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傅雷家书读后感高中生(通用7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
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
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傅雷家书读后感高中生篇一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但是这份经却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傅雷家书》就是其中之一。这本书体现了傅雷先生对儿子
傅聪浓浓的爱意，体现了父爱如山。这本书是傅雷先生从一
九五四年到一九六六年之前对在波兰比赛并留学的傅聪写的
书信。

在书的开头时，写的是傅雷先生的悔过，他后悔自己对傅聪
儿时的严厉，没有给他一个美好的童年，但是他却给了他一
个美好的未来。但是他也在用足够的时间和机会去弥补。傅
雷先生是杰出的翻译家，作家和文艺理论家。虽然他在生活
上并不是算完美。也曾犯下过过错。但可贵的是，他做出了
改变，知错能改。也正是如此，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而可
亲的傅雷先生。这也是他们的家庭最后变得和睦圆满的原因。

在书中，傅雷先生教了傅聪从身心健康，生活和学问之间的
问题，看完了这本书，我们可以知道在傅雷先生的认知里，
营养第一，睡眠第一。重点的计划也是必不可少的。平日也
要有生活规律，学问第一。艺术第一，真理第一。爱情第二。
从中我们也是随处可见一位父亲对孩子的淳淳教导。父亲对
孩子要求很严格，会无比耐心的教导，傅聪怎样生活，怎样
为人处事，如何理财。如何处理感情问题，怎样规划人生等
等。



记得书中有一幕时，当傅雷知道自己的儿子的经纪人为了利
益，给傅聪安排了很多的演出。傅雷就告诉我儿子，一定要
减少演出，他们的演出是给真正有讲究，爱音乐，懂音乐，
会欣赏的人演奏的。这也教会了我们不能为了贪图利益。做
一些无所意的事。从中也可见傅雷教子有方。也可以看出他
怕儿子走弯路，就把自己的人生经验一遍一遍，不厌其烦的
都要儿子絮絮叨叨，说了又说。

傅雷家书读后感高中生篇二

我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捧起《傅雷家书》。这本书凝聚了傅雷
对祖国，对儿子深厚的爱。信中强调的是一个年轻人如何做
人，如何对待生活。傅雷用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教育儿子
待人要谦虚，礼仪要得体;遇困境不气馁，获大奖不高傲;要
有国家和民族的荣辱感，有艺术，人格的尊严，做一个“德
艺兼备，人格出色的艺术家”。

《傅雷家书》，充斥着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期望，关爱及严峻
要求，洋溢着浓浓的父子情深。它让我感到像戏曲那样给人
以脱俗的氛围和无穷的回味。

傅雷把教导子女当成了对社会，对祖国的一项荣耀的义务和
责任。不是每个家长都能把教导提升到这种境界，但对子女
的关切珍爱，却是永恒的，不变的。

我的父亲文化程度不高，常年打拼积累了丰厚的人生阅历。
父亲把教导我当成重要任务，他在我身上耗损的精力和心血
有目共睹。每当亲朋赞赏我取得的成绩时，总不忘夸夸父亲
这个“大功臣”，而父亲满是沟壑的苍老的面容上总会现出
幸福的笑貌。

不知从何时起，父亲开始在我耳边“唠叨”，大概就是些人
生哲理，处事法子。那是，不明事理的我总认为不胜其烦，



常常敷衍了事。不知道傅聪有没有排斥过这种“唠叨”?不过
想来是没有的。他完整的保存了父亲的书信，保存着这笔精
神财富。如今，我逐渐读懂了父亲，也逐渐注重父亲的谆谆
善诱。虽然父亲的说教我无法以书信的形式保存下来，但在
我心中，那永远是一笔无价的财富。

父亲依然忙碌，依然“唠叨”，依然用期待而严厉的目光瞩
目着我。不经意间看见父亲头上有银光闪过，仔细一看，发
现父亲头发又白了几根，眼角的皱纹又深了几分。每当这时，
我都想说：“父亲，您辛勤了大半辈子，该歇歇了。”可愚
蠢的我始终开不了口。

父亲，在我心中，您永远是伟大而成功的。在您的言传身教
下，我会有更大的勇气和气力，去战胜各种各样的魔障，踏
上我的成长道路。

傅雷家书读后感高中生篇三

我读了一本书，叫做《傅雷家书》，这本书让我印象深刻。

傅雷是我国文学翻译家、文艺评论家，他是一个博学，睿智，
正直的学者，极富个性的人。

父亲傅雷对当今中外的文学、音乐、绘画、涉猎广泛，研究
精深，个人的文化修养极高。而他培养的对象又是从小接受
良好的家庭教育，终于成长为国际大师的儿子傅聪。他深刻
懂得，艺术即使是像钢琴演奏也需要严格的技术因素，但绝
不是"手艺",而是全身心、全人格的体现。

读了《傅雷家书》之后，真为傅雷先生对人生的如此认真和
对子女的如此关爱而感动万分。家书中大到事业人生艺术，
小到吃饭穿衣花钱，事无巨细，无不关怀备至。为人父母的
可以从中学习到教育子女的方法，学艺术的特别是学钢琴的
可以从中学习提高技艺的方法，对解放初期至_这段历史感兴



趣的`朋友也能从傅雷这位当事人的描述中得到一些了解。傅
雷的爱子教子精神深深打动了我。

傅雷在书信中善于剖析自己，在子女面前承认错误，从自身
的经历中给出经验和教训。所以，我想读傅雷家书我们读到
的应该就是傅雷自己吧。傅雷在子女的教育上也是因材施教
的，在对傅聪音乐上的教育上，原先是强调技巧、而后反复
要他能真正领悟作品本身。高尚的父母培养出成功的儿女。
傅雷夫妇培养的两个孩子，都很有成就。

读了这本书，让我更多的了解与理解父母。让我知道了子女
要多和父母沟通，相互了解。

傅雷家书读后感高中生篇四

书中所学的《傅雷家书》两则让我们记忆犹新。傅雷和傅聪
父子，不但是生活上的朋友，而且还是艺术研究上的知音。
傅雷以自己深厚的学养，真挚的父爱，倾听着万里之外的儿
子的每一次心跳。预想着前进道路上可能出现的各种困难，
传送着自己惦念和祖国的声音。

看着里面一封一封的信，我不由自主地想到自己。感动只是
在那一瞬间，而傅聪面对这些信时，感动是给予他的安慰。
而对于我，加大了我对读书的渴望。

千叮咛万嘱咐，父母心放不下儿子面临社会的千变万化，如
何应对，作为父母百感交集。用自己的经验，才是天下父母
心中托起太阳的希望。父母走的弯路不希望自己的儿女重蹈
覆辙，希望他们能比自己“更上一层楼”。青春期的我们，
都应该放下逆反的心里，听从父母的教诲，理解父母的苦心。
其实，这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好，为了我们以后的生活更加快
乐。

“望你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研究学问上，多用理智，少用感



情。当然那是要靠你坚强的信心，克制一切的烦恼。”

这段话说出了母亲就是这样关爱我们的。要说还是母亲的心
理，父亲在儿子前途上的用心良苦。母亲在儿子感情了路上
的苦口婆心。唯独我们的学习之路总是被自己的耳朵忽视得
无所紧要，从不在乎父母对我们的期望。

从书中我们谁都能体会到父母对我们含辛茹苦的养育。而我
们每天只是“人身在世，吃穿二字”的想法消遣这时光。每
天就那么一睁一闭地敷衍了之，然后我们活的并不有意义。
就像读书，没有充分利用好自己的有效资源，每天无所适从
地在教室里追逐打闹。六年又三年，人生哪有那么多时间给
我们浪费。在我们即将终老之时想到的是：我们这一辈子到
底活出了一个什么名堂。就那么眼睛一闭，这个世界你还能
再看到什么，还能在享受什么。

现在，不妨学着傅聪，理解傅雷，好好地为自己的读书负一
回责任。这兵荒马乱的青春藏夹着我们太多的歇斯底里，当
天真遇上现实，才明白我们不能这样无所适从下去。

傅雷家书读后感高中生篇五

《傅雷家书》是我国翻译家傅雷先生写给儿子傅聪的家书，
这些家书凝聚着傅雷先生对祖国、对儿子深沉的爱。

傅雷曾在家书中写过这些家书的目的：“第一，我的确把你
当做一个讨论艺术，讨论音乐的对手：第二，想激发出你一
些青年人的感想，让我做父亲的得些新鲜养料，同时也可以
间接传播给别的青年;第三，借通信训练你的——不但是文笔，
而尤其是你的思想;第四，我想时时刻刻，随处给你做个警钟，
做面‘忠实的镜子’，不论在做人方面，在生活细节方面，
在艺术修养方面，在演奏姿态方面。“贯穿全部家书的情意，
是要儿子知道国家的荣辱，艺术的尊严，能够用严肃的态度
对待一切，做一个“德艺具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



家书中，有傅雷先生写于儿子精神消沉时，劝慰他如何面对
感情的创伤，学会泰然处之，这就如细雨款款相待;还有写在
儿子取得了巨大成功，被鲜花和掌声簇拥的时候，激励他保
持谦卑、不惧孤独，勇于攀登艺术的至境，这则满怀欣喜，
激情洋溢。

在书中收录的第一封家信中，傅雷对孩子要求极严，他为人
极为严肃，甚至刻板，不近人情。妻子梅女士是傅雷青梅竹
马的恋人，两人情深意笃，相敬如宾。就连她也说有时和傅
雷在一起是“精神上备受折磨”。傅雷性格倔强，一生追求
艺术第一，真理第一;而傅聪年少气盛，更是一个“吾爱吾师，
但吾更爱真理”的人，所以导致后来的父子反目，傅聪离家
出走。其实还是性格使然。这件事对傅雷的打击很大，在这
封家信里，傅雷表达了一个父亲真诚的愧疚之情。

在整本书中，傅雷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把自己的人生的智
慧、生活的经验、艺术的体会、文化的感悟，都毫无保留地
贡献了出来。他以亲身经历教导儿子做人要谦虚，做事要严
谨，礼仪要得体;遇困境不气馁，获大奖不骄傲。读后感·人
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有成功，也有失败;有得意，更有失
落。因此要以一种达观的心态坦然面对人生的诸多痛苦。这
或许就是傅雷想告诉大家的，生活再苦，也要笑对。

把自己的儿子塑造成符合于自己理想的人物的家庭教育相当
危险，可傅雷成功了。

跟楼适夷说的一样：“这是一部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这也
是一部充满着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我们
能从中学到不少做人的道理，提高自己的道德与艺术修养。

傅雷家书读后感高中生篇六

世界这么大，陌生人总是无法忽视的存在。你不认识我，我
不认识你，两个陌生人仅有的，也是的默契，便是修养。



《傅雷家书》很久以前便有耳闻，母亲也是近乎狂热地崇拜
了好久。它是由次子傅敏将傅雷夫妇在1954年到1966年5月期
间写给傅聪和儿媳弥拉的家信编纂而成，在文坛中也是轰动
一时并且畅销不衰，拥有极高的地位。这些家书开始于1954
年傅聪离家留学波兰，终结至1966年傅雷夫妇“_”中不堪凌
辱，双双自尽。十二年间通信数百封，贯穿着傅聪从出国留
学、演奏成名到结婚生子的成长经历，也映照着傅雷的翻译
工作、朋友交往以及傅雷一家的命运起伏。

这些家书并没有华丽的辞藻或是绝妙的文笔。它们很朴素，
不经脂粉钗环的妆扮，却饱含着一种种鲜明而真实的情感，
或是思念，或是悲伤。傅雷作为一位父亲的复杂心理在寥寥
数笔中浮现——他身为人父，需要在儿子面前树立威严。但
威严就势必会减弱父亲对儿子的慈爱，他会去打、去骂，可
他又想好好去爱、去呵护。

但最让人震撼的，不是傅雷对儿子的情感，而是傅雷对儿子
的教育。傅雷的家教里不仅有音乐、美术、哲学、历史、文
学乃至健康等等全方面的教育，更有着其个人思想的折射。

而其中的一些经验，可能你活完这一辈子也体会不到。

家教好坏的最集中体现在修养上。一个人的修养能完美折射
出一个人的文化、知识、素质，也决定着一个人的性格、境
遇、交际圈，乃至人生。

在中国，日本好像并不受人待见。也的确，他们在战争中的
暴行确实令人发指。但无可厚非的是，日本的国民修养绝对
是要比我们高一大截。日本的文化是从我们中国传过去的，
但区别在于我们把大部分都抛弃了，他们却传承了下来，并
演变成了一种生活的习惯。他们会在称呼彼此的名字后加上
敬语“君”;“谢谢”二字更是不离口;初次见面会想对方鞠
躬，并说上一句“请多关照”。或许有些形式主义，但修养
也正体现在这里。



英国哲学家洛克曾经说：“在缺乏教养的人身上，勇敢就会
成为粗暴，学识就会成为迂腐，机智就会成为逗趣，质朴就
会成为粗鲁，温厚就会成为谄媚。”

你有你的界限，我有我的区间，彼此不逾越，互相不侵犯，
这种心照不宣地为对方考虑，是善意，是默契，是修养。

你我山水相逢，而修养是的名片。

傅雷家书读后感高中生篇七

母爱很伟大，的确，怀胎十月，悉心照料，是世间绝无仅有
而一心一意为你好的爱意;父爱很渺小，不如母爱般显而易见，
却悄无声息，一点一滴渗入你的生活里。《傅雷家书》更多
的是父亲傅雷对两位儿子润物无声的爱。

一九五四年八月十六日晚，傅雷给儿子傅聪写的一封家书提
到傅聪在人际关系中的问题：一是到别人家里，脱了大衣，
却留着丝围巾;二是常常在把手插在上衣口袋里，或裤袋
里……出台行礼或谢幕，面部表情要温和，切勿像过去那样
太严肃。其实这段话放在现实生活当中，对于我，对于很多
人来说，真的很啰嗦，真的会让人极其不耐烦。因为反反复
复都是这几件"小事",父母还要不停地讲，不断地讲，我们自
然会感到烦闷和无可奈何。

我认为傅雷其实是想为傅聪的未来铺下一条更顺畅的路，当
傅雷长大了，出国深造以后，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帮助傅聪走
向所谓的成功。望子成龙的想法如此迫切，傅雷对傅聪的严
厉可以说是"毫无父子之情"的，但这也是一种父爱，一种悄
无声息的另类的父爱，一种以独具个性的方式使傅聪走向成
功的父爱。

我不喜欢这一种父爱，如果把傅雷对待傅聪这一种别致的父
爱放到今时今日，绝不可能成功。因为不是每一个孩子都可



以接受这一种"魔鬼式"教育，因为时代的高速发展，教育需
与时俱进，一成不变，固执己见的教育注定是失败的。

但是，《傅雷家书》告诉我的，更是父爱无声。在现实生活
中，我和父亲相处有些尴尬。几次的大吵大闹，不如我和母
亲几乎每两三天"互怼"易和好。回想起来，我竟从不曾说过"
我错了""我不应该"之类的话，但父亲总是默默地收拾我落下
的淘气与顽皮。他工作忙，一周几次的加班值班，对我的爱
更多的在于一句句"钱还够花吗?""不够记得跟我说".我知道，
父亲并不是只顾工作，不顾家庭，不顾妻子儿女，而是因为
除了这个家，还有很多个家需要守护，要为人民服务，为这
个城市的美好与安宁做更好的保障。父爱真的无声，无声到
你难以察觉，却一点一滴渗入心里。

母爱似海，父爱如山。母爱轰轰烈烈，而父爱，悄无声息，
却如巍峨高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