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童年读书笔记摘抄(通用9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
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童年读书笔记摘抄篇一

现在，我们的童年无忧无虑，幸福快乐。但是我们祖先的童
年是悲惨的。因为当时科技不发达，贫困家庭很多。

高尔基在他的《童年》一书中介绍并展示了沙皇统治时期一
个充满仇恨、笼罩着普通公民生活习惯的令人窒息的家庭。

这本书的主人公“阿莱莎”有着与我们截然不同/极其不幸的
童年。阿丽莎很小就失去了父亲，所以他不得不和母亲一起
去他开染坊的祖父那里。阿丽莎得到了他祖父的家，最关心
他的是他的祖母。

阿莱莎的两个叔叔自私自利，整天为争取家产而争斗；家庭
关系很紧张。在这个充满残酷和仇恨的家庭里，乔治w阿莱莎
过早地意识到了世界的痛苦和丑陋。

但是，在这个家庭里，有很多人关心他；比如小徒弟“小茨
刚”/老师傅“格里高利”/爱做实验的“好东西”等等。

除了阿丽莎，我最喜欢的人是“小茨刚”。他被阿丽莎的祖
母接走了；起初，我爷爷想把他送到孤儿院，但他善良的祖
母把他留了下来。小茨刚长大，每天拿着爷爷给他的钱买东
西，但是买的东西远远超过爷爷给他买的钱。阿丽莎发现淘
气的zgang喜欢偷东西，阿丽莎害怕zgang偷东西会被杀；
但zgang不同意；后来，他在阿莱沙被两个叔叔杀死。



我们一定要珍惜童年！

童年读书笔记摘抄篇二

《 名人传》读书笔记 《名人传》由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
兰的《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组
成，它们均创作于二十世纪初期，无论在当时是在后世都产
生了广泛的影响。在这三部传记中，罗曼·罗兰是紧紧把握
住这三位拥有各自领域的艺术家的共同之处，着力刻画了他
们为追求真善美而长期忍受苦难的心路历程。 书中写了三个
世界上赫赫有名的人物。第一个是德国作曲家：贝多芬；另
一个是意大利的天才雕刻家：米开朗基罗；最后一个是俄罗
斯名作家：托尔斯泰。 在这本《名人传》中最令我感动的就
是贝多芬的故事。贝多芬是个音乐天才，他的天分很早就被
他的父亲发现了，不幸的是，贝多芬的父亲并不是一个称职
的好父亲，他天天让贝多芬练琴，不顾及他的心情，一个劲
儿的培训他，有时甚至把贝多芬和一把小提琴一起放进一个
屋子里关起来，一关就是一整天，用暴力逼他学音乐。贝多
芬的童年是十分悲惨的，他的母亲在他十六岁时就去世了，
他的父亲变成了挥霍的酒鬼。这些不幸一起压到了贝多芬的
头上，在他心中刻下了深深的伤痕，也因此导致他的脾气暴
躁而古怪。但是贝多芬没有因此而沉沦，他把自己的全部精
力，都投入到了自己所热爱的音乐事业中去了。由于他的天
分和勤奋，很快地他就成名了。当他沉醉在音乐给他带来的
幸福当中时，不幸的事情又发生了：他的耳朵聋了。对于一
个音乐家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耳朵，而像贝多芬这样以音
乐为生的大音乐家，却聋了耳朵，这个打击是常人所接受不
了的。贝多芬的一生是悲惨的，也是多灾多难的，但他为什
么还能成功呢？为什么正常人做不到的事，他却能做到呢？
这引起了我的深思。我认为，贝多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
有着超与凡人的毅力和奋斗精神。面对困难，他丝毫无惧。
这就是他成功的秘诀。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遇到困难时，经
常想到的就是请求他人的帮助，而不是直面困难，下定决心



一定要解决。而贝多芬，因为脾气古怪，没有人愿意与他做
朋友，所以，他面对困难，只能单枪匹马，奋力应战。虽然
很孤独，却学会了别人学不到的东西：只要给自己无限的勇
气，再可怕的敌人也可以打败。 罗曼·罗兰称他们为“英
雄”，以感人肺腑的笔墨，写出了他们与命运抗争的崇高勇
气和担荷全人类苦难的伟大情怀。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
由我国著名翻译家傅雷先生译成中文，他从《名人传》中得
到的启示是:“惟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浪漫底克的`幻想
的苦难；惟有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
酷的命运；惟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
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那么，对于今天的读者来
说，《名人传》又能给予我们什么呢？在一个物质生活极度
丰富而精神生活相对贫弱的时代，在一个人们躲避崇高、告
别崇高而自甘平庸的社会里，《名人传》给予我们的也许是
尴尬，因为这些巨人的生涯就像一面明镜，使我们的卑劣与
渺小纤毫毕现。在《米开朗琪罗传》的结尾，罗曼·罗兰说，
伟大的心魂有如崇山峻岭，“我不说普通的人类都能在高峰
上生存。但一年一度他们应上去顶礼。在那里，他们可以变
换一下肺中的呼吸，与脉管中的血流。在那里，他们将感到
更迫近永恒。以后，他们再回到人生的广原，心中充满了日
常战斗的勇气”。对于我们的时代，这实才是真言。《名人
传》印证了一句中国人的古训：古今之成大事业者，非惟有
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贝多芬的“在伤心隐忍中找
栖身”，米开朗琪罗的“愈受苦愈使我喜欢”，托尔斯泰
的“我哭泣，我痛苦，我只是欲求真理”，无不表明伟大的
人生就是一场无休无止的战斗。我们的时代千变万化，充满
机遇，我们渴望成功，但我们却不想奋斗。我们要的是一夜
成名。浮躁和急功近利或许会使我们取得昙花一现的成就，
但绝不能让我们跻身人类中的不朽者之列。因此，读读《名
人传》也许会让我们清醒一些。



童年读书笔记摘抄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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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年读书笔记摘抄篇四

读了前苏联伟大的作家高尔基写的《童年》后，我认识了很
多朋友，从他们中间我也学到了许多知识。

这本书的主人公阿辽沙·彼什科夫在小说中出现的时候，他
的父亲因病去世，那时他只有三岁，我也不知道他父亲怎么
了，而我却替他伤痛。他还那么小，父亲就去世，这对我们
谁来说都是心灵的创伤啊！

阿辽沙的外祖母聪明善良，可是阿辽沙的外祖父却非常暴躁，
经常打人，所以，我希望阿辽沙的外祖父可以温和一点。

阿辽沙的外祖父曾经因为阿辽沙在表哥的怂恿下把节日用的
白桌布染成了黑色而不顾外祖母的阻拦把阿辽沙毒打一顿。
我觉得他的外祖父太狠了。真想揍他一顿，也让他尝尝被打
是什么滋味。



阿辽沙编了一首歌，他做什么事都那么有天分，却生活在那
么一个家庭里，真是委屈孩子了啦。

茨冈是阿辽沙要好的朋友，茨冈曾告诉阿辽沙怎样外祖父打
他才不会很疼。茨冈真好，阿辽沙能有这样一个好朋友，我
为他感到骄傲。

我们还要向阿辽沙外祖母那样疼爱人，不要像外祖父那样暴
躁。

童年读书笔记摘抄篇五

红尘滚滚，翩翩少年的一片痴心随着最后一缕青烟消逝，咚
咚的木鱼声，封尘了这一段可望不可即的刻骨铭心。断肠最
苦为多情，莫非是上天注定，偏叫那劳燕西东，不怨那多舛
的蹇命，只恨这如梦的浮生。

《红楼梦》的爱恨纠葛、情缘牵绊中，最打动我的便是宝玉
和黛玉这一对红粉痴恋，从两小无猜到两情相悦，又是木石
前盟的奇缘，前生注定的心意相通。宝黛之恋空前绝后，流
传千古，令人唏嘘。但是又有谁能够真正的读懂他们呢？这
段恋情生不逢时，最终酿成了不可挽回的悲剧。宝玉黛玉自
是才子配佳人，但这段恋情不被家人默许。

第二，黛玉的性格没有宝钗讨喜，前面也说到黛玉是一个孤
傲直白的人，而长辈更喜欢温婉大方的宝钗，最主要的是这
段金玉良缘可以给贾府带来巨大的利益，而黛玉毫无家庭背
景，甚至依靠贾府过活，封建社会下的四大家族关系复杂，
暗流涌动，他们当然更倾向于有背景的薛家。世家联姻，一
荣俱荣。

最后就是黛玉的身体情况，黛玉从小体弱多病，年迈的贾母
更是封建迷信，认为黛玉不吉利，自然不会同意宝玉黛玉的
结合。拆散他们的除了不可违抗的命运，亦是源于他们都是



封建制度下的叛逆者。黛玉父母早逝，在没有人关爱的情况
下，性格逐渐变得孤傲，她始终“孤高自许，目下无尘”，
并且常以“比刀子还利害”的语句，将周围不合理的现象一
一揭露，因而被人看成是“刻薄”、“小心眼”，这是一种
叛逆；宝玉入过私塾，却认为私塾的内容和风气腐朽败坏，
那些循着古板教育路线的老爷公子庸俗可憎，在情感与观念
上，宝玉都与其格格不入，这亦是一种叛逆。黛玉的身世注
定她的孤苦无依，而她的性格又注定了她的寥落忧伤。纵使
大观园里人来人往好不热闹，但她始终是孤零零的旁观者，
在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中，只有风流多情却对她痴心一片的
宝玉让她芳心暗许、患得患失；而宝玉作为名副其实的纨绔
子弟，却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他的行为和性情在当时
的社会无疑也是被否定的。他对黛玉的欣赏，或许亦是同道
之人的惺惺相惜。

《红楼梦》中除了讲述宝玉黛玉之间的凄惨爱情，还讲了贾
府的兴盛至衰败，贾府的没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贾府
内部的腐败和兴家意识的匮乏，刘姥姥三次进大观园的经历
就是很好的证明，在刘姥姥第二次进大观园时，大观园的景
象可是奢华至极，但是第三次进大观园时，贾府已面临家破
人亡，一片萧索凄凉。贾府的老祖宗贾母已死，昔日泼辣的
凤姐病得骨瘦如柴，神情恍惚，只得把自己的独生女儿托付
给这位昔日来打抽风的穷老婆子。这种极盛和极衰的巨大反
差恰恰证明了贾府的腐败。

在书中，秦可卿去世时曾经托梦告诫王熙凤这样烈火烹油，
鲜花着锦的日子不会长久，让王熙凤早做准备，办学校，置
宗祠田地，为将来做打算。但是王熙凤并未放在心上，王熙
凤虽然在治家方面很有一套，但她毕竟只是一个封建社会的
普通妇人，不可能有那样的远见；而贾云村因为惧怕四大家
族的势力，因此听从身边小人从而走上判假案贪污的道路。
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于是贾府败落的时候一无所
有，“落得白茫茫的大地真干净”。二则是封建社会迂腐的
制度，也是贾府没落的根本原因。传统的封建迷信观念让宝



玉黛玉不能够被家人默许，隐藏的黑暗让贾家的每个人都被
命运吞噬，一个一个悲惨的片段凝结在一起，最终使这场大
悲剧得以上演，府邸在畸形的封建社会中孕育出来，结局自
然是一步步走向衰亡。宝玉其实叛逆的并不彻底，因为在许
多场所他都没能做到他心中所想，巴金的作品《家》中的觉
新和宝玉有些许相似，都是为了家庭不得不去做些自己不喜
欢的事，他们的结局最终都令人惋惜。

宝玉黛玉的凄美爱恋，王熙凤的泼辣言语，宝钗最后的孤独
终老，四大家族的兴盛衰败，这些都十分值得我们阅读，而
阅读后我们更应该学会反思。

深处古宅中，只有一位穿着华丽的女子静静的坐在窗台前，
望着远处的古庙，眼中无数的思念混着泪珠缓缓流下。

童年读书笔记摘抄篇六

这个星期，当我阅读《童年》这本书后，被童年时的高尔基
那种读书时忘记一切专心致志的态度深深地感动了。

我仔细阅读，发现我好像和高尔基在同一所小学里读书。写
到这里，我情不自禁地想起自己在教室里全神贯注读书时的
情景。我和高尔基一样爱看书，每当我借到好书时，我便津
津有味地看了起来。高尔基如饥似渴地读书忘记了一切。我
虽然爱看书，但很少写读书笔记。

我想高尔基之所以能成为世界文豪，与他从小那求知若渴专
心致志的读书精神是分不开的。高尔基启发了我，让我明白
了读书必须要有认真的态度。

粗心乃失败的根源，认真是成功之秘诀。我是经历过的。六
年级上学期数学期末考试非常失败，其原因就是——粗心。
我的试卷计算题扣了四分，填空题扣了一分，应用题扣了两
分。



哎！粗心乃我失败之根源。我怀疑，它难道是我的影子，总
陪伴着我！可今天，我悟出一个道理：抛开粗心之法乃认真
也。

今天，我读了《童年》后，对“粗心乃失败的根源，认真是
成功之秘诀”这句话更坚定不疑了。

童年读书笔记摘抄篇七

在寒假快两个月的时间里，我读了一本让人记忆犹深的红楼
梦，他是清代著名文学家——曹雪芹的代表作品。

这个本书主要讲的是：在清朝康熙年间有一个贾府，里面有
一个贾宝玉、薛宝钗和林黛玉，他们三个人发生的故事。

读了红楼梦后，我对贾宝玉这个人物极其不喜欢，主要原因
有两点：其一，他明明是个大男人，骨子里却像女人一样柔
弱，遇上一点儿伤心事，就立刻哭了起来，有时候还哭得厉
害，眼泪如破堤的洪水一样"哗哗哗"地往下流;其二，贾宝玉
不喜欢读仕途经济的书，说这些事情俗气，那他整天和女人
混在一起，想的、做的、写的都是女孩的事，难道这就不俗
了吗?我认为，男儿志在四方，应该出去打天下，不应该老呆
在家里吃吃玩玩，和女孩子在一起取乐，这有失男性的尊严。

不过话又说回来，根据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的原则，我觉
得贾宝玉还是有不少优点的。首先他为人处事十分和善，他
作为皇亲国戚又是贾府最得宠的少爷，他没有架子，经常和
丫头和下人混在一起，同情他们，即使他们做错了事情，也
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几句，从不会责骂他们，这说明他有人与
人之前平等的思想观念。其次，贾定玉是一个性情中人，当
紫鹃开玩笑告诉他林黛玉明年要回老家去时，他马上就发呆
生病了，这说明贾宝玉同情很专一。

不过，我还是想说说这个林黛玉，她可爱哭了，跟贾宝玉一



样，每次都因为一点小事就哭鼻子，真是爱哭鬼。但是他也
有好处，他琴棋书画样样样样都精通。却在贾宝玉成亲的夜
晚，凄凉地死去。

红楼梦这本书让我时而高兴时而忧伤，时而愤怒时而感慨万
千，也让我想了很多，或许吧，事事不能完美，而人也如此。

童年读书笔记摘抄篇八

第一章的中心人物是外祖母。她善良、聪明、能干、充满爱
心，是千千万万俄罗斯女性的'优秀代表，对“我”的一生有
着非常大的影响。本章末尾用充满诗意的美好语言描写了外
祖母的肖像和人品，塑造了一个光彩照人的平凡而伟大的人
物形象。年过花甲的外婆跟三、四岁的“我”见面时的第一次
“对话“生动活泼，风趣盎然。早已过不惑之年的高尔基，
以三、四岁儿童的口吻、眼光、心理、行为，真实而生动地
描写、反映当时的客观现实，深刻而准确地表达自己十分成
熟的思想、观点和感情。语言简洁生动，非常口语化，非常
适合人物的口吻和当时的语言环境；情节画龙点睛，人物栩
栩如生。不仅本章，而且全部《童年》，具有这个显着的特
点和优点。

《童年》开篇就写得十分精彩。它可以摘出来绝不止一篇优
美的散文。从译者加的标题就可以大体知道本章内容：
一、“外祖母的出现”；二、“父亲的去世和弟弟的降生”；
三、“父亲的安葬”；四、“伏尔加河上的风光”。《童年》
的每一章都是由许多篇这样的优美散文组成的。《童年》可
以比拟为一串珍珠项链，而每一篇散文就是一颗晶莹剔透的
珍珠。比如本章就藏着好几颗这样的珍珠。

童年读书笔记摘抄篇九

在大家的心理，童年都是很美好的，可自从我读了《童年》



这本书我明白了每个人的童年并不一定都是美好快乐的。以
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20xx名著《童年》读书笔记三篇，欢迎
阅读，希望您喜欢。

最近，我读了高尔基的著作《童年》，书中形象地描绘了主
人公阿廖沙悲惨的童年。阿廖沙父母双亡，而外祖父脾气十
分暴躁，只有外祖母疼爱他了。外祖父不太喜欢他，两个舅
舅更是讨厌他。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他却走过来了。其
实，阿廖沙的原型就是高尔基本人，高尔基借阿廖沙这个人
物来描述自己的童年。这令我深深地体会到了当时那个年代
的人的丑陋面目。高尔基的童年跟我们现在比起来，实在是
太悲惨了！

所以，我们更要珍惜如今美满、幸福的生活。我们要抓住童
年的尾巴，努力学习，千万别身在福中不知福。这样优秀的
学习环境，这样美好的童年生活，我们再不好好学习，那就
太对不起父母了。

如今，眼看童年就要走了，迎来的是充满活力的少年，让我
们珍惜童年的最后一刻，稍不留神，童年就会离我们远去，
抓住童年最后的时光，留下我们对童年最美好的印象吧！

我们的童年是美好的，是快乐的，想要什么有就会有，但高
尔基的童年并不是那么快乐的，而是悲惨，凄苦的。在这本
书中，主人公阿廖沙（高尔基的小名）的父亲在他的童年去
世了，而且死的很悲惨，这给阿廖沙幼小的心灵造成了很大
的伤害。失去了家庭的支柱，只的与母亲和外祖母相依为命，
后来跟随外祖母来到外祖父的家里。

但在这，阿廖沙并没有过上好日子，他在这里看到许多丑是，
舅父们为争财产而互相反目为仇，愚弄弱者，毒打儿童……
但他却受到外祖母的同情，外祖母经常给阿廖沙讲许多好听
的故事，阿廖沙受到外祖母所讲述的故事的熏陶，健康的成
长，不像他的舅父们一样。



阿廖沙从小就喜欢读书，他渴望读书、拼命读书的精神使人
感动，但他也为这吃了不少的苦头，经常为受到的屈辱、欺
凌而落泪。但他始终没有放弃，依然坚持读书。与贫穷的劳
动人民接触，深入社会，如饥似渴地从书籍中吸取知识养料
使他真正成长起来，并最终成为一位文学大师。

从这本书中我觉得高尔基小时侯对小市民恶习的痛恨，对自
由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强烈向往，才会使他成为了伟大的
文学家。

我们现在的生活是多么美好，和高尔基简直是天差地别，所
以我们要珍惜现在美好的生活。我觉得我们拥有一个比高尔
基幸福的童年，我们一定也会有比高尔基更美好的未来，让
我们一起好好学习吧。

‘高尔基’这个名字早已家喻户晓，听朋友说他还出了许多
有趣的书呢。我一直很想了解培养高尔基的是一个怎样的家
庭？他的亲人又是怎样教育他的？打开高尔基的童年一起分
享他的酸甜苦辣吧！

高尔基生活在一个艰苦的家庭中。外公自私残暴，为了摇摇
欲坠的小业主地位，他残酷地对待工人，甚至六亲不认，将
替他劳动来了一辈子的老匠人格里戈里赶出家门，共同生活
的老伴他也要她自谋生路。有钱时作威作福，破产后更加贪
婪吝啬，品格底下。

而外婆善良、慈祥，她心甘情愿把生活的一切压力毫无怨言
的都承担下来。她还能和、歌善舞，善于形形色色的传说、
童话、民间故事。而且十分伟大，作坊起火时，所有的人都
惊慌失措，只有她冲进火海，抢出水桶大小的一桶硫酸盐。

与外婆同类的还有小伙子茨网，是一个弃婴，被外婆捡到后
一直养着，虽然被当成牛马使唤，但仍然十分善良、乐观。



我最欣赏高尔基书中提到的一句话：在童年，我把自己想象
成一个蜂窝，一些普通，平凡做人们象蜜蜂一样，把自己的
知识和关于生活的想法的蜜送到那里，每个人尽量用自己的
力量去充实着心灵，这种蜜往往是肮脏的，但这一切知识仍
然是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