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童年九章读后感(汇总10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
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童年九章读后感篇一

每个人都有值得自己回忆、值得自己珍惜的美好时光，对我
来说，童年是我最宝贵的收藏。马克西姆高尔基的小说《童
年》却是他的一段悲惨遭遇，更是一段难忘的回忆！然而，
苦难的经历对于成功者是一笔财富，无数曾失落的梦会成为
他生活和文字巅峰的一颗闪耀的明珠！

作者真实地描述了自己苦难的童年。在外祖父家中，他看清
了周围的一切：贪婪、残暴和凶狠。泯灭人性的外祖父，经
常毒打外祖母，年老落魄后竟利用自己的名誉换得金钱；两
个自私自利的舅舅更是青出于蓝更胜于蓝，打死了妻子；就
连孩子也参与这场权利之争……在这个家中，是美丽善良的
外祖母点燃了阿廖沙的生命之灯，就如文中所描述的一
样“在她没来之前，我仿佛是躲在黑暗中睡觉，但她一出现，
就把我叫醒，把我领到光明的地方……”，外祖母是阿廖沙
的所有精神支柱，也潜移默化地教他做一个不向丑恶现象屈
膝的人；而他唯一的朋友——茨冈，给了阿廖沙真正的友情。
阿廖沙从家人的一些“奇怪”的举动中懵懵懂懂地明白了一
些道理，但他仍旧保持着生活的勇气和信心，并逐渐成长为
一个坚强、勇敢、正直和充满爱心的人。此书生动地再现
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俄国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

《童年》记载了高尔基儿时的一些故事，虽然中间掺杂着一
些苦涩，却更多的是讲述做人的道理。经历苦难，经历磨难，
对于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不是说不经历苦难，不经



历磨难就不能成功成才，但经历了苦难和磨难可以使人积累
经验，增强毅力，从而使人更加懂得热爱和珍惜自己的事业
和生活，也更加懂得如何做人和处世。苦难是成功的养分。
高尔基在艰苦的环境下不向命运低头，在与命运的斗争中他
深入俄国社会的最底层，和各个阶层、各种人物接触，饱尝
生活的艰辛，从而不断地丰富了他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
成就了一名举世瞩目的文学巨匠。我深深敬佩他这种伟大的
精神！

如今的青少年都是泡在蜜罐里长大的，苦难对于我们来说，
简直只是一个简单而又遥远的名词罢了。我们没有忍受过饥
饿的历史，不知一粒米的可贵；没有受过寒冷的考验，无从
得知温暖的含义；没有尝过寄人篱下的滋味，想象不到受人
白眼和听人风凉话的苦楚。于是，当苦难来临时，常常被命
运打倒。

“梅花香自苦寒来”！新一代的青少年朋友们，我们应该勇
于接受磨难。诚如高尔基，在经历过人世间最大的贫困、最
大的痛苦后，成就了他最终的辉煌。

让我们勇敢地面对生活，挑战命运吧！不经磨难，何来辉煌！

童年九章读后感篇二

《肩上的童年》我整整读了三遍，这是曹文芳用童年讲述的
美丽故事，她用平凡的生事写出了不平凡的文字。

“一张枣红色的古床，雕花栏杆，床檐和床前两侧嵌着镂空
花板。”这是我喜欢的句子，我可以感受到作者的那份回忆
和留恋。

这个顽皮、可爱的小姑娘，曾经为了西瓜而大哭，因为黑夜
而害怕，但时间是挡不住女孩的渐渐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
哥哥的邀请换来的重病，母亲的悉心照料，没有回报；父亲



走了，哥哥在父亲奄奄一息的时候仍没有回来。

父亲火花的当天，全村人都早早起来，为他们的老校长做最
后的送别，就这样父亲享受了全村人中最高级别的送行。这
本书有着作者的很多感情，但归根到底，这本书是为了她死
去的父亲而写的。

从书中我读到了很多，人生的大起大落真是太快了，天真、
同情、快乐、悲伤，是这本书，将人生的所有感情都融汇在
一起。我应该向曹文芳学习，怎么在悲痛中寻找快乐。

童年九章读后感篇三

这半年我一直陷入自己的情绪中不能自拔，无论看什么书总
是认识字，但书的内容无法入脑，更别说入心了。《解析童
年》一书在李老师通知的第一时间内，我把它买了回来，并
立即认真地去读它，但很无奈《解析童年》一书的内容仍是
无法入脑，读了一遍，作者说了什么，我没有一点印象。我
知道我的状态束缚了我，目前不适合读书，于是就把《解析
童年》束之高阁。

7月7日看到李老师提醒要交读后感的群邮件，我又立即把
《解析童年》找出来，但这两天事情比较多没有来及看，今天
（7月9日）早上我6点起床后又记起了读后感的事，就立即从
序言看起。不知道是早上比较静的原因，还是要交作业的压
力，今早比较进入状态，作者的序言深深地开启了我的认同
感，当我读到“深刻领悟教育者的内核，在于修为自我。深
刻领悟到做一个好父母，亦在修为自我。”时，我大脑进行
了如下的头脑风暴：

哪些部分需要修？为什么要修？和孩子对立的部分，控制孩
子的欲望、念头，引起自己负面情绪的部分要修。为什么和
孩子有对立，为什么要控制孩子，为什么会引起负面情绪？
因为那个时刻我的内在只有恐惧没有爱。爱的特点是平静、



接纳、包容、同理心，有效转化，而恐惧的特征是不安、对
立、控制。是我在恐惧，所以只能修我自己。如何修？感受
自己恐惧什么，接纳那份恐惧，然后审视自己恐惧的对象是
否是真的和带给我恐惧的观念是否正确。

我知道我现在仍没有状态用心把此书读完，不过今早这一小
段脑震荡足矣，关键是接下来践行这次的脑震荡，觉知自己
的言行，情绪，修为自我。孩子是一面镜子，完全反映了父
母的内在状态和家庭环境，孩子辛苦的表演也只是为了帮助
我们认清我们的内在状态，唤醒父母心中的爱。如果我们不
体会孩子的表演，就太辜负孩子的那份爱了。我决定从此刻
开始以家庭为道场，以孩子为老师，用林宗显老师亲子沟通中
“镜子投射沟通指令”进行一场内在的修行。镜子投射沟通
指令如下：

1、从孩子身上我看到了什么？

2、从孩子身上我看到我自己怎么了？

3、从这些事件中，我看到了什么？

4、从这些事件中，我看到我自己怎么了？

5、孩子透过这些事件，想告诉我什么？

当我写下这些文字时，我的胃在翻腾；从颤中穴到喉咙堵塞
得厉害，尤其是喉咙感觉发炎了，肿胀，想吐但又吐不出来；
背和肩膀疼痛；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无助和悲伤，泪在眼里
打转，想哭又哭不出来。

此刻我更确定不是孩子需要这次的夏令营我陪孩子参加，而
是我需要这次的夏令营孩子陪我参加。我也更确定这次夏令
营我想要什么：给自己放个假，和自我来一场约会，在海边，
在游乐场，和我的内在谈一场恋爱，而孩子是那个见证人，



老师和同伴是那一道道风景。感谢我的孩子和爱人给我参加
夏令营的机会，感谢丫丫老师在我恐惧一个人带孩子出远门
时给我的鼓励和支持，感谢这次夏令营的筹备者，参与者，
您们共同的努力和付出使夏令营即将举行。

童年九章读后感篇四

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如今，童年已经随着时间慢
慢地流去。每当回想起自己的童年，就想到《童年》这本书，
想到书中赵斌有一个令人感慨，令人欣慰的童年！

书中的赵斌，生活非常的艰苦。家里有三个哥哥，一个幼小
的弟弟。大哥在小学当老师，二哥在念高中，三哥在乡中学
念初中。不久，妈妈因病过世了，赵斌悲痛不已。三个哥哥
不在家，所以赵斌只好和爸爸一起在家照顾弟弟，一起干活。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赵斌也该上学了，可是家里没怎么
多钱，所以大哥就在家教赵斌读书学习，哥哥认真地教，弟
弟就专心地学，就这样，经过了他的刻苦专研，终于踏入了
初中的校门。

赵斌告诉我们：苦难，也是一所学校！童年是属于自己的，
我们要好好珍惜，好好面对，千万别错过！

童年九章读后感篇五

这几天，我阅读了童年这本书的第1、2、3章。虽然读的不多，
却有很大的感触。

前三章主要讲了阿列克谢自幼丧父，缺少父爱，一向和母亲
外婆一起生活。他们乘船去找了阿列克谢的外公，认识了他
的两个舅舅和“小茨岗”。阿列克谢觉得到了外公家后，生
活就不一样了。他的两个舅舅有时势不两立，有时又同仇敌
忾，性格怪异，经常让人摸不着头脑。他的外公有时和蔼可



亲，有时又凶得像头狮子。在外公家里有不少喜怒哀乐，他
们之间也经常发生“战争”。

我的童年要比高尔基的童年好得多，我的欢乐远比痛苦多，
生活在一个温馨的家庭里，我不但有父母，爷爷奶奶，外公
外婆也时时刻刻的关心着我，相比较起来，我生活的太幸福
了。阿廖沙的周围的人，除外婆外，待他都不是很好，外公
也会常常因为一些小事而狠打阿廖沙。

我此刻的年龄和阿廖沙相仿，但生活状况却有很大的差异。
阿廖沙的生活状况那么艰苦，但也努力创造完美生活。我生
活在这么优越的生活环境下，我不能比阿廖沙放松一点，我
要努力学习，因为我有幸福的生活，良好的生活环境，也有
精致的学习材料，我更得好好学习，长大了为自己的祖国做
贡献。

阿廖沙的经历也是高尔基童年的真实写照，高尔基勤奋学习，
刻苦钻研，经过自己的不懈奋斗，最终成为了列宁口中
的“无产阶级文学最杰出代表”。他在年轻时当过码头搬运
工、面包师傅、杂货店伙计、园丁和守夜人，也拾过破烂儿，
但这都没有阻挡他的梦想。

我必须要好好学习，不负这完美的年华！

童年九章读后感篇六

《童年》是苏联作家高尔基的代表作，讲述了主人公阿廖沙
在外祖父家的点点滴滴，同时也展现了19世纪末俄国社会的
广阔社会画卷。

《童年》这本书讲述了一个三岁丧父的孩子，他由他的母亲，
带到了他从未去过的外祖父家，外祖父是一个自私残暴，野
蛮粗暴的小染坊的主人；外祖母是一个和蔼可亲，心地善良
的女人；舅舅雅科夫和米哈伊尔同样的自私自利。



童年应该是幸福的，应该受到亲人的关爱，但阿廖沙的童年
是不幸的，阿廖沙的外祖母非常疼爱他，并且经常讲述美好
的故事让他开心。可同时他也亲眼目睹了两个舅舅为了夺得
家产，经常大打出手、明争暗斗，在这种生活中，早已经在
他的心灵上留下了印记。

童年是一副五彩缤纷的图案；童年是和蔼欢快的乐曲；童年
是一道七彩的路。童年是那么的美好，虽然阿廖沙的童年不
幸，但它却像一颗灿烂的星星，永远保持着初心，这正是我
要学习的。

童年九章读后感篇七

今夜，月光皎洁，我独自倚靠在窗前回味今天刚读过的高尔
基的《童年》，令我不禁遐想连篇。

一提起童年，相信所有的人都会欣喜万分，因为童年那无忧
无虑的生活是美好的，我们可以无忧无虑的玩，可以肆无忌
惮的笑，因此，可以说童年时令人向往的天堂。然而，在高
尔基的童年生活里却让我们见到了一个让人一想起来就不寒
而栗的新版人间地狱。

高尔基从小就生活在黑暗的外祖父家，在这里，高尔基每天
都得生活在舅舅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争吵的面红耳赤的环境
里，还得和自私小气的外祖父交往。因此，可以说，他的生
活里除了黑暗就是浑浊，只有慈祥善良的外祖母让他看到了
生的希望，在外祖母的言传身教下，高尔基成为了一个善良，
勇敢的大作家。

在这样黑暗的环境里，高尔基竟能不被家庭环境所影响，成
为一个伟大的人，这无疑是一个奇迹，然而我想，奇迹的塑
造离不开外祖母的教导，更离不开高尔基能够坚定立场，不
受家庭影响的好品质。



和高尔基相比，我们是生活在天堂的孩子，我们有良好的学
习环境，我们有疼爱自己的父母，有一个温馨的家，然而，
为什么我们却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人呢，这无疑是一个值得
我们反省的问题。

是由于你不够聪明吗？但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不是的，
是由于你不够聪明，极容易被身边的不良风气所影响，结果
你由乖巧听话的好孩子变成了社会上的人。我曾听说过这样
一个故事：

曾今有一个出来名的三好学生，在家时父母的好孩子，在校
时同学们学习的好榜样，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好孩子，看见社
会上的一些小混混们抽烟，喝酒，觉的好帅，在好奇心的驱
使下便和他们一起玩，混，甚至逃课上网，没钱了，就头家
里的钱，学习成绩下降了，他视而不见，最终由于出于哥们
义气，群殴打架，造成严重后果而被警察捉捕，那一刻，他
后悔了，可惜，晚了。我想，如果面对生活中的不良诱惑，
我们能像高尔基一样坚定自己的立场，那么，生活中就会少
一些这样的悲剧。

古人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当然，这句话不无道理，
然而，当我们面对生活中的墨时，如果能像高尔基一样做
到‘出於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那么你将能化黑暗为光
明，化污秽为圣洁。

都说艰苦的环境是造就伟人的舞台，而幸福的环境是摧残人
才的祸害，我想这大概就是为什么自古伟人多出在贫苦人家
吧。我们是幸福的90后，可是，我们又有多少人能珍惜这大
好的机会，好好塑造一个完美的自己呢？在幸福的年代，我
们更应该继承高尔基坚定立场，不说外界影响的好品质，用
它去打造自己，塑造一个崭新的自己。



童年九章读后感篇八

我爱童年，是因为它快乐、幸福，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不
必管人世间的善恶美丑，也不必管社会的黑暗腐败……而高
尔基的《童年》则是一个完全相反的例子，没有孩子的天真，
活泼，只有每天数不尽的工作，可孩子们却从来没有抱怨过
一句，让我感慨万千。

主人公阿廖沙在7岁就失去了父亲，母亲不堪重负，离家出走。
阿廖沙寄住在凶残的外祖父家。美丽善良的外祖母点燃了主
人公阿廖沙的生命之灯，他受到了外祖母所讲述的优美童话
的熏陶。他得到外祖母的疼爱的同时也亲眼目睹两个不分善
恶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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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亲人的死亡都不能换来家庭的和平。这
种现实生活中存在、并时时发生的善与恶、爱与恨在他幼小
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地印象。阿廖沙从家人的一些“奇怪”
的举动懵懵懂懂地明白了一些道理，他保持着对生活的勇气
和信心，逐渐成长为一个坚强勇敢、充满爱心的人。

读完此书，我掩卷遐思：是什么使阿廖沙在艰难困苦的生活
中茁壮成长而 “出淤泥而不染”呢？我发现，阿廖沙虽然对
自己所处的黑暗生活充满了愤怒，厌恶与忧虑，但在这个黑
暗的家庭里，有一位勤劳、坚强、善良的外祖母。她常常给
阿廖沙讲好听的神话故事，也潜移默化地教他做一个不想丑
恶现象屈膝的人。

和阿廖沙相比，我们是幸福的，我们的童年的灿烂的，多彩
的，泡在蜜罐子里成长的我们拥有美好的家庭，快乐的生活，
好多好吃的零食、好看的衣服……但我们似乎并不知足，我
们总是奢求更多，与同学比吃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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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
该不再浪费，我们应该学会珍惜。



朋友们，让我们从今开始珍惜童年，珍惜如今这美满、幸福
的生活！

童年九章读后感篇九

《童年》是高尔基所著，它与《在人间》及《我的大学》被
人们称为“自传体三步曲”。我读完《童年》，觉得它记载
了高尔基铅一般沉重的往事。

当我读到这样一段话的时候，深有感触：

“我们的生活是令人惊奇的，这不仅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这
层充满种种畜般的坏事的土壤是如此富饶和肥沃，而且还因
为从这层土壤里仍然胜利地生长出鲜明，健康，富有创造性
的东西，生长着善良的人所固有的善良，这些东西唤起我们
一种难以摧毁的希望，希望光明的，人道的生活终将苏
生。”开始我还不太理解，后来我才渐渐明白：它是想要告
诉我们新的一代是如何坚忍不拔地顽强生长，并且对美好的
生活充满向往，把正在沉睡的民众唤醒。我想这也是高尔基
创作这本书的另一个用意吧。

童年九章读后感篇十

童年是一条五彩的河，童年是一个美丽的世界。童年是多么
美好，但是当我读完了前苏联著名文学家高尔基笔下的《童
年》以后，却感受到了一种别样的童年。

主人公阿廖沙的童年是悲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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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中有一个片断是这样描述的：“在外祖父的家里充满了仇
恨，有一次吃饭的时候，我的两个舅舅为了我妈妈的嫁妆归
谁所有争吵起来，一个舅舅给了另一个舅舅一个耳光，这时，
我躲在炕上，不小心把熨斗碰掉在水里，外祖父大叫一声，
快滚。我很委屈，没有说话的份，还怕外祖父打，只好急忙
离开厨房。”我想：阿廖沙周围的人都是那么的自私,贪婪,
充满了仇恨，阿廖沙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该是多么痛苦啊！
正如高尔基在作品的开头就写到：“有时连我自己也难以相
信，竟会发生那样的事。有很多事情我很想辩驳、否认，因
为在那‘一家子蠢货’的黑暗生活中，残酷的事情太多
了。”

之后，阿廖沙离开了外祖父家，独自一人踏上社会。他曾在
许多地方打过杂，在这期间阿廖沙饱受欺辱，但他还是熬了
过来。因为他被自己坚强、不屈服与困难的精神与信念一直
支撑着。

读着这本书，我也想起了自己即将逝去的童年，我的童年是
多么幸福，我生活在爱的世界里，社会是多么和谐，周围的
人是多么善良纯洁，这里没有抽人的鞭子，没有殴打的拳脚，
没有仇恨，没有贪婪，没有乖戾，更没有层出不穷的暴行和
丑事。我们从来不用考虑衣食住行，有爸爸妈妈在呵护着我
们，为我们遮风挡雨。有老师关心着我们，我们是多么幸福
呀！但拥有着这些，我们并不知足。我们总是奢求更多。读过
《童年》之后，我们应该开始满足自己的幸福生活，应该学
会珍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