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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学业、事业还是生活中，都需要我们投入大量的努
力和汗水，才能取得成功。在奋斗的道路上，我们需要不断
学习和提升自己的能力。这些范文展示了奋斗的力量和价值，
让我们更加坚定地走在奋斗的道路上。

阅读童年读后感篇一

今天，我读了《童年》中的一~五章，我深刻体会到高尔基童
年时的悲惨。

前五章的主要内容是：主人公阿廖沙的父亲死了，他便跟着
母亲和外祖母搭轮船回尼日尼，第一次见到外祖父。来到外
祖父家中后，“我”因为好奇把白色桌布的一角染成了深蓝
色，外祖父为此大发雷霆，把“我”狠狠打了一顿，好几天
下不了床；过了不久，不好的事情就又发生了，在家里“地
位特殊”的茨冈尼克因为帮助雅科夫舅舅抬一个粗大的十字
架，一不小心被十字架砸死了。坏事一件接着一件来，没过
几天，外祖父的染房又着火了，进过一阵时间的努力，火终
于被熄灭了。分家后，外祖父开始教“我”识字，为“我”
的童年打开了一扇知识的大门。

读完后，高尔基的童年给我带来的感受，用一个字就可以形
容：惨！三岁的时候，父亲就死了，来到外祖父家，外祖父
又是一个性格凶狠暴虐的人，由此可见，他在童年时的生活
中，有不少很惨的事。但同时，我又感到高尔基也很幸福，
有一个十分爱他又很有趣的外祖母，当她被打的`时候，外祖
母总是拼命的去保护他，还经常给他讲许多有趣的故事。使
他悲惨的生活中有了一些温暖。



阅读童年读后感篇二

童年，适合代表童话的名词，它蕴含着无知的可爱，它弥漫
着糖果的甜蜜，他收藏着一颗单纯的心。他是每个人幸福的
过往，描述着一段段第一次的开始与结局。我本以为，是华
丽的童年成就了他的，他今天却发现是磨炼铸就了他的不平
凡。

高尔基的《童年》向我们讲述了十七八世纪沙俄统治下社会
底层人民的悲惨生活，他们没有钱，没有尊严，更没有幸福
而言。高尔基的童年是不幸的。因为《童年》中的阿廖沙的
原型就是高尔基本人，阿廖沙三岁就失去了父亲，从某种意
义来讲，他是缺乏父爱的。

随着父亲的死亡，阿廖沙与母亲被外祖母接回了尼日尼，(母
亲的故乡)，在这里为哈伊写舅舅、雅科夫舅舅冷淡，他表哥
萨什卡捉弄他，外祖父毒打他，除了外祖母之外，没有人真
正喜欢他。

如果阿廖沙的童年是令人窒息的，那么外祖母这是阿廖沙呼
吸的氧气;如果说阿廖沙在童年辨不清黑白的，那么外祖母则
是阿廖沙的一缕阳光。是的，外祖母给她讲一些古怪的故事，
给他好吃的，就连最后外祖父与他分了家，他仍然对阿廖沙
不舍不弃。

面对那个世态炎凉的社会，面对阿廖沙的悲惨生活，一切语
言都显得太过无力与苍白，我们只有抓住童年的一切，珍惜
现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努力学习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童年不仅继续了阿尔高尔基的苦涩，而且告诉了我们一些人
生道理：逆境也能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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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童年读后感篇三

花开在眼前——《激荡三十年》读后感2000字：

推荐语：本书带你回顾1978年—2008年中国经济的惊险一跃。
作者没有用传统历史书的方式来写作这部作品，他说不想用
冰冷的数字或模型淹没人们在历史创造中的激情、喜悦、呐
喊和悲愤，激荡三十年是会令每一个了解她的人心潮澎湃的
三十年。

在秋日的北京，吴晓波坐在星巴克里，看人来人往，夕阳西
下，他抬头看见秋日猛烈地打在街对面的一座钟楼上，灵感
一动，向服务员讨来一支笔和一张纸，写下了《花开在眼前》
的歌词。

有人说这是一首情歌，这也是第一财经于2008年推出的纪录片
《激荡三十年》的片尾曲。作者说“从1978-2008这三十年的
辉煌，对于沉默了百年的中华民族，它承载了太多人的光荣
与梦想，它是一代人共同成长的全部记忆。”

作者不是学历史的，也不是学经济的，他毕业于复旦大学新
闻系，在国外做访问学者期间，因为要做一个关于中国公司
成长之路的课题，从而产生了：要为中国当代企业史留下一
些东西的想法，要完成一次跨度长达30年的宏大叙事的挑战。
他在书中写到：“历史本来就应该是对人自身的描述，司马
迁的《史记》在这方面是最好的借鉴，它应该是可以触摸的，
是可以被感知的，它充满了血肉、运动和偶然。我想多写一
点人的命运，我真的找到了一些很有趣的例子。”

改革开放伊始，我正值孩提时代，对于那个时代所发生的很
多事情并没太多感触，仅有的认识或来自父辈、兄长的描述；
要么学习历史政治课本；要么观看新闻联播的30秒报道。这本
《激荡三十年》没有用传统的教科书或历史书的方式来写，
在翻看时，真想跟着作者的笔触穿越到那个时代去，去看那



时商场上的刀光剑影，去见证那些企业的兴衰，去感同身受
那些出身草莽、甚至野蛮、性格乖张，却又无比坚韧而又勇
于博取的企业家们浮浮沉沉的人生。

春天花儿都开了，大家都想出去走走看看，“不负春光，不
负卿”。但20世纪80年代的春天并不浪漫，国家像个大保姆，
用猪肉票、油票、粮票细心地照顾着人们的衣食住行。在故
宫的中国游人不看国宝，不看大殿，久久围观外国游客。那
时流行玩一种新玩具---魔方：路上，到处可见绞尽脑汁的人
们，看谁能在最短的时间，把六个面调成相同的颜色。作者
说那时中国的经济也很像是这个魔方：出路明明是有的，但
是，现实就是有点乱，让人理不出一个头绪。

1984年，我的家发生了一件天大的喜事儿：我的哥哥考上了
大学，1978年刚刚恢复高考。好像当时所有我认识和不认识
的人都来家里来向父母祝贺。那是掩藏了太久的渴望，压抑
了太久的梦想，知识被重新赋予了足够的尊严与价值。1984
年，也是一个骚动而热烈的年份，在中国企业史上，日后很
多驰骋一时的公司均诞生在这一年，风云一时的人物也在这
一年开始了他们的商业生涯。后来，人们将1984年称为“中
国现代公司的元年”。1、邓小平第一次南下抵达深圳，写下了
“珠海经济特区好”；2、深圳的王石从倒卖玉米到倒卖批文
和外汇指标，开始自己的原始积累；3、北京的中关村出现繁
荣景象，柳传志和他的团队开始思考“人类没有了联想，世
界将会怎样”；4、青岛的张瑞敏一口气砸掉76台有问题的冰
箱，这一砸成就了海尔以“高质量和高服务”取胜的传奇，
也开始了第一代企业家的自我蜕变：质量意识的觉醒。

1995年马爸爸开始了创业，那时马爸爸还不叫马爸爸，他被
叫作“到处推销中国黄页的骗子”，现在我们才知道这是多
么伟大的开端，终于轮到老外来围观了，他们围观中国大妈
在菜市场用微信、支付宝买菜。1997年，香港回归，我上了
大学，同学们开疯狂地学起c语言编程。历史也很有意思，在
这年进入了一个“互联网元年”，丁磊、张朝阳掀起互联网



狂潮的起点，这年任正非为华为搞出了《基本法》，这一原
则让华为变成了一家前程远大的中国公司。

企业家们在历史的滚滚年轮中创造着不可复制的一页。2008
年，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年份，大家期待在不遥远的将来：
在世界商业史上，“中国企业”能与“美国企业”“日本企
业”一样成为世界级的公司。2008年，我也迎接了儿子的到
来，开始一轮新的生活。

阅读童年读后感篇四

寒假里，我读了高尔基写的《童年》深有感触。

高尔基的童年十分可怕，没多久就死了父亲，之后就住在外
公外婆家，两个舅舅又因为他的到来闹着分家，也经常挨外
公的打，他觉得只有外婆能在生活中带给他幸福，一些与他
交往的朋友也能带给他欢乐，最后他的母亲也离开了这个世
间。

童年一般是美好的，而高尔基的童年就像一段如长龙般的噩
梦，他的故事中经历的很多事情我都没有经历过，我的童年
和他比较起来，我太幸福，我应该珍惜，应该知足。

我根本比不上高尔基，高尔基在这样的环境里都能成为大作
家，更别说我这种环境了，回忆过去，我觉得很不知足。有
一次双休日，我向外婆请求：“我想玩会儿电脑。”“十分
钟。”“啊，怎么这么少，二十分钟。”我说。“不行，眼
镜会坏掉的”“求你了。”我又说，“就二十分钟。”外婆
犹豫了一会儿，同意了。每次回忆起这件事，我感觉到非常
的惭愧，太不知足了。

读了《童年》我感觉到做人应该要知足，要顺境更加懂得努
力，珍惜当下。



阅读童年读后感篇五

在阳光的照耀下，我读完了这本厚厚的《童年》，心里突然
有一种莫名的惭愧与懊悔，想到自己与高尔基生活得巨大悬
殊。

四岁丧父，跟随慈祥的外祖母来到了外祖父的家中。在那里，
他认识了许多东西，也看清了许多东西，他看清了自私自利、
贪得无厌、粗野的两位舅舅;朴实的朋友“小茨冈”;吝啬、
小气、贪婪、专横、残暴的外祖父;每一天都生活在残忍、愚
昧、亲人之间的勾心斗角和争吵，从善良与邪恶之间，阿廖
沙懵懂的明白了一些道理。

与他相比起来，我们的童年是灿烂的，幸福的;没有痛苦与斗
争，一向无忧无虑地生活着。就从这一点上看来我们就与阿
廖沙已经有了天壤之别，我们拥有了许多，但是我们还是不
知足，只想奢求人世间更好，更多想要的东西。

是啊，我们经常对父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只用顾着让父
母为自己遮风挡雨，从不用自己独自在“人间”闯荡。此刻，
我们就应悔过以前的奢望，就应不再浪费任何东西，学会珍
惜此刻所拥有的一切便足够了。

从此刻考试，我们要自立起来，遇到困难时别只想着这样退
缩，逃避或走捷径，就应对自己有信心，人生中总有事或有
人会令你痛苦甚至绝望，但我们就应要像一下作者是怎样样
坚持的。这样，你就能够再痛苦中寻找快乐，在绝望中寻找
期望。是的'，黑暗过去，黎明的曙光总会到来，只要你仍然
持续对任何事物都有不灭的信心，懂得珍惜拥有的一切，那
么你的光明必须会到来，因为你懂得珍惜。

阅读童年读后感篇六

他的自传体三部曲之一《童年》向我们揭示了答案。主人公



阿廖沙生父早亡，他与母亲不得不投奔外祖父————一个
性情乖戾。贪婪的人。家中慈祥的外祖母却给了阿廖沙以阳
光，与外祖父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在阿廖沙三岁至十岁的几
年里，母亲改嫁，舅舅们反目，母亲过世，给了阿廖沙极大
的震撼。最终，他离开了这个家。阿廖沙的童年是艰苦的，
但在这片黑暗的土地上仍有阳光。外祖母。小茨冈。“好事
情”，都是阿廖沙苦寒生活中的温暖！

这本书反映的是俄罗斯人民的苦难史。是的，譬如外祖父，
他的出身是一个小叫花子。他小时候也受尽了苦难，毫不隐
讳地说，外祖父的暴躁性格就是被当时的黑暗社会逼出来的，
他本身就是当时整个社会的缩影。与其说有这样一个外祖父
是阿廖沙一家的悲哀，不如说社会造成了千百个“外祖父”
是人类的悲哀。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不可能受到良好教育的`
外祖父，就成了这个社会的牺牲品。“人之初，性本善”，
并不是每个“外祖父”这样的人生下来就带着一本“坏人守
则”，外界因素对一个人的发展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阅读童年读后感篇七

〔“我们可能走太远了，以致于忘记了当初之所以出发的目
的。”我们也许真的应该在30年的门槛上重温当年出发的目
的：这个国家要实现复兴，这个民族要摆脱贫困，这块土地
要重回全球化的怀抱，这里的每一个人要享受平等、民主的
普世权利。

所谓的沧海桑田，仅仅三十年，就让这一代中国人都看到了。

对于这个时代，我们有种与生俱来的乡愁，在这里深埋着很
多人的过去，当我们一步步地远离一个时代的时候，才越来
越清楚地感觉到它的存在。

也许在很多年后回望，人们会说，这激荡的三十年是一个多
么世俗的年代，人人以物质追求为目标，道德底线被轻易穿



越，心灵焦虑无处不在，身份认同时时颠覆。不过，更多的
人也许会辩护说，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正是这一段携手走过的
从前，这份经历，包罗万象，有汗水泪水血水，有蜜汁苦水
狼奶。它催生了一个时代的伟岸和壮观，也同样滋养了世故、
丑陋和空虚。我们遭遇的是一个空前复杂而大半面目未清的
时代。急速变化的世界，茫然若失的个人命运，传统与现代，
个人与群体、不同利益集团的冲撞和考问，这是三十年的成
长底色；“一年改变不如想象，五年改变难以想象，十年改
变不敢想象。”，这是三十年的演变惊叹。在这段创世纪般
的大历史里，我们中的每一个人从来都不是观光客，伟大的
梦想将继续从茫茫无边的草根中轰然诞生，那种追求世俗的
本身，也具有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浪漫主义的诗意。

在通往未来的道路上，这个正在生成中的、崭新的世界，一
定还藏着我们未尚知晓的答案，也许最好的尚未来临，也许
在繁荣生成的时候，腐烂已经开始。

这是吴晓波《激荡三十年》的结尾语的摘要组合！吴的书一
如既往的精彩，这本书真的是激荡人心！忍不住给五颗星！
由于我本人这段时间也被他所说的那种大时代中小人物情绪
困扰，明明深切的喜爱此书，纵有万种思绪，也有被懒惰和
不平静的心神扼制而不想写一个字的心态！犹如失落堕入地
壳底部的灵魂而不能被普照的霞彩之绳揽出。人生也就只有
三个三十年吧？！第一个三十年，古人的“而立之年”之说，
仍有不能避开的参考坐标之意义，三十岁也是当今社会的青
年真正成为社会人的年龄节点，真正经验包括过往与当下的
世事的开始。展望明天，我们大概率仍有充足的时光，感悟
过去，我们确乎已经有了部分的资历。三十岁，可以调整或
坚定自己的步伐了吧？或惊涛拍岸大浪淘沙而去，或涓涓细
流微风水皱而走，如何权衡，称在心间，全屏自己！

最后郑重推荐，对政治经济思潮世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拿
起吴晓波的这几本以他自己的广博而隽秀、浓郁而超然的情
怀谱写出的经济史，一同走一段不平凡的心路历程！



阅读童年读后感篇八

高尔基的《童年》主要写了他在童年时可怜的悲惨遭遇，从
而体现当时社会的黑暗。读了这本书，我也有诸多感叹:对高
尔基的怜悯，对当时黑暗社会的呼吁，对姥姥屡遭姥爷的殴
打，臭骂而愤愤不平，舅舅们无烟的战斗等等。

姥爷对姥姥的打骂，让我万分气愤：每个人都拥有生命、自
尊心，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权力殴打别人，人都是有自尊的!

人的一生，正如一粒种子，不历经风险，怎能长大?鸟的翅膀
不历经风雨，怎能变硬?童年时代的高尔基生活在这样黑暗的
社会中，这是他的不幸，但是使他磨炼了一身坚强的意志，
这为他长大成人后遇到困难不屈服奠定了基础。

想到这儿，我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呼吁：那些没有人性的野兽
人们，醒醒吧!彼此明争暗斗是没有好果子吃得。不如彼此关
爱，那时你会发现幸福就在你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