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家书的心得体会 傅雷家书读后
感(优质8篇)

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受到启发后，可以通过写心得体会的方式
将其记录下来，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这段时间的学习、
工作生活状态。记录心得体会对于我们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
要的意义。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心
得体会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家书的心得体会篇一

180多封家书，一部充满着父爱的教子篇， 更是傅雷对远在
万里之外的儿子的教育的文字篇。傅雷老先生用自己的经历
现身说法，教导儿子待人要谦虚，做事要严谨，礼仪要得体；
遇困境不气馁，获大奖不骄傲；要有国家和民族的荣辱感，
要有艺术、人格的尊严，做一个"德艺兼备、人格卓越的艺术
家"。

每个人都有着自己伟大的父亲，无论这个父亲是知识渊博的
或只是一个只会下地耕作的农民，他们一样的伟大。在读傅
雷家书的时候，字里行间都洋溢着浓浓的亲情，信中的话充
满着父爱，蕴涵着真理。现在很多人都学会了隐藏自己，与
其在阳光下赤裸裸地奔跑还不如在阴暗的隧道里奔跑，你从
不曾理解我，我也从不需要去解释，还有多少人可以像傅雷
家书里面把自己的情感细细地表达出来？傅雷先生在信上不
仅谈艺术学习，还谈生活、恋爱，谈做人，谈修养，甚至于
儿子写错字，父亲也会“郑重其事”地指出并耐心分析、纠
正。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按着自己的意思与心情去做事，无论
我们走得多远，总有那么一根线，牵着我们，一头系在家的
门前，另一头系在我们的心上傅雷还很重视“因材施教”，
他对儿子从不苛刻。而且他对傅聪的音乐事业十分的重视，
对傅聪事业的点点滴滴都非常的在乎。《傅雷家书》是教育
子女的一本好书。傅雷夫妇是中国父母的典范。此外，傅雷



在家书中一直传达出这样一个信念——坚强。傅雷对孩子说：
“只要你能坚强，我就放心了！”可见坚强对人生的重要意
义。坚强有两个方面的体现：一是不怕挫折；二是永远保持
谦卑之心，也就是胜不骄，败不馁。

“亲爱的孩子，你走后第二天，就想写信，怕你嫌烦，也就
罢了。可是没一天不想着你，每天清早六七点就醒，翻来覆
去睡不着，也说不出为什么。好象克利斯朵夫的母亲独自守
在家里，想起孩子童年一幕幕的形象一样，我和你妈妈老是
想着你二三岁到六七岁间的小故事。——这一类的话我们不
知有多少可以和你说，可是不敢说，你这个年纪是一切向前
往的，不愿意回顾的；我们噜哩噜苏的抖出你尿布时代一把
鼻涕一把眼泪的时代的往事，会引起你的烦恼。孩子，这些
我都很懂得，妈妈也懂得。只是你的一切终身会印在我们脑
海中，随时随地会浮起来，像一幅幅的小品图画，使我们又
快乐又惆怅。 ”如此细腻的情感让我难以想象是出自那个严
谨近于残酷，倔强甚至有些暴躁的学者。

“我高兴的是我有多了一个朋友，儿子变成朋友，世界上有
什么事可以和这种幸福相长的。”而且，他谦虚诚恳地
说：“我与儿子的相处中，学得了忍耐，学到了说话的技巧，
学到了把感情升华。教会我们如何和孩子相处，以怎样的一
种姿态交往。”孩子经受痛苦时，他说：“辛酸的眼泪是培
养你心灵的酒浆，不经历尖锐的痛苦的人，不会有深厚博大
的同情心。”他不为孩子包办，而为孩子这种蜕变的过程而
高兴，并且鼓励他艺术要有更诚挚的心，“得失成败尽置之
度外，只求竭尽所能，无愧于心”。“艺术是目的，技巧是
手段老是只注意手段的人，必然会忘了他的目的”。 “人总
得常常强迫自己，不强迫就解决不了问题，最基本的就是要
抓紧时间”；“做事要科学化，要彻底”；“在外面世界均
勿难为情，被人家随便多留，才能不打乱事先定好的日程”；
“修改小习惯，就等于修改自己的意识与性情”。

我对书中这样一段话感慨良深：“说到不完整……你提到



的perfection（完美），其实perfection（完美）根本不存在的，
整个人生，世界，宇宙，都谈不上perfection。……我们一辈
子的追求，有史以来多少世代人的追求，无非是perfection，
但永远是是追求不到的，因为人的理想、幻想，永无止
境，……。”其实我们都在追求完美，而恰恰是我们现在的
不完整，把我们带到了追求完美的境界，促成了其他一方面
相对的完整。而真正当有一天，所谓的完美在身上发生时，
我们倒有可能失去很多。

秀美的散文，带来的是有如欣赏了欢快的咏叹调后的愉悦；
沉重的小说，带来的便是如同悲恸的交响曲给人的震撼；诙
谐的杂文，带来的会是歌剧般幽雅的场景和事后无尽的思考。
细读完这本《傅雷家书》，感觉是像戏曲那样给人以不俗的
氛围和回味的余地。

家书的心得体会篇二

其实傅雷起先对于孩子是极其严格的，在孩子小时候，他无
微不至的照料他又近乎严苛地要求他，令他一天与钢琴相伴
七八个小时。他将全部身心倾注在孩子身上，精心栽培孩子，
同时在被日寇侵占的上海，又要保护孩子不受伤害，时刻提
点孩子，防止孩子误入歧途。然则后来，他为自己早年对孩
子的严厉却时常自责“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远对不起你，
我永远补赎不了这种罪过”。他为自己不是一个好父亲而懊
悔，但实际上傅聪在他的教育下令他骄傲，而这种教育方式
也令傅聪倍加感激。

于是，在傅聪出国求学的年间，傅雷自称“父性才真正觉
醒”，一封封书信中，是道不完的深情。信中经常可以看到
这样的字眼——“等了许久，终于等着了你的信。”“早预
算新年中必可接到你的信，我们都当作等待什么礼物一般等
着。”或是“你走后第二天就想写信，怕你嫌烦也就罢
了。”作为一位父亲，这样与孩子坦诚相待，不死守面子，



着实不易。同时，他也不是传统的父爱无言的形象，他对孩
子的爱全都蕴藏在了书信中。

他在信中甚至对于傅聪的生活细节无微不至，从待人接物，
社交礼仪到理财管理。弹琴细节都在傅雷先生的指导范围内。
傅聪自己也坦然说，对于这样作文有些唠叨式的关心，开
始“确实有些不耐烦，但思及他是真心关心我，又不得不遵
循”。

而这些当中，傅雷先生关于艺术方面见解尤为深刻。对于傅
聪，傅雷先生从一开始就是按照艺术家的标准进行培养和看
待。谈艺术，是傅雷家书中的重要内容，篇幅也最多。同时，
他鼓励孩子在艰苦的音乐学习之外，进行写作，既是训练文
笔，整理思路，也是为国内青年人指明方向。

关于傅雷的教育方法，早年的傅雷先生因时局的确很严厉，
但是中年的他却真正懂得了如何做一个父亲，一方面严格要
求自己，给孩子做正面的榜样他本人对事业的热情，对祖国
的热忱，对朋友的关爱，对妻子的体贴，无不在时时刻刻影
响着孩子，另一方面，把毕生所得毫不保留地付出给孩子，
既能在精神上引领孩子，又能与孩子共鸣，是难得的良师益
友，而他广泛的涉猎，高雅的爱好，也无不在时时刻刻熏陶
着孩子。这样的教育，使我不得不感叹一句，为父如斯，又
何求他！

总的说来，父亲有两种极端的典型，一个是无限的慈悲，把
人从深谷里拉拔起来；一个是极端的严厉，逼人激起继续前
冲的力量。虽然这两种父亲的方法不同，但是我相信他们都
有强烈的爱，才会表现那么特别的面目。而傅雷先生无论是
早期的严厉还是之后无微不至的关怀与慈爱，因蕴含了对孩
子深沉的爱，才使傅聪成为名满天下的钢琴家。

万爱千恩百苦，疼我孰知父母？望天下儿女不负父母之爱，
岁月静好如斯。



家书的心得体会篇三

两封简简单单的书信被入选中学语文课本，被视为家庭教育
的成功范例，受到世人的推崇和效仿。它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这些家书的伟大之处：在于从日常生活出发，既给予儿子艺
术的教诲，更昭示出崇高的人生境界。通过书信往来，傅雷
和傅聪，已经超出父子、朋友的界线，成为艺术上、思想上
的知音。

第二，“早预算新年中必可接到你的信，我们都当做等待什
么礼物一般地等着。”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唐朝大诗人杜甫
《春望》中的名句“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古代物质
生活贫乏，书信作为交流思想、传递信息的主要工具，被视
为至宝。今天书信的功能随着科技的进步而逐渐减弱，有了
更为方便的联系媒介——电话、网络。可是有些远离父母的
孩子，其中不乏大学生、甚至中学生，平时很少给家长报平
安、交流思想；唯一使用电话的时候，就是囊中羞涩、伸手
向父母要钱之时，真让人不可思议！

第三，“众多的掌声、拥抱，名流的赞美，都没有减少你对
艺术的谦卑！” 能做到“胜不骄”，面对鲜花和掌声，而保
持清醒的头脑，这需要高度的智慧。古往今来，有多少英雄
人物，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取得过骄人业绩，就是因为不
能正确对待别人的拥抱和赞美，而功败垂成，让世人感叹！
太平天国运动领导人洪秀全定都天京后，自立为王，只顾享
受、不思进取而遭遇失败，即是明证。在现代化建设时期，
许多为国家、为人民，立下过汗马功劳的高级干部，醉心于
灯红酒绿的环境中，忘乎所以，最终走向反面、悔恨终生！
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形象地说
明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自古
以来就有良好的传统：孟母三迁，成就儒学大家；岳母刺
字“精忠报国”，造就了“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感慨！

今天，在一个条件如此之好的环境中，父母更应该从小培养



孩子高尚的道德品质，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让孩子在快乐
宽松的环境中健康成长！

家书的心得体会篇四

在这个短暂的寒假里，我读了一本包含浓厚哲理的书——
《傅雷家书》。

这本书里面将近有上百封家书，可以看出傅雷先生对自己儿
子的关爱，纯真、质朴洋溢在字里行间，令人感动。

“车一开动，大家都变成了泪人儿，呆呆地直立在月台上，
等到兄长的列车全部出了站，方始回身出站时，沈伯伯再三
劝慰。但回家的三轮车上，个个都止不住眼泪。敏一直抽抽
噎噎。昨天一夜，我们都没睡好，时时刻刻惊醒。今天睡午
觉，刚刚朦胧阖眼，又是心惊肉跳地醒了。昨夜月台上的滋
味，多少年来没尝到了，胸口抽痛，胃里难过，只有从前失
恋的时候有过这经验。”这一段是这本书第一页的第一段，
通过写自身的感受来表达与亲人的离别之情，情真意浓，感
人肺腑。

“我高兴的是我又多了一个朋友：儿子变成了朋友，世界上
有什么事可以和这种幸福相比的！”这段是写父子关系，不
仅仅是血缘上的亲情，更多的是能够交心、换心的知己。多
么通情达理的父亲啊！

这本书虽然只是书信，但不是空唠叨，而是讲的哲理。这让
我想到了史铁生的母亲，当史铁生遭遇不幸时，他的母亲承
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痉，陪伴在儿子的身边，以静默的方式
和最大的努力陪伴他走出人生低谷，终成一代著名作家。他
的每一处车辙里，都有他母亲的脚印，他的每一次眺望，都
有一个身影。

愿天下的父母儿女们，都来读一下《傅雷家书》吧，让陪伴



的温情，在两代人之间明亮起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明
亮起来。

家书的心得体会篇五

《傅雷家书》是一本值得细看和咀的书。每个家庭都有不一
样的教育方法,而傅雷的家庭方式是值得推崇的,也是值得效
仿的。

傅雷父子经"过这些书信,不仅仅在两人间建立了劳固的纽带,
使孩子与远离的祖国单牢地建立了感情。

傅雷家书充满着父亲对儿子的期望,关爱及严格要式求,洋溢
着农浓的父子情深.它让我感觉像戏曲一样的以脱俗的氛围和
回味。

傅联在异国漂流那么多年的生活中,从父亲的这些书信中及取
了多么丰富的精神养料。时时给他指导,鼓励与鞭策。使他有
勇气与力量,去战胜各式各样的魔障、踏上自己正当的成长道
路,傅聪这种热爱祖国、信赖祖国的精神。

傅雷在数万里原对他殷切的是不能分开的。

傅聪的母亲在信中也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她也给她的儿女写了
好几封信。信中充满了对好女的关心和怜爱。同样,她对于傅
聪的音乐事业也非常在手,这也同样让傅聪十分的感动,她他
也明白了母亲的爱对他有多重要。

书信仿佛是一座无形的桥梁,建立在傳聪与家人之间,让傅聪
时刻刻在散亲的教育,永不忘怀祖国的深情。

家书是什么?是爱的传递,心的沟通,这些话语是儿子吐露的琐
碎的爱。



家书的心得体会篇六

在交通和通信高速发达的今天，纸质手写书信可以说已经成
为稀世珍品了。我们又有多久没有写过或收过一封亲笔信了
呢？我想很多人的答案都是很久、很久了。当我翻开这部家
喻户晓的亲子通信集《傅雷家书》并认真读完，我感慨良多。

《傅雷家书》，由我国翻译家傅雷及其妻子朱梅馥、长子傅
聪著，次子傅敏选编。始于194年长子傅聪出国留学习练钢琴
之时，止于1966年傅雷夫妇由于受政治迫害而双双赴死之际，
共174篇。呕心沥血，拳拳深情都付于此。

通过这些信我学习到的是人生智慧，感悟到的是舐犊亲情。

首先，我认识了一个不完美而善于反思的父亲——傅雷。

其次，我认识了赤子傅雷。信中说："赤子便是不知道孤独的，
赤子孤独了，就会创造一个世界。"那么什么样的人是赤子呢？
我个人认为是单纯至极而执着于追求的人。那么赤子傅雷追
求的是什么呢？我想首先是艺术，傅雷热爱绘画艺术、雕刻
艺术、建筑艺术、音乐艺术、学艺术……其次他热爱大自然，
他一再提醒儿子傅聪要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接触大自然，从大
自然中找寻音乐的灵感。再次他热爱祖国，他叮嘱自己的儿
子学有所成要报效祖国，他自己积极投身到新中国的化建设
之中，指点江、激扬字，而这都在政治风暴临之际成为刺向
他的利剑。在生命的后期，他忍受贫、忍受病，但他不能忍
受加在他头上不爱国的帽子，于是革之初他选择了和妻子双
双赴死的悲剧抵抗这顶帽子，实在让人扼腕叹息。我曾思考，
为什么他不能像沈从、杨绛等人那样或幽默、或坚毅地熬过
那段荒诞的岁月呢？我想是爱之深、责之切吧。是他固执地
把爱国和政治混为一谈，而不知自己只是政治闹剧和丑剧的
牺牲品。

再次，我想说说《傅雷家书》教给了我什么。



它教我热爱生活中的美好，它说：学问第一，艺术第一，真
理第一。

它教给我如何做人，它说：第一坦白，第二坦白，第三还是
坦白。

它告诉我为什么要合理安排生活，它说：日常生活有规律，
并非求生活刻板枯燥，而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节省更多
的精力做些有用的事，读些有益的书，总之是为了更完美的
享受人生。

它教给我如何择偶、怎样和睦夫妻关系、如何育儿、如何解
读中国化……

这样一部亲子通信集，以书信的形式将生活的智慧向我们娓
娓道，若我们将其束之高阁，它一定远在天涯，若我们捧起
在手，它一定近在咫尺，让我们读起吧，让我们更加地热爱
艺术、热爱真理、热爱大自然、热爱我们的亲人。

家书的心得体会篇七

傅雷家书是傅雷夫妇丛1954年到1966年五月期间写给儿子傅
聪的186封信，这些信字里行间充满了父亲对儿子的挚爱，以
及对国家和世界的高尚情感。

从这本书的开头可以看出，由于傅雷在傅聪童年经常打骂傅
聪，然而等到此时，傅聪长大以后要出国留学了，傅雷才深
深的意识到自己当初这样做的不对，因此，傅雷为自己当初
的行为感到后悔，但此时一切都晚了，傅聪已经离开了他，
因此他只能在信中表达自己深深的愧疚。

在自己的儿子离开家后，傅雷也是常常与儿子来信，在信中
他们多是讨论有关艺术上的知识，傅雷常常用自己的亲身经
历告诉儿子要如何将琴弹的好，同时也常批判别人弹琴上的



缺点，以此来告诫儿子不要烦这样的错误。

傅雷对待自己的儿子也是无比的用心认真，在照片中，傅雷
常常因为一些小的细节就要写信问候，甚至是在穿衣，食物
方面，也是斤斤计较，必然让儿子在外面能有个好的生活。

傅雷让儿子向外发展，让他在外面经历风雨后学会成长，傅
雷夫妇对傅聪和傅敏的爱，每个家长都深有体会，当他们遇
到挫折时，他并没有宠爱他们，而是通过和风细雨般的鼓励
让傅聪勇敢的前进。

读完《傅雷家书》，我生生的体会到做父母的不容易，做人，
不仅学会做一个有品德的人，还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傅雷用自己现身经历的说法，告诫傅聪要有民族荣辱感，做
一个宽容大度的人。

家书的心得体会篇八

傅雷先生曾在给儿子傅聪的信中说：“孩子，你就像那欧洲
的河，莱茵，江声浩荡，钟声复起，天已黎明，碧波荡
漾。” 这句话中不乏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欣赏、赞美与拳拳爱
意，但更多的却向我们阐明了一个哲 理：人人心中都有条河
流，或源远流长，或汹涌澎湃，都展现出别样的 风采。

翻开《傅雷家书》，书中不止有傅雷夫妇的嘘寒问暖，更有
父子、母子对哲学的探讨，对人生的理解。“赤子孤独了，
会创造一个世界。” “ ‘通’， 方能培养气节、胸襟、目
光。” 一句句的话语如一道道灵魂之浪，启迪着傅聪的心灵。
我认为傅雷先生心中的河流是长江。“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他有父亲的宽厚与仁慈，也有严肃
和认真。面对孩子，不辞辛劳地寄去一本本书籍，一封封家
信，有时展现江平岸阔，风正帆悬，对生活充满信心；有时
展现大浪淘沙，惊涛拍岸，嫉恶如仇的态度；更有遇到不公，
宁折不弯、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 这一切，都在



他心中的江水里奔腾着翻滚着。

长江的伟大，在于其深厚渊博，宽广无垠的胸襟；而京杭大
运河，则在于其哺育众生，敦厚淳朴的品质。我认为，傅聪
的母亲朱馥梅心中便有一条这般的河流。她的文字朴实无华，
却仍能感受到满纸的母爱温暖，如那平缓如镜的运河之水温
润婉转，晶莹剔透；她所表现出来对儿子的关切，对丈夫的
体贴，化为那涓涓河水，悄无声息地浸润着我们的心灵。

心灵的碰撞，迸发出热烈的火花；精神的河流之交汇，亦在
交融之间，使思想变得愈发深刻。傅雷夫妇在家信中常提及
对文学、音乐、艺术的见解。“要使你的思想深邃，必先训
练你的文笔。”傅雷先生对傅聪如是说。百川入海，方见大
海的广阔。傅聪在与父母一次次的书信交谈中也升华了自己
的思想。傅雷先生也毫不拘束，在与儿子的信里，宛若知己
攀谈。父亲充满正义，言行一致的性格深深地影响了傅聪，
如一双无形的手，指引着他，让他永保一颗赤子之心。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一条河流，每个人都是世间独
特的存在。但惟以淡薄、专一的心态，不懈努力，方可明静
如初，闪耀出夺目的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