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高尔基写的童年读后感(汇总5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
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
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高尔基写的童年读后感篇一

相信大家对《童年》这本书也不陌生吧!这部著作的作者是德
国的高尔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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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昧;父子、兄弟、夫妻之间勾
心斗角。你是否在找正准备撰写“高尔基写的童年读后感”，
下面小编收集了相关的素材，供大家写文参考！

阿廖沙的童年是在一个典型的俄罗斯小市民的家庭里渡过的：
贪婪、残忍、愚昧;父子、兄弟、夫妻之间勾心斗角;为争夺
财产经常为一些小事争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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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经常给阿廖沙讲好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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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廖沙的童年是黑暗的，就像他的家庭一样。附近残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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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廖沙也还熟
悉良多其他的人：搬入新居子后的几个房客、隔壁的三少爷，
等等。阿廖沙从家人的一些“希奇”的举动中懵懂的明白了
一些道理。

《童年》是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稳文中的阿廖沙三岁失去
了父亲，成为了一个不幸的孩子。母亲带着他来到了外祖父
那里居住。从此，他的噩梦便开始了。在这里，小小的阿廖
沙亲眼目睹了当时那个社会的残酷与黑暗，使得他小小的心



里便充满了阴影。随着外祖父染坊的一天天衰败，外祖父变
得越来越暴躁，狠毒，经常用鞭子抽打可怜的阿廖沙。他的
工人不小心然错了布，都会被他抽的昏过去。幸好，在这里，
还有疼爱他的外祖母，给他的黑暗生活带来一点温暖。他目
睹了他两个舅舅为分家而经常吵架斗殴。阿廖沙在这个黑暗
的地方，度过了他的童年。

这是一部令人心酸的小说。亲身的经历，使得这部小说的渲
染力很强。一个五六岁的孩子，懵懵懂懂的孩子。却真实的
目睹了这个社会的黑暗，受尽了虐待，受尽了辱骂。简直像
生活在地狱一般，在这里，一个五六岁的孩子看到了血腥，
看到了兽性，当然，也看到了那个时代社会最底层的真实生
活。他就像在一个阴冷，幽闭的空间里一样。

所幸，这个世界还有爱他的人。疼爱她的外祖母，还有乐观
纯朴的小茨冈、正直的老工人格里高里、献身于科学的知识
分子“好事情”。他们教会这个孩子什么是爱，什么是温暖，
什么是光明。使得这个绝望的孩子在黑暗中能够看见一丝光
明，一点希望，并引导他成为一个正直，有爱心的人。

再来看看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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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横的、濒临破产的小染坊
主外祖父家，却经常挨暴戾的外祖父的毒打。但善良的外祖
母处处护着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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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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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哪，如此比较，我
们的童年和阿廖沙的有着天壤之别。我们每天生活在蜜罐儿



里，被甜水泡着，被金灿灿的钱堆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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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
就从现在开始吧。我们不再奢侈，不再浪费;我们开始为长辈
着想，体谅他们;我们更应该开始满足自己的幸福生活。为了
以后，为了将来，为了我们到“人间”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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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这只是一个孩子的愿望，但我相信凭着自己的努力，这
个理想一定会实现的。为了能早日实现这个理想，我要认真
刻苦地学习，汲取广博的知识，如同即将冲锋的战士，做好
了出发前的准备!

漫长岁月的煎熬，已化为乌有。因为，岁月带来的，煎熬过
后，已是火灾，烧得到处都是。

本书作者高尔基出生在俄国的一个木工家庭，早年丧父，寄
居在外祖父家，十一岁便走向了社会，尝尽了人生的辛酸。而
《童年》正是根据他的童年生活而写成的，能够说是自传体
小说，正反映了当时生活与社会的惨状。

小说主人公也是早日丧父的阿廖沙，在阿廖沙幼小的心灵里，
已经让黑暗与恐惧占据了。

在他的生活里，有粗暴自私的外祖父经常毒打他，又一次竟
把阿廖沙打得失去了知觉，结果生了一场大病。阿廖沙的外
祖父还狠心剥削工人，暗放，怂恿帮工偷东西。

从阿廖沙外祖父的种.种劣行中，我读出了吝啬、贪婪、专横、
残暴，也着实的体会得到了阿廖沙当时的情绪。是外祖父的
残暴留给了阿廖沙童年重重的伤痕。

我们中国有个成语：祸不单行。同样，在阿廖沙的生活里，
还有两个让他充满恐惧的人——他的两个舅舅米哈伊尔和雅
科夫，这兄弟俩很像，自私残暴，但也相互勾心斗角，阿廖
沙的父亲马里哈姆在世时，也遭过他们两个的陷害，而且他



们还害死了富有同情心的茨冈。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阿廖沙的内心充满了压抑和恐惧，同
时也渴望人间的爱与温情。

读这本书时，心中不免产生不快和同情，为阿廖沙悲惨的童
年而拭泪，为那些无辜逝去的生命而忧伤。

但是，在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时，必须会为你开启一扇窗，
所以，阿廖沙的生活中便有了带给阿廖沙快乐和温暖的外祖
母;教他做一个正直人的老长工;还有纯朴乐观、富有同情心
的茨冈。

是他们，为阿廖沙黑暗的童年点了一盏明灯，让阿廖沙的内
心变得强大，使阿廖沙充满信心和力量，让阿廖沙不再孤独
与寂寞。

读完这本书，我看到，也明白，在黑暗长河的尽头，必须有
一个叫光明的东西在发光发亮，只要跨过这条令人惊悚的大
河，光明就必须在闪烁，期望就必须触手可及。

高尔基写的童年读后感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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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用真实优美的文笔描述了自
已苦难而令人难以置信童年。

读了《童年》，我深深感受到了当时俄国社会的那种腐败，
当时人民生活的痛苦。我曾经想过，如果我当时是一个工人，
我一定会像高尔基那样，用我这支锋利的笔给沙皇政府当头
一棒。我认为，如果我们在这样的好环境中浪费时间是天大
的错误。记得鲁迅说过“时间就是生命”和“珍惜时间是我



成功的秘诀”。我们现在有如此美好的环境，是非常难得的。
这幸福生活都是老一辈革命家的鲜血换来的。我看了《童年》
这本书后，我开始爱惜时间，我认识到了时间的重要性。所
以，我开始认认真真地学好每一门课。俗话说的好“只要功
夫深，铁棒磨成针”，“滴水穿石”也是一天一天慢慢积累
而来的。都是要一点一点地克服困难，才能看到黎明的曙光
和人生的灿烂。

高尔基在作品的开头就写到：“有时连我自己也难于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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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黑暗的另一面，还有一种
叫做光明的东西在那隐隐发光。只要还对光明充满希望，那
么这一点点微弱的火光就可以被放到无限大，直至洒到每一
处阴暗的角落。我想这大概就是高尔基想要表达的另一个更
直接更迫切的主题--批判俄国几世纪以来形成的小市民习气，
痛斥小市民的卑鄙灵魂，并要让这种卑鄙灵魂消失。

我想，高尔基要告诉我们的是：要执着求知、不怕困难、持
之以恒、永远以那种积极，勇于拼搏的态度对待现在和未来
的生活!

　

我相信，无论是怎么样的人，一定都无法忘怀童年所给予他
的回忆，无论这种会议对他而言是否美好，是否拥有着重要
的价值，都会无法忘记。

阿廖沙那悲惨，令人怜悯，令人感叹，令人同情的童年故事
生动地再现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俄罗斯下层任命的生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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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体会到人间的痛苦，肮脏和丑恶，那幼小的心灵因受到许
多许多沉重的打击而深深震撼。阿廖沙的童年是黑暗的，他
就像他的家庭一样。



读了，《童年》我深深感受到了当时俄国社会的那种腐x，当
时人民生活的痛苦，我曾经想过，如果我是一个工人，我一
定会想高尔基那样，用我这支锋利的笔给沙皇政府得人当头
一棒。

其实，阿廖沙的原型就是高尔基本人，高尔基借阿廖沙这个
人物来描述人物自己的童年，高尔基用真实优美的文笔描述
了自己苦难而难以置信的童年。

看了《童年》的这本书后，我开始爱惜时间，我认识到了时
间的重要性。所以，我开始认认真真的学好每一门科目。俗
话说得好：“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滴水穿石”也
是一天一天慢慢积累来的，都要一点一点的克服困难，才能
看到人生的灿烂。

时代在不断的进步，但人们却越来越变得懦弱了，遇到困难
就要退缩、逃避或者走捷径，想得到幸福，首先要学会吃得
起苦，美好的生活你须有所付出，才会长久，有所争取，才
会得到......

　

《童年》 讲述了高尔基黑暗的童年时光。

文中的主人公阿廖沙自幼丧父，跟着外祖母和母亲来到了一
下新城，住在了外祖父家中，在那，阿廖沙经常挨外祖父的
打，偶尔还会遭到其他人的谩骂。在这儿，阿廖沙交到了他
人生中第一个朋友——茨冈。每次阿廖沙挨打，茨冈都会有
他的胳膊挡几下。因此，两人之间的友情不断加深。可是这
段友情并不长久，茨冈抬十字架时不幸被压死。此后不久，
外祖父终于答应跟舅舅们分家，搬进了一栋又大又漂亮的楼
房，可没多长时间，米哈伊尔舅舅又扬言要杀死外祖父，外
祖父听说后叫了几个人一起把米哈伊尔舅舅赶走了。



经过这件事，外祖父又在缆索街上另买了一栋新房子，这儿
十分清静。在这里，阿廖沙又结识了”好事情“，他是一个
不爱与他人交流交流，总把自己与他人隔开的人。可没过多
久，”好事情“被外祖父赶走。阿廖沙又结识了彼得大伯，
他是一个与外祖父长得很像的小老头，说起话来总是滔滔不
绝，但是不久后，因为彼得大伯让阿廖沙去打他的另外三个
朋友，阿廖沙便和彼得大伯做起了对。不久以后，他们被迫
租了两间地下室住，阿廖沙为了上学，也只能抵用闲暇捡废
品卖掉当学费。可是，他的母亲在不久之后去世了，外祖母
去了一个富人家干活，阿廖沙被外祖父赶了出来，来到了人
间。

读完这本书，我明白了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努力克服，
只有这样，才会迎来胜利的曙光。

　

读了《童年》这本书，我感受到了我们现在生活的幸福。

这本书描写了主人公阿寥沙童年的悲惨生活。他很小就失去
了父亲，跟着母亲和外祖母来到了一个外祖父的小染坊，外
祖父脾气十分暴躁，常常打阿寥沙他们。他的舅舅们自私、
贪财，兄弟都被带坏了，之间很不团结，天天闹着要分家。
阿寥沙没有什么朋友，好不容易认识了善良、富有同情心和
正义感的知心好友，又被两个舅舅给害死了。后来，阿寥沙
又遇到了木匠“好事情”，阿寥沙终于找到一个可以常常在
一起聊天，游戏的人，却又被外祖父赶走了。只有外祖父一
直给他温暖，教他做一个正直的人。几年后，外祖母离开了
他，母亲也是，外祖父就把他赶出了门，走向社会。

阿寥沙的童年是黑暗的，而外祖母却把他引向了光明，用无
私的爱让阿寥沙充满力量，有了战胜困难的勇气。

和他比起来，我们的童年要幸福得多，我们拥有一个美好的



童年，美好的回忆，我们应该好好珍惜眼前的幸福。

只要对光明充满希望，就可以点亮黑暗，让我们追求善良、
乐观、正直、无私，共同迎来生活的辉煌。

高尔基写的童年读后感篇三

《童年》是苏联作家高尔基自传体三部曲中的一部分，讲述
一个叫阿廖沙的孩子的童年故事。

这本书对我启发很大，他四岁丧父，跟着悲痛的母亲和慈祥
的.外祖母到暴力的外祖父家生活，处处遭到外祖父的毒打。
阿廖沙的童年是黑暗的，就像他的家庭一样，周围太多了残
酷的事情。

和阿廖沙相比，我们的童年是灿烂的，是彩色的，是没有烦
恼的，更是无忧无虑的。

天哪，按照这样的比较，我们的童年和阿廖沙的童年简直是
天壤之别。

我们每天生活在蜜罐里，被甜水泡着，被金钱堆着......我
们是多么的幸福呀！但拥有这些，我们并不知足，我们总是
贪婪地奢求更多。

那么，从现在开始，我们不再奢侈，不再浪费，我们要为长
辈着想，体谅他们，我要开始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高尔基写的童年读后感篇四

最近，我读了一本好书，名字叫《童年》，读完后我深有感
触。



本书是由著名的大作家高尔基所写的。写的是男主人公阿辽
沙的童年生活，阿辽沙从小失去父爱，跟随着母亲去外公家
生活，闻到了外公一家人的敌意，他的两个舅舅为了争取得
到阿辽沙妈妈的嫁妆，不择手段的想办法，甚至两个人大打
出手。时间久了，他认识了茨冈，他们成为了朋友，每次阿
辽沙被外公打的时候，茨冈都会站出来替他挨打，过了几天，
茨冈就因为背一个橡木十字架而死了，人们就无声无息的把
他埋藏了。阿辽沙很伤心，从此失去了一个好朋友。又过了
好久，阿辽沙有了一个继父，他经常打骂阿辽沙的妈妈，后
来妈妈生了一个小弟弟，不久后妈妈也去世了，阿辽沙很伤
心，他失去了他最亲的人，姥姥因为悲痛在坟地乱撞，把头
撞破了。读过这本书以后，我发现阿辽沙是多么的自强不息，
姥姥是多么的慈祥善良，外公是多么的自私冷酷，继父是多
么的凶恶。

我这才发现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的幸福，我们的家庭是多么的
和谐，我们不能总是依赖父母，要学习男主人公阿辽沙，要
趁着大好时光，好好学习，增长知识，长大后回报祖国。

高尔基写的童年读后感篇五

漫长岁月的煎熬，已化为乌有。因为，岁月带来的，煎熬过
后，已是火灾，烧得到处都是。

本书作者高尔基出生在俄国的一个木工家庭，早年丧父，寄
居在外祖父家，十一岁便走向了社会，尝尽了人生的辛酸。而
《童年》正是根据他的童年生活而写成的，能够说是自传体
小说，正反映了当时生活与社会的惨状。

小说主人公也是早日丧父的阿廖沙，在阿廖沙幼小的心灵里，
已经让黑暗与恐惧占据了。

在他的生活里，有粗暴自私的外祖父经常毒打他，又一次竟
把阿廖沙打得失去了知觉，结果生了一场大病。阿廖沙的外



祖父还狠心剥削工人，暗放，怂恿帮工偷东西。

从阿廖沙外祖父的种.种劣行中，我读出了吝啬、贪婪、专横、
残暴，也着实的体会得到了阿廖沙当时的情绪。是外祖父的
残暴留给了阿廖沙童年重重的伤痕。

我们中国有个成语：祸不单行。同样，在阿廖沙的生活里，
还有两个让他充满恐惧的人——他的两个舅舅米哈伊尔和雅
科夫，这兄弟俩很像，自私残暴，但也相互勾心斗角，阿廖
沙的父亲马里哈姆在世时，也遭过他们两个的陷害，而且他
们还害死了富有同情心的茨冈。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阿廖沙的内心充满了压抑和恐惧，同
时也渴望人间的爱与温情。

读这本书时，心中不免产生不快和同情，为阿廖沙悲惨的童
年而拭泪，为那些无辜逝去的生命而忧伤。

但是，在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时，必须会为你开启一扇窗，
所以，阿廖沙的生活中便有了带给阿廖沙快乐和温暖的外祖
母;教他做一个正直人的老长工;还有纯朴乐观、富有同情心
的茨冈。

是他们，为阿廖沙黑暗的童年点了一盏明灯，让阿廖沙的内
心变得强大，使阿廖沙充满信心和力量，让阿廖沙不再孤独
与寂寞。

读完这本书，我看到，也明白，在黑暗长河的尽头，必须有
一个叫光明的东西在发光发亮，只要跨过这条令人惊悚的大
河，光明就必须在闪烁，期望就必须触手可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