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傅雷家书读后感高三(精选8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这
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
吧

傅雷家书读后感高三篇一

无数飞扬的纸书随着西北而来的寒风逐次到达。父性才真正
觉醒，一月十九日，傅雷提笔，悔恨地，却又温暖的写下了
第一封家书。

每一封家书，几乎无不贯穿着感性与理性。感性是言语间便
透露出来的，父母对孩子的爱；理性，则是傅雷时不时便提
到的艺术自身，以及每一个字都值得推敲的哲理。在这些纸
张中，他们有悲伤，有烦恼，有挂念，也有欣喜和激动。有
时他所发表的理论观点与我不尽相同，我也会情不自禁的勾
画，写下属于我的观点。

在这些家书里。他是活的，一个真实，活生生的人物。尽管
没有实体，但无形间却承载着灵魂于其中，没有一些作家所
谓的“偶像光环”。他如一个赤子，刚刚降临人间，对任何
事物都有他眼中自己的独特风景，并会毫不犹豫的展现出来。

什么是艺术？又何为信仰？如何看待过去与错误？为人处世
应狂傲还是隐忍？他赤裸裸地说了出来，不带任何装饰。

在持续十二年的家书中，他曾说：“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
个世界。”孤独了，内心宁静了，才会认识自己，才会在心
目灵中创造一个世界，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

而他不正是在引导孩子，引导我们，写下自己的观点，创造



自己的世界吗？

我们天生即赤子，身为赤子的他，用这本书给我们百年孤独。

傅雷家书读后感高三篇二

家书，我是第一次接触。在这本《傅雷家书》中凝聚了父母
的淳淳教诲，孩子与父母的真诚交流，亲情溢于字里行间。
我在这陌生的文体中如何做人，如何对待生活。

傅雷在书信中贯彻了作为一个艺术评论家，文学翻译家的细
致、严谨、认真的态度和作风。他不仅仅谈艺术学习，还谈
生活，恋爱，谈做人，谈修养，甚至是儿子写错字，父亲也会
“郑重其事”地指出并耐心分析，纠正。而夫人朱梅馥在书
信中不像父亲一样严厉，从她的文笔能看出她是一个性格温
柔，文静随和，贤淑豁达的夫人。关注儿子和丈夫的身体和
起居饮食，与媳妇坚持密切的交流，母亲的形象尤为突出。
这样一柔一刚的碰撞，无疑是组成一个成功家庭的配方。

傅聪是著名的钢琴大师，父亲傅雷常在书信中常指导傅聪的
钢琴。因为我自我也是学习钢琴的，所以对傅雷的一些指导
也深有体会。文中有一段是说哼唱的缺点，因为哼唱是一种
极随意的行为，快些，慢些，吟哦起来都很有味道，但如果
弹的人一边哼一边弹往往就会错了节奏。我自我平时也习惯
哼唱，但当我只弹音乐的时候就会觉得自我的节奏慢了。傅
雷给傅聪的指点是看谱的时候不妨多哼，弹的时候尽量少哼，
在曲子熟手后只宜于“默唱”。并且在弹的时候也要想象一
下意境，推敲曲子的结构，起伏，高潮等。平时我的钢琴教
师也会这样指导我，但我总是体会不了。当我看到傅雷教师
的讲解后，我自我很容易领悟到，并且在弹琴实践时也得到
了很好的效果。

书中处处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时时给人深刻的开导，异常是
书中对于弹钢琴的技巧和做人道理。傅雷先生由于自我的学



识，思想而能将任何大事小事阐发出深刻但绝不艰涩的道理，
从而给人启发。

我太感激这本书了，真正的父母的爱之书！

傅雷家书读后感高三篇三

初读此书，会感到乏味，无趣，因为我觉得这只是一堆杂乱
的书信，甚至连成书都太过牵强。但是，读完我才恍然大悟，
这并非只是父子之间琐碎的家常话，这其中包含了许多。

这是傅雷对于儿子傅聪的牵挂之心，也是父亲深沉而又严格
的爱，傅雷是一位文化素养，高学识渊博的父亲，他能够理
智的教育孩子，帮助孩子，他总是会预料到一切，可能发生
之事，给儿子提出建议，当然也爱说些琐事家常。

其次，书中所有书信内容，都很具有文采，虽只是普通，日
常的来往书信，却又像极了精雕细琢，不过倒也符合他作家，
翻译家的身份。诚然，如果让我用心去花很多时间来写一篇
作文，我也决不会有傅雷所写的信那样优美。

像傅雷夫妻一样，我的父母何尝不是对我关怀备至，他们对
我的爱，虽然没有傅雷那样文采飞扬，但却没有比傅雷夫妻
少任何一点对子女的关心。我曾厌倦父母的唠叨，认为其不
值得一听，但也可谓是天纵之才的傅聪，也是在父母的唠叨
中成长的。现在，我也意识到父母的唠叨，是十分可贵的，
因为除了父母之外，没有人会花时间来关心你的生活了。对
于父母理应该是尊重和感激。

“家书始于墨迹，墨迹止于绝笔。”这是书中序言的一句话，
的确如此，这本书不仅仅是书信，也包含了傅雷的大半生，
书，我们毒的尽，可人，我们读不完。



傅雷家书读后感高三篇四

读完整本书，觉得有一个会令我特别感慨的地方，傅聪给父
母的回信，可能实在是太少了。特别是他刚刚出国的那段时
间，从傅雷的信可以看出，傅聪时常是几个月都不回一次信
的。

在那个通讯不发达的年代，又与父母分隔如此之远，几个月
不回信，换做是我，绝对是做不到的，父母对自己是如此关
心，而傅聪却让父母担心，这是在我看来傅聪做得不好的地
方。相信哪怕一封信中只是简简单单的几句话，也可以给父
母莫大的慰藉吧。

今天，我读了一本书。刘心武的《傅雷家书导读》。心情久
久不能平静。

傅雷家书这本书我早就听说过，一直没能亲阅。原以为，傅
雷家书，是反映战场上的儿子，写给母亲的书信。近日得读，
才是一位伟大的父亲，写给儿子的金十二年来的书信。从儿
子离开自己，出国进修，儿子恋爱，成家、学业上的彷徨，
与国与家该进的责任，与父与子该把我的原则，淋漓尽致，
溢于言表。

细读之后，我想，这不仅是弗雷先生留给儿女的肺腑之言，
也是普天下父母想给儿女的肺腑之言，只是有的父母木那，
有的父母不善言辞。关注儿女的成长，像朋友一样与孩子聊
天，是为人父母的天伦之乐。

《傅雷家书》是我国文学艺术翻译家傅雷及夫人写给子女的
信件。可它并不仅仅是一些信件，而是一部真正的教子之书。

整部书中充满父爱，思想与艺术。傅雷的教子有方是出了名
的，他的教育方法与传统的中国式教育方法有所不同，或许



这就是这本书的特别之处了。

傅雷从多种身份，角度与立场同儿子对话，可谓“一人多
角”。他与儿子的关系并不是单纯的父子，他们互相学习，
关系平等。

此书同样是一部富有艺术性的作品，从文学到音乐，作者的
思想无不独立而又深刻。

这部书不仅适合所有父母读，我认为更适合中学生阅读。它
能提高我们的艺术修养，最重要的是能使我们了解到身为父
母内心的想法与天下父母对孩子的爱!

在书中我们不光看到了一个严格的戒子而又亲切关爱的父亲，
同时也看到了父子的共同成长。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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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雷家书读后感高三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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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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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假，重新拿出久违的《傅雷家书》，重新再仔细地品味了
一番，我品到了傅雷对于教育孩子的重视及方法，值得我们
去学习去敬佩的。可是这次重新的品读，却品出了别样的韵
味。

傅雷在教育儿子的时候，并不会一直长篇大论讲大道理，而
是利用书信唠叨些家常事，和儿子心对心地交流沟通，不会
和儿子因为距离的遥远而疏远，他无拘无束，心里怎么想的，
笔下就怎么写，正因为如此，《傅雷家书》中父子母子之间
的爱才会让我们觉得是那么真挚、那么纯朴，没有半点虚伪，
用不着半点装腔做势，这是父母对孩子发自内心的爱。

每封家书中都包含了傅雷对儿子的栽培和关爱，但在疼爱的
同时，他也不忘对傅聪进行音乐、美术、哲学、历史、文学
乃至健康等等全方位教育，这样不仅让儿子了解到家中父母
的状况，还能同时让儿子不乏兴趣地继续看完家书，接受到



教育。傅雷先生的这些家书，饱含着人生道理，让傅聪知道，
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活。

傅雷先生对子女从不苛刻，所以当我们读完的时候会深有感
触，若是我们的父母也是如此对待我们，相信我们的生活就
会快乐许多。但是又有几位父母能做到想傅雷这样的呢，没
有几个。每位父母对子女的爱的表达方式都是不尽相同的，
所以并不是我们的父母苛刻，只是他们把他们的爱放在了培
育我们的过程中，傅雷只是父母的杰出代表，但并不表示我
们的父母就要和他所做的事一模一样，所以，我们都不要抱
怨父母，他们都和傅雷一样伟大!

傅雷家书读后感高三篇六

1、人一辈子都在高潮——低潮中浮沉，惟有庸碌的人，生活
才如死水一般;或者要有极高的修养，才能廓然无果，真正的
解脱。只要高潮不过分使你紧张，低潮不过分使你颓废，就
好了。太阳太强烈，会把五谷晒焦;雨水太猛，也会淹死庄稼。
我们只求心理相当平衡，才不至于受伤……慢慢地你会养成
另外一种心情去对付过去的事;就是能够想到而不在惊心动魄，
能够从客观的立场去分析前因后果，作将来的借鉴，以免重
蹈覆辙。

2、母性的伟大不在于理智，而在于那种直觉的感情。

3、慢慢的，你会养成另外一种心情对付过去的事：就是能够
想到而不再惊心动魄，能够从客观的立场分析前因后果，做
将来的借鉴，以免重蹈覆辙。一个人惟有敢于正视现实，正
视错误，用理智分析，彻底感悟，才不至于被回忆侵蚀。我
相信你逐渐会学会这一套，越来越坚强的。

4、不经历尖锐的痛苦的人，不会有深厚博大的同情心。



5、“以后要多注意：坚持真理的时候必须注意讲话的方式、
态度、语气、声调，要做到越有理由，态度越随和。坚持真
理原是一件艰巨的斗争，也是教育工作;需要好的方法。方式。
手段，还有是耐性。万万不能动火，令人误会。”——理直
也不要气壮，得理也要饶人。态度谦恭，虚怀若谷!

6、有一天夜里，她劝你明天再练，你回答说，象你那样，我
还会有成绩吗?对付人家的`好意，用反批评的办法，自然不
行。从这些小事情上推而广之，你我无意之间伤害人的事一
定不大少，也难怪别人都说我们骄傲了。人们常常都会这样，
对自己亲近的人更是。我有时也会。所以要反省啊。待人要
谦和有礼，善解人意，知恩图报!

7、得失成败尽量置之度外，只求竭其所能，无愧于心。

8、一个人惟有敢于正视现实，正视错误，用理智分析，彻底
感悟，才不至于被回忆侵蚀。

9、对方把你作为她整个的世界固然很危险，但也很宝贵!你
既已发觉，一定会慢慢点醒她：最好旁敲侧击而勿正面提出，
还要使她感到那是为了维护她的人格独立，扩大她的世界观。
倘若你已经想到奥里维的故事，不妨就把那部书叫她细读一
二遍，特别要她注意那一段插曲。像雅葛丽纳那样只知
道love,love,love的人只是童话中任务，在现实世界非但得不
到love，连日子都会过不下去，因为她除了love一无所知，一
无所有，一无所爱。

12、孩子，可怕的敌人不一定是面目狰狞的，和颜悦色、满
腔热血的友情，有时也会耽误你许多宝贵的时间。

13、为学最重要的是“通”，通才能不拘泥，不迂腐，不酸，
不八股;“通”才能培养气节、胸襟、目光。“通”才能成
为”大“，不大不博，便有坐井观天的危险。



14、把自己的思想写下来(不管在信中或是用别的方式)，比
着光在脑中空想是大不同的。写下来需要正确精密的思想，
所以写在纸上的自我检讨，格外深刻，对自己也印象深刻。

15、不为胜利冲昏了头脑是坚强的最好的证据。

16、艺术不但不能限于感性认识，还不能限于理性认识，必
须要进行第三步的感情深入。换言之，艺术家最需要的，除
了理智之外，还有一个“爱”字!所谓赤子之心，不但指纯洁
无邪，指清新，而且还指爱!法文里有句话叫做“伟大的心”，
意思就是“爱”。这“伟大的心”几个字，真有意义。而且
这个爱绝不是庸俗的，婆婆妈妈的感情，而是热烈的、真诚
的、洁白的、高尚的、如火如荼的、忘我的爱。光有理性而
没有感情，固然不能表达音乐。

傅雷家书读后感高三篇七

最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傅雷家书》这本书信
式的小说，这本书，是我看过书籍里面最具有教育意义的书。
整部书中充满父爱，思想与艺术。傅雷的教子有方是出了名
的，他的教育方法与传统的中国式教育方法有所不一样，或
许这就是这本书的异常之处了。傅雷从多种身份，角度与立
场同儿子对话，可谓“一人多角”。他与儿子的关系并不是
单纯的父子，他们互相学习，关系平等。

“亲爱的孩子，你走后第二天，就想写信，怕你嫌烦，也就
罢了。”这么一句简单的话不仅仅显示出傅雷是个深情的父
亲，他却更像是一个理解儿子的知心好友。此书同样是一部
富有艺术性的作品，从文学到音乐，作者的思想无不独立而
又深刻。我觉得，不管是父母，还是小孩，每个人都应当去
看看这本《傅雷家书》，因为这本书真的能教给我们许多的
东西。

傅雷家书读书笔记15



每个人都有生身父母，大都体会过父母的慈爱和教诲。当我
读着这本家书，感到的是一种另一番教诲，不是老师的教导，
不是长者的叮嘱，而是父母对儿女的关切，是不同于我的父
母的关爱，却不失被细心呵护的感觉，我似乎找到了另外一
种父母之爱，这也是大多数子女所体会不到的。这也许是这
十年对她爱慕不减的原因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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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傅雷是一个睿智，博学，正直的学者，年轻时甚至有些
暴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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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端庄贤淑，又温厚善良的东方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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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所谓“人”在傅雷心中又是具体而微的，这不只是一个愿
望，一个口号。它大到对世界对人类对祖国的忠诚与献身精
神，小到对自己事业的严谨，对父母的孝敬，对妻子的理解，
对友人的宽容，甚至具体到了一个乐段的处理，一位友人的
交往，以至于儿子的言谈举止也都一一告诫“手要垂直，人
要立直”都使读者印象深刻，颇有感言。

母亲在那个险恶的年代，在个人安危毫无保障的日子里，她
心系远方的儿子和孙子，她克制着内心的恐惧和痛苦，把坚
强、安详、无微不至的关怀传送给漂泊异国他乡的亲人。一



件为孙儿一针又一针织出来的毛衣，情重如山，她却为“礼
薄”而不安，为了让儿子在异国感受到家庭的温馨，她一丝
不苟地写下菜肴的制作程序，惟恐疏漏一个细节。她爱夫爱
子，一生为这个家奉献，然而，她同样为了不能再忍受的人
格尊严的践踏和侮辱，夫妻二人一同将生命融合，迈向永恒，
或许更多的是徇情，也算是个结束。然而这个结束却从没让
人把他们夫妇俩分开过。

然而就是这样严格的家教，才造就了他不俗的一生，并给千
千万万的父母留下了一面宝镜，照一照我们给了孩子一些什
么吧？为了孩子我们自己怎样做事做人？在书中我们不光看
到了一个严格的戒子而又亲切关爱的父亲，同时也看到了父
子的共同成长。他的音乐译著和儿子沟通交流，他把对祖国
的发展的关切之情，以及对祖国的热爱同样流露给学生，傅
雷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和心力，在对社会祖国和人类世界尽自
己的责任。儿子傅聪，在异国漂流生涯中，吸取了多么丰富
的养料，但父亲使他在海外孤儿似的处境里，好像父母仍在
他的身边，时时给他指导、鼓励和鞭策，使他有勇气和力量
去战胜各种各样的魔障和阻力，踏上自己正当成长的道路，
通过这些书信，不仅儿子和亲人之间，建立了牢固的纽带，
也通过这一条纽带，也使傅聪与远离的祖国牢牢地建立了心
的结合。后来的事实证明不管国内家庭所受到的残酷遭遇，
不管他自己所蒙受的恶名，他始终没有背弃他的祖国，不受
祖国敌对者多方的威胁利诱，没有说过或做过有损祖国尊严
的言行，这就是一个父亲对一个儿子的熏陶，这与父亲在数
万里外，给儿子殷切的爱国主义教育是分不开的。时间，距
离都不是问题，有心的父母，你那颗不眠的爱子之心，就是
不可替代的教科书，人生的加油站。这种关爱不是意识一个
阶段，而是伴父爱而来。这位严肃的父亲，从来就没有推卸
自己的责任，即使在上海被日本包围成孤岛时，他就把孩子
关在家中，而且很早发现在他幼小的身心中，有培养成为音
乐工作者的素质，正如他对自己对人对工作对生活各方面都
要求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一样，对待幼小的孩子一样，
他亲自编制教材，给孩子制定日课，一一以作则，亲自督促，



严格执行，他规定孩子怎样说话，怎样行动，做什么，吃什
么，不能有所逾越。他做到了，也一同要求儿子做到了。真
乃真父子。我为人间的这一遭父子情惊叹，对，是朋友，是
同志。

除了感慨傅雷在创作上甚丰的翻译作品，骄人的成绩，还为
他是这样一个集艺术与生命都美妙地融入自己生命中的一个
近乎完美的人。他的生活有规律，人生就是优美的弧线，那
留给我们的点点滴滴那样温暖每个少年、青年、父母的心。
对待儿子，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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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雷家书读后感高三篇八

书架上有一本泛黄的集子，我从未想过要去翻看它。在我即
将成年之时，父亲郑重其事的的把它交到我手上，对我
说：“看看吧，或许对你有用”。我翻开厚厚的《傅雷家
书》，令我没想到的是，我一口气读完了它。185封家书，字
里行间透着清雅的香，诉说着那个我没有经历过的年代——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故事。

在我们的一生中会遇到千千万万个人，但会关注你的一言一
行并且最了解你的人却只有父母。傅雷与傅聪在生活上不是
单纯的父子关系，它交融着挚友间的感情。傅雷激发了傅聪
的思想；而傅聪又让傅雷有了一个讨论艺术和音乐的对手。
在事业上，父亲期望儿子攀登音乐艺术的高峰，达到“掀动
听众的感情，使他们如醉如狂，哭笑无常，而你自己屹如泰



山，像调度千军万马的大将军一样不动声色”的最高境界。
在生活中，“吃饭时筷子不可以碰响碟子”，“手不可以放
在裤子口袋里”……透过这类生活细节，父亲告诉儿子如何
成为一个令人尊敬的人。一封封家书代表了父子每一个人生
驿站中或喜或悲或苦或甜的一段感情历程，也让读者从
中“读”出了厚爱和幸福。

读完这本书，我庆幸父母陪在我身边，并且他们很爱我。父
母无论对你做什么，都是缘于他们对你的爱。傅雷是一个出
了名的严父，从《傅雷家书》中更能具体地领会到这样的严
厉。1954年，当傅聪将要离家远赴波兰求学时，父亲回忆起
往事，才发觉有亏良心，从心底说出“有些罪过只能补赎，
不能洗刷！”但也正是少年时代父亲教子极严，有时几乎不
近人情，才造就了傅聪的成功。所以，我更能感受到这种严
厉中蕴含着特殊的意义———严厉与疼爱的融合。

回想自己的成长经历，如果说没被父亲逼着，那纯属是骗人。
小时候倒是并不贪玩，而现在正经历着青春期，贪玩，没少
被父亲教训。自己也气，一边抹眼泪，一边用眼睛偷偷地瞪
父亲。现在想想，如果没有父亲的督促和管教，我现在也不
会养成这么好的学习习惯。我也常常觉得奇怪，父亲训斥自
己时，觉得父亲的不好，现在却记不起来了，脑子里倒有一
百个理由让自己承认父亲的好。这种感情看起来简单，但这
种简单却是无法解释的。

静静地翻着这些家书，青春期的叛逆或许在这本老旧的集子
中的得到平息。它所给我的感动和激励，是我无法用语言能
表达的，它所给我的远远大于我所看到的，而我唯有以书中
的言行为准则来立身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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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一起
走进傅雷家书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