凉爽的风的吹拂下，我们感受到了一个有情有
味、温柔慈祥的爸爸。

这些人都陪过书中的小主人公——英子在一起，在看第一章
的时候，作者介绍了骆驼，它们的神态，细嚼慢咽的动作，
个个都描写得活灵活现，让人似乎身临其境;第二章讲了好几
个人，宋妈，妞儿和疯子——秀贞，在惠安馆里，开始作者
还以为秀贞是和她玩"过家家"，后来英子把她那块很漂亮的
表送给了秀贞;英子记得，秀贞跟她说过，小桂子(就是秀贞
的孩子)脖子后头正中间有一块青色的胎记，而妞儿的脖子后
边正中间也有一块胎记，于是，英子带着妞儿去找秀贞，秀
贞立马带着妞儿赶火车去了;因为那天下着倾盆大雨，英子发
高烧，昏迷了十天.

第三章的题目很有趣，是："我们看海去."这是一个小偷儿跟
英子说的，虽然我不喜欢偷东西的小偷，但是不知为什么，
似乎是林海音的语言打动了我，我觉得这个小偷很好玩，很
可怜，看到他被人家抓到的时候，好像一只老鹰在欺负一只
小鸡，而且还要听着周围人的骂声.第四章题目就很明显了，
题目是："兰姨娘."这章里讲的是德先叔和兰姨娘，德先叔是
一个大学生，因为那时候要枪毙大学生，于是躲到了英子家
里来;后来兰姨娘也来了，雇她的人家不要她了;后来，兰姨
娘和德先叔一起走了.

第五章的题目也很新颖，是："驴打滚儿."刚看到这个题目的
时候，我还以为林海音要写驴怎样打滚儿的.结果不是;内容
主要是，宋妈的小栓子死了，小丫头子不见了，宋妈很伤心，
宋妈和英子在找小丫头子歇息的时候，看见有人买一种叫："
驴打滚儿"的吃的，那是把黄米面煮熟了，里面包黑糖，再在



绿豆粉里滚一滚，很香;找不到小丫头子了，宋妈就骑着驴走
了.

最后一章，题目让觉得有些伤感："爸爸的花儿落了."没错，
英子的爸爸去世了，爸爸的石榴掉了，花儿也落了.

《城南旧事》一本很好的书，悲悲喜喜，快快乐乐，都在这
本书里展现了，从喜到悲，这本书让我们体验到了生活中的
悲欢离合，是一本你看完了放不下，还要看一遍的书.

六年级城南旧事读后感篇五

今年寒假，我在家里又一次重温了林海音的著作——《城南
旧事》。我记得第一次看的时候，是在语文课上的一篇课文
《冬阳童年骆驼队》上知道这篇文章是林海音写的，从而接
触到这本“金书”。当时看只知道作者对童年的渴望，而第
二次看，我有收获了更多，不仅更深一层次的了解了这本书，
还了解了林海音这位高龄作家。

第二次看印象最深的就是作者在自己的毕业典礼上代表所有
将要毕业的同学领取毕业证书，并且致词的光辉时刻。当时
的作者时刻关注着台下，希望爸爸能来到现场观看自己的表
现，可她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了，因为爸爸病了，现在还在
医院躺着，但她实现了对爸爸的承诺，她答应爸爸在自己的
毕业典礼上代表所有将要毕业的同学上台领取毕业证书，并
且致词。于是，她做到了。她哭了，因为走出这扇毕业典礼
的大门，他就是一个大姑娘了，作者不想，她不想长大。她
不想去想大人们整天所要操劳的一切，她不想有烦恼，她想
无忧无虑的生活，但她别无选择。

六年级城南旧事读后感篇六

暑假里，我看完了林海音写的《城南旧事》这本书，《城南



旧事》讲的是作者小时候住在北京城南的一些生活片段。

《城南旧事》这整本书都是从孩子的眼光来写的，主要由
《惠安馆》、《我们去看海》、《兰姨娘》、《驴打滚儿》和
《爸爸的花儿落了》这五篇文章组成。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
《驴打滚儿》和《我们去看海》这两篇文章。《我们去看海》
这篇文章讲得是那个蹲在草丛里的慈爱的哥哥，跟罪恶的`小
偷似乎怎么也联系不上，当时的作者还曾跟他约定“我们去
看海”……但是，现实生活就是这么残酷：为了生存，穷人
被迫走上犯罪的道路。让那时的林海音有了深深的不满。

《驴打滚儿》这篇文章讲得是作者家的奶妈——宋妈不公平
的身世：宋妈原来有两个孩子，后来因为家里穷，不得不去
给人家做奶妈。可是，没过多久，一个孩子便离宋妈而去了，
另一个孩子却被送人了。于是，宋妈带着林海音，满城地寻
找着，但是再没有找到过。这个故事反映了当时社会女性悲
剧的人生。

在林海音十三岁小学毕业那天，她代表了全体毕业的同学领
了证书，做了那个考第一的人。她刚想回去告诉父亲这个喜
讯，可她一回到家，就传来了父亲去世的噩耗。从那时起，
她的童年结束了，担负起了父亲的责任。

小孩子的眼睛是透明的，透明得不带一丝杂质。就像作者小
时候看惠安馆的疯子，用一种理解的态度去对她，因为只有
她能理解疯子不为人知的苦。也像是看年轻人，看兰姨娘，
看宋妈，虽然作者对她们都有着疑惑，可作者从来都是以真
心对她们的。不像大人，只会带着有色眼镜看周围的一切。

《城南旧事》这本书给我了很深的感触，虽然我没有在旧社
会生活过，但通过对书中文字的阅读，让我走进作者那个年
代，感受到了旧社会人与人之间那种不公平的待遇和当时成
人世界里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以及人世间那些复杂的情
感。



读了《城南旧事》这本书后，我感到比起作者小时候，我们
是多么幸福啊！

六年级城南旧事读后感篇七

在每一个人的一生中都会看很多本书，在我看过许多本书中，
我十分喜欢看《城南旧事》这本书。

《城南旧事》这本书主要写了作家林海音小时候生活在北京
时候发生的事情，其中里面有13个小故事，其中小故事《驴
打滚儿》十分地好看。小英子从妞儿的口述中知道她是如何
被养父母捡到的，而小桂子是脖子后面有胎记，妞儿也有，
随着故事的深入，英子确定了妞儿就是秀贞失散多年的孩子。
英子帮助她们相认、逃跑。兰姨娘最后也离开了英子，去寻
找自己的幸福，英子心中的情绪十分复杂的，既觉得不舍又
有释然，她用一颗无瑕的心灵打破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感受
成人世界的喜怒哀乐。

在现实生活中，我也有过差不多一样的事例在我身上发生，
如:我曾经在大街上见过一个乞丐，她和弟弟走散了，我帮她
贴上了寻人启事，过了几天后，果然找到了弟弟，但是弟弟
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又离开了姐姐，我想姐姐应该也有和小
英子一样的心情吧！

六年级城南旧事读后感篇八

同学们，在这个寒假里你们一定读了不少书吧!我也读了几本，
《城南旧事》就是其中之一。

这本书包括五部分，“惠安馆传奇”、“我们看海
去”、“兰姨娘”、“驴打滚儿”和“爸爸的花儿落了，我
也不再是小孩子”。“惠安馆传奇”是第一部分，主要讲了
英子从南方搬到北平，认识了人称“疯子”的秀贞，知道了
秀贞的不幸遭遇，帮助秀贞找到了她的亲生女儿妞儿。这个



故事主要体现了英子乐于助人的'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
样。“我们看海去”讲述了英子一家迁居新帘子胡同，英子
在附近的荒原中认识了一个“厚嘴唇”的神秘人。英子觉得
他很善良，但他却是一个“贼”。这个故事描写了英子成长
中的困惑，今天的我们经常也有类似的感觉。

书中还有一些情节我不是很理解，爸爸说我长大后就明白了。

六年级城南旧事读后感篇九

城南旧事是一本很有趣的书，里面蕴涵着许多的知识和许多
的内容，不同的片断，也让我积累了许多的好词和好句。这
本书一共有六个章节，分别是惠安馆传奇，我们看海去，蓝
姨娘，驴打滚，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冬阳
童年骆驼队。其中《惠安馆传奇》这个故事，给我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让我有了很深的感受。

《惠安馆》这个故事讲的是：有一个叫“妞”的小女孩儿，
她小时候被遗弃，后来被人收养，但是她的养父却把她当成
了赚钱的工具，不但不关心她，还经常打骂她，最后她虽然
经历了千辛万苦找到了自己的亲妈，可是却和亲妈一起碾死
在火车下。妞儿凄惨的童年，不禁让我感觉可怜，又让生活
在今天的我们，不禁有些惭愧。比起妞儿的凄惨，今天的我
们，就幸福得多得多了，我们有爸爸，妈妈，姥爷，姥姥，
爷爷，奶奶等等许多亲人的爱护，又有明亮的教室让我们学
习，还有随心想吃的美食等。可是尽管这样，我们还是没有
得到满足，还时不时的会和爸爸妈妈耍小性子，也从来不会
去体会爸爸妈妈的不易。《惠安馆》这个故事让我懂得了，
要珍惜今天的美好，更要珍惜爸爸妈妈对我们的爱。

另外《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同样给我留下
了很深的印象，回想起英子站在那那垂落的夹竹桃，默念着
爸爸的花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时，我的眼睛不禁湿润了，
随着爸爸的逝去，也就意味着英子的童年结束了，也许，童



年，只是记忆的开始，但它也是代表我们长大的标签。

《城南旧事》这本书，真的让我懂得了很多，书中的每一个
故事，都让我深受震憾，每一个感人的故事，都充满了亲情
和友爱。我很喜欢这本书，是它让我学会了坚强与长大!

六年级城南旧事读后感篇十

暑假里，我一口气读完了林海音笔下的《城南旧事》，就感
觉像有一位很好的朋友在跟我分享她的趣事，一篇篇文章，
既美好又平凡，散发着温暖的气息，读起来毫无压力。当我
读它的时候，有一种似曾相似，那种感觉就像一边品茶一边
看电影。

这本书讲述了一个10来岁小女孩身边的故事，每件事看起来
都很平常，虽然故事发生的时间离现在相隔了近一个世纪，
但当我读它时，就像发生在我眼前一样，那么自然，那么真
实。平凡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作者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她很
完美地描绘了生活中的诸多小事。而这些小事也反衬出书中
小姑娘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疑问的。她有一颗美好，向善，
勇敢而坚强的心。她从不在自己的世界里上锁，真实淳朴的
感情让人尽在其中而不能自拔。

书中还讲了很多故事，《惠安馆》中，疯姑娘秀贞，漂亮的
妞儿最终惨死在火车轮下的结局让人潸然泪下;《爸爸的花儿
落下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让人感到一种父亲的爱，一种
复杂又真诚的爱意…。。透过作者童真的双眼，我们看到了
大人世界的悲欢离合，虽然很天真，却道尽了人世间的情感。
《城南旧事》，用平凡的文字，描绘了老北京的模样，尽管
没有华丽的色彩，但依旧深刻逼真。

对于驼铃作用的理解，小姑娘跟大人的想法也不一样。大人
认为驼铃是用来保护骆驼不受狼的侵犯，而我们的作者认为



驼铃是为了给旅人带来乐趣的。仔细想想，小孩发现了大人
发现不了的美，而且也不是没有道理哦。所以凡事我们还得
多观察，多动脑筋，说不定，从你的眼里，会发现不一样的
美，会有一不样的收获呢。这篇文章中，还有一段文字让我
受益匪浅，“慢慢地走，慢慢地嚼;总会走到的，总会吃饱的。
”是呀，我们学习，处理每一事情，都不能急功近利，毛毛
糙糙，沉着冷静地对待。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才踏实，
坚持下去，你终会成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