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初二傅雷家书读后感(优秀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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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
篇读后感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
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初二傅雷家书读后感篇一

《傅雷家书》是一本很出名的家书，每次去书店家书区域，
都会看到此书。阅读此书，我是通过读书会开始陆陆续续阅
读的。读完此书，感觉本书确实很不错。因为该家书本来只
是父子、母子之间的对话，并没有为了出版而写，所以，书
信中的内容读来真情实感，也颇有启发。

除了真情实感之外，我能看到父母对儿子的关切、挂念之前，
真可谓可怜天下父母心。

本书所选编的家书内容，能明显地看到父亲和母亲的不同关
注点和切入点。傅雷更多是笔墨和精力放在如何指导或建议
练好琴，提升水平，而傅雷母亲更多地关注身体、家庭以及
理财方面的事情。通过本书，让我们看到了傅雷家风，以及
家教风格，对我也是个启示。

对于父母，要想教育好子女，其实是要付出很多的。除了自
己的工作之外，子女的教育更是费心。千教万教，教孩子做
人，教孩子爱国，爱我们的文化是非常重要。

书信内容很丰富，里面好多语句也值得我细细体会和感悟。

总之，这是一本值得阅读的好书，让我们为人父母者获益匪
浅，也能让孩子们感受到父母的付出和努力，体会父母的不
易，更能理解父母。



初二傅雷家书读后感篇二

父爱无声

――读《傅雷家书》有感

李子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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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傅雷家书》有感

杨妮

一开始我对于这本书可谓是全无了解。第一次接触是缘于老
师的要求，以及初二必读书目榜单上大大的四个字。说实话，
我原来对于这本书没提起什么兴趣，觉得这对于我来讲是一
本晦涩无趣的书。不过，在与这本书慢慢的深入接触后，我
越发认为当初的想法多少有带点儿偏见。尤其在了解到傅雷
夫妇的遭遇时，蒸腾的热血在我心中燃烧：好一个傲骨人！
这便进一步激发了我的阅读兴趣。

傅雷作为一名翻译家，不仅文采了得，在艺术方面也颇有造
诣。文中有一段傅雷谈论川戏的片段令我很感兴趣：“川戏
中的《秋江》，艄公是做得好，可惜戏本身没有把陈妙常急
于追赶的心理同时并重。其余则以《五台会兄》中的.杨五郎
为最妙，有声有色，有感情，唱做俱好。因为川戏中
的‘生’这次角色都差。唱正派的尤其不行，既无嗓子，又
乏训练。倒是反派角色的‘生’好些。”



傅雷对于川戏中的大段描写、评价，都令我啧啧称赞。他运
用大量笔墨在这封书信中描写了这部戏的优点和不足之处。
他没有因为专业不在此处就随意评价略过，而是认真分析，
一丝不苟。

这就好比我们在做数学题的时候，不是听老师讲一遍就懂了，
而是应该听后能做到复述一遍给他人听，并自己独立写出解
题过程才算真懂。否则不用多久就会忘得一干二净，像没学
过一样的空白。

其实在生活中，我们时常缺少的就是像傅雷这样认真钻研的
精神。无论什么事情，我们都应该用心去学，去做，不马虎，
不敷衍，踏踏实实做好每一步，认认真真钻研，全心全意的
为自己的目标而努力。做一个有始有终，勤奋刻苦的人。

读《傅雷家书》有感

陈禹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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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傅雷家书》有感

马杨焱

作为名人书信代表作中的典范代表，《傅雷家书》无疑曾被
千万人品读过，也自然会有千百种体会。对我而言，和爸爸
共读此书，也读出了别样的味道。



在学术和专业领域，傅雷是神一样的存在，造诣极深。而透过
《傅雷家书》，我“看”到了一个亲和、民主、包容，既有
大智慧，又有“凡人”情趣的父亲。例如，傅雷在给傅聪的
信中这样说到：“长篇累牍地给你写信，不是空唠叨，不是
莫名其妙的gosip（八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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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演奏姿态方面”.傅雷先生的风范，使我深深
感到――都说“父子如兄弟”.诚如是，傅雷先生树立了极好
的榜样。以他的造诣成就，对孩子的教育却不是居高临下
的“施威”,而是耐心细致的互动“絮叨”.我的爸爸也颇感
慨，说作为父母，不可“恃才行凶”,虽然在礼仪辈分上有长
幼之别，但在思想上要给孩子更多平等、尊重与倾听。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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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二傅雷家书读后感篇三

读完一本经典名著后，大家一定都收获不少，写一份读后感，
记录收获与付出吧。那么我们如何去写读后感呢？下面是小
编为大家收集的八年级的读后感：读傅雷家书有感1000字，
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翻开《傅雷家书》，一封封深情的家信映入眼帘，父母的谆
谆教导、孩子的感恩之情，不觉已流入心间。

《傅雷家书》，创作于9~9经历了文革初期，文革前，傅聪去
波兰留学。此后与父亲傅雷常常书信来往。文革时傅雷家遭
到抄家，傅聪的书信只剩下残余的几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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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督傅聪不停地连上几个小时的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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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年9月3日凌晨，傅雷夫妇戴着沉重的精神镣铐，离开了这个
世界。两个多月后，当傅聪从一位法国朋友那里得知噩耗后，
顿时天旋地转，热泪纵横。

人爱其子，胜于一切。傅雷对孩子所灌注心血，全部融入到
一封封家信中。傅聪在异国他乡漂流的生活中，从父亲的这
些书信中汲取了信念与精神。使他在海外孤儿似的处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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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拒绝与祖国敌对的国家的邀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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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二傅雷家书读后感篇四

成长路上，风雪载途，有你相伴，即是最美好的记忆。

——题记

傅雷，一位出色的翻译家;傅聪，一位出色的钢琴家。一脉相
承的，不只有血缘，还有那颗包容万物、澎湃向上的心。

有人说，傅聪的成长全拜傅雷所赐;有人说，傅聪本可以更好，



只是由于傅雷严厉的扼杀，止步于此。

我都不同意。

傅雷替傅聪谋划了一切：高潮、低谷，无微不至地替他打点
生活中的苦痛与喜悦。他不惜一切送傅聪出国，追逐音乐之
梦;而傅聪，同样接纳了傅雷的缺点：他的偏执、他的严肃、
他的坏脾气。远在他乡，事业低谷，傅聪也不曾忘掉执笔为
父亲写那一封又一封的回信，以回应父亲的牵挂与思念——
信里头，他风轻云淡地描述异乡的苦，独自咬牙担下疼痛，
告诉父母：别担心我，我过得很好啊。

他们有过争吵、有过不合，可对抗之后，他们仍深爱彼此，
愿为对方一点一点磨平自己的棱角，想来，兴许这便是“多
年父子成兄弟”的真实写照。

回忆翩然而至，我与父亲便也是这样的相处模式吧。那一阵，
考试频繁失利，我心情烦闷，自我放弃般地旷课在家打游戏。
犹闻门把转动的声音，已经迟了，父亲大步走了过来，我只
好硬着头皮装作若无其事——恐慌之间，游戏里操控的小人
儿坠入万丈深渊，一命呜呼。“你死了。”父亲开口，声调
却没有丝毫怒意。“额……我今天不舒服，请假……”被一
语拆穿，我干笑着，胡诌理由应付父亲，“刚刚才开始，我
就玩了一小会儿……”“恩，再来一局。”我疑惑，可父亲
不容置疑地摇了摇头，示意我打开游戏。一局、两局、三
局……我一次又一次葬身深渊，而屏幕上的小人只是笑着，
看不出痛苦。时间一分一秒流逝，父亲只是静静看着我，没
有半分让我停下的意思。——费劲九牛二虎之力，我终于度
过了悬崖，通关。父亲轻声说：“看，你不是能过去
吗。”——看啊，你不是能过去吗?醍醐灌顶之言，我恍然大
悟父亲的良苦用心，后奋进学习，得以赶上。为此，我一直
很感激父亲，感激他对一个小小孩子脆弱自尊心的包容，感
激他对一个小小孩子谎言的保护。



成长路上，有你相伴，真好。

初二傅雷家书读后感篇五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参考。

《傅雷家书》通过傅雷与儿子的信件来往之中，我们可以看
到一位严厉，尽责的父亲对于在海外留学的儿子傅聪的挚爱
与期望。下面是小编整合的傅雷家书读后感八年级学生范文，
一起来看看吧。

傅雷家书读后感八年级学生范文1

初见这本书，老实说，我是有几分嫌弃的，因为书的封面并
不好看。但是在细细读完之后，便对这本书有了改观。

若是以写信的方式与家人交流生活、学习的近况，一封信可
以写多长?可以写几封?傅雷一家对这样的问题有了很好的解
答。因为《傅雷家书》全书皆是傅雷、妻子与儿子傅聪十余
年中来往的书信。有时一封信放到书中足足有五页那么多。
书信可都是手写的，十余年的书信足以出书，可见书信的长
度与价值。

书信内容大多是傅雷对儿子学术与性格上的指导意见、对儿
子生活及身体健康的关心、情感方面的指引，也偶有父母对
儿子的感情的表达。但所有书信都表现出的共同点，就是傅
雷夫妇对儿子显而易见的爱意。不论是在音乐方面的指导，
性格上的建议，还是在处理感情时的提议，都可以感受到傅
雷对儿子的关心与期望。傅雷对儿子说过的话，我们的父母
又何尝没有对我们说过呢?父母是否曾经告诉我们自己性格中
的缺点?是否曾经站在自己身边注视着自己正在完成的作业?
是否曾经唠唠叨叨地对自己说要考上好的大学?而当时的傅雷，
也仅是一名希望孩子成才、悉心培育孩子的普通的父亲而已。



傅聪亦没有辜负父亲对他的期望。书信中，傅雷写下的喜悦，
大多是因为傅聪在国外时取得的进步、成就。而这一切，自
然有傅雷的功劳。傅雷与傅聪，父子二人以书信交流的气氛
之和谐，大概是每个家庭都向往的、的家庭氛围。

若我们也能够像傅聪一般，能认真地听一听父母平日唠叨的
内容，反思、改正自身的不足，相信我们也一定能在未来有
所成就。

傅雷家书读后感八年级学生范文2

每个人心中，都暗藏着一个心灵的归属，可以在此，发自肺
腑地与亲人畅谈。而从无声的文字中，我似乎也看到了，不
仅仅有傅雷与儿子的深厚温情，还有一种若有若无的熟悉。

这是一位严谨的父亲对儿子耐心的指导。几乎每封信中，都
有父子俩对于钢琴艺术的感悟。傅雷不仅关心儿子练琴的生
活，还不断强调各种曲调的情感，比较不同演奏者的不同。
朴实的语句中更体现的是父亲对于儿子的关怀，对于艺术的
追求。

这是一位伟大的父亲对儿子的教育。傅雷将自己的希望寄托
在儿子身上，嘱咐他坚定立场，待人谦虚，礼仪得体，心怀
爱国之情。做一个“德艺兼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含情
脉脉的文字后，是远隔两岸的深厚情义。文字本无情，却承
载了爱的温情，似细水长流，滋润干涸的草地。在一个时代
的孕育下，傅雷有力而坚决地告诉儿子，告诉我们每一个
人“生活中困难重重，我们必须不断自我改造，向一切传统，
资本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感情与习俗做斗争，我
们必须抛弃所有的人生观和旧的社会准则。”

傅雷对儿子的关心更多让我看到了我的生活，我的家庭。没
有分离，没有书信，但仍有那种熟悉的感觉，那种爱的关怀。
父母对于我的帮助，也是无私的，他们教我感恩，细致，对



学习，对生活……家书记录的，是我的生活，它教会了我懂
得与珍惜。

我诞生在了一个与傅雷完全不同的时代，一直以来的幸福团
聚让我们缺少了书信的交谈，但那份来自父母细致的关怀，
那些点滴的爱仍然熟悉在我的脑海里，无论何时，无论爱的
表达有什么不同，从傅雷的家书中，我更看清了这份爱，我
会在淡淡的清欢中感受爱，感恩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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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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完整地保存了父亲的书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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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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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这是陆游的诗句。的确，无
论是在战乱时期还是在和平的年代里，家书都是无比珍贵的。
在那薄薄的的信封里，装着的不仅仅是那一行行用亲情凝成
的字，更是难以丈量的，比天还高比地更厚的爱。

父母的高尚无私，领着我们上前;父母的教导鼓励，给予我们
动力。他们是动力的源泉，惟有这种动力，才给予我们多姿
多彩的人生。

每当人感到无奈迷惘的时候，首先想起的当然是最亲，最信
任的人。而这，莫过于是父母亲了。在大森林中。迷路了，
有北极星的引导，树木的指路，月亮的照明。而父母就是北
极星，是树木，是月亮，在你最无助，最无奈，最失落，最
寒冷的时候，给你雪中送炭让你发泄，送你安慰。

无论你身处异国还是异在他乡，父母的这种安慰，问候都是
你心中萌发的种子。平日觉得父母的`唠叨是最厌烦的，可你



在这时候是最需要他的。它如同音乐，是超越界限，超越国
界的，因为这种唠叨是有着一个共同的出发点——那就是爱，
无论是英语，俄语，德语，日语，无论它如何地千变万化，
可都不离其中。

就像文中一样，当儿子消沉苦闷时，父亲的劝慰，是一种莫
大的帮助，这种劝慰，对于平时的我们来说是最平常不过的
语言教育。可对于一个远在他乡，面对困难而无从入手的人
来说，是最珍贵的教导，是最深刻的体悟。这种指导，领导
是百听不厌的，因为它充满爱，令你不禁泪流满面;也因为它
语句深奥，令你从生活中探索，品味;更因为它是父母的话语，
令你燃起心中的火。

春天的万物复苏是因为土壤的呵护，泉水的滋润，薄雾的笼
罩以及阳光的爱抚。远在他乡的人们之所以幸福快乐也是因
为家里人信中，邮件中，安慰，帮助，更因为有永远都传递
不完，永远都说不尽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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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人要谦逊，做事要严谨，遇事不逃避，戒骄戒
躁”。“做人第一，其次才是做艺术家，再其次是做音乐家，
最后是做钢琴家。”在《傅雷家书》中，傅雷对于傅聪的人
格、道德教育都很严格。傅聪长大后去国外留学，傅雷却对
自己的过分严厉感到自责。

《傅雷家书》那一封封的书信中，深沉而又伟大的父爱展现
得淋漓尽致。傅聪也体会到了父母对他深厚的关爱。可在我
们的现实生活中，又有几对父母能像傅雷朱梅馥那样以身作
则，以自己的成长经历为例教育儿子，又有几个孩子能像傅
聪那样幼时对父母言听计从?我们本就没有那样好的家庭教育，
只能更加努力学习，丰富知识，充实自己。

亲情在教育、批评、赞赏中一一体现。面对父母的严厉批评，



我们要么默不作声，要么严词拒绝。傅聪之所以能坦然接受
批评，是因为傅雷与众不同的教育方法。我们的父母时常将
我们与别人家的孩子比较，但他们意想不到的是我们总会因
为这种批评而更加“讨厌”父母，与之对抗并产生隔阂。而
傅雷则用和朋友商量的语气，赞赏的视角，激励代替批评，
表扬代替斥责，心平气和地跟儿子交流，进而达到好的教育
效果，使得傅聪对父亲给予的爱越来越容易接受，顺利完成
学业且终有所成。

不过，大多数的我们也不会因批评而放弃追梦的。

愿天下的父母们多一份理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