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城南旧事读后感六年级(优秀12
篇)

梦想是人们内心深处对未来的美好愿望和向往。梦想的实现
需要我们不断学习和提升自己的能力。当我们追逐梦想的时
候，内心的坚持和信念至关重要，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梦想。

城南旧事读后感六年级篇一

《城南旧事》。这本书的作者就是林海音，它就是以年少的
心态来记叙自我在北京城南的幸福童年生活。古城的残片，
临街老店被涂盖的字号，然而半扇院门的的插闩，还有屋顶
上的花盆以及巴在皇城墙上的冬雪……这一切的一切，慢慢
渗入我的脑海：缓缓走过的骆驼队、惠安馆、胡同里的井、
闹市僻巷、草垛子、这些地方所浮现的人物：冬阳下的骆驼
队、井边的小伙伴妞儿、惠安馆的疯女人??秀贞、躲在草垛
里的小偷、斜着嘴笑的兰姨娘、不理“我们”的德先叔、
和“我”朝夕相伴的宋妈以及最后因肺病去世的爸爸都
与“我”建立下了深厚的感情，都不就是一朝一夕能够筑成
的，但就是他们都就是在岁月的步影中消失了。

这天我为大家分享这本书，我只要你们与我分享一下珍惜童
年的情绪。每当看到小孩子们在操场上追跑打闹，每当听到
路边熟悉的儿歌旋律响起，每当闻到久违的糖果香味还就是
那么沁人心脾，我总会想起小时候的天真，可爱。

一滴清水，能够折射太阳的夺目光辉;一本好书，然而能够净
化一个人的完美心灵。我相信同学们读了这本书，我们的将
来，会更完美。

城南旧事读后感六年级篇二

《城南旧事》讲述了英子美好而又艰苦的的童年，英子的善



良，讲述了在20年代末北京城南一个小胡同里发生的种种故
事。通过主人翁英子童稚的双眼，展现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
喜怒哀乐。

“英子，英子!”每当我打开那本古老的书，耳边就会传来一
阵亲切的呼唤声。然而在那20年代末北京城南的一条小胡同
里，经常痴立在胡同口找女儿的“疯女人”秀贞，是英子结
交的第一个朋友。

而看到第三篇《兰姨娘》时，我仿佛看到英子眼看着那热情
漂亮的兰姨娘和冷漠的德先叔走时的神情，可英子却不知道
自己是伤心还是高兴。

当我看到最后一篇《爸爸的花落了》时，我流下了眼泪，英
子也落下了她16年以来流下的第一滴眼泪。

读完此书，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英子童年的喜、怒、哀、乐，
由此想到自己的生活，是多么的幸福啊!

城南旧事读后感六年级篇三

闹市避巷，残阳驼铃，花开花落。一个个小故事平凑在一起，
成了一个大故事。

一滴清水，可以折射太阳的夺目光辉；一本好书，可以净化
一个人的美好心灵。在我内心的深处，曾经有这样一本书，
它像一滴清水折射了我心中的太阳。

这本书的作者是台湾女性文学的开山人——林海音，在她悠
悠的笔墨之下，这个故事显得格外凄美又弥漫着一股淡淡的
忧伤。那时，小女孩英子用纯真无暇的脑袋思考世界，在她
的记忆中欢笑和悲伤交织在一起，妞儿和秀贞的离去令她无
限悲伤，但一个小小的皮球却又能让她开怀大笑。无数个让
她难以忘怀的人出现在她的生命中，但最后却只是消失。



斜着嘴笑的兰姨娘、骑着小驴回老家的宋妈、不理我们小孩
子的德先叔叔、椿树胡同的疯女人、井边的小伴侣、藏在草
堆里的小偷儿，甚至她那个慈祥而又严厉的父亲也在花落时
逝去了，英子也在这时长大了。

英子，她可以忍痛让自己的好朋友妞儿，不，是小桂子和她
的亲生母亲秀贞团聚，她所要面对的是二人的离去，剩下的
只有悲伤和不舍。她们离开了世界上最关心她们，照顾她们
的英子，也离开了这个不公平的世界。小英子，她仿佛从小
就有着人人平等的信念，她用平常的眼光看待每一个人，对
每一个人好。

她和小偷约定了一起去看海，却不能不面对他为了弟弟偷东
西的事实，她天真地以为小偷的终有一天会实现；她不想让
妈妈伤心，撮合兰姨娘却伤害了爸爸；当宋妈离开时，英子
才明白平日里对她的讨厌、嫌弃，如今都化为不舍；当她毕
业时，突然发现应该扛起自己的责任，爸爸却在花儿落了的
时候去世了。她经历了一件又一件事情，岁月年华，她也已
经长大。

还记得林海音在《城南旧事》中讲到：“就像我现在，抬头
看见窗外蓝色的天空上，飘动着白色的云朵。”如今的我们
早已没有闲暇时间陪妈妈去买菜，和爸爸一起种花，与家人
一起说说话了，更没有时间像英子一样好好抬头望望天空了。
邻居之间隔着一面又一面厚而重的墙，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
一群人坐在一起谈笑风生了，整天只是围绕着电脑、手机打
转，完全没了本该有的童年和世界。

我不止一次地回想起属于自己的欢乐童年，那个考砸了怕回
家挨骂，到邻居家玩耍一听到奶奶的呼喊声就跑回家，被邻
居夸我的耳朵比兔子的耳朵还灵，每天只怀着梦想着要一颗
糖的童年。

思绪很快就飞回来了，英子慢慢地长大了，突然发现，我也



已经长大了。

城南旧事读后感六年级篇四

《城南旧事》是一部记载了英子七岁到十岁的童年生活经历，
它讲述了旧北京的老故事，一条条小巷子的回忆与温馨。小
说通过英子那双天真、童稚的双眼，向人们展现了大人世界
的悲欢离合，道尽了人世间繁杂的情感和无法阻止被命运捉
弄的无奈与绝望。

保守养父虐待的小伙伴妞儿，惠安会馆的疯女秀贞，为供弟
弟上学而偷窃的无名青年，从小在凄风苦雨中生长的蓝姨娘，
朝夕相处、相依为命的奶娘宋妈和身染重病的慈父。并未了
解人间世俗的小英子的思绪，久久萦绕在时光与命运的变迁
之中。夹竹桃零落满地，她在懵懂与静默之中送别了自己的
童年。

小英子的童年生活，看透了这世间的悲欢离合，让她幼小的
心灵过早的成熟、理解。

城南旧事读后感六年级篇五

《城南旧事》是林海音儿时以至青年生活的一段美丽的回忆。
在林海音的笔下，那是一卷旧电影，多彩的，可爱的。

林海音在这本书中纪念了逝去的童年，而我从中品到的却是
满满的甜蜜。她的童年是美好的，无忧的，当然也少不了苦
恼的主旋律。她要为了温饱烦恼，也要因为父亲过早离世而
不得已挑起重担。客观地看她的童年无疑是不幸的，然而文
中的一件件琐事串在一起就像老北京的糖葫芦，泛着一丝甜
味儿，换言之也许她并没有觉得这些不幸是痛苦的，她还是
那么快乐。



她生活在那贫苦的年代，要为了一切烦恼着，但她却能品出
生活的甜。而我们呢，用一句老话来说吧，还真是“生在福
中不知福”呢。

我们坐在书声琅琅的课堂中，抱怨着痛苦的生活，枯燥的学
习，世间的不公。浪费着生活，却可笑的抱怨着这，抱怨着
那，难道不曾想过多年后我们回首往事，也许会哭着后悔，
为什么自己把生命浪费得如此淋漓尽致。

但是若是我珍惜着，快乐地活着也许在我老了，动不了了，
像林海音一样的回首往事，也会发现生活没有想像的那么好，
却也没有想象的那么糟。我还是我，只是不一样的精彩，不
一样的快乐罢了。

书在影中翻动，思索，仰望，享受，沉淀。

城南旧事读后感六年级篇六

《城南旧事》是林海音写的一本书，作者通过观察，写了几
个童年的故事，我喜欢其中的“惠安馆”和“我们去看海”。
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感受。

“惠安馆”讲述了一个住在英子家胡同最前面的家庭，家里
来了一位大学生，过了一段时间他走了，但是他答应回来娶
秀贞做老婆。秀贞生了一个小孩，但自从秀贞的妈妈把孩子
扔到齐化门之后，秀贞就疯了。最后英子帮助她找回了孩
子——也就是英子的好朋友妞儿。但在她们要坐火车去找大
学生时，却被火车死了。

这表明了黑暗社会对生活在底层的人有极大干扰。“我们看
海去”讲述了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在破墙后，在那片长着
芦苇的空草地上，英子发现了一个男子，他弟弟每次考试都
考第一名。在毕业典礼上，他的弟弟代表全校毕业生领毕业
证书，但那男子被抓了，因为他是个小偷。表明了旧社会好



人坏人很难分清。现在，我们有想买衣服就买衣服，而在旧
社会衣服破了要补，买新的很浪费。比如我们现在可以上学，
而旧社会有的家庭贫困，供不起孩子上学，所以我们要珍惜
现在的童年时光。

城南旧事读后感六年级篇七

我曾读过一本描写林海音在北京生活的书，它就是《城南旧
事》。

令我最深刻的就是冬阳?童年?骆驼队故事，虽然它只是后记，
但仍让我受益匪浅。讲述了在冬天时，骆驼队都过来了。爸
爸会跟他们谈价钱，骆驼背上都驮着两麻袋煤。人在卸煤而
骆驼吃草。“我”站在骆驼的面前，看他们吃草料的样子。
那样丑的脸，那样长的牙，那样安静的态度。它们咀嚼的时
侯，上牙和下牙交错地磨来磨去，大鼻孔冒着热气，白沫子
沾满在胡须上。“我”看得呆了，连自己的牙齿也动起来。

老师说过，要学骆驼，沉得住气。看它从不着急，慢慢地走，
慢慢地嚼，总会走到的，总会吃饱的，也许它天生就该慢慢
的。冬天快过完了，春天就要来了，太阳特别的暖和，暖得
让人想把棉袄脱下来。可不是么?骆驼也脱掉它的绒袍子啦!
夏天又来了，骆驼队又都不见了，“我”问妈妈：“夏天它
们到哪儿去?”“谁?”“骆驼呀!”妈妈回答不上来了，她说：
“总是问，总是问，你这孩子!”夏天过去，秋天过去，冬天
又来了，骆驼队又来了，但是童年却一去不还。冬阳底下学
骆驼咀嚼的事，“我”也不会再做了。

看完这本书，我想起了我现在的童年。确实，童年是幸福的;
快乐的;美好的!在童年，只有游戏，没有争夺;在童年，只有
欢乐，没有悲伤;在童年，只有欢聚，没有离别!读了冬阳?童
年?骆驼队，使我明白了要珍惜时间，珍惜童年!童年短暂，
若要等到长大了才醒悟，那就迟了。所以，从现在起，就应
该把握时间，好好读书。千万不能变成了“黑发不知勤学早，



白首方悔读书迟。”

城南旧事读后感六年级篇八

经常把林海音和琦君搞混淆了，她们都是惯于写故乡的景和
物，散发着浓浓的思念故乡之情。《语文》书上有一篇《冬
阳?童年?骆驼队》，说是选自林海音的《城南旧事》，于是
找来这书，要在混淆，也对不起学生了。

这是一本典藏版，淡淡的墨绿色上镶着白色的几个大字和一
个小人，似乎要把我们带入那个遥远的年代。作者说，童年
在北平的那段生活，多半住在城之南——旧日京华的所在地。
收集的几篇故事，是有连贯性的。但要问真假，我只要读者
分享我一点缅怀童年的心情。是的，《惠安馆》里有人人骂
她痴，笑她傻的秀贞，我却跟她有说有笑，帮她找孩子;《我
们看海去》里收买破铜烂铁的他是个会偷窃的坏人，我却明
白个中原因，知道他是一心供弟弟漂洋过海去念书的好人;
《兰姨娘》三岁被亲娘卖，十四岁从苏州被人带进北京，十
六岁被卖窑子，二十岁跟了施大这个老鬼，却最终在我
的“穿针引线”下，跟了进步青年德先叔;《驴打滚儿》说的
是我家的奶妈宋妈，生下儿子不久，就来我家奶孩子，最终
自己的两个孩子在丈夫黄板儿牙的“照顾”下，不知所终，
最后还是跟着他回去了;《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
爸爸走了，从那一刻起，就宣布了我童年的结束，因为我是
老大，我已经小学毕业，我再也不是小孩子了。而《冬阳?童
年?骆驼队》是《城南旧事》出版后记，是因为“我是多么想
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我对自己说，把它
们写下来吧，让实际的童年过去，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就
这样，我写了一本《城南旧事》”。

是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旧事。
看着书，字里行间总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我的童年就在那方
寸之间，却也其乐无穷。家的后门没有路，却有两三平凡的
空地，两边垒了墙，不高不矮，踩着凹凸不平的，长满苔藓



的，发黑光滑的砖头块就可以爬上去，跳下来，那就是邻居
们的领地了，期间有妹妹同学的一家，她弟弟和我弟弟又是
同学，“熟上加熟”，分外熟络。白天，大人们去上班后，
就是我们的天下了。一大群孩子跑上跑下，到他家，去我家，
捉迷藏，踩楼梯看准点的黑白电视，摘凤仙花涂指甲，甚至
还想到自制零食。在锅里沸腾的油中，倒入白糖，翻转之间，
就制成了扁扁的硬糖了，或长或短，或圆或方，重要的是见
者有份。当然，偶尔也会发发脾气，耍耍个性。可是，第二
天又会见到一群疯玩的丫头小子们。

我更喜欢和一群年长的女孩子们玩。她们要么是同学的姐姐，
要么是奶奶朋友的孙女。其实，她们也比我大不了多少，可
是看上去是那么地成熟，能讲我听不懂的话，能带我去新鲜
好玩的地方。就算她们带我去她们的同学家去，就这么躺在
席子上，就这么荡着自制的秋千上，我也能乐上半天。印象
最深的是，当时她们有三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初次见面后，
介绍说我是她妹妹，她们两个也妹妹妹妹的叫，及至后来了
解了，也是如此叫。所以成年以后，偶尔见到她们，还是觉
得那么亲切。

当然，在一起玩得最多的还是我们姐弟三。爸爸妈妈很忙，
不仅白天上班，晚上还经常上夜班。中午妈妈回来，只有半
个小时，给我们倒腾了饭菜后就匆匆忙忙又去上班了。傍晚，
我们就从被窝里掏出尚暖的饭盒，有时再弄点蛋，或者买五
毛的腐乳，就这样吃了。虽然三个人年纪相差不大，可毕竟
我是大姐，于是，夏天的傍晚，就见到我提着个小水桶，去
河边洗衣服，白的洗成黄的，脏的洗成污的。白天，还记得
要晒谷，时常注意天气变化，发现乌云，就得赶紧去叫奶奶，
三个人一起帮忙收谷子。下午就呆在家。当时，每天两点钟
都有一部电影，三个人就守在黑白电视机前，看唯一一个台
的唯一一部电影。周而复始，渐渐长大。，妈妈要是回忆起
这段往事，她总会眼含泪水，说是苦待了我们，岂止当时的
我们也是如此的快乐!



所以，童年有童年的眼光，童年有童年的快乐!那都是一去不
复返，只保存在我们心灵的最深处。

城南旧事读后感六年级篇九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来，来
时莫徘徊。……”这一首让人回忆离别的歌谣在《城南旧事》
中浮现。

寒假里，我读了《城南旧事》这本书，我深受感动，它讲述
了作者林海音在小时候成长的点点滴滴，道尽了小孩子之间
的纯真、当时社会的穷苦、人与人之间的离奇琐事和封建制
度的黑暗。读了它之后，我才发觉到有一种现实世界所缺少
的东西——真善美。

故事讲述了： 20年代末，六岁的小姑娘林英子住在北京城南
的一条小胡同里。经常痴立在胡同口寻找疯女人秀贞的女儿 ，
她是英子结交的第一个朋友。秀贞曾与一个大学生暗中相爱，
后来大学生被警察抓走，而秀贞生下的女儿小桂子又被家人
扔到城根下，生死未卜。英子对她非常同情。当英子得知小
伙伴妞儿的身世很像小桂子，又发现她脖颈后的青记后，急
忙带她去找秀贞。秀贞与离散六年的女儿相认后，立刻带妞
儿去找寻找爸爸，结果母女俩却惨死在火车轮下。后来英子
一家迁居新帘子胡同。英子又在附近的荒园中认识了一个厚
嘴唇的年轻人，他因为为了供给弟弟上学，不得不去偷东西。
英子觉得他很善良，但又分不清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不久，
巡警抓走了这个年轻人，英子心里非常难过，后来做这无意
得知，她结交的这个朋友原来是个小偷﹗英子九岁那年，她
的奶妈宋妈的丈夫冯大明来到林家。英子得知宋妈的儿子两
年前掉进河里淹死，女儿也被丈夫卖给别人，心里十分伤心，
不明白宋妈为什么撇下自己的孩子不管，来伺候别人。后来，
英子的爸爸因肺病去世。宋妈也被她丈夫用小毛驴接走。英
子随家人乘上远行的马车，带着种种疑惑告别了童年。



虽然在我们的日常学习生活中，会遇到很多不尽人意的事情，
但是一定要以一种乐观开朗积极的态度去看待。只要有快乐
和友谊，还有自己的坚韧意志，就能克服重重难关，到达成
功的彼岸。

我明白了，在任何时候都要学会坚强，要用毅力去克服成长
道路上的重重难关。不能因为一个小小的波浪就被打垮。在
哪里跌倒就在那里爬起来。永不轻言放弃自己的理想和追求。
失败乃成功之母，没有失败，哪里来的雨后的云彩。

摘抄：p1无论是怎么样的时代，怎样的国家，怎样的背景。只
要活着，就难免遇到一些悲伤，这份痛苦如此歇斯底里。以
至于想怒吼，咆哮，撕破空际，让内心的悲愤传达到天上。
来告知，来诉求。很多人无法承受，甚至了解了生命，来表
达自己的坚持。能忍受下来并活下来的人，并不是多么值得
庆幸的事，因为即便活着，悲伤依旧。只不是另一种活。只
有，只有多年以后，当我们回忆往事，那悲伤又卷土重来，
虽不至于让自己再度的沦陷，但心里的滋味依旧如故。或许
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泪水才肯偷偷流出来。恩，原来我们不
是忘记了痛，只是变得更加能忍受，更加能体会悲有多深，
有多远。

城南旧事读后感六年级篇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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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有钱人家的日子是安逸闲适，而穷苦人家的日子，免不
了更多的算计，人性的丑恶自私。

看到一个旧社会的女人面对社会的压力，道德的压迫逼疯了
自己。看到一个不独立的女人被父母，被男人所左右的一生。

虽然还是要成长，但有这样回忆童年的美好的机会，起码这
一刻很满足。



看到骆驼队的故事，英子学骆驼咀嚼食物，哈哈，那就是小
孩子的天真呀，

城南旧事读后感六年级篇十一

《城南旧事》依然属于短篇小说。因为其中每一个小章节所
叙述的人物重点不一样。不一样章节故事所发生的背景相同
也有必须的关联，颇有点像此刻的漫威电影的宇宙世界。

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最主要区别个人感觉在于情节铺设和
人物塑造的精细度和集中度的差别。多个相同人物的不一样
角度的短篇就是长篇。长篇的叙事线索更长，时间跨度更大，
同一人物的层次更多。吕叔湘先生以往一再强调课外阅读的
重要性，他认为自我的语文本事70%是得之于课外阅读。“新
课标”(20___版)明确提出“要重视培养学生广泛的阅读兴趣，
扩大阅读面，增加阅读量，提高阅读品味。提倡少做题，多
读书…”以上信息都能够充分说明课外阅读不论长篇还是短
篇都是对于课内很好地补充。课外阅读也是语文教学的重要
组成部分，课外阅读不能被课内篇目所替代，学生阅读的思
考和感受需要很大的独立空间。

在导读中，提到《城南旧事》的艺术魅力有五个方面：1独特
的儿童视角。2真挚细腻的情感。3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4成
长与离别的潜在主题。5京俗画卷和平民韵味。

作品语言流畅是读者流畅阅读的前提。本书作者十分善用儿
童懵懂新奇又充满热情的视角来制造情节上的刻意模糊，具
有得天独厚的文学味道。秀珍和妞儿的相认就是在不断清晰
的朦胧气氛中最终汇聚。但最终母女被火车撞死的结局又借
助童年英子发烧记不清具体情节而刻意模糊。故事中的宋妈
的孩子们、秀珍和妞儿、偷儿、父亲去世、兰姨娘和德先叔
的离开都具有成长和离别的主题，让人读过之后充满忧伤。

从作者的写作文本来看，要想写好一篇文章，要具备三个要



素：丰富的生活、趣味的思索和充沛的情感。这也是目前写
作困难的学生多面临的最大困难。需要教师和家长去慢慢引
导。

城南旧事读后感六年级篇十二

原以为，《城南旧事》是一种沉静的哀伤，那些“城南”，
遥遥的，迷茫;所谓“旧事”，可能会蒙上淡淡的木褐色。

那些回忆也不敲敲门，直接涌进来。也许我的大脑早就被吞
没了，脑细胞的工作负荷超过平时好几倍。还记得以前那个
不爱说话的我，一次就因为不爱说话，被爸爸扇了一巴掌。
时隔好多年，脸上还是隐隐作痛。其实——好多回忆是甜甜
的蜜，好多回忆是沁人的冷风，好多回忆是锐利的尖刀!

进了初中，才发现丢掉了好多东西：小学的朋友、老师，还
有那种纯真的心态。也许朋友和老师还有见面的机会，那种
心态还能找回吗?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在大海中泛舟的心情。好
像茫茫找不到尽头，偶尔会遇到狂风暴雨，但幸好有了更多
的时间来欣赏海上的风景。所谓有舍必有得，我舍去的，得
到的，那能够抵消吗?好在，进入初中，还遇到了很多人，带
给我许多，他们和小学不一样。

发现自己的语文好差，心里的感觉竟然不能写出来。可能每
个人都会一些感觉，不能用文字叙述，因为连自己都不能了
解。沉浸在回忆中，才知道“回到过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一件事。

我也该想想，我的城南旧事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