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傅雷家书阅读心得(模板8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
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傅雷家书阅读心得篇一

在人生与世界的宏大版图上，每个人都像是图纸上的一个极
小的点，图纸上没有任何痕迹，新生的人儿不知去向何处。
但总会有路的，是父辈引领着我们，他们的每一句亲切的叮
咛都推动着我们前进，前进。

“心中的苦闷不在家信中发泄，又哪里去发泄呢?孩子不向父
母诉苦向谁诉呢?我们不来安慰你，又该谁来安慰你呢?”

这一句叮咛，虽是疑问的句式，却显得格外真切、坚定与诚
恳。孩子与父辈之间，能是这样亲密的关系：能够彼此倾诉，
彼此安慰。

傅雷说，“我是过来人，决不至于大惊小怪。你也不必为此
担心，更不必强压在肚里不告诉我们。”

一句再简单不过的话，一句平和而温柔的话，竟能有感动人
心的力量—它是一位父亲的叮咛，是最真实的了。

父辈短短的一句话，总是能安抚儿女精神之消沉，内心之疲
惫。他们知道自己的身后有着最坚实的后盾、最温馨的港湾。
听听这父辈的叮咛，足以令人感到安心。

“我祝福你，我爱你，希望你强、更强，永远做一个强者，
有一颗慈悲之心的强者!”傅雷将他对孩子最为真挚的希望融
入了这一句叮咛之中。



他希望儿子深刻的思考，做有修养的青年，重视做人，且不
是狭义的做人，而是“包括对世界、对政局的看法与态
度。”叮咛中蕴涵着的不仅是温情，更是傅雷对孩子的严格
要求。

傅雷和傅聪父子情深，而傅雷同良师又同益友一般，尽到了
一个引导着孩子的、一位父亲的职责。这一句句叮咛，背后
是无比的期望，是远隔万里的牵挂与思念，又如暖阳般照进
无数人的心中。

我不禁想到了《背影》中，那位略显笨拙的父亲那一句“你
留在此地，不要走动”，看似简洁明了，实则内涵无穷。

就这样一句叮咛，满怀着的是无穷的爱。父辈不善言辞，但
他们对我们的关怀，也许就体现在一件裘皮大衣，一个新鲜
的橘子，一封千里迢迢的信中。

我又想起了，我的父亲也是同傅雷对他的孩子那般爱我啊!对
于这一点，我深信不疑。“多喝些水”，“多吃点青
菜”，“多穿些暖和的衣服”，“早点睡觉”父亲想说的，
绝不仅有这些，那些深藏在叮咛背后的情感，只得由我们从
心底去领悟了。

傅雷家书阅读心得篇二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书信作为万里相隔的亲人之
间维系感情的方式，这就是《傅雷家书》能产生如此大的影
响，不同于普通家信之处。

洋洋万言，字字涌动，阅者无不为傅雷的精神感动。信中有
对过去教子过于严格的悔赎，有对儿子进步的表扬和鼓励，
有对音乐和艺术的指导和探讨，有对党和国家建设及运动的
看法和意见，有对儿子生活的嘘问和关心，“贯穿全部家书
的情义，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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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艺兼备、人格卓越的艺术
家’。”看一部家信录，就是看一片傅雷的“又热烈又恬静、
又深刻又朴素、又温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的冰心世界，
我们不光明白了傅雷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翻译名家的原因，
更会从中学到如何育子成才的人生真谛。

傅聪至海外留学，与父亲的联系自然只能依靠书信，于是父
子之情便在一封封家书中表露无疑。他们通过书信一起讨论
艺术，研究乐曲的内涵，交流对事物的看法，虽然没有父子
通信时那种嘘寒问暖，但他们之间的默契却是其他无论什么
都无可代替的。傅雷对于艺术尤其是乐曲的领会，颇有一番
自己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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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家书》是一个父亲在循循善诱，
读来很亲切，既饱含了对儿子的深情，也有着父亲独有的不
可抗拒的威严。读《傅雷家书》，感受的是一颗纯洁、正直、
真诚、高尚的灵魂。父子之间的感情因为艺术的崇高而得以
升华，成为一份取之不尽的人类精神的养料。

_时傅雷家遭到抄家，傅聪的书信只剩下残余的几封，所以文
章中大部分为傅雷对傅聪写的书信，故名“傅雷家书”。
《傅雷家书》不仅仅是书信，还是傅雷和傅聪交流艺术的平
台，处处可见深厚的艺术功底。在一篇篇清新的文笔中，我
们还可以感受到父子之间的浓浓亲情，即使相隔万里，依然
不减。家书中最常见到的，还是关于音乐的内容。父子俩时
常在家书中畅谈自己对音乐的见解，对音乐作品的感悟，对
艺术家的评论。傅聪曾获得第五届肖邦钢琴比赛第三名，是
有名的钢琴家，受过国内外知名音乐家的赞誉。这些功劳与
他严厉的父亲是密不可分的。

傅雷对小时候的傅聪严加管教。那时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在四周被日本侵略者包围的上海孤城，连大气中都弥漫着一
种罪恶的毒氛。傅雷先生不让孩子去街头游玩，他把孩子关



在家里，培养他的音乐和文化。他还十分注意孩子的言行举
止和生活习惯，他要求孩子生活俭朴，学习认真，每天都要
监督傅聪不停地练上几个小时的琴。不过傅雷并不是死板的
教育。有一次傅聪正练着琴，突然来了灵感，弹着弹着就跑
到自己的调上了。父亲察觉到异常，便走下楼来。傅聪吓得
赶忙回到谱子上去。但这次，傅雷不仅没有责备傅聪，反而
叫他弹自己创作的曲子，父子俩一起研究，并将刚才的曲子
命名为《春天》。傅聪长大后远出家门出国留学、演出，傅
雷的家书也一直陪伴着他。傅聪在外艰苦奋斗时，家书便是
他唯一的慰藉。

傅雷对孩子所灌注心血，全部融入到一封封家信中。傅聪从
父亲的这些书信中汲取了信念与精神。使他在海外的处境里，
好像父母仍在他身边给他教导、鼓励和鞭策，使他拥有更多
的勇气与力量，去战胜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走自己正当的
道路。他拒绝与祖国敌对国家的邀请，从不做有损于祖国尊
严的言行。这种热爱祖国的精神，与傅雷在万里之外给他殷
切的爱国主义教育是分不开的。傅聪在艺术上的造诣，离不
开父亲傅雷苦心孤诣的教诲。傅雷已去，家书仍留。傅雷家
书给我们带来的爱与精神，永远影响着下一代。

真的感谢那个时代没有手机和电脑，真的感谢那个时候的驿
路邮差，现代家庭教育中，《傅雷家书》就是一本充满沉甸
甸父母之爱的书。

傅雷家书阅读心得篇三

这绝不是一封普普通通的家书，它是一部最好的艺术学徒的
修养读物，更是一部充满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之教子
篇。

人的自爱其子，这是一种大自然的规律。人的生命总有局限
性的，而人的事业却可以说是永远无尽头。通过亲生的儿女，



延续自己的生命，也延续和发展一个人为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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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人类世界应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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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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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雷家书阅读心得篇四

在这部作品中，傅雷不仅仅是作为一名关爱儿子的父亲，关
注着儿子的一举一动，也作为一个"过来人"的长辈，对儿子
即将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做推测，更作为一个指路人，为
儿子设计好应对即将到来的事的办法，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
也保持一个冷静的头脑，理智的分析，帮助儿子吸取经验，
让他引以为戒。



这是一部很好的艺术学徒修养作品，也是一部充满父爱的苦
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傅雷的艺术造诣极为深厚，对
无论是古今中外的文学，绘画，音乐等各个领域，都有极为
渊博的知识。即使儿子远在千里之外，正在准备一场极为重
要的音乐演出，而他却好象在对待即将赴考的孩子一样，殷
切的关注着他的没一个举动，设身处地的预想他要在去的路
上会遇到的各种可能的情景，并替他设计好应该如何去应对，
傅雷在这儿所透露出来的`，不仅仅是他高深的艺术造诣，更
是他作为一个父亲对儿子应有的关爱。

1955年1月16日的那封家书，是写在儿子成功之时，作者的儿
子在那时刚刚取得了音乐会的成功，边寄了一封家书给父亲，
傅雷在受到家书的时候，一方面为儿子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感
到骄傲，真心的为儿子感到高兴，另一方面，也不忘告诫儿
子，不要为胜利而冲昏了头脑，要儿子不管在什么时候，都
要保持一颗赤子之心。

傅雷对儿子的祝福，表现了他作为父亲对儿子的关爱，但他
在祝福儿子的同时也不忘教育儿子，却体现了他最为一个长
辈对晚辈的严厉要求。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人的事业却是无限的，通过亲生儿
女，来延续希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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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儿女也是一项为人父母所应
尽的义务。从傅雷的行为中，也不难看出，他是一个以高度
负责任的态度，在对社会，对祖国，对人类，对世界负责任
的。

傅雷家书阅读心得篇五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自古以来家书是远离家乡的.
游子与家人唯一的通信方式。从小不离父母的我，从未体会
过这因距离而产生的淡淡忧愁和丝丝甜蜜。我向往的这种感
觉是傅雷家书给了我。



《傅雷家书》中，那185篇的家书，包含着父亲对孩子事业上
的引导，母亲对孩子生活上的叮嘱……那平凡朴素的言语却
一次次让我感动得流下泪，我忘不了当时浮现在我眼前的场
景：分别后父母充满思念的彻夜难眠、傅聪回家后父母充满
喜悦的泪流满面、因长久没有收到儿子的信而担心忧郁、甚
至是孩子回信中一个错别字的纠正……父母的爱大的包容一
切，小的无微不至，全部体现在傅雷家书中。

傅雷家书中的爱，或许就是距离产生的不同寻常的爱，它的
不同寻常，不是它的爱超脱尘世，而是因为距离，使人们懂
得了珍惜这份爱!如果你还不懂得珍惜，那么从现在开始珍惜
身边的爱吧!

傅雷家书阅读心得篇六

这是父亲写给儿子的信，一封封容具了亲情。我开始看的时
候，心里甚是喜悦，可以知道钢琴家的成才之路，这样的话
可以借鉴到我以后的日子里。殊不知，傅聪的成才之路充满
了坎坷。他也有丧气的时候，他也有脾气暴躁的时候，我之
前以为名人都是神人，都是很能藏住自己的内心，这些信还
原了一个真实的傅聪，更能走进傅聪的生命。我更看到在他
失败的时候，父亲不是安慰，而是指导他，引领他走向正确
的方向。有时候，我们失败了，我们需要的不是安慰，不是
眼泪，不是陪伴，而是一条能走出困境的路。

傅聪他比常人幸运，却又是不幸的。他可以有留学外国的经
历，却得饱含思乡思归之苦。在异国他乡固然能收到更好的
教育，但是也得一个人面对那些苦难。在这样的状况下，傅
聪是需要人陪伴的。但也许也因为这样，傅聪才有了3次婚姻。
他迫切地需要家庭的温暖，可是太急太冲动，以至于还没得
及看清是否适合在一起就迈入了婚姻的殿堂，而又迅速地离
场。我想说大学，不要因为寂寞而去爱，而去背上那些今后
的痛苦，抉择必须清楚理性，我们也算离家，但大学生要学
会自管。



傅雷总是以自己的亲身经验告诉傅聪，他们不像父子，更像
朋友。他父亲没有怪过他，那是傅聪自己的选择，父亲只是
一个提供建议的人，而不是决定一切的。在适当的年龄讲适
当的事，从来不会抹杀傅聪的求知欲。当下，我们有时候过
于强硬，过于逼迫，孩子们去接受那些他们并不清楚的事情，
我们这是在扼杀孩子们的权利。父母的话只是一种建议，而
不是硬性指标。

上了大学，我们的独立性增强，但并不是天高任鸟飞，你就
可以无目的地飞翔，忘记归家的路。即使身在他国的傅聪，
还时刻保持与家里的联系，这是傅雷要求的，因为家人总是
想要知道你的近况的，你过的一切。在大学的我们，可曾记
得，多与家里联系，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是孩子，我们都
归属于家。有家才有一切，家是自己_坚强的后盾。

前面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父亲的教诲，夹藏着慈爱，但让我
映象_深刻的是傅雷在1966年写的信吧。读到他临死前的告示，
心里酸酸的，大概是傅雷夫妻双双吊死在家里，那种凄苦吧。
这虽然不是傅雷家书的主要内容，但却撼动我的内心。在那
个时候，在那种情况下，傅雷那种不卑不亢的精神，以及看
淡生死的气概。人世间即使仍有他牵挂着的人，他的儿子孙
子，但是文革给予人们的伤害是需要血液来洗刷的，是需要
鲜血的祭奠唤醒人名的内心。人世太多的可惜，十年文革，
中国太多的文人逝世，寄托于未来，傅雷也是这么想的，总
会有洗冤的一天。

每一个人看傅雷家书都有自己的体会，不同时期看也有不同
的想法，和当时的心境也有很大的关系，不管如何，傅雷家
书是那个时代留个我们的一笔财富。

傅雷家书阅读心得篇七

打开《傅雷家书》，仿佛就走进一位父亲用他的一生教导孩
子如何成为一个与祖国息息相通，淡泊名利，朴实无华的君



子。

在傅聪留学国外的过程中，傅雷写了近百封给自己的儿子，
尽管远隔千里，傅雷依然忍受着腰酸背痛的折磨，坚持写信。
他从不曾有过老派人依靠儿女的念头，正是相反，他走的是
另一极端：只知道抚育儿女，教育儿女，将儿女作为挚友进
行交流，尽量满足儿女的希望当作他的责任与宽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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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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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仅谈
艺术学习，还谈生活、恋爱，谈做人，谈修养，甚至还帮助
儿子纠正错别字，这使我们清楚地感受到傅雷细致入微，认
真，严谨的.态度与作风。

书中有这样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人一辈子都在高潮—低潮
中浮沉，唯有庸碌的人，生活才如死水一般;或者要有极高的
修养，方能廓然无累，真正的解脱。多么深刻的一句话啊，
人生本就是一曲跌宕起伏的音乐，这些高潮和低潮才构造了
精彩的人生。

傅雷家书阅读心得篇八

“小心使得万年船”,这大概是傅雷教育儿子如何待人接物的
主线。通过阅读《傅雷家书》，我见识了傅聪的父母对他的
无限关切、殷殷的教诲。最能与我产生共鸣的，是傅雷对儿
子在待人接物方面的教育。

五四年八月十六日傅雷写给儿子的信中曾有这样一
段——“在饭桌上，两手不拿刀叉时，也要平放在桌面上，
不能放在桌下;搁在自己腿上或膝盖上。你只要留心别的有教
养的青年就可知道。刀叉尤其不要掉在盘下，叮叮当当的!”
也许现在的人会对此感到不解：吃就吃嘛，讲究那么多干什
么;手不用就放在膝盖上嘛，白费力气干嘛?但我相信傅雷让



儿子注意餐桌礼仪绝对不只是为了让傅聪看起来很有教养。

看到的是外在，锻炼的是内在。礼仪绝对不只是显摆给他人
看的。它在潜移默化中会令人下意识注意自己的行为，小心
行事，审视其是否符合道德的价值观。每个周一的升旗礼时，
学校都会要求少先队员行礼，其他人行注目礼并唱国歌。每
到这个时候，队伍中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肃穆感，进而
激起大家的爱国的情怀。

类似的内容还有纠正傅聪将手插在上衣口袋的坏习
惯······傅雷管的事儿都极琐碎，管得也极严苛，却
使得儿子在礼仪上也做得极佳，给他人以自己最好的一面。

傅聪的母亲朱梅馥还教育傅聪成了名后要处处当心，不要在
无意中得罪了人。也不要乱批评别人。话在说之前要反复斟
酌，要懂得“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的道理。

这像极了日常中父亲对我的教导。父亲对我也是相当严格
的——同样也呕心沥血地教我用餐礼仪：吃饭时要端起碗、
手不能放在桌下、筷子不能竖直插在碗中、长辈来了才能起
筷······教育我“话要想清楚再讲”;“说话要自信、
大胆”;“要分配好时间，利索点儿”·······渗透到
了生活的方方面面，细致入微。

来自长辈的教导也许唠叨了点儿，却无不是饱经沧桑半辈子，
小心凝结出的心血之丹。为了让我们精益求精地完善自己，
少走弯路，他们才如此无私将这些传授给我们。

止于至善，臻于完美，应是我们所有人对人生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