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童年读后感插图(大全8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
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下面是小
编为大家带来的读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童年读后感插图篇一

最近，我读了高尔基的著作《童年》，书中形象地描绘了主
人公阿廖沙悲惨的童年。阿廖沙父母双亡，而外祖父脾气十
分暴躁，只有外祖母疼爱他了。外祖父不太喜欢他，两个舅
舅更是讨厌他。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他却走过来了。

其实，阿廖沙的原型就是高尔基本人，高尔基借阿廖沙这个
人物来描述自己的童年。这令我深深地体会到了当时那个年
代的人的丑陋面目。高尔基的童年跟我们现在比起来，实在
是太悲惨了!

再看看我们，我们多幸福啊，被父母宠着。每天坐在宽敞明
亮的教室中，听着老师讲课;回家有大鱼大肉等着你品尝;你
想要什么，就给你什么;如果有人欺负你，大人会毫不犹豫地
狠狠地教训那个人一番。

高尔基这种坚强的品质值得我们的学习，因为童年的艰苦生
活，他获得了坚强的力量，最终于成了一名伟人。他的这种
坚强不屈，敢于面对困难并勇于克服苦难的精神是我应该好
好学习的。

我看完了高尔基写的《童年》三部曲中的《在人间》这一章
后，非常深切的感到高尔基的童年是那么的不幸。

那是在高尔基十一岁的时候，他的母亲不幸去世，而外祖父



也在家道中落。他无法再继续过寄人篱下的生活，便走入社
会，独立谋生。他先后在鞋店、圣像坊当过学徒，也在绘图
师家、轮船上做过杂工，饱尝了人世间的痛苦。

当高尔基在轮船上当洗碗工时，终于结识了正直的厨斯穆雷，
并在他的帮助下开始读书。此后，在善良的裁缝妻子，美丽的
“玛尔戈皇后”的帮助下，在书籍的帮助下，小高尔基在书
籍的海洋里越游越畅。正是这些书籍，开拓了他的`眼界，激
发了他对正义和真理追求的决心。于是，在五年以后，高尔
基怀着进大学的希望去了喀山。

我们现在衣食无忧，娱乐产品一大堆，还时不时的抱怨，抱
怨这个菜不好吃、那个菜不好吃，拿我们的生活和高尔基小
时候相比，我们又有什么话好说呢?所以，好好珍惜现在美好
的童年时光吧!

和家人买东西的时候，你是否挑三拣四?我们不贫不富，和高
尔基比，大家幸福多了!

高尔基出生在一个木工家庭。5岁时，父亲病故了生活更加艰
难了，他和他妈妈就住在外祖父家里。由于家境贫寒，高尔
基上学只好穿母亲的皮鞋，外祖母的外套，黄色的衣衫和散
腿裤子。

这样一身五颜六色的不协调的装扮引来同学们的嘲笑。有的
同学还给他起外号。和高尔基相比，我们穿的都是自己的新
衣服，有的还是高档的衣服。想到这里，我不禁有些惭愧，
因为尽管有那么好的条件，我们却身在福中不知福。常常挑
三拣四，有的衣服穿的次数多了就不愿在穿。

捡破烂换来的钱成了高尔基的学费来源，但是学校里那些有
钱人的孩子并不理解高尔基的行为，反而嘲笑他，说他身上有
“臭”味。我觉得并不是高尔基的身上有臭味，而是那些有
钱人的孩子故意嘲笑高尔基，他们才显得“臭”。高尔基把



别人的嘲笑变成催促自己努力学习的动力。他发奋努力，刻
苦学习，终于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受到了老师和同学的喜爱
和尊重。

我合书沈思，不禁思绪千万。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自己值得回忆的，值得珍惜的美好时光，
对于我来说童年也会是我最宝贵的收藏，就高尔基写的《童
年》这本书来说，童年应该是他一段悲惨遭遇，一段深情的
回忆!

《童年》是高尔基用自传体写的小说三部曲之中的一部，它
向我们展示了阿寥沙在黑暗社会追求光明的奋斗历程，还有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俄国社会风貌。高尔基3岁时，父亲病故，
而自己的母亲就带他回了娘家，可惜外公是个自私、贪婪的
小业主，但是资本主义俄国的发展打断了外公的发财梦，从
此贫困潦倒，11岁的他被外公赶出家门，开始了到社会上谋
生……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他当过学徒工、搬运工、守
夜人、面包工等。

16岁时，在与命运的斗争中他深入俄国社会的最低层，和各
个阶层，各种人物接触，饱尝生活的艰辛，从而不断丰富生
活经验，而且当时受封建沙皇主义统治的社会十分黑暗，人
们都信奉圣母与上帝，但高尔基不为所动，因为他有自己的
想法，《童年》的主人公阿廖沙不仅是高尔基早年生活的写
照，同时也是俄国劳动人民经过艰苦复杂的磨练后走向新生
活道路的艺术典型。

我们和高尔基比起，简直就是天壤之别，所以我们更应该好
好学习，珍惜现在的美好时光。

高尔基是一位鼎鼎有名的文学家，但大家知不知道，他的童
年非常悲惨，过不上我们现在这样幸福的生活。



高尔基小时候，他爸爸就去世了，他和妈妈便跟着外婆来到
了他外公家。他外公性情暴躁，动不动就发脾气。高尔基感
觉到一股陌生感，连他的妈妈都离他越来越远。到处都有人
在与对方吵架，像战场一样。高尔基的妈妈去外地打工了，
外婆是他唯一可以依靠的人。不久，高尔基的妈妈实在忍受
不了生活的烦恼，在一个中午死了。从此，他成了父母双亡
的孩子。

读完了故事，你一定会为高尔基的童年所叹息吧!他的童年非
常令人难过，根本过不上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我们应该珍
惜现在的生活，有父母的细心照顾，有老师的认真培养，是
过着像天堂般的生活，不要等失去了才后悔莫及。有一次，
我在饭店看见了两位阿姨各带着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

男孩的妈妈给他夹了一筷子菜，并还要夹，他大声喊着不要，
把菜又夹了回去，弄的那位阿姨满脸通红。

过了一会儿，男孩的妈妈出去了，旁边的小女孩问他爱不爱
他妈妈，男孩气愤地说：“哼!还爱!我恨她!”我想：真不应
该这样，他永远理解不了他妈妈的苦心啊!高尔基同他相比，
真有天壤之别。苦难其实是一笔财富，为他以后的人生打下
了良好的基础。

童年读后感插图篇二

高尔基的《童年》举世闻名，在一个平凡的星期六下午，我
翻开那红色的封面，目光凝聚在黑色的宋体字上，情绪也随
着这本书潮起潮落。

第一章的第一个场景，就是阿廖沙的父亲躺在一间狭窄的房
间里，他，已经没有生命了。当时，阿廖沙仅仅只有4岁，想
一想，一个4岁的孩子，面对亲生父亲的死亡，是一种什么样
的心情，我想，那是一种我们无法想象的悲伤。不仅是这种



悲伤，阿廖沙每天都遭受暴力的外祖父的毒打，尽管有外祖
母的关爱与呵护，但这只是重重黑暗中的一个光点。

阿廖沙的童年是在一个小市民的家庭里度过的，贪婪、残忍、
愚昧围绕着他；兄弟、夫妻常常为一些财产吵架、斗殴。有
时候，我都在想，阿廖沙他有没有真正开心地笑过一次，在
这种黑暗愚昧的地方生活，犹如他的家庭一样，如果是我，
说不定会忘记——怎样开心地笑。

相比起阿廖沙，我们的童年是灿烂的，是彩色的，总是无忧
无虑地玩耍，嬉戏。许多孩子的父母根本不舍得打他们，而
他们，也从未尝到打的滋味，更想象不到被鞭子抽的感觉。
我们天天都是衣食无忧的，生活在蜜罐里，与阿廖沙的童年
有着天壤之别，尽管有时会有一些小困难，但这是人避免不
了的。

但拥有这些，我们还不知足，天天想着要拥有最好的，最美
的东西，现在一想，我们实在是太贪婪了。阿廖沙只有11岁，
却能在如此黑暗的环境中悄悄生存下去，不被外祖父，舅舅
他们所沾染。而11岁的我们呢？只享受着父母的金钱和关爱，
看一看，我们与阿廖沙的差别有多大。

那么，就从现在开始吧，满足自己的幸福生活，为了以后，
为了将来，为了我们到“人间”的那一天。

童年读后感插图篇三

《童年》的主人公阿廖沙在7岁父亲去世后，随母亲寄住在外
祖父家中度过岁月。其间，他得到外祖母的疼爱、呵护，受
到外祖母所讲述的优美童话的熏陶，同时也亲眼目睹两个舅
舅为争夺家产争吵打架以及在生活琐事中所表现出来的自私、
贪婪。这种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善与恶、爱与恨在他幼小的心
灵上留下了深刻地印象。



阿廖沙的生活是多么悲惨啊：四岁丧父，跟随悲痛欲绝的母
亲和慈祥的外祖母到专横的、濒临破产的小染坊主外祖父家，
却经常挨暴戾的外祖父的狠打。但善良的外祖母处处护着他。

阿廖沙的生活多么黑暗啊，外祖母——全家人的精神支柱，
她勤劳、坚强、善良，常常给阿廖沙讲好听的神话故事。

和阿廖沙相比，我们是幸福的，我们的童年的灿烂的，多彩
的：每天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中，听着老师讲课；回家有大
鱼大肉等着品尝；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被人欺负，家人会
毫不犹豫地狠狠地教训那人一番……但拥有着这些，我们似
乎并不知足，我们总是奢求更多。因为，在我们眼里，大人
们挣钱是那样的容易，似乎都不费吹灰之力。我们多天真啊！
的确，我们不用像阿廖沙那样只十一岁就到“人间”独自闯
荡。但读过《童年》之后，我们应该悔过自己曾经的奢侈。

所以，我们更要珍惜如今美满、幸福的生活。我们要抓住童
年的尾巴，努力学习，千万别身在福中不知福。这样优秀的
学习环境，这样美好的童年生活，我们再不好好学习，那就
太对不起父母了。

如今，眼看童年就要走了，迎来的是充满活力的少年，让我
们珍惜童年的最后一刻，稍不留神，童年就会离我们远去，
抓住童年最后的时光，留下我们对童年最美好的印象吧！

从现在开始，我们应该珍惜童年，珍惜如今这幸福的生活！

童年读后感插图篇四

童年，一个离我很近的词藻，对我来说，那或许是美好的或
许是烦恼的。但读了《童年》这本书后我就能确定出自己的
童年是美好的，是幸运的。

阿廖沙是《童年》的主人公，一个和乐观开朗、善良正直的



男孩。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便去世了，母亲带着他到了外
祖母家。但阿廖沙的外祖父和他的两个舅舅却非常自私蛮横，
经常毒打孩子，这对阿廖沙来说就是给他的童年买下了阴影。

但令人庆幸的是，阿廖沙的外祖母给他的童年增添了不少色
彩。读了着本书后，我不由得喜欢上了这位慈祥善良、淳朴
的外祖母。记得书中有一个片段是这么说的，在去尼日尼的
路上，外祖母时常给阿廖沙讲故事，还不停地安慰这阿廖沙，
关心这他，每当外祖父要打阿廖沙时，外祖母总是马上冲过
去保护他。

虽然阿廖沙的童年有很多痛楚但因为有了外祖母这样天使般
的任务，才给了他一些童年的美好回忆。告诉了他人间其实
还是有温暖的。

当我看到外祖父用鞭子抽打阿廖沙时，便想起来我的童
年。“吃些虾子，它可以让你的小脑袋瓜变聪明哦!”外祖父
对我说道。

“鱼也好，吃这块儿!这块儿没刺”外祖母也附和着。“嗯，
多吃点。”妈妈抚摸着我的头笑道。

……一句又一句关心我的话，回响在耳边。比起阿廖沙，我
可幸福多了!

是呀，每个人都会得到温暖的，它或多或少，但我们需要的
就是知足。要相信，只要以乐观、知足的心态去面对生活，
总会发现一些亮点。

童年读后感插图篇五

童年是一去不复返的，每个人一生中只能有一次童年。

高尔基早年丧父，从小就遭到了两个舅舅的打骂，不管是犯



大错还是犯小错，都会被两个舅舅毒打一顿，就连两个舅舅
吵架也要连累她，成为他们的出气筒，高尔基每次都是被打
得皮开肉裂。

两个舅舅为了吵分家的架，还带上了高尔基，刚吵完就开始
打他，打一次还不够，还要打上好几次，让高尔基生不如死。
高尔基大小就生活在“人间地狱”当中，每天都被打的很惨，
而且每天都吃不饱和不足很是可怜，但是他一直有一种要活
下去的信念。

高尔基在三年级时母亲也走了，只留下她一个人，这在他的
心中留下了不可擦去的阴影。

我觉得如果我和高尔基交换处境，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死，
而不是像他那样坚强地活下来。高尔基这种顽强的精神和努
力活下去的信念不是一般人能拥有的。

如果高尔基生活在现在，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估计也不会
成为大作家，写出那么多著作了吧！

我们现在的生活已经很幸福了，比起高尔基，我觉得我们应
该感到快乐才对，而不是嫌七嫌八。

读完《童年》，我若有所思，一个拥有悲惨童年，几乎快被
打残的人居然可以成为大作家，作为生活十全十美的小孩，
我们应该去努力，去奋斗，成为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
人。

童年读后感插图篇六

第一眼看到《童年》，是它的作者吸引了我，翻看后，是书
的内容打动了我，使我完完全全的陷了进去，喜欢上了这本
书与这本书的主人公阿廖沙。



阿廖沙在三岁时，就失去了自己的父亲，母亲把他寄养在他
外祖父卡什林的家里，因为外祖父的家业不景气，所以外祖
父的性格变得有些暴躁，而阿廖沙的两个舅舅为了分家和侵
吞阿廖沙母亲的嫁妆而不断地争吵、斗殴。在这个家里没有
和平，只有争吵、仇恨弥漫了阿廖沙的世界，就连小孩子都
受到了毒害。

甚至连阿廖沙的母亲都不堪忍受这种生活，只好抛下阿廖沙
而去。但是在这个污浊的环境里，也还有另外一种人，就是
淳朴、乐观、正直的老工人葛利高里。

每逢节日的晚上，雅科夫就会弹吉他，奏出动人心弦的曲调。
外祖母跳着民间舞，犹如恢复了青春。这一切使阿廖沙既感
到欢乐又感到忧愁。在这些人当中，外祖母给阿廖沙的影响
是最深的。外祖母为人善良公正，热爱生活，相信善总会战
胜恶。只有在外祖母的世界里，阿廖沙才能感到有一丝丝的
快乐。

在《童年》整部作品中，高尔基对外祖母的外貌描写生动而
形象，惟妙惟肖，如“她微笑的时候，那黑得像黑樱桃的眼
珠儿睁得圆圆的，闪出一种难容的愉快光芒，在笑容里，快
活的露出坚固的雪白的牙齿，虽然黑黑的两颊有许多皱纹，
但整个面孔仍然显得年轻，明朗。但这面孔却被松软的鼻子、
胀大了的鼻孔和红鼻尖儿给弄坏了。”看得出，高尔基对自
己外祖母充满爱意及敬意。

虽然他的童年并不快乐，但是他有了能够战胜悲剧命运的巨
大力量！

童年读后感插图篇七

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过自己那丰富多彩的童年，可又有多少人
能够真正的记住发生在自己童年里许多不幸与快乐的事，并
有所感悟。我相信，这少数能够记住这些事的人都可以为人



类，为社会做出巨大贡献。如果你不信，就让我来举个例子
吧!告诉你，在这少数人当中，有大家耳熟能详的著名作家：
高尔基。他曾说过：不要慨叹生活的痛苦!——慨叹是弱者。
所以，在他的童年里，他是“幸福快乐”的!

《童年》这本书里不仅讲述了高尔基自己的故事，还描述当
代社会的腐败现象。其实，高尔基的童年和我们小时候是差
不多的。他也会在晚上睡觉之前，让外婆给自己讲童话故事;
他也对身边各种各样的事物感到好奇;他也经常会和小伙伴们
玩的忘了时间;他也曾想过自己的理想，梦想。可是，高尔基
不像我们那样幸运。我们有疼爱自己的家人;有好地方上学，
读书;还有许多零食，玩具。而高尔基呢?他三岁时父亲死于
霍乱，母亲把他带到外公家生活。就连在外公家他都没过上
多少天“好日子”。在这个家庭里，吵架斗殴是家常便饭，
父子、兄弟之间为了争夺财产而勾心斗角。外公又喜怒无常，
脾气不好，十分容易生气，好几次都把小高尔基打得昏死过
去。但无论这个家庭有多阴暗，总会有一缕阳光照进来，这
缕阳光就是高尔基和蔼善良的外婆。

是外婆这个好心人教会了高尔基怎样快乐的生活下去，所以
高尔基是也个坚强善良的人。读了这本书后，我发现自己大
有收获，不但理解了书中的人物，还想到自己身边的人和事。
首先，让我深有感触的是书中的外公，他是个很特别的人。
他好像一会儿对你很温柔，让人感到万分亲切;一会儿对你凶
巴巴，让人感觉像要吃了你一样。他总对人忽冷忽热的，让
人猜不透他在想什么。其次，就是高尔基最喜爱的外婆了!我
对她印象十分好，因为她不仅做事有条理，还很温柔，就连
说别人时，也像在“开玩笑”，也让人感到非常亲切。还有
高尔基那“脆弱”的妈妈，总让人觉得像一个一碰就碎
的“瓷娃娃”。正因为这样，高尔基从小就很懂事，从来不
让妈妈生气，小小年纪，总想要保护自己的妈妈。在妈妈被
外公或继父打时，他总会挡在妈妈前面，直到被打晕为
止......



其实，我觉得书中的外公也是很爱高尔基的，可能他的外公
本来就是个男人，没外婆那么细心，也不懂得关心人，最主
要的问题是外公他“身不由己”呀!因为当时的社会风气一直
不好，无论是中国，还是国外，他们的思想概念很落后，满
脑子全都是“重男轻女”的思想概念。所以，那时候男人老
是打骂女人，女人们也不敢还手。还有，那时候，总有很多
人闹事，打架，满嘴脏话，让别人不好劝阻。本来，当时有
文化，有素质的人就很少，大家还不珍惜这难得的人才，使
他们自己的祖国变得更加强大，富裕。唉，但就算他们知道
这些也没有用。因为，当时的人一定都十分自私，也不团结，
所以什么事也做不成。光看高尔基小时候就知道了!

连在自己家中都存在着斗争，那还要整天算计别人到什么地
步呀!可不是吗，连对家人都这样，何况外人呢!更别提关心
国家了!这种现象让我十分气愤!虽然现在我们的社会，祖国
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和以前比有很大的不同，但我认为
时代进步的还不够“妙”。因为，我们这个中国是发展的很
快，已经非常之不易。但这也只能算个“好”，没达
到“妙”的境界。大家知道这个“妙”与“好”的差别在哪
儿吗?想必大家都知道“高效”这个词语吧!这个词的含义主
要就是：把事情做的既快又好。这关键在于“快”和“好”
二字。而中国的发展只做到“快”字，还没达到真正
的“好”!只要既快又好，就可以达到“妙”......

同学们，你们觉得高尔基的童年和你们的童年，哪个的比较
幸福?你们一定会毫不犹豫的回答我：当然是我们的童年比较
幸福。虽然我也这么认为，但我要告诉你们：其实高尔基的
童年也十分幸福。因为，他为自己争取过，他争取过自己的
快乐与幸福。悄悄告诉你，如果可以幸福的指数变作幸福的
分数，满分是100分，那其中有80分是自己争取的，只有20分
是别人给的。高尔基只得到了自己争取的80分，别人1分也没
给他。而我们呢?也只能得到90分，却得不到100分。

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别人把20分全都给



了你自己只做到了70分。因为，我们总会对自己的生活有所
抱怨，而高尔基他不会，他总是坚信生命是美好的，生活是
幸福的。

童年读后感插图篇八

读完最后一页，我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想了许多许多，高
尔基的童年是多么黑暗！但他又是多么顽强！

主人公阿廖沙的童年生活是悲催的是黑暗的：三岁时，爸爸
去世，跟悲痛欲绝的母亲和外祖母来到外祖父家，却经常挨
外祖父的毒打，但善良的外祖母老是护着他。在外祖父家，
他认识了很多的亲戚，包括两个自私、贪得无厌的米哈伊尔
舅舅和雅科夫舅舅，两个都叫萨沙的表哥，朴实、深爱着阿
廖沙的茨冈……外祖父家有很多的事，打骂是少不了的，处
在这样丑陋的社会，阿廖沙的心灵会不会也被玷污？但再黑
暗的地方也会有阳光，他身边还有善良正直的人存在，他们
给了阿廖沙信心和力量，使他看到了光明和希望。在他生命
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就是他的外祖母，是她一直给阿廖沙温暖，
一直为阿廖沙着想，她总是给予阿廖沙爱，阿廖沙就像一颗
种子，在外祖母爱的滋润下，发芽了，长成了参天大树，有
了羽翼的保护，阿廖沙的世界就不会再任凭风吹雨打。那个
善良、乐观、富于同情心的“小茨冈”也同样教会了阿廖沙
如何面对生活的艰难，给了他温暖，可是，没过多久，茨冈
却在帮雅科夫抬十字架时给活活的压死了。

这是一部自传体，也就是说高尔基小时候生活在恶劣的环境
下，但长大还能成为一个如此杰出的人，真是了不起！

《童年》，这本书给了我们很多，那坚强不屈、热爱生活，
还是那要抓紧时间，把握未来，都是我们所需要的。让我们
做一个坚强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