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童年读书生活读书笔记摘抄 童年的
读书笔记摘抄(实用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
看看吧。

童年读书生活读书笔记摘抄篇一

童年，是每个人自己都值得回忆，值得珍惜的一段短暂而又
美好时光。你的童年应该也是吧？下面是关于童年的读书笔
记摘抄的内容，欢迎阅读！

今天我读了一本书，名字叫《童年》，它的作者是著名的作
家高尔基。这本书是是写了高尔基的童年。

我们的童年是美好的，是快乐的，想要什么有就会要求家人
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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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这之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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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廖沙他从小就喜欢读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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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会促使他成为了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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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了完《童年》这本书，使我受益匪浅。和高尔基比童年，
我们今天是多么幸福啊。

高尔基出生在一个木工家庭，5岁时，父亲病故了，他的生活
更加艰苦了，他和妈妈就住在外祖父家里。由于家境贫困，
他上学只好穿母亲的皮鞋，外祖母的外套，黄色的衣衫和补
丁裤子。

高尔基这样一身不协调的装束，都引起同学们的嘲笑。和高
尔基相比，我们现在穿的全是自己的新衣服，想到这儿，我
不禁有些惭愧。尽管我们有这么好的条件，却生在福中不知
福，常常挑三拣四，有的衣服穿的时间长了就不愿意再穿。

捡垃圾换来的钱成了高尔基的学费来源，但学校里那些有钱
人的孩子并不理解高尔基的行为，反而去嘲笑他，说他身上
有臭味，我觉得并不是高尔基的身上有臭味，而是那些有钱
人的孩子故意嘲笑高尔基，他们才显得很臭。高尔基把别人
的嘲笑变成催促自己努力学习的动力。他发奋学习，刻苦读
书，终于取得优异的成绩，受到了同学们的喜爱和敬重。



我和书沉思，不仅思绪万千。与高尔基的童年比起来，我们
是多么幸福，又是多么奢侈呀。我们应该向高尔基学习，不
管在多么恶劣的环境下，都要好好学习，努力奋斗，朝着美
好的未来不断前进。

童年每个人都曾经历过，童年里有快乐，有幸福，童年时美
妙的，童年是充满阳光的，值得回忆的很多很多……而阿廖
沙的童年却很悲惨。

阿廖沙3岁丧父，失去了父爱，跟着母亲和外祖母来到了外祖
父的一个小染坊。从此，黑暗的生活開始降临到他的头上。
外祖父的脾气十分暴躁，经常打外祖母和他，使他幼小的心
灵出现了阴影。但外祖父也有慈爱的一面，比如书上说道：
外公那端正瘦小的身体轻贴我，他开始讲自己童年的生活，
他的话语沉重，滔滔不绝。他讲着讲着，在我眼里形象高大
起来，这个干瘦的老头忽然变成了童话里的大力士，他独自
一人拖着一条巨大的灰船逆流而上。他一直讲到天黑，待他
亲切的和我话完别之后，我才知道外公并不凶狠，也并不可
怕。

和阿廖沙相比，我们的童年是灿烂的，是幸福的；是没有烦
恼痛苦的，更是无忧无虑的。在現在許多孩子甚至不知道什
么叫做“打”，因为他们从没有经历过被人打。他们丰衣足
食，要什么有什么個個在家都是“小皇帝”“小公主”。根
本不能和高尔基那悲惨的童年相提并论，年代的不同就是这
差别，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地狱；一个充满阳光，一个到处
黑暗。美好的童年来之不易啊！

童年每个人都经历过。童年是美妙的，童年是快乐的，童年
是幸福的，童年是值得回忆的……而高尔基的童年却那么的
恐怖，悲惨，令人不敢去回想。

可怜的高尔基3岁丧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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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丰衣足食，要什么有什么，又是父母的“掌上明
珠”、“心肝宝贝”哪能和高尔基那悲惨的童年相提并论，
年代的不同就是这差别，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地狱；一个充
满阳光，一个到处黑暗。我们现在的童年来之不易啊！

童年充满着欢乐，童年到处是温暖，童年是值得回忆的相机，
童年爱满心窝，老师热心地传授知识，同学们互相探讨，我
们像一棵棵小树苗，在接受春风雨露的滋润——吸取更多更
好的知识，茁壮成长。在这知识的海洋中，我们结束了快乐
的童年，开始走向成熟。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这里没有
抽人的鞭子，没有殴打的拳脚，没有仇恨，没有贪婪，没有
乖戾，更没有层出不穷的暴行和丑事。这里的人是善良，纯
洁，乐观的，因而我们的童年是充满了幸福和快乐的。高尔
基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都能成为一代名家，我们也一定要好
好学习，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童年读书生活读书笔记摘抄篇二

下面是大学网小编收集整理的《童年》读书笔记1000字范文，
欢迎阅读欣赏，希望您喜欢。

在高尔基的童年中，我还知道得当时俄国腐朽的社会制度，
黑暗现实和自私、愚昧的小市民气息。与高尔基有着同样经
历的人有很多，在我们的身边就会有一个，先不说他们那些
不普遍的，就说说生活在贫困山区的儿童，他们家境贫穷，
好的还有好心人资助读书，不好的从小就要担起整个家，供
弟弟妹妹读书，每天起早贪黑，跋山涉水去学习、去工作，
回到家还要做饭，自理。说实话，只要我们每个人捐献一份



爱心，即使不多，也可以帮助很多困难的人。当我提到这些
事的时候，我想很多同龄人都会说，如果我生活在当时那些
恶劣的环境时，我也一定会自立自强，寻求到生存的方法。
但是，又有谁会了解到当中的艰辛、悲苦呢?当我读完高尔基
的童年时，相比之下，我才发现原来我就是那只在蜜罐中长
大的蜜蜂，从小就不用对生活担忧，长辈会给你采蜜，而我
唯一要做的就是好好的吃完这些我自以为已经吃厌了的父母
的呵护。与贫困山区的伙伴相比，我们又是那么的幸福，我
们现在有这么好的教育，又有父母、长辈在身后作我们的精
神支柱，给我们前进的动力。只要我们脚踏实地，就一定能
在众人面前脱颖而出。最后，我还想说一句，童年已经过去
了，我们可以回味，但我们不要老是想着以前，应该要放眼
未来，向着目标，往更远的地方前进，创造出更加美好的前
途。

读了《童年》这本书，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想了许多许多。
高尔基那悲惨、令人怜悯的故事，顿时把我吸引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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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主要写了高尔基童年时的痛苦生活，在这样一个弥漫着
残暴和仇恨的家庭里，幼小的“我”过早地体会到人间的痛
苦和丑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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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
展示了充满残酷、野蛮、愚昧、污秽的令人窒息的生活，令
我们深深地体会到沙皇专制制度的腐败、丑恶，老百姓身处
黑暗而不知的奴性与麻木，和年轻一代反抗黑暗、奴役，追
求自由、光明的苦难历程。

这时，我的脑子里也随着产生了一个新奇的想法：如果我是
一个市长，那该多好啊!要是真的能实现理想，我必定救人们
于水深火热之中!

能把幻想变成现实，那一定是很美好的。我期望自己忽然长
大成人，当上了江门市市长，我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领导



各阶层人民，把江门市建设成为第一的城市。要江门市舍弃
以前的旧面目，不再希望有高尔基那童年般的生活。当我一
上任，会执行任务：第一：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抓好社
会治安管理。因为只有这样做，社会才会进步，才不再
有“贪污”的现象，人们才不再过上被压迫的生活。第二：
抓好教育事业。要多设一些专门学校，让失学儿童读上书，
使学生能茁壮地成长成为国之栋梁。这样不但可以减少无依
的儿童，还可以为国家培育人才。其次，还要多设儿童场所，
发展儿童的智力，锻炼儿童的身体，做到劳逸结合。第三：
设老人福利院。无论是孤寡老人，还是退休职工、干部，都
可以搬进去休养，享受晚年的幸福生活。并且特意派出专门
人员为老人服务。这样便能够减少孤苦无依的老人。待到所
有设施都实行后，我相信乞丐必定由多变少，由少变无，那
时侯的江门市一定更好、更美、更繁荣。

阿廖沙的童年是在一个典型的俄罗斯小市民的家庭里度过的：
贪婪、残忍、凶暴;父子、兄弟、夫妻之间勾心斗角;为争夺
财产常常为一些小事争吵、斗殴……但在这个黑暗的家庭里，
有一个勤劳、坚强、善良的外祖母。她常常给阿廖沙讲好听
的神话故事，也潜移默化地教他做一个不向丑恶现象屈膝的
人。

阿廖沙的童年是黑暗的，就像他的家庭一样。周围残酷的事
情太多了，有时甚至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竟会发生那样的事
情。但好在有外祖母——全家人的精神支柱。阿廖沙也还认
识很多其他的人：搬进新房子后的几个房客、隔壁的三少爷，
等等。阿廖沙从家人的一些“奇怪”的举动中懵懂的明白了
一些道理。

我和阿廖沙相比，我的童年是灿烂的，是彩色的;是没有烦恼
痛苦的，更是无忧无虑的。有那么多的孩子甚至不懂什么叫做
“打”，因为我从没有经历过被人打、被人拿鞭子抽的滋味。
那也许是一种无法想象的痛苦吧。当然，除此之外，我的生
活中也很少有家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为争夺财产而打架斗殴



之类贪婪、凶狠的事情。更不会发生残忍的把某个无辜的人
无端地折磨致死这类想都没想过的“恐怖事件”。我们的童
年和阿廖沙的有着天壤之别。想到这儿，我觉得我是多么幸
福呀!我从来不用考虑衣食住行，这让大人么操心就足够了。
但拥有着这些，我并不知足。我总是奢求更多。因为，在我
眼里，大人们挣钱是那样的容易，似乎都不费吹灰之力。现
在想想，我是多么地天真啊!的确，我不用像阿廖沙那样只十
一岁就到独自闯荡。但读过《童年》之后，我应该悔过自己
曾经的奢侈，我应该不再浪费，我应该学会珍惜。

自从我读了这本书之后，我决定从现在开始，我不会再奢侈，
不会再浪费;我要开始多为长辈着想，体谅他们的幸苦;我更
应该开始满足自己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结束童年生活，走向青少年时期的时候，我们必定会
想起童年的美好时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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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专横的、濒临破产的
小染坊主外祖父家，却经常挨外祖父的鞭打。但善良的外祖
母处处护着他，像还没开的花蕾用花瓣护着花蕊一样。在外
祖父家，他熟悉了很多性格各异的亲戚，可能让阿廖沙坏印
象最深的就是两个自私、贪得无厌的、为了分家不顾一切的
米哈伊洛舅舅和雅科夫舅舅了，还有两个都叫萨拉的表哥。
阿廖沙十一岁那年,母亲又去世了,外祖父也破了产,他就被赶
了出来,便走上社会,独立谋生。

本书中使我印象较为深刻的是：有一次，阿廖沙为了买书拿
了家里一戈比。从某种方面来说，他是个爱读书的好孩子。
但在当时那么黑暗的社会里，这些都是不被允许的。所以为
此，他挨了外祖父一顿揍，但这对一个孩子的兴趣来说，这
不是扼杀又是什么呢?看到这里我想到了自己现在的条件，我
是多么的幸运呀!

我们的童年和阿廖沙的童年有着天壤之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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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没有硝烟的和平社会里，我
们难道不是更容易施展拳脚来为祖国的发展而努力吗?难道我
们不应该更努力吗?而且，我们大家几乎都是在父母的手心里
长大的，没有吃过什么苦、受过什么累。有父母从小疼着、
惯着，所以对于父母们体贴入微的关爱，我们早已习以为常
了，不会想到要去珍惜，更不会想到要去感恩这一切，总认
为自己拥有着的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但事实实非如此，美
好的生活必须有所付出，才会长久，有所争取，才会得到。

当我提到这些事的时候，我想很多同龄人都会说，如果我生
活在当时那些恶劣的环境时，我也一定会自立自强。但是，
又有谁会了解到当中的艰辛、悲苦呢?当我读完高尔基的童年
时，相比之下，我才发现原来我就是那只在蜜罐中长大的蜜
蜂，从小就不用对生活担忧，长辈会给你采蜜，而我唯一要
做的就是好好的吃完这些我自以为已经吃厌了的父母的呵护。
与贫困山区的伙伴相比，我们又是那么的幸福，我们现在有
这么好的教育，又有父母、长辈在身后作我们的精神支柱，
给我们前进的动力。只要我们脚踏实地，就一定能在众人面
前脱颖而出。

看了这本书，我最大的读后感是：的确，我们不用像阿廖沙
那样只有十一岁就到“人间”独自闯荡。但读过《童年》之
后，我们应该悔过自己曾经的浪费，我们应该学会珍惜，珍
惜我们身边的一切美好的事物。

[]

童年读书生活读书笔记摘抄篇三

感想与感受：童年，是每个人自己都值得回忆，值得珍惜的
一段短暂而又美好时光。对于我来说，童年是我最珍贵的收



藏，然而大师高尔基的童年呢，真可谓“窒息的天地，苦难
的童年”，童年应该是他的一段悲惨遭遇，一段深情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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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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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入初中的我回忆起童年是多么美好的时光啊，读了高尔基的
《童年》后，才知道什么是童年，什么是幸福童年，什么叫
做珍惜童年。也许你正在为妈妈没有带你去买你想要的东西
而抱怨着，可如果你想象一下高尔基的童年，那么你将会感
受到自己的幸福，去主动帮助妈妈工作!这本书告诉我们，要
珍惜现在!

高尔基虽然小时候生活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但是竟然还能
成为一位如此杰出的人，真是了不起!他发表过的文章数也数
不清。高尔基从来不放弃可贵的光阴，他在一九二八年至一
九三六年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克里母。萨姆金的一生》，但
直到他临终都没有完成。这部小说作品再现了俄国社会生活，
反映了各个阶级和社会集团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变化。高尔基
于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八日在哥尔克病逝。读了《童年》，我
深深感受到了当时俄国社会的那种贪腐，当时人民生活的痛



苦。相比之下，我们现在的社会是多么美好!我认为，如果我
们在这样的好环境中浪费时间实在是天大的错误。记得鲁迅
先生曾经说过“时间就是生命”“珍惜时间是成功的秘诀”。
我们现在有如此好的环境，是多么难得呀!所以我们不是更应
该去努力吗?这本书告诉我们，要把握未来!

每个人的心充斥着暴力，麻木不仁，他们放纵自己，麻醉自
己，去努力忘掉穷困，病痛的折磨，那种灰暗的日子，真的
很难熬过，大家记得书中那句话吗?漫漫日月，忧伤是它的节
日，火灾是它在狂欢，在一无所有的面孔上，伤痕也成了点
缀——我想这就是对《童年》中生活的最好诠释!

段落选抄：此时此刻，我就会产生一些特别纯洁的、飘忽不
定的思绪，但这种思绪是细腻的，像蛛网一样透明，很难用
语言表达清楚。它们往往是突然爆发，马上就像陨星似的迅
速消逝了，在你心中留下莫名的忧伤。这有时会使你得到安
慰，又令你惶恐不安。这时你的生灵在沸腾，在融化，渐渐
形成一种终生不变的形状，于是你的心灵的面孔就这样产生
了。

1.她好不容易梳通了头发，动作麻利的编成几根粗粗的辫子，
匆忙地洗了脸，气呼呼的嗤这鼻子，还没冲洗掉那张宽大的、
压皱了的脸庞上的被窝气，就站到圣像前面去祈祷了。其实
这时他才能算是开始真正的早晨的梳洗，一站在圣像前，她
整个人立刻变得容光焕发，精神抖擞。

强烈的引诱着我，禁不住想去玩，但黄昏的惆怅不断地从心
头涌上。

这几天读了一本书，名字叫做《童年》。作者是[苏联]马.高
尔基。我就先来介绍介绍高尔基的生平吧。马克西姆.高尔
基(1868---1936)是苏联文学的奠基人，也是20世纪俄罗斯文
学的杰出代表。高尔基原名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
夫，出生于伏尔加河畔的一个木匠家中，幼年父母双亡，寄



居在开小染坊的外祖父家里。后来外祖父破产，十岁的阿列
克谢就在社会上流浪，当过各种杂工。虽然他只上过两年小
学，却一直坚持勤奋自学，读了许多书。加上他本人曾广泛
的接触过社会生活，积累了丰富的素材，终于使他成为世界
知名大作家。高尔基的处女作是发表于1892年的短篇小说
《马卡尔.楚德拉》。《福马. 高尔杰耶夫》是高尔基的第一
部长篇小说。

这部作品是高尔基根据自己童年和少年的亲身经历创作的，
是一部自传体小说。这部小说讲的故事是这样的：

“我”年幼时就失去了我的父亲，于是就和外婆以及母亲到
家乡尼日尼去生活。刚到尼日尼，就赶上了许多不愉快的事
情。先是米哈伊尔舅舅和雅科夫舅舅为分家闹得不可开交。
然后我第一次亲眼目睹外祖父打骂其他的孩子并且不久因为
犯了调皮的小错误被外祖父狠狠的揍了一顿。还有每次为我
用胳膊挡着树条抽打的童年时代的最要好的小伙伴“小茨
冈”帮舅舅们抬十字架，搬运时，因为“小茨冈”被绊了一
下，两个舅舅只顾自己的性命，扔掉十字架，所以“小茨
冈”被重重的十字架砸死。到了那边，“我”不仅失去了无
忧无虑的生活，还见到了人们丑恶的一面，人们互相欺骗，
伤害，仅仅为了争夺名利。但是外祖母和像外祖母一样的人
却在一直呵护着“我”，让“我”感到了无比的温暖。在经
历了这一切后，“我”学会了独立，正准备着自己挣钱糊口，
养活自己。。。。。。

读了这本书后我感受颇多。首先，我们来看看《童年》反映
的时代背景。我读完这本书后第一感觉就是这是一个让人失
望，令人同情的可怕的黑暗的时代。在那时候，俄国社会的
面貌，很残酷，很野蛮，很丑恶，同样也很贪腐。从“我”
的外祖父的这个家庭以及其他一些家庭，就能看得出来，有
地主，有奴隶。地主欺压奴隶，一味的自以为是，没有善，
只有恶。奴隶坚强反抗，却无济于事，只得忍辱承受。外祖
父家的格里戈里师傅为外祖父家效劳已有了不短的时间，但



是格里戈里师傅眼睛瞎了以后，却被祖父一脚踢出了家门，
被迫上街讨饭，到了那时大街上讨饭的人已经到处都是了。
这种情况真是非常可怕并且可怜。老一辈的人自以为是，麻
木的生活在黑暗中。而年轻一代则是竭尽全力抗击黑暗，追
求光明。

其次，我想说说主人公的外祖母。我觉得外祖母心地善良，
非常心疼“我”，是“我”在黑暗的生活中唯一的温暖，唯
一的依靠。外祖母很会讲故事，他经常给 “我”讲上帝的故
事、以及各种各样的有趣的童话故事，还有关于“我”父母
的事。在“我”的生活上也做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我”
生病的时候，外祖母经常陪伴在“我”身边，给“我”讲故
事解闷，平时对我的衣食住行更是分外关心，丝毫不敢疏忽。
外祖母的能干和坚强更加让我喜爱这个人物。她在家里失火
的时候，在连祖父都绝望并且惊慌失措的时候，都能够临危
不惧，指挥街坊邻居齐心协力灭掉大火，她还勇敢地冲进火
里拿出了随时可能爆炸的一瓶硫酸盐，让我感到她是一个干
练精明并且十分勇敢的老太太。外祖母还很坚强，任凭外祖
父的打骂，她能够忍耐。在那个时代，女人是很受压迫的，
从不被人尊敬，但外祖母依然很坚强，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
下，她能坚强的渡过难关，使我更加的佩服她，尊敬她。我
认为外祖母在“我”的一生的影响必定是很大的，在这个黑
暗的时代的黑暗的茫茫的人群中，“我”似乎看到了一丝光
明，心底似乎有了一丝安慰。

“我”的舅舅们确实存有着太大的自私心。我和外祖母以及
母亲刚来到尼日尼就看到两个舅舅为了分家闹得热火朝天。
两个人互相打架谩骂，丝毫不顾兄弟之情。等到搬十字架的
时候，又只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而意外将“小茨冈”砸死。
后来祖父让雅科夫舅舅住到城里，米哈伊尔舅舅就急了，带
人到外祖父的家里来闹事，打架，耍酒风，骂人。还心狠手
辣的把好心劝他的外祖母打了，要知道，那可是他的母亲，
他还不顾一切地撒泼。让人真的忍无可忍。不光这些，从外
祖母讲的关于 “我”的父母的故事中知道了，当初两个舅舅



一起害父亲，把父亲推进冰窟窿，父亲的手扒在冰面上极力
想往上爬，可两个舅舅却用脚使劲碾父亲的手，碾的血肉模
糊。幸好父亲水性好，在冰水里把脑袋向上，在水面呼气。
两个舅舅够不着他，就走了，他们以为父亲会被淹死，到酒
馆兴奋得忘乎所以的喝酒去了。，逃过了牢狱之灾。两个舅
舅却还在没好气地互相指责着对方。这些看起来确实是有些
太过份，让人对两个舅舅心存厌恶感。但其实在那个时代中，
这样的人应该会有很多吧，实在无法想象当时社会的丑恶。

我还对家里男人对孩子的严加管教和对妻子的打骂感受颇深。
孩子年幼调皮，是不可避免，也是应该享有的童年的乐趣，
但文中孩子们的童年时受尽打骂，只能学习识字，学习念祷
词，规规矩矩的在家长身边。在文中，妇女也是备受歧视的。
这一点在文中体现的十分多。如这一小段：“要问怎么打死
他老婆的?”他不紧不慢的说，“是这样的：他躺下去和老婆
睡觉，用被子把她头蒙上，紧紧地压住，拼命的打。你问他
干吗打?他啊，大概连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像这样的片断
在书中还有描写，从而可见当时社会的黑暗，粗暴以及严重
不平等。

其实，还有一段很让我难忘。就是阿列克谢的母亲死了以后，
朋友们纷纷安慰他，逗他笑一笑，最后还是告诉阿列克谢要
接受现实。他的祖父也说：“喂，阿列克谢，你不是奖章，
不能总挂在我的脖子上，这不是你待的地方，去吧，你到人
间去挣钱糊口吧。。。。。。”这段话我觉得是阿列克谢迈
出童年进入独立的时刻，在母亲死后，他会变得更加坚强，
更加成熟。一个人养活自己，不靠外祖父，也不靠其他的人，
靠自己的力量面对未来或许轻松或许艰辛的生活。外祖父的
话，也让我感受很深，确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像文中的阿列
谢克一样，我们不是奖章，不能老挂在父母的脖子上，我们
一样终究要独立，要离开父母一个人生活，养活自己。

读这个小说让我感到，人，不管怎样，不管在多么恶劣的环
境下，都会适应，都会经历无数挫折后悄悄成长，就像我们



学过的一篇周国平的寓言，《落难的王子》，讲的是：一个
王子，听不得悲惨的故事，每当他听到就叹息说实在太可怕，
如果落到他头上，它可受不了。等到厄运真的降临了，他承
受住了。他说：“凡是人间的灾难，无论落到谁头上，谁都
得受着，而且都受得了---只要他不死。至于死，就更是一件
容易的事了。”没错，我们在困境时，就要坚持，只要你坚
持住，就能适应，就受得了，就能在这种生活中成长，得到
历练。

我想这部作品充分反映了19世纪70—90年代俄国社会的面貌
和身处黑暗中的高尔基的童年，让人感到十分的可怕，黑暗。
但我们也承认，是这种生活磨练了高尔基，成就了高尔基。

童年读书生活读书笔记摘抄篇四

好词：

天真淘气机灵伶俐乖巧幼稚纯真可爱调皮顽皮捣蛋撒娇玩耍
捉弄戏弄装相假装无知

童趣喜爱幸福乐趣念头想像回味留恋失望后悔憨笑内疚吹牛
惊讶瞎编纠缠疑问反常

奇怪捣乱捣鬼哭泣哭喊哭闹赌气开心痛快得意快活活泼烂漫
兴趣兴奋逗乐童年童真

泄气小气自私勇敢顽强后怕紧张果断

玩耍嬉戏装聋作哑装腔作势装模装样若无其事调皮捣蛋满身
泥浆追来逐去大发脾气吵闹不休

舞刀弄棍瓮中捉鳖胸有成竹得心应手随心所欲左右逢源欢呼
雀跃天真烂漫无忧无虑自由自在



牙牙学语东跑西颠爱不释手忍俊不禁呆头呆脑愣头愣脑嘻嘻
哈哈你追我赶抱头鼠窜逃之夭夭

穷追猛打乱作一团鸡飞狗跳鸡犬不宁自以为是屏声息气尖声
尖气指手画脚油腔滑调撒娇卖乖

幼稚可笑挺胸碘肚天真烂漫幼稚可笑年幼无知调皮捣蛋淘气
惹祸

好句：

1、那时，夏天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候!小伙伴们成群结队地出
去游玩：一会儿到河里去捉虾;一会儿到庙里去看歌戏;一会
儿到草丛里去捉蚱蜢。

2、童年似一朵花，美丽动人，芳香四溢;童年似一个装满小
秘密的五彩缤纷的宝盒;童年，又是一首回味无穷的诗。

3、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童年，童年是快乐，丰富多彩
的。

5、童年，是记忆长河里那块最美丽的鹅卵石，让人爱不释
手;童年，是常青树上那颗最甜的果子，让人回味无穷。

6、童年里的我经历了不同寻常的事情，让我从中学着长大，
它将是我生命中所获得第一桶金，如此的珍贵，把它存放在
脑海里最安全，因为它让我永生难忘。如果用一种颜色来形
容它的话，它会是暖暖的橘黄色，仿佛是太阳照射下的阳光。

7、童年像雨后的彩虹一般，缤纷绚丽，曾经做过的许多有趣
的事就像一颗颗明亮的小星星在童年的天空中闪烁。偶尔自
己或别人提起来就引来一阵欢笑。

8、童年是一支小夜曲，悠远、绵长，童年是一幅山水画，让



你永远欣赏。

9、每个人都拥有自己五彩缤纷的童年，童年是人生最珍贵的
东西，它是你一生的开始，拥有着它那你就拥有一生，我们
应该好好地珍惜它。

10、人的一生，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叫作无愧无悔的话，在
我看来，就是你的童年有游戏的欢乐，你的青春有漂泊的经
历，你的老年有难忘的回忆。

12、童年似一杯浓浓的咖啡，暖到你心窝，童年似一杯淡淡
的茶，让你回味;童年似暴风雨的彩虹;五颜六色，炫丽无比;
童年又似那晚霞后的余光，那么让人怀念;又似那弯弯的小路，
让你成长。

13、童年随风渐远，还没来得及仔细品味其中的味道，它就
把我丢在无助的世界，逐渐的把我变的惨白，让我自生生自
灭。

14、童年就像是时间火车的车厢，直到火车驶向远方，就成
了长大时对童年的追忆。童年就像是一段美好时光，而这，
人生却只有一次，那是多么宝贵啊!童年就像是透明的水珠，
当它到了哪个角落，就绝对不可能再还原。

16、童年的天特别蓝，水特别清，花特别香，月也特别圆。

17、童年的棉花糖化了，但是甜蜜还在，这甜蜜令人回味，
滋润我的成长之路。

18、我的童年，是在快乐中度过的，是在幸福中度过的，是
在整天的无忧无虑中度过的。

19、童年，有童心的无邪和稚气。童年，总是充满着滑稽的
幻想、有趣的故事。童年，是这样的迷人，这样的无忧无虑。



金色的童年，留下了多么美好的记忆，留下了一幅幅天真烂
漫的画面。

20、人生就是一个不停放弃的过程。放弃童年的无忧，成全
长大的期望;放弃青春的美丽，换取成熟的智慧;放弃爱情的
甜蜜，换取家庭的安稳;放弃掌声的动听，换取心灵的平静。

童年读书生活读书笔记摘抄篇五

童年每个人都曾经历过，童年里有快乐，有幸福，童年时美
妙的，童年是充满阳光的，值得回忆的很多很多……而阿廖
沙的童年却很悲惨。

文章写阿廖沙·彼什科夫三岁丧父后，他跟随母亲和外祖母
来到外祖父家里。外祖父卡什林是一个染坊主，他的财产面
临破产。他的性情暴躁、贪婪、自私，不容易接近。两个舅
舅也是粗野、自私、残酷的他们这些行为影响了他们的下一
代。两个舅舅把阿廖沙的爸爸，还有那个善良、乐观、富有
同情心的“小茨冈”害死了。雅科夫舅舅的孩子萨沙，虽然
年纪小，但他怂恿比他小的阿廖沙去做错事结果阿廖沙被他
的外祖父打得失去了知觉，结果大病一场，在床上躺了好些
天。还有一天，外祖父疯狂地殴打外祖母的头，致使外祖母
头发上的发针扎进了她的头皮里。

阿廖沙就是在这种“令人窒息的，充满可怕景象的狭小天地
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这一切都引起幼小的阿廖沙的激愤
和狂怒，身边这些屡屡出现的暴行和丑事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如果我是阿廖沙的话，我想我不会像他那样勇敢的活下去。
但是，阿廖沙并没有被种种黑暗的丑事和腐蚀的灵魂的恶事
力所压倒，所毁灭，他反而锻炼成为一个坚强、勇敢、正直
和自信的人。

《童年》这本书的主人公是阿辽沙，它的主要内容是讲可怜
的阿廖沙三岁就丧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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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人公阿廖沙没有被艰辛、痛苦和屈辱的生活所压倒，他满
怀信心，奋斗拼搏，冲破种种障碍与不幸，不断探索新生活，
这种乐观主义精神使作品在思想内容上带上了积极的色彩。
这本书不仅有严谨的艺术结构，也有出色的人物形象的塑造。

《童年》中高尔基成功地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法，塑造了一系
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残酷自私、阴险暴躁的外公、贪图
钱财的舅舅、冷漠无情的母亲、善良慈祥的外婆、快乐能干
的茨冈、勤劳能干的老匠人格里戈里、快活可爱的保姆叶夫
根尼亚。这些人物的塑造中，外婆、外公给读者留下的印象
最为深刻。外婆的形象是俄国文学史上最鲜明、最富有诗意
的妇女形象之一，她是伟大母亲的象征，也是俄国苦难生活
的象征。她喜欢唱歌、讲故事、跳舞。她慈爱、善良、刚强，
在十分嘈杂和混乱的情况下，也能把人们吸引到她的周围，
为艰苦窒息的生活增添了一份欢乐的情调。书中高尔基通过
她的外貌描写、语言、行动以及引用大量民间歌谣、童话、
故事等各种形式对其形象进行全方面刻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