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著童年读后感(实用10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如
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接下来我就给大
家介绍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
对大家有所帮助。

名著童年读后感篇一

前几天，我读了一本书：《童年》。这本书是高尔基的自传
三部曲之一（另两本是《我的大学》和《人间》），这本书
以阿廖沙（高尔基幼年时的昵称）的视角讲述了他的父亲去
世后在外祖父家的生活。

这本书里面的人物关系有一点点复杂，名字也长，有的人还
有多个称呼。所以我一开始读的时候有一点点吃力，但读到
后面就会好一点。这本书的主要人物有六个，是阿廖沙（即
童年时的高尔基）、外祖父卡希林、外祖母阿库林娜·伊凡
诺夫娜、母亲、和两个舅舅。

阿廖沙四岁丧父，之后便搬到外祖父家。与其说是家，不如
说是人间地狱。两个舅舅常年由于分家产而吵架，甚至大打
出手，人也十分残忍。一个把自己的媳妇活活打死，另一个
让孤儿“小茨冈”扛十字架而把他活活打死。外祖父的脾气
十分暴躁，一有不顺心的事就把家里的人痛打一顿。有一次，
他因为一些琐事便把阿廖沙打的不省人事，在床上躺了三天。
女人们在家里就是仆人，男人们就可以随便打骂她们。

我十分佩服阿廖沙的坚强，他在这个家里经常挨打挨骂，但
是他依然坚强的撑到了长大。这就是为什么他在长大后成为
了一名伟人。我们平常并不缺衣少食，但是我们却缺乏像阿
廖沙这样的精神，我们应该学习他这种坚强不息，勇于面对



生活的精神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正如屠格涅夫所说“想要获得幸福吗？那得先会受苦。”

名著童年读后感篇二

《肩上的童年》我整整读了三遍，这是曹文芳用童年讲述的
美丽故事，她用平凡的生事写出了不平凡的文字。

“一张枣红色的古床，雕花栏杆，床檐和床前两侧嵌着镂空
花板。”这是我喜欢的句子，我可以感受到作者的那份回忆
和留恋。

这个顽皮、可爱的小姑娘，曾经为了西瓜而大哭，因为黑夜
而害怕，但时间是挡不住女孩的渐渐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
哥哥的邀请换来的重病，母亲的悉心照料，没有回报；父亲
走了，哥哥在父亲奄奄一息的时候仍没有回来。

父亲火花的当天，全村人都早早起来，为他们的老校长做最
后的送别，就这样父亲享受了全村人中最高级别的送行。这
本书有着作者的很多感情，但归根到底，这本书是为了她死
去的父亲而写的。

从书中我读到了很多，人生的大起大落真是太快了，天真、
同情、快乐、悲伤，是这本书，将人生的所有感情都融汇在
一起。我应该向曹文芳学习，怎么在悲痛中寻找快乐。

名著童年读后感篇三

我读《童年》，纯粹是个偶然。当时我仅仅是被那本书的名
字所吸引，我翻开了这本书。读完以后，我不仅理解了书名
的意思，更了解了高尔基这个伟大人物。

的确，阿廖沙的童年是不幸的。失去了父亲，随母亲去投奔



吝啬、贪婪、专残暴的外祖父，经常遭到外祖父的毒打，目
睹外祖父狠心地剥削手下的工人、放、怂恿帮工偷东西及两
个粗野自私的市侩舅舅整日为争夺家产斗殴甚至疯狂自己的
妻子。生活在这样一个弥漫着残暴和仇恨的家庭里，幼小的
阿廖沙过早地体会到了人间的痛苦和丑恶。他的童年，没有
天真的笑容和可爱的玩具，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可怕。读到
这里，我内心对他产生了深深的同情。不，应该是同病相怜。

老实说我也有一个不快乐的童年。失去母爱的痛苦至今还留
存于我的心间，象烙印，挥之不去。我比同龄的孩子少了一
份原本该拥有的幸福，这使我曾一度觉得上天对我的不公。
为什么是我？似的，谁都不希望灾难降临在自己身上。但还
是要有一些人面对残酷的现实。如今，和阿廖沙相比，我根
本算不了什么。一个人小时候经历一些磨难，这并不奇怪，
关键在于你拿什么眼光去看待它。坚强的人，会用一颗乐观、
积极、开朗、向上的心去面对和接受命运的挑战。而脆弱的
人，只会躲在角落无奈地抱怨，从此一蹶不振，任由命运践
踏和摆布。我相信，没有人会欣赏后者。

即使再黑暗的环境，也不乏温暖和光明。这在《童年》里也
得到了充分的突出。以外祖母为代表的另外一些人，无疑是
阿廖沙眼里的另外一种生活。外祖母的慈祥善良、聪明能干、
热爱生活以及她那圣徒一般的宽大胸怀犹如一盏明灯，照亮
了阿廖沙敏感而又孤独的心，把他从黑暗中唤醒，引领到光
明的地方……是她对世界无私的爱丰富了幼小的阿廖沙，使
他充满坚强的力量以应付困苦的生活。另外，还有乐观纯朴
的小茨冈、正直的老工人格里戈里、献身于科学的知识分
子“好事情”，都对阿廖沙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给予他力量
和支持，使他在黑暗污浊的环境中仍保持着生活的勇气和信
心，并逐渐成长为一个坚强、勇敢、正直和充满爱心的人。
这是小说中的一个亮点。我从中看到的不再仅仅是黑暗，邪
恶和冷酷无情，而是光明、善良和人性的光芒。在悲剧的氛
围中，我感受到了战胜悲剧命运的巨大力量。这使我对自己
的人生更加坦然，更加充满自信。



书中的男孩，他的目光里虽然有忧虑，但更多的是憧憬和向
往。在苦难中长大，这亦是人生难得的一次考验。坚信光明
的存在，幸福迟早会降临，你会重新扬起人生的风帆！

名著童年读后感篇四

读了《童年》第十一章，我更加的相信“人之初，性本善”
这句话了。其实在这本自传体小说里，我并不是很厌恶外祖
父；我真正厌恶的是阿列克谢的两位舅舅，我认为两位才是
最自私贪婪地。虽然外祖父经常训打阿列克谢，但是大多数
情况都是阿列克谢犯错在先。在从前的封建社会，小孩子犯
了错误，最通俗普遍的惩罚就是严酷的拷打。在文中的各处，
仿佛隐隐地透露着外祖父对阿列克谢的关心与关爱。此外，
我还通过外祖母动听的故事，了解到阿列克谢的父亲。他是
一位多么勇敢高尚的帅气小伙儿。他十分勇敢的追求自己想
要的幸福生活，并且有着坚定的意志、坚持不懈的的魄力。
这是我对阿列克谢父亲最崇敬的思想感情，他有着值得我们
学习的崇高精神。我认为，阿列克谢能有今天的天真、善良，
有绝大一部分是因为他有一位伟大的父亲。

阿列克谢，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你是最幸运的幸运儿。

读完第十一章，我看到了外祖父的改变“他和母亲说话时，
态度温和多了。说话也少了”，他们一家变得和睦起来，他
们家开始变得热闹起来，和许多人一起过了一个热热闹闹的
圣诞节。舅舅再婚了，因此萨沙很可怜的被赶了出来，被外
祖母收留，然而他却想逃学，想去做强盗，好吧，你一个人
去就算了，还想让“我”也和你一样逃学！不过看到阿廖沙
学校所教的东西，我瞬间觉得，原来我们学校还走在教育的
前端。

读完《童年》的第十一章后，我深有感触，我发现，我们的
童年与阿廖沙相比，我们真的幸福很多。这一章讲了母亲回
来后的家庭生活：首先是母亲与一些青年男人的交往；其次



是表哥萨沙的逃学和逃跑。表哥和“我”都是可怜的孤儿，
他没有亲母，继母对他不好。最后，外婆给“我”讲父亲的
身世和父母的婚事，听完后，“我”为父亲感到悲哀。

和阿廖沙相比，我们的童年是灿烂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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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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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以为我们总是生活在被打被骂的世界里，可是，现在看
来，我们的童年和阿廖沙的有着天壤之别。我们是多么幸福
呀！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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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不知足。我们总是奢求更多。因为，
在我们眼里，大人们挣钱是那样的容易，似乎都不费吹灰之
力，看，我们多傻。读过《童年》之后，我们应该悔过自己
曾经的奢侈，我们应该不再浪费，我们应该学会珍惜，未来，
掌握在我们手中。

名著童年读后感篇五

今夜，月光皎洁，我独自倚靠在窗前回味今天刚读过的高尔
基的《童年》，令我不禁遐想连篇。

一提起童年，相信所有的人都会欣喜万分，因为童年那无忧
无虑的生活是美好的，我们可以无忧无虑的玩，可以肆无忌
惮的笑，因此，可以说童年时令人向往的天堂。然而，在高
尔基的童年生活里却让我们见到了一个让人一想起来就不寒
而栗的新版人间地狱。

高尔基从小就生活在黑暗的外祖父家，在这里，高尔基每天
都得生活在舅舅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争吵的面红耳赤的环境
里，还得和自私小气的外祖父交往。因此，可以说，他的生
活里除了黑暗就是浑浊，只有慈祥善良的外祖母让他看到了



生的希望，在外祖母的言传身教下，高尔基成为了一个善良，
勇敢的大作家。

在这样黑暗的环境里，高尔基竟能不被家庭环境所影响，成
为一个伟大的人，这无疑是一个奇迹，然而我想，奇迹的塑
造离不开外祖母的教导，更离不开高尔基能够坚定立场，不
受家庭影响的好品质。

和高尔基相比，我们是生活在天堂的孩子，我们有良好的学
习环境，我们有疼爱自己的父母，有一个温馨的家，然而，
为什么我们却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人呢，这无疑是一个值得
我们反省的问题。

是由于你不够聪明吗？但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不是的，
是由于你不够聪明，极容易被身边的不良风气所影响，结果
你由乖巧听话的好孩子变成了社会上的人。我曾听说过这样
一个故事：

曾今有一个出来名的三好学生，在家时父母的好孩子，在校
时同学们学习的好榜样，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好孩子，看见社
会上的一些小混混们抽烟，喝酒，觉的好帅，在好奇心的驱
使下便和他们一起玩，混，甚至逃课上网，没钱了，就头家
里的钱，学习成绩下降了，他视而不见，最终由于出于哥们
义气，群殴打架，造成严重后果而被警察捉捕，那一刻，他
后悔了，可惜，晚了。我想，如果面对生活中的不良诱惑，
我们能像高尔基一样坚定自己的立场，那么，生活中就会少
一些这样的悲剧。

古人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当然，这句话不无道理，
然而，当我们面对生活中的墨时，如果能像高尔基一样做
到‘出於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那么你将能化黑暗为光
明，化污秽为圣洁。

都说艰苦的环境是造就伟人的舞台，而幸福的环境是摧残人



才的祸害，我想这大概就是为什么自古伟人多出在贫苦人家
吧。我们是幸福的90后，可是，我们又有多少人能珍惜这大
好的机会，好好塑造一个完美的自己呢？在幸福的年代，我
们更应该继承高尔基坚定立场，不说外界影响的好品质，用
它去打造自己，塑造一个崭新的自己。

名著童年读后感篇六

我爱童年，是因为它快乐、幸福，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不
必管人世间的善恶美丑，也不必管社会的黑暗腐败……而高
尔基的《童年》则是一个完全相反的例子，没有孩子的天真，
活泼，只有每天数不尽的工作，可孩子们却从来没有抱怨过
一句，让我感慨万千。

主人公阿廖沙在7岁就失去了父亲，母亲不堪重负，离家出走。
阿廖沙寄住在凶残的外祖父家。美丽善良的外祖母点燃了主
人公阿廖沙的生命之灯，他受到了外祖母所讲述的优美童话
的熏陶。他得到外祖母的疼爱的同时也亲眼目睹两个不分善
恶的舅舅为争夺家产争吵打架以及在生活琐事中所表现出来
的自私、贪婪，无数亲人的死亡都不能换来家庭的和平。这
种现实生活中存在、并时时发生的善与恶、爱与恨在他幼小
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地印象。阿廖沙从家人的一些“奇怪”
的举动懵懵懂懂地明白了一些道理，他保持着对生活的勇气
和信心，逐渐成长为一个坚强勇敢、充满爱心的人。

读完此书，我掩卷遐思：是什么使阿廖沙在艰难困苦的生活
中茁壮成长而 “出淤泥而不染”呢？我发现，阿廖沙虽然对
自己所处的黑暗生活充满了愤怒，厌恶与忧虑，但在这个黑
暗的家庭里，有一位勤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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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丑
恶现象屈膝的人。

和阿廖沙相比，我们是幸福的，我们的童年的灿烂的，多彩
的，泡在蜜罐子里成长的我们拥有美好的家庭，快乐的生活，



好多好吃的零食、好看的衣服……但我们似乎并不知足，我
们总是奢求更多，与同学比吃穿。在我们眼里，大人们挣钱
是那样的容易，似乎都不费吹灰之力。我们多天真啊！的确，
我们不用像阿廖沙那样只十一岁就到“人间”独自闯荡。但
读过《童年》之后，我们应该悔过自己曾经的奢侈，我们应
该不再浪费，我们应该学会珍惜。

朋友们，让我们从今开始珍惜童年，珍惜如今这美满、幸福
的生活！

名著童年读后感篇七

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如今，童年已经随着时间慢
慢地流去。每当回想起自己的童年，就想到《童年》这本书，
想到书中赵斌有一个令人感慨，令人欣慰的童年！

书中的赵斌，生活非常的艰苦。家里有三个哥哥，一个幼小
的弟弟。大哥在小学当老师，二哥在念高中，三哥在乡中学
念初中。不久，妈妈因病过世了，赵斌悲痛不已。三个哥哥
不在家，所以赵斌只好和爸爸一起在家照顾弟弟，一起干活。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赵斌也该上学了，可是家里没怎么
多钱，所以大哥就在家教赵斌读书学习，哥哥认真地教，弟
弟就专心地学，就这样，经过了他的刻苦专研，终于踏入了
初中的校门。

赵斌告诉我们：苦难，也是一所学校！童年是属于自己的，
我们要好好珍惜，好好面对，千万别错过！

名著童年读后感篇八

童年是一条五彩的河，童年是一个美丽的世界。童年是多么
美好，但是当我读完了前苏联著名文学家高尔基笔下的《童
年》以后，却感受到了一种别样的童年。



主人公阿廖沙的童年是悲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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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中有一个片断是这样描述的：“在外祖父的家里充满了仇
恨，有一次吃饭的时候，我的两个舅舅为了我妈妈的嫁妆归
谁所有争吵起来，一个舅舅给了另一个舅舅一个耳光，这时，
我躲在炕上，不小心把熨斗碰掉在水里，外祖父大叫一声，
快滚。我很委屈，没有说话的份，还怕外祖父打，只好急忙
离开厨房。”我想：阿廖沙周围的人都是那么的自私,贪婪,
充满了仇恨，阿廖沙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该是多么痛苦啊！
正如高尔基在作品的开头就写到：“有时连我自己也难以相
信，竟会发生那样的事。有很多事情我很想辩驳、否认，因
为在那‘一家子蠢货’的黑暗生活中，残酷的事情太多
了。”

之后，阿廖沙离开了外祖父家，独自一人踏上社会。他曾在
许多地方打过杂，在这期间阿廖沙饱受欺辱，但他还是熬了
过来。因为他被自己坚强、不屈服与困难的精神与信念一直
支撑着。

读着这本书，我也想起了自己即将逝去的童年，我的童年是
多么幸福，我生活在爱的世界里，社会是多么和谐，周围的
人是多么善良纯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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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来不用考虑衣食住行，有爸爸妈妈在呵护着我
们，为我们遮风挡雨。有老师关心着我们，我们是多么幸福
呀！但拥有着这些，我们并不知足。我们总是奢求更多。读过
《童年》之后，我们应该开始满足自己的幸福生活，应该学
会珍惜。



名著童年读后感篇九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自从赏析了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童
年》后，心中五味杂陈，油然而深出一股敬仰之情。

当我翻动书籍时，当我一次次‘目睹’外祖父对阿廖沙的残
暴，专横。我便把心提到了嗓子眼。旷世对比，我和阿廖沙
比童年。想想那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我，再看看那整天生
活在这样一个弥漫着残暴，仇恨的的家庭里，幼小的阿廖沙
幸而，阿廖沙拥有一个爱他的外祖母，乐观纯朴的小伙伴—
小茨冈。让他在黑暗中看到光明，在邪恶中看到善良，在冷
酷无情中看到人性的光芒。过早就体会到人间的痛苦和丑恶。
天壤之别，芸芸众生，其是这般。

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一位伟人也便冉冉上升。也许，也正
是家庭的混乱，迫使他过早地走向社会，走向独立。

如海明威所说：“只有阳光而无阴影，只有欢乐而无痛苦，
那就不是人生。以最幸福的人的生活为例，它是一团纠缠在
一起的麻线”

“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
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不用叹息，惊羡
他人。因为不经历风雨，何以见彩虹。

名著童年读后感篇十

未被风雨摧残过的幼苗长不成参天大树；未被大风吹落过的
雏鸟学不会逆风飞翔；未被冰霜洗礼过的花朵散不出醉人芬
芳。人的一生本就是不断面临苦难又不断战胜苦难的过程，
只有在苦难中学会成长，生命才会更顽强。

无意中再次翻开《童年》，书上还有着斑驳的痕迹，视线落
到纸页上，“在她没有来之前，我仿佛在黑暗中睡觉，但她



一出现，就把我叫醒了，把我领到光明的地方…是她那对世
界无私的爱丰富了我，使我充满坚强的力量以应付困苦的生
活。”高尔基在书中写道。短短两句，便将阿廖沙悲哀、苦
难的生活娓娓道来。

我不由想到书中所描绘的，阿廖沙因染坏了一匹布就被外祖
父打的昏死过去。这不仅是肉体上的摧残，更是精神上的磨
灭，那么幼小的心灵却受到如此打击。吃不饱，穿不暖，看
人眼色生活，这样的生活无疑是苦难的，但阿廖沙却没有放
弃追寻光芒的脚步，最终一步步从苦难中走向光明，以他坚
强的性格，勇敢的心灵铸造了顽强的生命，这种精神深深的
打动了我。

古往今来，历史的长河中也不乏在苦难中长大的伟人。孔子
一生颠沛流离，最终却给世人留下经典的儒家学说；鲁迅从
小便家道中落，最终却凭借自身的努力成为世界十大文豪；
美国总统林肯当过修鞋匠、当过小工，做过许多付出努力却
收入低微的工作，最终以自身的不懈奋斗成为美国人民心中
杰出的总统。这一切不都向我们述说着：在苦难中长大，生
命才会更顽强。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空乏其身。不经历过磨难，贝多芬怎能在双耳失聪时创造出
举世闻名的曲目？不经历磨难，司马迁怎能在牢狱中编写出
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不经
历磨难，列夫托尔斯泰怎能为世界留下文学瑰宝？是的，只
有像这些伟人一样，在苦难中不懈努力，才能使我们的生命
更顽强。

只有在苦难中长大，我们的生命才会更顽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