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城南旧事读后感 城南旧事小学生读
后感(模板16篇)

就职是实现自我价值和成就感的重要途径，能够让我们在工
作中找到乐趣和满足感。在写就职总结时，我们可以列举出
自己在工作中取得的成就和个人成长的收获。在这里，小编
为大家精选了一些资深职场人士的就职总结范文，希望能给
大家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城南旧事读后感篇一

前两天，我拜读了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感触颇多。

厚嘴唇的年轻人。这个厚嘴唇的年轻人，是英子在她家门口
的一片荒地里认识的。他为了供养弟弟上学，不得不去偷东
西。英子分不清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不久，这个年轻人也被
警察抓走了。

看海去！英子又高兴地念起来。”就是如此天真的对话，夹
杂着美好的期许。“就像分不清海和天一样，我分不清好人
和坏人”英子这样说到。我也搞不懂，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
人，但我知道他是个善良的人。他也同样自责着，同样疑惑
着。他对自己的迷茫，不停地敲打着我的心。直到他遇见了
同样善良天真的小英子，才露出了他善良的一面。他们无话
不说，他们推心置腹，甚至立下了“我们看海去”这样美好
的约定。偶尔，英子也会想，会不会又失去一个朋友？“我
曾经有过一个朋友，人家说她是疯子，我却很喜欢她。这个
人呢？人们会管他叫什么？我很怕离别，将会像那次离别疯
子一样与他离别吗？”英子这样发问。

这个故事如此简单，如此纯净，又让人如此恋恋不舍。其中
的是是非非，在英子眼中虽然是深沉的，但还是那么充满希
望：这里每一个故事都是心酸的，都关系着生死离别，却有



一种生命的本真在，有一种希望在升腾弥漫。那份对大海、
蓝天和火红的太阳的希望，对这些东西强烈的期望，涌动在
英子心底。虽然这每一寸的挣扎，每件事的不舍，都是低沉
的，但英子心底只有善良、希望和博爱。

“我慢慢躲进大门里，依在妈妈的身边，想哭。”“英子，
你看见这个人了没有？你不是喜欢写文章吗？将来你长大了，
就把今天的事写一本书，说一说一个坏人怎么做了贼，又落
得这么个下场。”“不！我反抗妈妈这样教育我！我将来长
大是要这么写：我们看海去！”

城南旧事读后感篇二

《城南旧事》以一个六岁的小姑娘——英子为主人公，通过
描写“惠安馆”、“我们看海去”、“兰姨娘”、“驴打滚
儿”、“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了”五个故事，
透过英子的双眼，向世人展现了大人世界的悲欢离合。

其中我最喜欢的人物是小英子，从秀贞摘下来了几朵指甲草
上的小红花，用白矾捣的时候，英子以为这是吃的这件事中
体现了小英子的天真、可爱。

第一天英子谎称德先叔夸奖兰姨娘；第二天德先叔让英子给
兰姨娘带书；第三天英子给他们传递了一次纸条；第四天英
子陪他们看了一场电影，兰姨娘哭的惊天动地；第五天陪他
们去了三贝子花园。才把兰姨娘从爸爸身边隔开，让妈妈的
心情慢慢的好起来。从这件事中体现了小英子的聪明、机智。

英子问妈妈她是怎么来的，从这一件事想到了七岁那年赵家
森拽着我的项链，我说：“你把我勒死我妈妈会多吃饭再生
一个我来。”

英子搬进新家里吃饭时上一个菜，英子就加一个菜自己先吃
起来，我也跟英子一样，坐席的时候上一道菜我就自己吧菜



夹到碗里一些。

《城南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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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南旧事读后感篇三

童年的天真，就像缤纷的花朵，芳香扑鼻;童年的纯洁，就像
醉人的风一样，激荡人心。

——题记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一首蕴含着思念的
小曲儿《送别》再次轻轻流入我的耳际，触摸我的耳膜。这
是离别的歌，更是描摹《城南旧事》这幅童年水墨画的美好
绘笔，缔造出了真实的人性世界。

刚刚接触《城南旧事》的时候，并没有翻阅太多，只是打开
它的扉页，草草的了解了一下这本书的故事背景与作者简介。

《城南旧事》的作者是林海音，小名英子，出生于日本大阪，



台湾苗栗县头份镇人，曾担任“世界日报”实习记者，
于2017年12月1日在台北逝世。她一生创作了多篇长短不一的
小说集，其中《城南旧事》最为着名。

这本书描写了童年时英子以自己独有的纯真的眼光来看待大
千世界成人之间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她的童年就在这种
无忧无虑的快乐的氛围中度过，构成了一个个时而令人快乐，
时而令人忧伤的故事。

在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英子在城南度过了幸福的童年。那
些人和事，就像是一股细流，慢慢地渗入人心：惠安馆、胡
同的井、闹市僻巷……还有井边的小伙伴妞儿、惠安馆
的“疯女人”秀贞、躲在草垛里的小偷和英子朝夕相伴的宋
妈，以及最后因肺癌去世的爸爸都与英子建立下了绝不是一
朝一夕就可以筑成的深厚感情。

《城南旧事》中的一幕幕，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内心：当年在
惠安馆中的“疯子”秀贞，为了寻找丢失的女儿，不顾众人
对她的凌辱，而她的女儿竟是和英子朝夕相处的妞儿;在草丛
中被人憎恨的小偷，在英子眼中却是为了让弟弟读书而迫不
得已的善良人，许下“一起看海去的”美好诺言，是令人向
往的约定吹拂着这段遐想的记忆。

比起英子的童年，至少她过得很快乐、很有意义、很知足、
很充实。但是我们，21世纪的我们，身为祖国的花朵却整天
因作业而烦恼，因考试成绩而气馁，浑浑噩噩地过着每一天。
我想，如果我们把学习当做是一种享受，并且向往着美好的
未来，再从中进行努力，或许就能收获快乐。

每当长大后，回想起自己已经逝去的童年，心里除了后悔就
是悲伤，但是我们现在为何不想办法挥发出它的价值呢?大作
家杏林子说过，“生命虽然短暂，但是，我们却可以让有限
的生命体现出无限的价值”。同样，童年也很短暂，我们也
可以让有限的童年体现出无限的价值。



是啊，不是每一道江河都能流入大海，不是每一粒种子都能
破土而出。童年是短暂的，也是宝贵的，我们应该珍惜童年
的美好时光，尽可能地挥发出价值，为了家人的期望，也为
了自己的未来。

虽说童年要快乐，但也要掌握充分的知识。读书很重要，它
能改变一个人的身份与地位，要想打好基础，就不能浪费现
在童年的宝贵时光。作为一名儿童，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好好
学习，将来回报社会，做一个对社会和国家有利的人，不能
像一些混混一样整天吃喝玩乐。

我无时无刻不憧憬着旧时代的童年，同时也向往着作家林海
音那时无忧无虑的童年。真想回到小时候，那时候自在的生
活，我并没有好好的珍惜，现在，心思只能放在学习上，对
童年中那些美好的记忆已成了碎片。对于我来说，儿时的充
满童趣的生活与现在是不可攀比的。

《城南旧事》悠悠的叙述将我们领进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老
北京，在娓娓动人的真挚叙述中抒发了对童年的缅怀和对人
间温暖的呼唤。其中的很多细节让我深有感触。那卖杂货的
小贩，那曾经村里的“疯子”，还有那过早凋谢的爸爸的
花……文章多种交集的感觉同时在心头涌现。

一泓清泉，可以折射出纷繁的世界;一扇窗户，可以通向一颗
温暖的心;一座指明灯，可以照亮一条正确的路径。而《城南
旧事》是一扇不朽的敞开的大门，吸引我们走进英子的童年，
观望落花斜阳，以及回忆那些曾经属于我们的美好的童年。

淡淡的文字，感觉却是一种心酸的味道，悠悠泛起在那个久
远的年代。带给我们的，是遗忘不尽的喜怒哀乐，与迷惘忧
伤。

忆童年，那时纯真，那时欢乐。就好似雨后彩虹，抬头仰望，
却遥不可及;好似一只透明的玻璃碗，盛满了美好的回忆，可



望，却难以再触及。

城南旧事读后感篇四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还，
来时莫徘徊。…...”这首我喜爱的童谣在《城南旧事》中徐
徐飞入我的耳中。

《城南旧事》中淡淡的，令人伤感的文字讲述了一个又一个
打动人心的故事。

《城南旧事》一书中，我最喜欢的故事要算《惠安馆》了，
这故事中，大家都认为惠安馆中的秀贞是个疯子，可是英子
却不这样认为，秀贞还是她交的第一个朋友呢！秀贞曾告诉
英子，她生了个女儿，叫小桂子，而她父亲却把孩子放在了
城墙根下。孩子没有了，秀贞也被人们当成了疯子。后来英
子发现小伙伴妞儿，像秀贞说的那个小桂子。就这样秀贞与
失去6年的女儿相见了。最后，秀贞带女儿去找妞的爸爸时，
却不幸被火车压死了。我深深地为妞和秀贞的故事所打动，
也为她们的结局感到悲伤！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
莫徘徊。......”伴着这优美而又忧伤的歌曲，让我再次捧
起这本《城南旧事》。

城南旧事读后感篇五

——题记

暑假里，我读了一本特别有意义的书——《城南旧事》。这
本书使我勾起一些童年的回忆。

起初我看到书名《城南旧事》仅仅一个“旧”字，就让我浮
想联翩，以前的同学、老师;以前的屋子、家;老屋旁的老柳



树。童年时记忆的开始，也是一个梦的符号。

转眼间，我的童年也化为了一个梦的符号了。读着《城南旧
事》，里面的故事情节，仿佛身临其境。作者的那些往事，
好像在我身边发生过一样真切：惠安馆的秀贞，草丛里的小
偷，爱笑的兰姨娘，伙伴儿妞儿，不理睬英子的德先叔，从
小就陪伴英子的宋妈，患有肺病去世的父亲，东阳下的骆驼
队。这些美好的人、事、物都离英子远去了。但唯一没有远
去的是英子对童年的回忆。

城南旧事读后感篇六

读完这本书后，我想：美好的事物终究会是要远去的。忍不
住再次翻开目录，看见了六个小标题，标题中的每一个字似
乎都有魔力，让我不由自主的闭上眼睛，回忆自己的童年，
回忆小英子的童年，好像我真的有两个童年一样，两个童年
都那么有趣，都那么值得回忆与留念。我又忍不住背诵了英
子喜欢的那首小诗，我们看海去：我们看海去！我们看海去！
蓝色的大海上，扬起白色的帆，金红的太阳从海上升起来，
照到海面照到船头。我们看海去！我们看海去！”

童年，一个多美好的词儿啊！可是它却是短暂的，小英子的
童年过去了，我的童年也走了。不过，回忆童年却是件快乐
又幸福的事情啊！

城南旧事读后感篇七

《城南旧事》是著名的台湾女作家林海音对自己儿时居住过
的老北京城南的思念而写下的回忆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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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城南旧事》中，这些形形色色的人陪伴着英子度过了她
难忘的童年……第一章是《冬阳童年骆驼队》，也是《城南
旧事》的序言。叙述了英子在冬阳底下学骆驼咀嚼、问爸爸



为什么要系铃铛、想为骆驼剪肚皮底下的绒毛，以及问妈妈
春天骆驼去哪儿了这几件小事。当我读到天真的英子学骆驼
咀嚼时，不禁笑了起来。多么可爱，多么天真的孩子啊！童
年是最幸福、最无忧无虑的时光。

在这充满童真的时光中，每个人的做过傻事，连小英子都不
除外。第二章叫《惠安馆》。英子遇见秀贞和妞儿，并帮助
她们重逢，多么感人啊！第三章是《我们看海去》，讲了英
子与“小偷”的故事。他是英子的知心朋友，小英子却在无
意中出卖了他……这些章节都细腻生动的描绘了一个个性格
鲜明的人物，表达了英子对童年的留恋以及对老北京城南的
思念。

城南旧事读后感篇八

最近我看了一本好书，这本书就是著名作家林海茵所写的
《城南旧事》，这本书有很多触动人心的地方，我今天就来
讲一个书中的'故事，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快快仔细往下看吧！

故事的主人公英子在居住的胡同里有很多的好朋友，比如说：
疯女人秀贞、小桂子、妮儿等等。疯女人秀贞，每天都孤苦
无依，胡同里的孩子们都害怕她，父母们都不让自家的孩子
去她们家，唯一一个敢去和秀贞玩的，就只有英子，他每天
都去陪秀贞听她讲那些故事，然而听到了秀贞说到了自己的
孩子，英子也就在偶然之间发现了妮儿有秀贞所说的特征就
带她去见秀贞，秀贞见到了自己失散了六年的女儿后就立刻
带他去找爸爸。之后她们在赶火车时母女两人一同丧命于火
车下。

从这件事中，虽然说秀贞和妮儿都身亡了，但是从这件事中
还是可以体现出英子乐于助人热爱奉献的精神。

在我的身边也遇到过帮助别人寻找亲人的事例，平时我们在
电线杆上或者是广告牌上经常会见到一些寻人启事，很多人



见了都会不屑一顾，就装作没看见一样。可是我的哥哥却不
是这样的，记得上次在广场的柱子上看到了寻人启事，哥哥
一看便起了兴趣，之后他看到上面写道离散的地方就是在广
场上，之后他就开始绕着广场寻找起来，一个下午过去了我
们没找的人也没找到快乐，哥哥失望极了。虽然说没找到人，
但是哥哥的这种乐于助人的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

蓦然回首，少了一丝懵懂，多了一份缅怀。读一本好书也是
一个成长的过程，一次成长的收获、蜕变、磨练。我推荐大
家看一看这本书，他一定会给予你很大的帮助，还可以让你
明白很多的道理。

城南旧事读后感篇九

作者林海音从小在北京长大，所以作品有一股浓厚的老北京
味儿。在这部经典之作中，林海音成功地运用了儿童的视角
进行故事叙述。

拿起《城南旧事》的时候，书中描写的一切是那么有条不紊，
缓缓的流水，缓缓的骆驼队和缓缓而逝的岁月完美结合，恰
似一首淡雅而含蓄的诗。读书的时候，最让我感动的是，这
文字中间荡漾着一种淡泊与纯洁。在半个世纪离别中，城南
的落花依旧，然而飘零的，只是人们记忆的碎片。

看罢，心头漾起一丝丝的温暖，因为已经很少看见这样朴素
的东西，因为它不可以表达什么，只一个场景接一个场景地
从容描绘一个孩子眼中的老北京，就像生活在说它自己一样，
那样的不疾不徐，温厚醇和，那样的纯净淡泊，弥久恒新，
那样的满是人间的烟火味，却无半点追名逐利。

全文的最后一章“爸爸的花儿落了”是我感触最深的一章，
写出了作者所感受到的那种影响自己一生的最真挚的父爱。
当我读到“夹竹桃是你爸爸种的，带着它，就像爸爸看见你
在台上一样”，就明白父亲不能看见女儿上台做代表，仅仅



以一朵夹竹桃衬托女儿渴望父亲去看的心情。作者一直以来
都把父亲的话铭记于心，努力拼搏。文章写英子父亲病危，
以花暗示了父亲的病情加重，直至死亡。英子不再逃避现实，
她镇定地接受了事实，决定担负起帮助家人的责任，长大就
意味着不再让人担忧。文中以“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
是孩子了”结尾。是呀，长大了就得负责任。虽然生活的重
担压在了幼小的生命的肩上，但是人的心灵已经长大，不再
任性。

我推荐大家看一看这本书，他一定会给予你很大的帮助，还
可以让你明白很多的道理。

城南旧事读后感篇十

这是第二次写这本书的读后感，去年夏天，是我第一次阅读
完整本书的时候。

在童年的屋子里，聆听窗外的蝉鸣，阵阵风撩起窗子的帘布，
绿油油的树映入眼帘。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将《城南旧事》
翻到了最后一页。

与其说它是一部书，不如将它定为回忆更好。

它是怀旧的，其中的情节却又是那样的井然有序：慢悠悠的
驼队、缓缓地童年岁月、漫漫的一些人及事......

回忆是有些暗淡的，因为它是已逝的岁月。但在这本书里，
我读到的却是积极、是向上。用一种乐观的态度来对待自己
的过去，宛如一部淡雅、含蓄的诗，就是这本书的意义所在。

想起我，也许，这种积极与乐观才是我最应该学会的。

首先接触到这本书中的故事就是《冬阳童年骆驼队》。那种
淡淡的感觉，吸引了还在四年前的我。听着老师对这篇课文



的剖析，思绪却又回到了那些日子。

或许就是这种淡然，让我仿佛拥到一种真实的，却无法用言
语表达的感觉。

又或许现在的人们太匆匆，整日奔波于“三点一线”之间而
少了回忆。

“轻罗小扇扑流萤”、如此的雅趣，我是羡慕之极。尽管寂
寞，却能在于自然地亲近中寻找真正的童年。暗夜，萤火虫
的点点荧光散发着，拿着小网，蹦蹦跳跳，只为追那比你还
要灵快的萤火虫。

我愿拥它入怀，因为不论第几次阅读，都将给自己最珍贵的
回忆。

因为，我就只是茫茫世界间的一粒小小星辰，要想使它发亮，
就要用乐观、积极、回忆点燃。我想，我在它身上学到的，
终身受益。

有时，请放慢脚步，漫步于林间，回想起童年，追逐于童年。
正如作者所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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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他们写下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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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海音。”

<

城南旧事读后感篇十一

闲来无事，我又从书架上拿起了这本熟悉的《城南旧事》。



这本书从最纯真朴实的语调描述了主人公小英子在北京城南
院里的成长往事，虽然我已经读过许多遍了，但书中人物那
一言一行仍时时感染着我，影响着我。

自从读了《城南旧事》之后，《送别》这首歌便环绕在我耳
边，令我想起英子童年的一切。惠安管门口疯女人的一笑，
草垛里蹲着的年轻人，与德先叔离开的兰姨娘，回到故乡的
宋妈，喜爱花朵的父亲，这一切一切，都是那么清晰，却又
是那么的模糊。

书中的主人公小英子，是我最喜欢的人物，我敬佩她的胆识，
虽然年纪小，头一次邂逅妞儿就替她解围，并且帮助她找到
了亲生母亲;还帮助自己的妈妈保证了婚姻??。不过令我印象
最深的还是英子12岁时父亲去世的经历，作者林海音以英子
的视角从夹竹桃的花落了，暗喻父亲的离世。英子没有因为
父亲的离去而失去了对生活的信心，恰恰相反从那一天起，
英子真正地长大了，在她稚嫩的肩膀上扛起了为母亲分担养
育弟弟妹妹的重任，她是一个面对生活非常积极主动的女孩。

书中的一切是那么的杂乱，又是那么的有序。它虽然记录了
许多不同的人物，但每一个却都给人们留下了无法抹去的形
象。就像兰姨娘，德先叔，年轻人，宋妈一样，他们都被当
时的社会所唾弃，可他们最后还是以一种最高尚的身份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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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争斗;在童年只有欢
乐，没有悲伤;在童年只有欢聚，没有离别!

童年是人生的“第一步”，也是回忆的开始，也是乐曲的前
奏。充满着无限怀念。林海音的童年已经永久地过去了，希
望大家珍惜这宝贵的童年，珍惜这一分一秒的快乐时光，充
分利用童年的每分每秒，不要留下遗憾。童年是多姿多彩的，
它像天上的星星那么的绚烂，像刚刚绽放的花朵那么妩媚多
姿;童年是快乐的像乐谱上跳动的一个音符那么活跃。



请大家记住自己的这段纯真的童年时光。记住儿时玩耍的伙
伴;记住充满友情的校园;记住童年动听的歌声;记住童年的一
切一切。

城南旧事读后感篇十二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
徘徊……“这首让人回离别的歌谣在《城南旧事》中不时出
现。

《城南旧事》读了后，感觉到有一种现实世界所缺少的东
西——真善美。书的作者是林海音。林海音小时候的趣事，
让人仿佛回到了那个令人陌生但并不久远的年代。这本书不
但道尽了小孩子之间纯真的友谊，还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穷苦，
没钱的无奈，人与人之间各种离奇的琐事，还有封建制度的
黑暗。

书中的”惠安馆“说是英子和秀贞及妞儿之间的故事，让人
感动。小孩子的勇敢，小孩子的机智，让人回味无穷，同时
又反思自我。

林海音的文章，还有那些蕴藏在书里而后经典图画，而那图
画是一种典雅美的线条勾勒出来的黑白画。那种充满哲理的
色彩，尽管只有两种颜色，却也体现了善恶美丑，酸甜苦辣，
让人进入一种能从客观和当局者的角度来体会其中的精妙绝
伦之美。图画和文字和交织，眼前看到的是像电影般活灵活
现的画面。英子，一个奇特腼腆而且善良守则的人物性格被
刻画出来了。

英子和妞儿的情分十分深，只不过遭到了棒打，那就是妞儿
的不幸遭遇所带来的影响。后来母女重逢，但造化弄人，秀
贞，这个妙龄清纯的良家女，也许是因为”错爱“落到了如
此下场。



英子情感十分突出。她帮助妞儿母女重逢，还把妈妈的手镯
给他们做盘缠，让他们逃离苦海。英子的品格，纯真可爱，
没有杂糅东西，叫我感动。

《城南旧事》绝不是一本回忆录，它是名篇佳作，以它独物
的特点，洗涤人的自私心，让人受到教育。我读林海音的书，
的确让人感受它的优美典雅，沉醉其中。

城南旧事读后感篇十三

一滴清水，可以折射太阳的夺目光辉，一本好书，可以净化
美好的心灵。《城南旧事》一书，作者是林海音，内容是讲了
“我”小时候在家乡北平的童年生活，直到小学毕业父亲得
肺病去世的时候，花儿也落了，“我”的童年结束了的故事。
一个“旧”字，让我想到古城残片、落在雪堆里的枝条、在
墙角的枯叶。

童年，一去不复返，就像昨天已经过去，就再也不可能有昨
天了，童年，也是一个梦的符号，错过了童年，也就错过了
最美好的人生了啊!在书里，讲了几个鲜明的人物：曾祖母、
曾祖父、母亲、父亲、兰姨娘、德先叔、宋妈、秀珍、胖
妞……他们各有各的特点。

最让我感动的部分是“英子的乡恋”，讲了“童玩”，“童
玩”二字，让我想到了我印象最深的“冬生娘仔”，它是那
时孩子们唯一的布娃娃，它像一个书包、一本书、一张图画
一样珍贵，甚至比现在的娃娃还要好许多许多倍，还有许多
游戏，比如：剪纸，就是把彩纸放在一起，剪出不同花样，
每有喜事时，喜欢剪纸的孩子们就会帮大人们剪。

长大后，英子就离开了家乡北平，到外地工作，但是，她永
远没有忘记自己的家乡北平，一次次地回到家乡，又一次次
地离开家乡，兰姨娘走了，宋妈也不在了，只有母亲还在身



边。乡恋啊!不仅仅是对亲人的思念，也是对景物的思念。乡
恋，是人们美好的感情。每个人都请记住乡恋，这是对将来
的一种向往。英子在心中一直想着一个人们永远都忘不了的
两个字“乡恋”。

有一本书，没有作者，书中也没有一个字，读过这本书的人，
就会懂得一些哲理，并善于发现，从而走上了成功之路，许
多名人都善于读这本书，从而走上了名人之路，这本书谁都
有，而且天天离不开它，这本书有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
人生。

每个人都有一次人生的机会，如果你不懂人生，那么就会失
去这次机会，你懂人生，就会获得人生给你的无边无际的快
乐，人死了不能重生，所以，我有句话要告诉大家：人生如
河流，要珍惜人生，不要让它白白浪费掉、消耗掉，让我们
大家一起守护这属于我们的青春吧!

文档为doc格式

城南旧事读后感篇十四

小时侯爱听故事，爱问“后来呢？”，爱帮助人，动不动就
拍拍胸脯，说一句“包在我身上”，不懂大人为什么会互相
讨厌对方，因为在“我”的眼里，他明明是个好人啊。看不
明白大人们为什么人前一套，人后一套，“我们”在一起玩
时，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即使闹翻了，哭鼻子了，到第二
天还是一样在一起嘻嘻哈哈。

为什么我们总是羡慕孩子的无忧无虑，那是因为他们的世界
里没有戒备，没有心计，只是单纯的。

“看见东阳下的骆驼队走过来，听见缓慢悦耳的铃声，童年
重临于我的心头。”



城南旧事读后感篇十五

这是我第二次读《城南旧事》这本小说了。

小说的主人公林英子童年时曾跟随父母漂洋过海，从台湾迁
居北京，住在北京城南的一条小胡同里。小说就是写的主人
公林英子的'这一段生活经历，表达了林英子对童年生活深深
的眷念和对故土的思念之情。

小说中，林英子的这种情思浸润在字里行间，时时让我感动。
此外，让我感受最深的还有“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
小孩子”这一节。

林英子要代表全体同学去学校总部领取毕业证并且要在大会
上代表大家致谢词，这是班主任交给她的一个光荣的任务，
可是她有点紧张，甚至有些害怕。想要爸爸陪她去，她觉得
有爸爸在台下看着她，她才会有勇气。不巧的是爸爸生病了，
病得很厉害。看到女儿焦虑忐忑的神情，爸爸语重心长地说：
“英子，不要怕，无论什么困难，只要硬着头皮去做就闯过
去了。”英子带着爸爸的鼓励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读到这里，我对英子的爸爸产生了由衷的敬意。他对英子的
鼓励让英子有了前进的动力，他自己在面对病魔时的那种坚
强更是一种无声的语言。有这样的爸爸，一定会少了许多成
长的烦恼。由此，我不禁想到自己的爸爸。

爸爸是农民的孩子，全凭刻苦努力实现了自己的理想。爸爸
成了一名优秀的警察，每天早出晚归，值晚班的时凌晨才能
回家。尽管这样辛苦，他还坚持每天送我上学。每当我学习
上遇到困难时，他总会耐心地辅导我，让我豁然开朗;每当我
心情郁闷时，爸爸总会鼓励我、开导我，让我振作起来。爸
爸用他坚实的脊背扛起了一个警察的责任，也扛起了这个家
的责任。我从爸爸身上学到了勤奋，学会了担当。



英子的爸爸让我更爱我的爸爸，英子完成任务的经过也让我
深受启发。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勇敢面对，不能退缩，
这样才能成功。我想，即使没有成功，能够吸取失败的教训，
那也是成长的过程。

第二次读这本小说比上次的感受更多，也更深刻。莎士比亚
曾说：“书籍是全人类的营养品”，的确如此。以后，我会
读更多的书，从书籍中吸取更多的精神营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