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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教学反思，我们可以不断完善自己的教学理念和教育观
念，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在下面这些工作心得范文中，你可
以找到一些与你类似的工作情境，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借
鉴他人的经验。

呼兰河传的心得体会篇一

我一口气将中国现代女作家，民国四大才女——萧红的童年
回忆录读完。我与作者一同分享了她与祖父童年相处的美好
时光。同时我被民国时期我国东北边陲小镇愚昧、落后、冷
漠、无知、迷信的一幕又一幕的悲剧所震憾。

作者用回忆的手法，用淡然的笔墨构画着童年生活的小城，
每一条街，每一个店铺，这里的人们冷漠、自私、封建无知。
东大街的泥坑是通行的街道，只要下雨，不知陷进多少马、
车，却无人去镇；磨粉人家的草棚房子快要歪倒砸伤人，无
人去修，他们贫穷到吃一块豆腐也是奢望，四五个兄弟姐妹
为了争一个麻花，被打得抱头鼠窜。有的人对别人的疾苦袖
手旁观，说三道四，当成笑料，到处传播，成为悲剧的制造
者，而自己还冷漠地充当悲剧的看客而喜气洋洋。

首先是团圆媳妇——一个贫苦人家的十二岁女孩，到老胡家
当了童养媳，因为太天真、活泼、勤劳、能干（他们认为不
知羞），就遇到四邻的冷言热讽，被婆家人百般折磨，想把
她改造成一个含蓄的女孩，用针扎，用手拧，吊到大梁上毒
打半夜，用烧红的烙铁烫脚心，折磨得奄奄一息，还说她是
狐狸精，用迷信的手段救她的命（她婆婆是出名的吝啬鬼，
怕她死了赔本），而把她衣服脱光，当着众人的面，把她扔
进大缸里洗烫水澡，出来用冷水浇醒，又连续扔了两次，受
尽了污辱，最后在人们冷漠的目光中走完了短暂悲惨的一生。



文中又写了她的邻居——卖豆腐的穷人冯歪嘴子因太穷娶不
上媳妇，后来和大院里的王大姐（大龄女），没正式结婚，
生了两个孩子，受尽人们的嘲笑，冬天住在破烂磨房里，零
下七、八度，孩子没有棉衣，睡在草窝里，无人问津，后来
王大姐生第二个孩子难产而死，邻居们不是怜悯、心痛，而
是看冯歪嘴子的笑话，说他不是上吊，就是跳井，孩子也是
冻死饿死……而冯歪嘴子无论再贫穷再困苦，都没有放弃希
望，自己辛苦地带着两个孩子生活。

读后，让我心中久久不能平静，我对人们冷漠、自私、愚昧、
封建、迷信，十分痛恨，对十二岁这个团圆媳妇，跟我们现
在的年经相仿，却受到了百般摧残的悲惨命运而十分同情。

我庆幸自己赶上了祖国繁荣昌盛的大好年代，人人平等，衣
食无忧。我们都能受到国家免费的义务教育，坐在明亮的教
室里学习知识。

再看看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但富起来，而且强起来了，
到处高楼耸立，交通四通八达，国家实现了精准扶贫，村村
有公路，有网络，农民也住上了别墅，生活越过越幸福。

如果作者能看到这“小康美景”可能她会感叹作梦也想不到
的。

我们应珍惜大好时光，珍惜这幸福生活，作为祖国未来的接
班人，一定要学好知识，掌握本领，为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添砖加瓦。

呼兰河传的心得体会篇二

《呼兰河传》是一篇伟大的杰作！

萧红是个心思寂寞的人，可是从她身上我又看到一股极不平
凡的魅力。就像她写的《呼兰河传》，有人说它像小说，又



有人说它像自传，萧红的文章就是这样，在不知不觉中令人
不明其中的所以然。

《呼兰河传》不像《城南旧事》，虽然同样是写小城里的故
事，可《城南旧事》给我的感觉像是一朵含苞怒放的花，紧
紧的让人读得轻快自然；但《呼兰河传》不同，它就像一盘
颜料，什么赤橙黄绿青蓝紫全都混在一起，令人琢磨不透，
可又别有一番韵味！

《呼兰河传》是一片美文，文章中，极有艺术感的文字令人
心动不已；《呼兰河传》也是一篇寂寞的小说！当时的萧红，
一个人身在沦陷的香港，心中苦闷而寂寞，这种心情，通过
文字渗透进了我们心中。

在第二章《小城三月》中，我在不知不觉中，又看到了另一
个萧红。小城的三月风景如画。瞧， "三月的原野绿了，像
地衣那样绿，透在这里、那里"，好一个"这里、那里"，连一
片草地都能写得如此唯美、动人！

再看看第三章《生死场》，哎，如此悲伤、凄凉，令人心痛。

《呼兰河传》是立体的、有寂寞、有美好、有悲伤、有希望。
今年秋天，我读了一篇故事，这故事，没有华丽的词语做点
缀；没有优美的句子做装饰；有点只是灰白的画面，可是从
灰白的画面中，我分明听到了了一曲凄凉的笛声，能让我听
到这笛声的恐怕只有这《呼兰河传》了！

呼兰河传的心得体会篇三

一直以来我对封建思想的认识，就是书本上写的：男尊女卑、
麻木的国民、封建愚昧。最早读到反对封建文化的文字就是
鲁迅录入到课本中的文章，《呐喊》、《彷徨》等系列的小
说。阿q正传、孔乙己、狂人日记等。但是说实话，当时真的



没有好好读过，只是觉得写的很奇怪，里面的人奇怪、写作
的视角也很奇怪。

读完了《呼兰河传》，我觉得自己才慢慢地了解到了新文化
运动时期哪些文人志士对于国民的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的叹息。

你可能觉得很奇怪，《呼兰河传》看起来像是一本自传、或
者说地方传记，怎么会和封建思想扯上关系呢。下面来听我
慢慢说。

《呼兰河传》，写的是1910年前后，中国东北以“呼兰河”
为中心的一座普普通通的小城呼兰，以及普普通通的人的普
普通通的生活。小说一共分为七章，第一、二章对呼兰河城
风情的描绘。气候寒冷，小城简陋。城里有十字街、东二道
街、西二道街。东二道街上的大泥坑、两所学校、染缸房、
磨坊；西二道街上的米铺、药店等等。第三、四章是第一人称
“我”的童年回忆，关于我小时候的生活，主要在后花园。
我的家是荒凉的，还有租住我家房子的几户人家养猪的，漏
粉的，拉磨的、赶车的，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第五、六、
七章就开始写人，写了赶车的胡家的小团圆媳妇、写了我家
的长工有二伯、写了拉磨的冯歪嘴一家绝地而生。然后小说
就这么戛然而止了。所以我觉得这本小说也可以叫《我的童
年》，我生长的那座城和那座城里的人和事。

为什么说这本书让人读到了封建思想的荼毒呢，给大家简单
的讲一个书中的人物，老胡家的团圆媳妇，老胡家是以赶车
为生的，有两个儿子，两个儿子各取了一个媳妇，两个媳妇
又生了一个儿子，一家人勤劳能干，大家都觉得他家以后要
勤劳致富奔小康。不过大媳妇生的是小孙子，二媳妇生的是
大孙子，这个团圆媳妇就是给小孙子预定的，8岁下聘。12岁
花了大价钱坐火车从辽宁接过来的，这个小姑娘活泼开
朗、12岁已经张到14岁的身材了、头发又黑又长，梳着很大
的辫子、坐得笔直，走得风快，吃饭就吃三碗。但是却被婆



婆以及城里的人视为怪物。遵从“打到的媳妇，揉到的面”
的古训。有事没事就毒打她，心情不顺就打她。一直打到她
见人就怕、精神不太正常了。她的婆婆看她大吼大叫，认定
她是被鬼附身，左邻右舍的人也开始看热闹、出主意。吃整
毛的公鸡然后捂在被子里、吃黄连加瘟猪肉、跳大神、抽贴、
当众洗开水澡、烧香火、剪她的头发等等，最后在一个普普
通通的早晨，小团圆媳妇死掉了。后来这家的婆婆为了团圆
媳妇哭瞎了眼睛，大孙子的媳妇跟人跑了，婆婆因此疯了，
这一家至此败落。

读完了整本书，还是感觉很悲凉的。除了团圆媳妇，还有敢
于自由恋爱的王大姑娘也死掉了、我家的有二伯和老厨子，
同处于社会底层被剥削的人却是其他悲惨故事最直接的看客
和推手。就像鲁迅说的，中国人历来是排着吃人的筵席，有
的吃，有的被吃，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曾被吃。

就分享到这里了。

呼兰河传的心得体会篇四

在寒假里，我看了一本书，叫作《呼兰河传》。这本书讲了
呼兰河城的一些搞笑的习俗和那里人的生活。

在呼兰河城，人们会说到“龙王爷”。这个“龙王爷”就应
是那里人的迷信，有点类似于我们说的老天爷。有一位父亲
说没有龙王爷，我觉得他是对的。有个小孩给龙王爷戴了个
草帽，别人都在议论这个小孩。我觉得没什么，而且还挺好
玩的。

呼兰河城经常下雨，下雨后，就会有泥坑。这可不是一般的
泥坑，这是“杀手泥坑”。许多动物都死在里面，因为上方
有一层硬壳，动物们不明白下方就是陷阱。我觉得如果死的
多了的话，硬壳上就应有很多很多洞，这样的话动物们和主
人们就应会注意的。



城里有一些卖麻花的，这些人都是挨家挨户地问。一位母亲
和她的孩子们买了一些麻花，但大小不一，就开始互相抢了。
母亲追过去，他们也开始跑，结果母亲摔到了泥坑里。我认
为这些孩子太调皮，也有一点自私了。大姐先挑，老小最后，
这是常理。而且自我就吃自我挑的，有什么不好？孔融让梨
的道理多好啊！可能还有点笨，因为追着追着自我的就容易
坏。大的没拿到，小的也没了。

还有一个就是呼兰河的冬天。唯一一个特点就是冷。作者也
很夸张，再冷不可能冻掉耳朵呀！除非是高原。平常冬天可
能鼻子、耳朵都红了，再厉害点也就僵了、裂了。大自然太
威风了。

还有一个迷信，就是“跳大神”。有一个大神，也要有一个
二神。不好的二神可能会惹怒大神，但大神却会骂病人。这
太不合道理了！谁欺负你，你就骂谁，拿无辜的人当出气筒，
这可不行。病人被大神骂是不吉利的，看来病人的安危都在
二神的手上啊！

这就是呼兰河城。是不是很搞笑呢？

呼兰河传的心得体会篇五

“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
谣……”最近，我喜欢上了被作家茅盾这样评价的萧红的小说
《呼兰河传》，随着它，我慢慢走进了萧红小时候眼里的家
乡，位于黑龙江省的一个边远小城——呼兰河。

女作家萧红就出生在黑龙江的呼兰河畔。她半生漂泊，命运
多舛，年仅31岁就去世了。她的代表作有《生死场》、《小
城三月》和《呼兰河传》等。写于一九四零年十二月的小说
《呼兰河传》，是她的最后一部著作。



在这本书中，萧红介绍了家乡呼兰河的景色、习俗和自己小
时候的生活。呼兰河的景色优美，习俗很多，像跳大神、唱
秧歌、放河灯等，都让人感到十分新奇。小萧红的童年生活
虽苦多乐少，每天都要忍受父亲的冷漠、母亲的恶言恶色，
还被外祖母用针扎过手指，却也和童心未泯的外祖父，度过
了许多快乐的时光。像后花园和储藏室，都是小萧红的“天
堂”。在后花园，她把玫瑰摘下来，一朵朵插在外祖父的草
帽上。外祖父不知道，还说：“今年的春天雨水大，咱们这
棵玫瑰开得这么香。二里路怕也闻得到。”直到回到家，被
家里人笑，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在储藏室，她找到了一把
小锯，便椅子腿上锯一锯，床沿上锯一锯。吃饭时，她还用
这小锯锯馒头;睡觉时，做起梦来也会喊：“我的小锯哪里去
了?”在这里，我们能感受到小萧红的活泼、淘气和快乐，也
能感受到慈祥的外祖父对她的爱。在她不幸的童年中，这种
温暖十分可贵。

当然，这本书也讽刺了当地人的无知、迷信和各种陋习。像
老胡家的童养媳，天天被婆婆打骂，变得神志不清，疯疯癫
癫。婆婆却以为她是鬼神附身，用抽贴、跳大神一类的办法
来治她，还把她按进滚烫的开水里洗澡，结果反而把她
给“治”死了。这些描写不禁让我们对这位童养媳，以及书
中其他遭受陋习迫害的人，增加了无限的同情。

呼兰河传的心得体会篇六

《呼兰河传》这本书是萧红所写的一本侧面感谢祖父的书，
她以轻松自然的笔调写了自己童年的'事情。

萧红小的时候家里有重男轻女的习惯，所有的亲人当中，只
有祖父一个人疼她，她童年的玩伴也只有祖父一个人。所以，
萧红在书中用了大量的笔墨写了她和祖父之间发生的事，而
对其它事情几乎只是一笔带过，在萧红心中，也许永远记住
这些事，就是对祖父表达感恩的最好行动吧。



通过这篇文章，我们也要学会如何感恩父母，感恩亲情。有
时，一件很小的事情也能表达感激之情，也能让父母欣慰，
因为她们需要的回报很小，就是要让我们从小学会感恩。

呼兰河传的心得体会篇七

喃喃自语般平静的叙述将我领进了那接近80多年前的东北，
一个衰落的村庄。整个村子里面，到处都是萧杀，灰色的背
景，灰色的人物，除了叙事者——那个家境还算富裕的小女
孩——以及她的祖父，整个村落就像暴风雨前的天空一样，
乌云蔽日，见不得半点阳光。没有抬起头来的村民，他们笑
也笑得那么拘谨，生的普普通通，死的平平淡淡，按部就班
的日子，哪怕这是一种煎熬，也没有人去打破。他们只是活
着，为了活着而活着，为了死去而死去。那么多交替出现的
人物，我甚至都来不及判断哪个是我应当同情的，哪个又是
我该去鄙夷的……一个又一个悲剧，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
主角，每个人都是被告和原告，每个人都是迫害者和受害者。
小团圆媳妇的死，我不能沉下心去，像正文前那不知好歹的
序文一般归结到她的婆婆一家的愚昧、封建、狠心，诸如此
类，我不敢想象，当我身处那婆婆的境地，那样的家庭，那
样的时代，我能做些什么。他们家的小媳妇死了，来得时候
还活蹦乱跳的，谁也没料到，会走得那样匆忙，让婆婆们心
酸，他们使了多少钱，费了多大的力气，不过是想让这个媳妇
“活”过来啊。那小团圆媳妇呢?她本该是一个天真可爱的孩
子，才14岁而已，却以为人妻，为人媳，她该是多么不愿意
啊!在新家，又要受到夫家人的打骂，就这么孤零零的一个人，
还是个孩子的人，怎么承受的了?然而，在那个时代，这一切
都是司空见惯，也是无人能够挽救的。试想一下，如果小团
圆媳妇并没有成为文中的`小团圆媳妇，那谁又能断定，她不
会被另一个小团圆媳妇替代，或者依然遇到了身为小团圆媳
妇的悲剧呢?悲剧笼罩着他们，因为这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
人，一大群人，一个村落的人，一个地方的人，乃至一个国
家，一个世界的人。



小团圆媳妇一家的悲剧，和那些活了又死了的村民形象都静
静的从高处看着我们，帝制到民主的转变，被侵略和被殖民
的屈辱，他们都经历过了，80年之后的今天，他们都已经消
失了吗?没有，他们还存在着，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骨血之中，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
这些人，我们，他们，都是“中国的脊梁”。虽然我们这些
脊梁，总是那样的不争气，80年前的灰色或许少了一些，但
那些低着头的匆匆步伐，怯懦的笑，和新的一种“封建”正
悄悄的用它们狡黠的眼睛张望着。

呼兰河传的心得体会篇八

《呼兰河传》这本书讲述了萧红住的这座小城——呼兰河和
萧红童年的故事，呼兰河这座小城是荒凉的、寂寞的，萧红
的童年是同样寂寞的。

她19岁时逃出了家庭，漂泊在外，这本书中让我唯一感受到
快乐的，就是萧红和她的祖父在一起的时候，祖父慈祥的面
孔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他和萧红一起在后园里玩，一
起念诗……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萧红和祖父的园子。

她在里面哪个快活，看见一个黄瓜熟了，抓起来就啃，这时
又看见了蜻蜓，便丢下黄瓜抓蜻蜓去了，要睡觉便睡觉，要
玩便玩，非常自由。

还有那家里的储藏室，两间黑乎乎的屋子，里面有无数的蜘
网蛛丝，那么多的耗子，可那里却成了小主人的天地，她在
里头翻找着，找出了许多“宝贝”，她用小刀和墨汁在墙上
刻着、画着，也没人教育她。

她还干了许多傻事：有一次，她们家一只鸭子落井了，祖父
便把它用黄泥裹起来烤了。萧红十分爱吃。有很长时间鸭子
不落井了，她便把鸭子赶向井里，这时祖父说不用，直接抓
了烤就行了，但小主人不干，她说落井的好吃。



这本书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知道了在原来城市里的生活是
怎样的了，平平凡凡的过日子是我们最大的希望，无忧无虑，
是我们最向往的一种生活了。

呼兰河传的心得体会篇九

我读了萧红的《呼兰河传》，一开始，我只是粗略的读了一
遍，感觉跟我们此刻的生活环境，简直是天壤之别，令我难
以想象。慢慢的，我被她的故事吸引着，感动着，愤慨着，
我又回过头来仔细的品读起来。

呼兰河让我感到温暖而冷淡：比如这个街中大坑，车夫和马
陷了进去，有一种穿长袍短褂的，在那里喝彩，帮忙车夫的
人，全是平民百姓。生活是需要温暖的，人与人之间是需要
互帮互助的，这样，才会让生活更完美;而我与老祖父这篇文
章，讲述着祖孙深情，仅有祖父喜欢“我”，祖母不喜
欢“我”还用刺扎“我”的手。“我”在祖父的关爱下，过
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为“我”的童年留下了完美的回忆。

让我感触最深的是，小团圆媳妇。十二岁的她花一般的年纪，
原本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却成了胡家的童养媳，在
照“规矩”被婆婆“调教”之后，日渐病倒。他们无视她为
什么会病倒是什么致使她成为了一个“黄瘦的病人”此时最
愚蠢的是病倒了不选择去看医生，而选择了“跳大神”。当
众强行脱光了小团圆媳妇的衣服，推到大缸里用热水，是滚
烫的热水，往她的头上浇，到最终，头发都烫掉了，还说她
是妖怪。含苞待放的花朵就这样凋零了。我们想想看，别说
是生病的人，就算是健康的人受这种折磨之后，会变成什么
样呢更让我气愤的是，她死后，她的家人并没有所以而难过，
还觉得花了那么多的钱，亏本了。想想我们同她一样的年纪，
享受着父母百般宠爱，无忧无虑如小公主般的生活，是多么
的幸福啊!

《呼兰河传》读完了，这个暑假中，听着萧红讲述着呼兰河



的故事，尽管忧郁，但依然美丽动人。

呼兰河传的心得体会篇十

在寒假时候，我读了《呼兰河传》这本书，最开始时，并没
有感觉它有多好看。等我静下心来，细细品味，才越来越觉
得它的精彩。

作者萧红细腻地表写了旧时代的呼兰河。在她的表述下，我
渐渐地走进了80多年前的东北，一个衰落的村庄。村子里面，
只有灰色的街道，灰色的人生，灰色的社会……整个村落就
像暴风雨前的天空一样，乌云蔽日，没有半点色彩。

读着读着，我不仅会想起自己童年的乐事，一个人呆呆的笑
着。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童年。在每个人的童年里，童年像一
幅画，像一首诗，像一曲歌……

当我读到小团圆媳妇不幸去世了时，我的心很纠结，跟萧红
一样愤愤不平。她才只有12岁本该是一个无忧无虑、天真烂
漫的年龄，而她却被过早地卖给了老胡家做媳妇。旧时的童
养媳，在这里我初见端倪。一个健康、活泼的小姑娘，因为
穷，因为生活，被卖做童养媳，没有妈妈疼，这已经够可怜
了，可她拼命的干活，还是动不动就会遭受到婆婆的打骂，
遭受一个说是为了让她更听话、更懂事的婆婆的“教诲”。
一朵还没来得及盛开的鲜花，就此夭折了。

萧红用一种平静的笔调来呈现一个平静的世界，再一次经历
那令人心颤的寂寞的童年时，平静自然的下面，是一股多么
腐败的世界。我们应该庆幸我们生活在当代！



呼兰河传的心得体会篇十一

读完《希腊神话故事》这本书，我感触很深，其中给我映象
最深的是赫剌克勒斯。因为他能够完成十二个十分艰难的任
务，这十二项任务要做几年，让我看到一个具有顽强毅力的
人。

第一项任务是杀死涅墨亚巨狮，这头巨狮有惊人的本领。赫
剌克勒斯蓄满了全身的`力量将一支箭射向巨狮，巨狮一点儿
反映也没有。他又用棒子打，又用手掐狮子，终于把狮子杀
了。

第二项任务是战怪蛇许德拉，他把怪蛇的脖子掐住，蛇则把
他缠住了，一会儿，一只大螃蟹也来帮忙，赫剌克勒斯的侄
子把周围的树林点着了，他们把蛇头砍了下来埋在了路边压
上了巨石，第三项任务是把牝鹿抓到第四项任务生擒厄律曼
斯山的一头野猪;第五项任务把一个养有3万头牛的牛圈并已
有了多年没有打扫了，让他去打扫牛圈。赫剌克勒斯用自己
的智慧和力量完成了前面5项艰巨的任务。

后面的任务更艰巨，可是赫剌克勒斯却又用了自己的智慧战
胜了敌人。

希腊神话故事本身极具魅力，几乎向所有能听懂的人开放，
二是情节之中有着深刻的意蕴，其中许许多多的故事，已成
为人们的最爱，希腊神话故事在人类思想文化艺术上始终光
彩夺目，经久不衰，人类童年的自尊、公正、刚强，在此展
现成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让我永生难忘，赫剌克勒斯的智
慧和勇气值得我们去学习。

呼兰河传的心得体会篇十二

《呼兰河传》讲的是作者萧红根据回忆童年生活写的一本书。



其中，我很多次读到了她的祖父与她嬉戏玩耍的场面，因为
在家中，只有祖父最关心作者萧红。我最难忘的一件事是：
作者趁祖父不注意，往他的帽子上插满了玫瑰花，祖父却没
有察觉，还说：“这季节的玫瑰真香啊！”惹得作者在旁边
哈哈大笑。

但是，当胡家婆婆平白无故殴打、咒骂小团圆媳妇，把沸腾
的开水往小团圆媳妇身上泼的时候，当时人们的精神都是麻
木的，大家不仅不劝解，还加油鼓掌。我又感到了愤怒，我
觉得小团圆媳妇很可怜，其实胡家婆婆只是想给小团圆媳妇
一个下马威，可我觉得这也太过了。

作者萧红的童年是寂寞的，但和祖父在一起的时光也是快乐
的。童年是人一生中最无忧无虑的时光，我们应该好好珍惜。

呼兰河传的心得体会篇十三

这天我读了一本叫《呼兰河传》的书，书里讲了好多“我”
和祖父搞笑的故事，如果想知道就往下看吧。

我记得有一段个性搞笑，讲了“我”在后园里摘了一束玫瑰，
给祖父戴在草帽上，而祖父不知道，还说：“今年春水大，
花香二里都能闻见。”从这能看出祖父十分幽默，十分疼爱
我。

作者出生时祖父都已经六十多少了，作者三、四岁时，祖父
快七十了，七十岁的祖父十分爱作者，他们爷俩在后园笑个
不停。祖父的后园就是小作者的天堂，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想怎样样，就怎样样，一切都是自由的。

书里讲到在东二道街上有个大泥坑，六、七尺深，在那个大
坑里淹死过人、猪、狗、猫、马，那个大坑家家户户都知道，
有的人说拆墙，有的人说种树，就是没有说把这个坑填平。



在作者的描述中，她的童年是愉悦的，也是寂寞的。她从小
在后园里长大的，作者和祖父在后园里一齐玩，一齐干活，
作者和祖父时时刻刻在一齐，童年充满了愉悦。

文章中写到团圆媳妇是一个美丽可爱的小姑娘，才十二，本
该是有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而她却早早的卖给了一户人家
做童养媳，是多么的可怜！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咱们的新社
会，人们用知识变得智慧，用自我的双手去创造自我完美的
生活，没有男女的不平等，没有可怕的战争。

啊！我真想永久地停留在童年，但是时光总是要走的。那就
用一颗善良、热情的心好好珍惜，感受这完美的时光吧！

《呼兰河传》我读完了，可我的思想还停在那灰色的境界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