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在人间的读后感小学 在人间读后
感(优秀7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
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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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间的读后感小学篇一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是原苏联作家高尔基所说的
一句话。暑假里，我阅读了他写的《在人间》，书中的廖沙
使我受益匪浅。

《在人间》描述了阿廖沙少年时代外出谋生的苦难经历。主
人公阿廖沙刚满十一岁，就离开了抚养他长大的外婆，外出
独立谋生。他当过皮鞋店和圣像作坊的学徒，轮船上当过洗
碗工，还在当绘图师的表舅家里当过帮工。他历经坎坷，饱
受人世间的痛苦。在轮船上当洗碗工时，阿廖沙结识了正直
的厨师斯穆雷，并在他的帮助下开始读书，读书激发了阿廖
沙对正义和真理的追求。五年后，主人公怀着进大学的希望
准备到喀山去。

在本书中，作者用生动的语言写出了当时俄国社会的的黑暗和
“小市民”风气的盛行。阿廖沙周围的人民都在做一些下流
的事情，打架斗殴、互相捉弄取笑、甚至偷东西、喝酒成为
了他们的习惯，阿廖沙正是生活在这么恶劣的环境生存。但
他却并不受坏境的影响，依然做一个正直的人。

阿廖沙也是我最佩服的人，他坚强、勇敢、正直，热爱书籍，



乐于帮助他人，不受别人恶习的影响。

书籍，是使阿廖沙坚定的做一个正直人的主要原因。高尔基
说：“凡是我身上一切好的东西，都要归功于书籍。”“书
籍是我的心灵和智慧受到鼓舞，帮助我从生活的泥沼中爬了
出来。如果没有书籍，我会在泥潭中被愚蠢和庸俗憋死。”

由此，可见书籍对我们生活的重要性。莎士比亚说过：“书
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所以，我们多读书，可以使我们的
精神不再空虚，可是使我们的生活丰富多彩。

读了《在人间》一书，使我更加深刻的意识到了书籍的重要
性，我们要学习阿廖沙中外名著读后感大全正直、坚强、乐
观以及爱读书的品质，那将使我们终身受益。

在人间的读后感小学篇二

都说一本好书能够让我们开阔视野，增长见识。之前还读过
高尔基的《童年》，我最近就抽空看了《在人间》。

这是高尔基的一部自传体小说，主要内容是阿廖沙为了生活
在鞋店，东家的房子里和轮船上工作，除了他的外祖母，外
祖父，玛尔戈皇后这些有文化，有教养的人以外，在周围都
是那些低俗，爱吵架、背地里说人坏话的小市民。见识浅薄，
生活圈子的狭小让高尔基周围的人，都不懂书籍的好处，总
在抑制他看书的欲望，但是阿廖沙总是坚持看书，而普希金
的诗集、阿克萨夫的就《家庭记事》《在森林中》等书籍构
成了阿廖沙的天堂。

这本书反映了俄国一代人在黑暗中寻找真理，追求光明的艰
难曲折历程。

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阿廖沙才会有更好的成长，阿廖沙读
了那么多的书才可以让他不再随波逐流，让他的精神世界更



加丰富。

读完在人间以后要懂得，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即使有很多
人让我们非常厌恶，但是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面对他们
呢，或者说我们怎么远离他们。做人要对得起自己。只要我
们有了坚强的一致，百折不挠的精神，我们就能克服种种困
难。

在人间的读后感小学篇三

《在人间》是高尔基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小说描
述的是主人公阿廖沙1871年到1884年的生活。这段时期为了
生活，他与外祖母靠摘野果卖来的钱生活，当过绘图师的学
徒，在一艘船上当过洗碗工，当过圣像作坊徒工。在人生的
道路上，他历尽坎坷，与社会底层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他
有机会阅读大量书籍。生活阅历和大量的阅读扩展了阿廖沙
的视野，他决心“要做一个坚强的人，不要为环境所屈服”。
他怀着这样的坚定信念，离开家乡奔赴喀山。

《在人间》这本书真实的记录了高尔基小时的惨淡童年他先
在鞋店、圣像做学徒，又在轮船的厨房里打杂，过着非常沉
重而苦闷的生活。而读书使他找到了快乐、安慰。虽然条件
艰苦，但阿廖沙久久不能忘记读书，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
的文学作品，如在这一段里：

“你聋了！外面在拉铃！”保姆生气地说道。

我赶紧去开门。

“睡着了！”东家严声问道。他的妻子费力的爬上楼梯，抱
怨我害她着凉了。那个老太婆骂个不停......

有时主人发现了，还把他的书统统死碎、烧掉，有的时候甚
至殴打他一顿！！



阿廖沙的童年多么悲惨啊，虽然他为了读书遭受屈辱、欺凌，
但他一直坚持着读书，永不放弃！

啊！阿廖沙是多么的伟大呀！他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也可以
那么认真的读书，而我们生活在优越的环境中，更要像阿廖
沙一样，坚持读书，坚持学习，成为一名热爱读书、热爱学
习的人！

后来，阿廖沙通过这些知识，进入大学了吗，请看《我的大
学》的读后感。

在人间的读后感小学篇四

人间失格，失去的真善美的人格天性，人们虚伪和善的面具
之下，扭曲的嫉妒、仇恨、愤怒的邪恶嘴脸，隐藏着内心的
阴暗。在日本二战走向战败衰亡的背景下，社会充斥着纸醉
金迷的虚假繁荣，军国主义的遗毒蚕食着年轻人的信仰追求，
要么一同戴上面具得过且过，要么独善其身坚守自我，要么
浑浑噩噩随波逐流，遗憾的是，化身为主人公叶藏的太宰治，
拥有与生俱来洞悉人性、聪慧敏感的天赋，却在追究自我真
实善良极致与对人性、对社会的恐惧中不得其解，最后选择
了另一条放弃的道路，自杀解脱。

出身官僚家庭的叶藏，完全可以按部就班的完成大学学业，
修习绘画技艺，凭借父亲的权利谋得一份稳定的工作，娶一
个门当户对的妻子，即使战后日本政府重组或倒台，也能依
靠家族的积累安度终身，然而天赋异禀的他，精神世界早已
成为天使与恶魔的战场，在业火的燃烧中崩溃坍塌。他内心
的焦灼斗争是对人性、对人与客体关系以及人在社会中存在
意义的深刻反思，这种矛盾冲突不但是书中故事情节的焦点，
也是作者以及每名读者寥寥一生都困惑挣扎的焦点。

问题的根源在于，自我内心的圆满无暇，在生存的蝇营狗苟
中很难不被玷污。叶藏儿童时期用小丑般杂耍的行为举止来



伪装逃避对人性的恐惧，闭口不谈真实的想法，即使身为小
少爷，对女佣和仆人卑躬礼貌面具下的冰冷脸庞也颤若寒蝉。
少年时期的.他，心理人格分裂愈发明显，甚至寄希望于绘画
妖魔，渴望获取它们强大的力量来对抗恐惧，书中写到：啊！
给我冰冷的意志！让我知道人类的本质吧，人就算踩着别人
往上爬，也不算什么罪，给我一个愤怒的面具吧！”随着年
龄的增长，深深感到真实的人心不过就是如此阴暗，自己殉
情自杀未遂，愧疚于每一个善待自己的女性，摆脱不了对崛
木依赖的软弱无能，在酗酒、吸毒中获得虚假的力量，从此
臻至自我终极无果，也被传统的家庭道德所不容，昭示着人
性的悲哀。

在人间的读后感小学篇五

一月，老师给我们发了阅读台历。我迫不及待的把这珍宝放
进了书包，心里有按耐不住的喜悦。一回家就把它放在了书
桌上。

接着，我翻开了《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这本由著名作
家高尔基所做的经典自传。津津有味的品了起来。这本书十
分好看，十分有趣。很具有故事情节，里面生动地再现了高
尔基那时并不富裕的生活。目睹了人性的丑恶。其中调皮捣
蛋的阿廖沙（高尔基），善良温柔的祖母，脾气暴躁的祖父，
为了家产弄得鸡犬不宁的舅舅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
些人物的动作、神态、语言描写得十分传神，十分动人。

这本书记述了高尔基从小到大的人生经历，从年幼时的'工作
到大学生活的风风雨雨，高尔基和所有人都是一样，有过错
误。可他端正了自己对待事物的人生态度，他和所有人一样，
身上划了数不清的伤痕。可是他的勤奋、好学改变的他的命
运，使他的缺点变成了优点，变成了一只破茧而出的蝴蝶，
受万人瞩目。他告诉了我们：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
不懈，要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千万不要向困
难低头！



在人间的读后感小学篇六

《在人间》是继高尔基自传体小说的第二部。讲述了阿列克
谢离开令他痛苦的家庭，在社会上打工的故事。在社会中，
他明白了什么?又同情了什么?一切从书中揭晓。

阿列克谢在一家名叫:“时尚鞋店”的店里工作时，见到店员
一见到女顾客，就满面笑容，内心充满邪念，非常恭敬的令
人厌恶的举动而恶心。人人平等，为什么一见到女的就图谋
不诡呢？还有一次，他无意中发现店长对离开的女顾客乱骂，
这让阿列克谢内心非常震惊。不止一次，人们轻视着女性。
我不禁想:“人人都是平等的，为什么要看不起部分人，女的
也是人啊!既然是人就要和谐相处，美好的大千世界由我们一
起共享，“相煎何太急”。男人们如此行为，真的是让我厌
恶至及。

在书中，人们喜欢看不公平的事。对较弱的一方往往以冷朝
热讽相对，还有良心吗!在别人有难时，我们应该去帮助，而
不是各种形式的打击，一个个说要美好的生活，要国泰民安。
可是哪个人为之行动。“说到不如做到”，“言出必行。”
想要美好的家园，不靠众人的努力，怎么不会难以实行呢。

《在人间》这本书，让我看到了一个个邪恶之人，一件件不
公平之事，以及――一个黑暗的世界。引起了我的怒诉，让
我的心智到了更高的层次。

在人间的读后感小学篇七

今天，我读完了《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中的《在人间》
这一部分，《在人间》写了主人公“阿廖沙”十一岁时的时
候，母亲不幸去世，外祖父也家道落空。阿廖沙无法再过寄
人篱下的生活，便走入社会，独立谋生。他先后在鞋店、圣
像作坊当过学徒，也在绘图师家、轮船上做过杂工，饱尝了
人世间的痛苦。当然，在轮船上当杂工时，阿廖沙结识了正



直的厨师斯穆雷，并在他的帮助下开始读书。伺候，在善良
的裁缝妻子、美丽的“玛戈尔皇后”的`帮助下，阿廖沙在书
的海洋中自在地畅游，且越游越畅。书记开拓了阿廖沙的眼
界，激发了阿廖沙对正义和真理追求的决心。在人间待了五
年后，阿廖沙便怀着希望去了喀山，去大学求学……这一部
分是高尔基写的第二部自传体，记叙了阿廖沙走上社会的艰
苦经历，者如高尔基所说，如果不是书，他早就被愚蠢淹死
了。当然，这一切得感谢斯穆雷、裁缝的妻子、“玛戈尔皇
后”以及那些曾经给予他帮助的人们。

阿廖沙也很坚强，他不仅在人间经历了多重打击后没有放弃，
还顽强的站了起来，因为他坚强，有一种永不放弃，不自暴
自弃的精神，所以，这值得我们学习，他百折不挠；他执着；
他不放弃，他永远不会停止和命运进行抗争，这就是我最钦
佩阿廖沙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