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傅雷家书读后感(精选8篇)
在观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为此需要好好认真地写读后感。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知道
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
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傅雷家书读后感篇一

中国自古就有礼仪之邦之称，一个人在外，必须要懂礼貌，
不能给祖国丢脸，傅雷也是这样教育自己的孩子的，在本书
的一篇文章，讲述了礼仪。

他的儿子去别人家的时候只是拖了大衣而不脱围脖，其实是
要围脖要在衣帽之间。穿衣服和别人交往时手不能放在口袋
里，放在上衣口袋比放在下衣口袋更没有礼貌，在别人家做
客吃饭时，手要放在桌子上，而不能放在腿上或者膝盖上，
刀叉不能对着人等一系列要注意的，表明了儿女要出门在外
父母对他们的关心，在意。

真诚是第一把艺术的钥匙，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真诚
的不懂比不真诚的懂，还叫人好受些这个样的莫如自以为是
自作解，人有了真诚，才会有了虚心，有了虚心才肯丢开自
己去了解别人。也才能放下虚伪的自尊心去了解别人，建筑
在了解自己上面的爱，才不是盲目的爱，这一段话是这里面
傅雷给自己儿子的话，他教育儿子对人要真诚，做事要虚心，
不能自以为是。

傅雷家书这是一位父亲对出门在外的儿子的思念，以及对儿
子儿子前程的担忧。这本书对人们的思想，道德，情操，文
化修养的启迪作用深又远。



傅雷家书读后感篇二

“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赤子孤独，意味着他内心宁静，娟然如拭，褪去聒噪，独伫
一隅，竭心所务。这也是傅雷——-一位真君子所秉承的（对
自己翻译、写作事业），并劝诫其子所秉承的。

傅雷可以说是一位极严苛又执著的父亲。只要对孩子有所裨
益之处，他总不遗余力，亟待探求。他对于文学的理解是颇
有意思的，他常常提到“浪漫底克”一词，比如对于李杜二
人写意的探讨，极为客观地讲：“写实可学，浪漫底克不可
学，像李白那样的天纵之才不多，所谓曲高和寡，积雪的山
峰也有高处不胜寒之感……”令人听了耳目一新，其思想可
见一斑了。更有对王国维《人间词话》探讨——从文学的墨
采过渡到通透达观的人性灵的思索。其中论述的，不是传统
理论中庸之道的不偏不倚，而是求真务实，庄重严谨地发表
个人言论。这是不大容易的，更是鲜有的！如同揽去翳朽，
决疏土石，剥离云漫，忽而打开一个新世界。又有“悠然而
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这样的洒脱之感。然，精
神的自由非身行的自由。身行若自由，其人格必举力维艰，
但精神自由则弥足珍贵地在崇朽的天涯里灼烧悦气，升腾为
新征程。究其根本，这甚而是自身严谨理智，追求真理的人
格。

傅雷告诉傅聪：“我是你的一面忠实的镜子。”这面镜子用
自己的一生履行责任，促成一位惊艳世界的祖国艺术家的诞
生。做人，是一切无关乎性命的开始，集思想，理智，才智
于一身。上升家国，不惮烦琐，如此成仁。云书寄，馥馥情。
云书中母亲的语言细腻流露，更显一份急不可待与热烈。信
中时时有感叹号出现，语言短促有力，一气呵成，无不透露
这份爱更似丝细针线，缝隙绣得，淙淙流水。

傅雷说“要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生活中友人繁多，自然，



欢聚免不得如火如荼。老子也说“上善若水”。的确，水，
泉眼清冽，翕忽澄澈，云之浮，溪之流，瀯瀯之声与耳谋，
清冷冷状与目谋。或在嵚然山下，或于偃没石前，何之悠！
何之迥！水利万物，万物融水，是何天籁！心灵也为之而触
震，是否昔日与友人过于近密，适得其反？定要改勉！做傅
雷般真君子，若水般万生。

亲情如水，岁月如梭，既然我是你的舵工，自然要用力划桨，
就算平静得一泓湖水搅起万丈波澜也要慭慭渡济。让我做你
的舟楫，通往河岸那边的谷地。父母之爱子，则是何地何时
均要为子而虑计。正因为父母的严苛职守，子女方可闯出天
地，觅得归处。思之怆然，更觉傅雷夫妇二人在文革中死之
毅然，决绝！

总而言之，青山萦回，读《傅雷家书》，顿觉颢气俱存，盈
于天地之间。是何人的气节？还是须做人的品性？抑或良知
知识分子的中国味道，只得生生斟酌矣。

傅雷家书读后感篇三

傅雷在给傅聪的信里这样说：“长篇累牍的给你写信，不是
空唠叨，不是莫名其妙的gossip（说长道短），而是有好几种
作用的。第一，我的确把你当做一个讨论艺术，讨论音乐的
对手；第二，极想激出你一些青年人的感想，让我做父亲的
得些新鲜养料，同时也可以间接传布给别的青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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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俱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家书中父母的谆谆教诲，孩
子与父母的真诚交流，亲情溢于字里行间，给天下父母子女
强烈的感染启迪。



傅雷和傅聪的家书给了我许多启示。我们很多家长忽视了同
孩子的朋友关系，养了十几年，却没有真正地享受过为人父
母的乐趣，他们因为迫切地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对待孩子
的心态扭曲了，各种揠苗助长的措施出笼了。有些家长盲目
模仿傅雷“棒槌底下出孝子”的做法，可他们想过没有，他
们有傅雷那种身教重于言传的品质吗？光学傅雷一个“打”
字，打得出一个好结果吗？于是孩子尝到了辱骂、拳头的滋
味，尝到压力和恐惧下学习的苦头，孩子的金色童年因此黯
然失色。傅雷悟通了，他的晚年虽然由于政治运动的原因饱
受折磨，但在这一点上他是幸福的，因为他和儿子成了最知
心的朋友。

现在，很多家长也争相效仿傅雷的教子方式，因此，这就成
了亲子教育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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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导儿子待人
要谦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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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艺术，人格的尊严，做一个“德艺
兼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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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雷把教育子女当成了对社会，对祖国的一项光荣的义务和
责任。不是每个家长都能把教育提升到这种境界，但对子女
的关心爱护，却是永恒的，不变的。

我的父亲文化程度不高，常年打拼积累了丰富的人生阅历。
父亲把教育我当成首要任务，他在我身上耗费的精力和心血
有目共睹。每当亲朋赞扬我取得的成绩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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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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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事方法。那是，不明事理的我总觉得不胜其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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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逐渐重视父亲的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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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视着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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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辛苦了大半辈子，该歇歇了。”可愚
笨的我始终开不了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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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气和力量，去战胜各种各样的魔障，踏
上我的成长道路。

我读了傅雷家书1961年5月1日的信。

这封信主要讲了傅雷寄给傅聪的几本书所作的介绍和希望傅
聪能时时到野外去，而不是终日在锁碎家务与世俗应对中过
生活的人。表达了傅雷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热爱和对儿
子的关爱之情。其中有几句话富含哲理：“多亲近大自然倒
是维持身心平衡最好的方法。”“近代人的大病即在于拼命
损害了一种机能去发展一种机能，造成许多畸形与病
态。”“幸而你东西奔走的路上还能常常接触到高山峻岭，
海洋流水，日出日落，月色星光，无形中更新你的感觉，解
除你的疲劳。”“一切艺术品都忌做作，最美的字句都要出
之自然，好像天衣无缝，才经得起时间考验而能传世久
远。”



从这封信中，我看到了傅雷先生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为了让
儿子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中华文明的渊源，他三番五次地向儿
子邮寄各类版画、拓片及许许多多的中国文学作品。他认真
地分析中华文明的得与失，大胆地批评或者褒奖，表现了他
真正、敢作敢为的性格。他的这种对中国的热爱同样影响着
他的儿子傅聪，使傅聪虽然长年生活在海外却依旧会写会说
中文，保持着一颗炽热而又难得的炽子之心。傅雷父子这种
对祖国的深情让我们自愧不如。

傅雷先生还十分注重身心的调节。虽然他对待工作如痴如狂，
可以说是一个工作狂人，但对儿子却希望要劳逸结合，多去
欣赏大自然，亲近大自然，走入大自然，向大自然学习。在
他的谆谆教导下，傅聪不再狂热地工作，游览世界风光的同
时也让他的音乐事业不断向上迈进。而我却要么紧绷神经得
几乎绷断，要么松松垮垮地度过一天，却做不到傅雷所提倡
的天人合一、劳逸结合的境界。

这封信是傅雷爱的倾注，是父母对子女关怀的见证。

这绝不是普通的家书，它是一部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
也是一部充满着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

人的自爱其子，也是一种自然规律。人的生命总是有局限的，
而人的事业却永远无尽头。通过亲生的儿女，延续自己的生
命，也延续与发展一个人为社会，为祖国，为人类所能尽的
力量。因此，培育儿女也正是对社会，对祖国，对人类世界
应该尽的一项神圣的义务与责任。我们看傅雷怎样培育他的
孩子，从家书中显而易见。他在给儿子傅聪的信里，这样说：
“长篇累牍地给你写信，不是空唠叨，不是莫名其妙的go，而
是有好几种作用的。第一，我的确把你当作一个讨论艺术，
讨论音乐的对手；第二，极想激出你一些年轻人的感想，让
我做父亲的得些新鲜养料。同时也可以传布给别的青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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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在做人方面还是其他



各方面。”贯穿全部家书的情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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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聪在异国漂流的生活中，从父亲的这些书信中汲取了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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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傅雷在数万里之外
对他殷切的教育，是不能分开的。

再看看这些书信的背景，傅雷是在怎样的政治处境中写出来
的。有多少人在那场“黑暗的灾祸”中受到伤害，傅雷缺在
其中显出了他不变的本色。

优秀的父亲，出色的儿子，不平凡的家书。

每个人都体会过父母的慈子和教诲。当我读着这本家书，感
到的是一种另一番教诲，我似乎找到了另外一种父母之子，
这也是大多数子女所体会不到的。这也许是这十年对她子慕
不减的原因吧。是那一封封家书，就象一次次珍贵的谈心，
拉近了我们的距离，我像一个乖孩子在感受着，聆听着，用
心铭记着。

傅雷是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文艺评论家，他是一个博学，
睿智，正直的学者，极富个性。母亲朱梅馥是一个具有东方
文化素养，又经西方文化洗礼，既温厚善良，又端庄贤淑的
东方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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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教育儿子说：
“我始终认为弄学问也好，弄艺术也好，顶要紧的是“人”，



要把一个“人”’尽量发展，没成为艺术家之前，先要学做
人，否则，那种某某家无论如何高明，也不会对人类有多大
的贡献。一个纯粹投身艺术的人，他除了艺术和个人的人格，
已别无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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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解放初期至文革这段历史感兴
趣的朋友也能从傅雷这位当事人的描述中得到一些了解，而
此书中对我印象最深的是加强个人修养。从家信的话语中看
出傅雷是一位对自己要求极严格的人，有些方面甚至有些刻
薄自己的味道，傅雷让儿子立下的三个原则：不说对不起祖
国的话、不做对不起祖国的事、不入他国籍。爱子教子的精
神令人感动。

有人认为书信是最为真切、自然和诚实的文字。是啊，因为
写下的一切文字都是即时即刻的内心所想，思想到哪里，文
字就到哪里。给亲人写信更是如此，而且是他敢于剖析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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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
就是凡事多从“为什么”的角度思考问题，从而看到事物的
本质。傅雷在教育子女中自身的思想经历也在不断的提高，
在傅雷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中西二种文化融合的思想。高尚的
父母培养出成功的儿女。傅雷夫妇一生苦心孤诣，呕心沥血
培养的两个孩子，都很有成就。家书中父母的谆谆教诲，孩
子与父母的真诚交流，亲情溢于字里行间，给了我强烈的感
染启迪。

傅雷家书不仅是一本教育书，也是一本可以拉近父母与孩子
的一本书，让孩子更了解父母，让父母更了解孩子。



每一封家书都是文化遗产，傅雷家书更不用说了。家书，顾
名思义，是指家人、亲人之间往来的书信。大约在文字产生
后，家书就出现了，可以说是源远流长。随着文字语言的逐
渐丰富，纸张的发明，家书逐渐流行起来，一直到今天，家
书都是维系亲情纽带之一。

一封封书信，在表达浓浓亲情的字里行间，映照出美好的人
际关系、高尚的生活准则、优良的行为操守与道德传统，拳
拳的爱国热情。这些内容，都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组成部
分。以傅雷家书来说，傅雷所写下的近百封家书，总的主题
是，教育孩子，立身行事，要以中华文明为准；立志成才，
要以报效祖国为要务。整本家书，可以说是对中华民族优秀
道德的最好阐释。

傅雷家书给我们了解过去历史，开启了一扇窗户，很好地为
我们保存那个时代的记忆，正是由于它的存在，才将中华民
族优秀道德清楚阐释出来，它不仅是傅雷对孩子的教育，也
是我们立身行事的准则。

傅雷家书除了教人们立身行事，还洋溢着浓浓的亲情，字里
行间透露的亲情令人感动。我不禁想到我的父母，他们虽不
是伟人，不像傅雷那么出名，也不能说出让人立身处事的大
道理，但他们事事为我着想，不管做任何事，都会先为我考
虑，为我打算。傅雷家书中有着许许多多做人处世的大道理，
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然而，父母日常的教诲又何尝不是
立身行事的准则呢？我的父母不像傅雷那样讲道理，然而他
们总是为我好。

读了傅雷家书后，我学会了许多做人的大道理，还感受到了
亲情的伟大。

透过傅雷家书我们不难发现，傅雷对儿子傅聪几乎投入了自
己全部的情感，无论儿子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学习的日子，只
要儿子不在身边，他便把给儿子写信和读儿子的信当作十分



重要的事情。

记得傅雷曾在信中深情地写到：我长篇累牍的给你写信，不
是空唠叨，我时时刻刻，随时给你敲响警钟，做一面镜子，
不论在做人方面，还是在演奏姿态方面。我做父亲的只想做
你的影子，要随时随地帮助你、保护你……傅雷确实做到了
这些。

他不顾工作疲劳和病体的疼痛，不间断的、事无巨细地把自
己对艺术、人生的理解写给儿子，更从儿子的来信中捕捉儿
子的喜怒哀乐，体会他对艺术的理解程度，关注他在艺术生
活中的心里历程。然后，在讲自己的感受，反思后的心的，
一字一句的写下来寄给远方的儿子。他不时地提醒和要求儿
子总结演奏中的得失成败，他说：人越有名，不骄傲别人也
会有骄傲之感，这也是常情，故我们自己更要谦和有礼。一
个有才人也有另一个危机，就是容易自己为是地钻牛角尖，
所以才气越高越要提防。你的随和的脾气多少得改掉一
些……艺术家们特别需要冥思苦想，老在人堆里，会缺少反
省的机会。

当傅聪在国外遇到低潮和挫折时，这个严厉的父亲又以极其
温存体贴的话写到：这些味道我都尝过，孩子，耐着性子，
消沉的时间无论谁都不时遇到……慢慢你会养成一种心情去
对付过去的事，能够从客观现实分析前后的因果，做将来的
借鉴，以免重蹈覆辙……他还以自身的感情经历谈了恋爱、
婚姻与事业的关系，犹如在与知心朋友谈心。

这些话语不仅仅给了傅聪激励与启发，也给了我很多教导。
让我从中获得无限灵感，以及对人生哲理的理解。今天，我
们读傅雷家书依然很有必要，因为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傅
雷都如一面镜子。在他面前，我们不仅可以学会怎样做父亲，
更重要的是，他也教我们首先怎样做一个人。

拿起这本也许并不太重的书，却觉得沉沉的。



了解过傅雷，为他的含冤自杀而感到同情，傅雷在学术上是
一位学者，在家里是一位严厉、尽责的父亲。这些家书，有
三层内容，第一层是傅雷作为一位普通父亲对远在异国他乡
的儿子表达四年、关怀之情；第二层是傅雷与儿子如同益友，
知己般倾心地交谈，讨论艺术；第三层就是傅雷作为一名品
德高尚、学识丰富的知识分子，认真引导儿子要具备高尚人
格和艺德，启发儿子的爱国情、民族情。

傅雷家书可以使我们更好的提升自身修养的一本好书，在风
云暗涌的年代里，傅雷通过书信亲子爱子，传达出一种高尚
的品质。

爱子之情本是人间常情，而傅雷却始终把道德与艺术放在第
一，把亲情放在第二。读了傅雷家书，可以看到一位父亲对
儿子的深爱，也更突出了傅雷在艺术造诣高深，在生活对朋
友爱惜尊重，政治上关心国家发展，又如益友、知己般与儿
子平等探讨艺术的多个方面的个性特征，并且还能从傅雷对
孩子的教育中获得做人的道理，让孩子体会父母之爱。可能
如傅雷那样，对我们有着一颗期盼之心，希望我们成人成才，
有一份浓浓的、毫无保留的爱。明白了父母的爱心，我们就
会努力学习、成人成才。

这是一本“充满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也是
“最好的艺术学术修养读物”，更是平凡又典型的“不聪
明”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深刻写照，我们可以像傅雷一样
从中体会做人、学习的道理。

认真品味这本好书，你会发现不一样的亲情世界，理解不懂
得的人情世态。

1.傅雷家书读后感范文

2.傅雷家书读后感



3.《傅雷家书》读后感

4.傅雷家书读后感

5.寒假《傅雷家书》读后感

6.《傅雷家书》读后感精选

7.初中《傅雷家书》读后感

8.【热门】《傅雷家书》读后感

9.【荐】《傅雷家书》读后感

傅雷家书读后感篇四

合上深蓝的硬皮书本，早已有太多的词汇，太多的想法，太
多的感悟在我脑中聚集。惊叹傅聪的天资聪慧，佩服傅雷的
教子有方，用心良苦，叹息他们在—时的遭遇。

再经阅读，发现这些只是书中所包含的一部分，书中不仅仅
包括了艺术的探讨，处事的方法，生活的技巧，也有对健康
与自然的建议。

“我一再提议你去森林或郊外散步……”初次看见这段文字
时，我总觉得十分熟悉，仔细一想，好像也的确如此，每每
当傅雷觉得傅聪过于劳累时，总会让他多与大自然相处。而
每当我们感到不得意或困顿时也会想去外面走走。大自然的
神奇力量，能使我们恬静旷达！

傅雷也曾对傅聪说过：“在众生万物面前不自居为“万物之
灵”，方能法除我们的狂妄，打破纸醉金迷的俗梦，养成淡
泊洒脱的胸怀，同时扩大我们的同情心。”人类长久以来自
认为是万物的主宰者，却殊不知我们正是依赖着自然万物生



长起来的，我们又有何资本称得上万物之灵？而傅聪正是在
年轻气盛的时候，正处在需要沉淀，需要调养生息的时候，
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更是需要来自自然的灵感与洗涤。自然
正是艺术与文学家最好的老师。

从心理和生物学的角度来说，明媚的阳光和空气负氧离子，
可以缓解抑郁：在大自然中观赏美景，可以增强自身对心率
和血压的控制；聆听大自然的声音，可以帮助人们从高压力
中恢复过来。

回到书本中去，傅聪当时不就是处于这种状态吗——学业颠
簸，四处辗转，父亲又被划为右派，处处被人所针对，压迫。
想必这些他一定是有所耳闻，而母亲也已在来信中当面提出
父亲遭遇迫害。为了阻止祸不单行，只身在外的他只能谨慎
而行，对外只谈艺术。作为家中长子的他又怎不心焦忧虑。
而傅雷，为了孩子呕心沥血，不顾自己的窘境与苦难，只是
多多地与孩子交流生活，健康，人际交往上的事情，防止他
重蹈覆辙。在特殊时刻，傅聪最需要的是放松身心，让自己
安然无恙，使家人不再担心。

有一句话令我十分信服：‘大自然永远是一个疗养院’。是
的，任何人都可以被自然治愈。与此同时，大自然经得起任
何一位文学家和艺术家的赞美。傅雷告诉傅聪的仍是真谛，
让我们一起走进《傅雷家书》，走进傅雷与傅聪的世界。

傅雷家书读后感篇五

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不断的提高，但是
仍有一些家庭问题隐藏在其中。比如，孩子和家长的交流沟
通问题就算是一大难题。而傅雷却用书信经常与自己远在异
国的儿子交流，这是值得广大家长朋友们学习的。

作为一名中学生，我的家庭是比较开放的，所以家长与孩子
的沟通问题是不太严重的，但多少还是有一点的。就比如说，



以前我比较宅，家里人就总说我是一个闷葫芦，也不出去找
小伙伴们玩，闷出病来怎么办，所以他们就叫我多出去玩；
现在我可是一个十足的“小疯子”，能出去玩，绝对不在家
呆着，每当我说要出去玩，他们就说我天天出去玩，就不知
道学习，就算我一个礼拜都没有出去过，也同样是这样的话。
搞得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应该出去玩，还是在家里闷着。

好在我有一个像傅雷那样会主动与孩子沟通的老爸，但是我
通过与同学们的交谈中发现，他们与自己家长的沟通十分少。
与其说是没有，倒不如说家长拉不下脸，孩子壮不起胆。两
方都不主动“出击”，那这个难题只会越来越严重。

我们来想一下傅雷是如何做到与自己的儿子那样好好交流沟
通的。首先，他能“拉下面子”，不顾自己是长辈，依
然“低声下气”的询问儿子的近况，为儿子思前虑后、鞍前
马后。儿子去参加比赛，他都要为儿子考虑一下，如果儿子
回国演出，他和妻子就可以和儿子相见了，但是再去参加比
赛可能会影响儿子的发挥。

整本书都能体现出傅雷对儿子深深的爱。在他们那个年代，
沟通的方式很简单，书信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以前傅雷的
书信要漂洋过海才能到达儿子那里，在这种情况下他和儿子
都能有这么多的沟通，现在的我们随便一个电话，一条微信
就能联系对方，难道我们还能被这个问题难倒嘛？不，我们
将它化小化小再化小，其实它只是一个微小的如同一粒尘土
的东西。

我希望同学们都能好好的阅读这本书，看看傅雷和自己的儿
子是如何沟通的，同时我也希望在孩子阅读的过程中，家长
们可以陪读，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傅雷家书读后感篇六

我一直希望自己可以和孩子做朋友，做一个睿智的长者，能



一直在那里，陪伴、分享，做孩子一辈子能交心的朋友，所
以在某个周末带孩子逛书店，发现这本《傅雷家书》，我毫
不犹豫的收入囊中，细细品读。

翻开这本书，扑面而来深深感受到的是tian犊情深呵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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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先生是一位对自己要求极严格的人，有些方
面甚至有些刻薄自己的味道，傅雷让儿子立下的三个原则:不
说对不起祖国的话、不作对不起祖国的事、不入他国籍。傅
雷先生爱国、爱家、并爱子教子的精神令人感动。傅雷家书
是父爱子在精神世界里的一种引导和教育，教育儿子要坚强、
理想、善良、坚持、真诚、爱国爱家，父亲悉心的引导儿子
成为一个努力、真诚、谦和、理性、爱国的人。

人自爱其子，是一种自然的规律，很多家庭都望子成龙、望
女成凤，希望通过自己的子女，延续自己的希望和梦想，也
延续与发展一个人为社会、为祖国、为家庭所能尽的能量，
可是如何教育孩子，是我们这些年轻的父母需要用心去思考
的问题。

初读《傅雷家书》，虽然咋看絮絮叨叨，犹如老母耳语，甚
觉厌烦，但细细品味，却得到许多启示。我们许多家长教育
孩子，都有一种附属品主人的意识和姿态，忽视了同孩子之
间平等的关系，同时也未能真正享受融洽、轻松的亲子关系。
有些家长甚至只看到傅雷先生“棍棒底下出孝子”的做法，
东施效颦、剑走偏锋，只是学了一个“打”，于是让孩子还
未享受到爱的真正意味，却感受到了爱的恐惧，孩子的金色
童年黯然失色。

傅雷先生在孩子远离千里的情况下，通过书信把真情传递给
远方的孩子，对儿子的生活和艺术进行真诚地指导，而且还
暗暗透露了对儿子的牵挂和爱。一个好的家庭教育，对孩子
来说是一件好事，它可以决定一个孩子的人生，毕竟家庭教
育是第一任老师，傅雷用了良好的方法把他儿子教育成才，



让人赞口不绝。因此，傅雷所写的这些书信也就是非常重要
的，给孩子上了一堂人生课，让他知道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
活，其实这才是教育的真谛所在。

《傅雷家书》让我更加了解父母的心，也更加了解父母子女
沟通的意义所在。父母对孩子，无论以何种方式，都要学会
去沟通。

《傅雷家书》是父母必读之书！

傅雷家书读后感篇七

“大家做爸爸妈妈的人，为了儿女，不怕艰难，不辞劳苦，
只须为你们好，可以能够帮助你们的，大家总尽可能的
给。”这句话你有没感觉很了解?其实大家的爸爸妈妈常常说，
“只须是有关学习的，能给的我的尽可能给，即使是砸锅卖
铁都要供你念书。”，其实你可以在《傅雷家书》里面找到
你爸爸妈妈的影子，同时又能看看作为爸爸妈妈的他们是以
何种心情来爱大家的。

可能你觉得你独立了，长大了，可是在成长的过程中大家又
是这样的需要爸爸妈妈的纠正。严厉并非错，反倒是对大家
的一种鞭策，一种促进。可能有时候大家应该站在爸爸妈妈
的立场上考虑。

成长，这是一个懵懂而艰辛的过程，但大家需要经历，而且
需要成功的渡过，假如你还处在和爸爸妈妈的争吵、纠结当
中，那样请你仔细地，携带感情和长大的决心去阅读《傅雷
家书》，相信我，它会叫你收获颇丰。

傅雷家书读后感篇八

《傅雷家书》是我国文学艺术翻译家傅雷夫妇在1954-1966年
间写给孩子们的精选书信集，其中的每一封家书都充满傅雷



先生的拳拳父爱之情，字里行间流露出一个博学且具有丰富
情感的父亲对儿子的谆谆教诲、细心引导和健康成长的期待。

在一篇篇清新的文笔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父子之间的浓浓亲
情，一股股暖流不觉已流入心间。傅聪留学海外，虽相隔万
里，但父子间的情感却紧密相连。傅雷用自己的爱心、关心，
倾听着万里之外儿子的每一次心跳，帮他排疑解难，助他顺
利成长，成为儿子人生之路的坚强后盾。

傅雷先生在给傅聪的一封家书中这样写道：“长篇累赘地给
你写信，不是空唠叨，不是莫名其妙的说长道短，而是有好
几种作用的。第一，我的确把你当作一个讨论艺术，讨论音
乐的对手；第二，极想激出你一些青年人的感想，让我做父
亲的得些新鲜养料，同时也可以传布给别的青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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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首先要求儿子先学会如何做人，教导他要谦虚谨
慎，做事严谨，礼仪得体。困境中不气馁，成功面前不骄傲。
要有国家和民族的荣辱感，做一个“德艺兼备，人格卓越”
的艺术家。

傅聪在异国漂流的生活中，从父亲的这些书信中汲取了丰富
的精神养料，时时鼓励鞭策自己，使他有勇气和力量，去战
胜各式各样的困难。在西方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傅雷靠艺术
谋生而不奔走于权贵之门，保持了一个艺术家应有的清白与
尊严，最终取得非凡的成就。这与傅雷先生在数万里之外对
他殷切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可见，傅雷先生是深谙教育之道的。他以自己的行为影响着
儿子，以朋友般的平等姿态表达真情，设身处地地为儿子考
虑，平等友好的气氛充溢于父子之间。反观我们身边的很多
父亲，心里是爱孩子的，但是却总是以严父的形象出现在孩
子面前，理论式的教导另孩子反感，父子之间缺少真诚的沟



通。而书中傅雷对儿子真诚的爱、深切的爱，傅聪都可以真
真切切地感受得到，所以他们父子成了最知心的朋友，这样
的父子之情另人感动。

更另我感动的是傅雷对儿子成长的陪伴。都说陪伴是给孩子
最好的礼物，傅雷先生做到了。我们都知道傅雷先生是著名
的翻译家、文艺评论家，一生翻译30多部作品。可见他的工
作是很繁忙的，但是他却始终关注着孩子的成长，一直陪伴
着孩子。即使儿子身在海外，他也用一封封家书始终陪伴着
儿子，这样深沉的父爱另人感动。

读完《傅雷家书》让我明白了：在孩子成长的路上，陪伴，
是最好的教育。孩子需要的父母是既能温暖他们，又能让他
们拥有一颗强大的内心，教给他们看待世界的态度，教会他
们和世界相处的能力，就像傅雷先生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