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童年读后感初一 跨越百年的美丽读
后感初中(优秀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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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
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童年读后感初一篇一

外在的美是短暂的，易逝的，只有内在的美才会是永恒的，
不变的。《跨越百年的美丽》就体现出了居里夫人那美丽的
外表，还拥有高尚的人格，特别是她对科学研究的坚定、执
着、勇于牺牲的伟大精神让她的美丽跨越百年，永远存在。

《跨越百年的美丽》的主人公就是居里夫人――玛丽娅?斯可
罗多夫斯基女士了。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描写居里夫人
的句话“她一生共得十项奖金、十六种奖章、一百零七个名
誉头衔，特别是获得了两次诺贝尔奖”这一句话，句中用了
列数字的方法表现出了居里夫人的伟大，也引出了她把那些
奖章送给了六岁的小女孩当玩具，更体现了在所有的世界著
名人物中，她是唯一没有被盛名宠坏的人。从中我还领悟到
了不能因为获得了一些奖章就骄傲自满，荣誉是代表过去，
就像居里夫人说的，荣誉会使人没有前途。我们躺在过去的
荣誉上睡觉，那我们就不会进步、发展。

我曾经就为了拿到了一些奖状，就有点沾沾自喜。结果，在
学习上就放松，成绩也就下滑，骄傲的代价太大了。通过这
本书我看到了居里夫人身上美的品质，她没有把过去的荣誉
当作骄傲的资本，所以她能不断的探索科学，以致于她有一
次又一次新发现，为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在现在
人们还在纪念她，人们不仅是纪念她的科学成就，同时也是
对她坚定、执着、勇于牺牲的伟大精神的怀念。



我们在追求成果和美的同时，也要更多地关注内在的心灵美，
因为只有内在的美，才能真正地打动人心，并且持久，永恒，
使人们铭记。

童年读后感初一篇二

前几天，我们学习了一篇课文《跨越百年的美丽》，这篇课
文讲述了在居里夫人发现“镭”元素一百周年的事情。

学了这篇课文，我深受教育和启发。受教育的很多，
如：“这点美丽的淡蓝色的荧光，融入了一个女子美丽的生
命和不屈的信念。”??淡蓝色的荧光“是居里夫人用三年零
九个月的时间提炼出来的0。1克镭发出的，也就是她的成就。
这项成就的取得，是以居里夫人终日的烟熏火燎，身体的疲
劳为代价获得的，因而融入了“美丽的生命”。这项成就的
取得也是居里夫人坚持探寻“其他物质有没有放射性”的信
念的结果，因而融入了“不屈的信念。”这句话是对居里夫
人在科学研究中表现的坚持不懈的献身精神的赞颂。

同时，我受启发的也很多，如：“玛丽的性格天生有一种更
可贵的东西，她坚定、刚毅、顽强，有远大、执着的追求。
这种可贵的性格与高远的追求，使玛丽。居里几乎在完成这
项伟大自然发现的`同时，也完成了对人生意义的发
现。”??“这种可贵的性格与高远的追求”是指居里夫
人“坚定、刚毅、顽强，有远大执着的追求”，“这项伟大
自然发现”是指居里夫人发现了放射性的金属元素镭，“人
生意义的发现”是指居里夫人明白了人生的价值，并不在于
年轻美貌。金钱名利，而在于为科学做出贡献，为人类做出
贡献。居里夫人对人生和价值的认识，一方面源于她的品格，
另一方面源于她在科学研究中获得的体验和感悟。

学了《跨越百年的美丽》一课，我懂得了人生的价值并不在
于年轻美貌、金钱名利，而是在于为科学做贡献，为人类的
发展提高做贡献的道理！



童年读后感初一篇三

今日，母亲帮我讲了一个故事，小故事的姓名叫《高尔基的
童年》，想听完这个故事后，被小故事中高尔基读书时那类
专心、用心的态度所吸引住。他读书的情况下很专心，把全
世界的一切都忘了。听见这儿，我不由自主想到了自身之前
读书时的态度。

每一次父母帮我买来哪些新小说或贷到一本书，我尤其开心，
一直迅速的就把它看完了。我尽管爱看书，可是从书中学得
的专业知识却非常少，怎么回事?自身和高尔基比比，仅仅看
书中的繁华，从来没有用心的思索过，因此看了后就都忘记
了。母亲说，高尔基往往能变成全球文学家，是与他用心专
心读书的.精神实质是离不开的。

因此我认为高尔基文化教育了我，无论做什么事情必须有用
心的态度。丢三落四导致的不成功我是深有感触的。记得我
在上学期报名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数学竞赛时，考试成绩并
不是特别好，缘故便是粗心大意，考试试题我都是会，便是
粗心大意。今日我想甩开它，我想和用心交友，无论做啥事
必须用心!如同高尔基说的“粗心大意乃不成功的根本原因，
用心是取得成功之窍门!”

童年读后感初一篇四

今天，我读了《童年》这本书，这本书是高尔基写的，我给
大家讲讲吧!

阿廖少是一个可怜的孩子，在三岁就失去了自己的爸爸，靠
妈妈，外祖父，外祖母生活。外祖父的性格十分暴躁，两个
舅舅的脾气也非常粗野，他们非常自私。有一次，外祖父把
阿廖少打得头破血流，甚至一斤失去了知觉，但是外祖母与
其他人对待阿廖沙完全相反，并且常常教育阿廖沙不要自私，
贪财，要富于同情心，乐观，那个老长工格里戈里教他要做



一个正直的人，要做一个献身于科学的进步知识分子，这些
教他的人都是他的良师益友。

我从中感受到在以前的旧社会，那里十分黑暗，有些人也十
分自私。这样的生活情况会让我们的'童年充满黑暗，同年也
就会砸这种情况下渐渐的低俗，当然了，每一本书都会告诉
我们一些道理的，这本书的内容虽然黑暗，但是这样锻炼了
我们的一种意志力，乐观，自信，以及那不屈不挠的坚强，
有了这些我们会再也不会害怕和屈服那些表面是金色的，里
面是黑色的世界，我们应该为了自己的童年和其他人的童年
互相帮助，积极向上，才会让我们的童年更加生机勃勃!

童年读后感初一篇五

《跨越百年的美丽》这篇文章令我感动不已。这一位年轻漂
亮的夫人――玛丽`居里，她为了研究“镭”不辞辛苦工作了
很久。在工作中她年轻漂亮的面容变得憔悴，也染上了疾病。
1934年7月4日是她逝世的日子。

为了研究“镭”，居里夫人很辛苦，但是她觉得值得，因
为――她热爱科学。他把她和丈夫辛辛苦苦炼造的“镭”毫
无怨言的奉献出来，让研究治癌症的人研究；在她教学时，
他总是毫不的把如何研制镭的方法教给每一个人。居里夫人
那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是崇高的，不管怎么说只是融合一句
话“我爱科学！”

居里夫人热爱科学，当然科学给居里夫人的回报也是不可估
量的：获得奖章16枚，获得名誉头衔117个，获得奖金10次，
获得诺贝尔奖2次。每种名誉都是重千斤的吧，别人一定会以
为居里夫人在这堆荣誉中享受，不！她没有，她把奖章送给
女儿玩，自己却继续过着贫穷却满足的日子，苦心的专研科
学。曾经有人嘲笑过她的“愚蠢”为了所谓的.科学而放弃一
大笔财富，是的！曾经我也不明白，但是居里夫人说
过：“荣誉就像是玩具，只能玩玩而已，绝不能永远守着它，



否则就会一事无成”我明白了，居里夫人追求的是对科学的
贡献，对社会的责任，而不是名利和财富。

只要用心去看待一下世界，会看到有一些人被名利和金钱蒙
蔽了心灵，但是也有不少科学家是那么固执，他们坚信科学
会改变他们的人生，而不是靠财富和名利。

居里夫人淡泊名利，热爱科学。似乎她的一生就是为了科学
而生，为科学而死。居里夫人逝世一百多年了，但是她那执
着追求科学的心一直留在人们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