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亲爱的读后感(实用8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读后感对于我们来
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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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读后感篇一

“你18岁时，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
你跟父母会聊天吗？”在一年的班主任生活中，很多学生会
问我这些问题，而那时他们与父母的交流存在各种各样的问
题，关系甚至处于冰点。于是，我决定和学生共读一本书
《亲爱的安德烈》。

这本书的作者是台湾作家龙应台。她是一位激烈的文学战士，
被誉为华人最有力的一支笔；她也是一位敏感的母亲，有两
个叛逆而独立的混血儿子。《亲爱的安德烈》是龙应台与他
的大儿子安德烈互通书信的集结，全书共收录了36封书信。
这36封书信呈现了母子两代人心灵的碰撞，以及中西不同文
化对个体思想意识的影响，记录了两代人试图消除隔阂与冲
突所做出的努力，也为中西文化的碰撞提供了一个清晰而生
动的范例。

在序言中，作者说“认识一个十八岁的人，你得从头学起。
你得放空自己。”无论是谁，我们的18岁或许都似曾相识，
信奉理想，渴望自由。但面对我们18岁的学生或者孩子时，
我们却总是以后来人的立场与身份与他们不平等地沟通。他
们会抗拒、会挣扎，甚至开始逃避。生活中很多18岁的子女
与父母的现状正如作者所说“就像水上浮萍一样各自荡开，
从此天涯淡泊”，我们更需要的是共同努力地去做尝试。让
我们去再次认识人生里一个十八岁的人，他们也第一次认真



去认识自己的父母。不管是通过书信、交谈还是游戏等形式，
我们需要去寻找一个沟通孩子与父母的纽带。

想想自己的18岁，忙碌而紧张的高中时期，我与父母都是早
出晚归地碰面。我们之间的对话好像也都是围绕着“想吃什
么？”“今天学习怎么样？”“考试怎么样？”诸如此类的
关心与问候。现在的学生情况也同样类似，父母更多的关注
孩子的学习。似乎对孩子的情绪、爱好、心愿少有了解。更
别说深度的交谈与了解，更有甚者，一言不合可能和父母好
几天不说话。“我才知道，多少父母与儿女同处一室却无话
可谈，他们深爱彼此却互不认识，他们向往接触却找不到桥
梁，渴望表达却没有语言。”而在《亲爱的安德烈》中，母
子两代人，两国人交谈的话题可以如此广泛、直接，没有说
教，而是袒露心声。从“作为德国人在德国队比赛时，会为
他们加油吗？”探讨孩子对历史、对国家的认识，从一部关
于阶级跟贫富差异、社会公义的电影探讨生活中的两种道德，
从一晚上的新闻事件谈到对于民主理想主义的看法，从香港
与德国的咖啡馆谈到文化，从对彼此的提问谈到死亡与未来。
我想如果你想更全面地去了解一个人，那么不妨尝试着针对
一个问题，不仅仅是你问我答，而是交互式沟通交流，也许
就会有意外的收获。

十八岁的烦恼如果不是什么关乎生死大事之类，就一定是一
些芝麻小事，但是却会影响一整天的心情。家长们会像说鸡
汤文一样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学会平衡，可是既要体贴到别
人的感受，又要照顾到自己的立场，是很难的事情。但这是
我们一生中要学会应付的烦恼，因为我们思想独立但却是社
会化群体中的人。对于未来，我们需要将龙应台的话牢记于
心。“对我最重要的，不是你是否成就，而是你是否快乐。
而在现代生活的架构里，什么样的工作比较可能给你快乐？
第一，它给你意义，第二，它给你时间。你的工作是你觉得
有意义的，你的工作不绑架你使你成为工作的俘虏，容许你
去充分体验生活，你就比较可能是快乐的。当你的工作在你
心目中有意义，你就有成就感。当你的工作给你时间，不剥



夺你的生活，你就有尊严。成就感和尊严，给你快乐。”漫
长的人生，不论是高考、考研、就业、升职还是恋爱、婚姻、
家庭等，你都要在平凡的生活中找到真正的自己，认清生活
的本质。我们最终极的负责对象，还是“自己”二字。而那
些十八岁的路，无论有哪些高人指点，帮你避过多少的深坑
艰险，还是得靠自己走一走。

安德烈和妈妈龙应台的通信就是我们生活的望远镜和放大镜，
让我们看到了远方的天空，也窥测到了生活中的不易与平凡。
我们十八岁的问题，在这里也能寻找到合适的答案。我们也
慢慢用泪水与离开去懂得：所谓父母，就是那不断对着背影
既欣喜又悲伤、想追回拥抱又不敢声张的人。

在这世上，生而为人都是第一次，何况他们是第一次做父母，
我们也是第一次当儿女，其实我们都是在长大。当儿女的因
父母而幸运，当父母的因子女而骄傲。这些路，是我们必须
独自去走的！

亲爱的读后感篇二

亲爱的陌生人？这个陌生人是谁呢？为什么会是亲爱的呢？
带着好奇，我看了第一页。这本书一页环着一页，一章扣着
一章，情不自禁间，就看完了这本书。

这位陌生人是一个将降临在这个世界上的孩子。“奶奶”通
过一系列土方法，认为这位“妈妈”肚子里的孩子是男孩
（但实际上是个女孩）。也许是重男轻女，或许是喜新厌旧，
也可能是其它原因，在之前奶奶总是什么都是以“妈妈”肚
子里的孩子为中心，不是非常关系叶今一。什么电脑辐射会
影响肚子里的孩子，吃冰淇淋会着凉，会感冒，谁都不能感
冒，因为会传染给妈妈等。

在此期间，叶今一的人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不能玩电脑，
不能吃冰淇淋······她便以康渝一起去外面写作业来



摆脱奶奶的视线，又向她诉苦。康渝不在期间，她又去穆天
宇家，希望穆天宇能体会到她的伤心，但并不善解人意的穆
天宇并不能令她愉快。

“爸爸”的劝解也无法使叶今一和“奶奶”和解。但在一场
找回失踪的叶今一的事件之后，“奶奶”对叶今一的态度发
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变得很关心叶今一，甚至有些离谱了，
叶今一也适应不了。可能是“奶奶”的改变也可能是帮康渝养
“宠物”的事情，叶今一对叶又一（“妈妈”肚子里孩子）
的态度也发生了莫大的变化，叶又一还未出生，她就想着帮
叶又一买衣服，买饰品等，甚至还帮叶又一织毛巾。叶又一
出生时，得知时个女孩，奶奶也惊讶得不得了。

其实“外婆”先前说得对，男孩、女孩都一样，凡是自己的
孩子，都爱。父母对家里每个孩子的爱都一样的，有时你觉
得父母更爱另一个孩子，只是此时对你的爱表达的方式不一
样，如果你出了什么事，父母一样会担心的。“人间自有真
情在，此爱非比寻常爱”。父母对我们的爱，没有人能够代
替。

关爱第二个孩子，是第一个孩子应该做的。年龄大的应照顾
年龄小的，应教他做事，因为他刚来到这个世界，是你们的
陌生人，也是世界的陌生人。

读完这本书，我感触很深，居然希望能有一天妈妈也给我一
个弟弟或妹妹，也带来一个“陌生人”到这个世界上！

亲爱的读后感篇三

曾被龙应台《孩子，你慢慢来》深深的感动，感动于这位伟
大而深情的母亲，能用一颗尊重、包容的心和她的孩子们共
处。年后，拿起的第一本书就是《亲爱的安德烈》，像一部
长篇的连续剧，从孩童阶段看到了青少年时期，一页接一页，
恨不得一口气读完。



这本书信集收录了龙应台和儿子安德烈三年来的36封书信。
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当看到这样一个介绍时，心底涌出的
是些许的羡慕：如果我的孩子在她18岁的时候，还能和我保
持书信联系，那该是多么令人欣慰的一件事啊！就像安德烈
在书里说到的“我跟我的母亲，有了联结，而我同时意识到，
这是大部分的人一生都不会得到的份，我却有了……回头看，
我还真的同意你说的，这些通信，虽然是给读者的，但是它
其实是我们最私己、最亲密、最真实的手印，记下了、刻下
了我们的三年生活岁月——我们此生永远不会忘记的生活岁
月。”

。所以，我开始尝试用文字来记录我和涵涵之间的点滴片段，
希望在将来某个时候我想念她时，回头翻看这些文字，播放
一段自己的电影，看见她稚嫩的小脸、清澈的双眼和甜甜的
笑容。

整本书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他们母子俩因为年龄差距和东
西文化背景差异，在很多问题上有分歧，但是，他们只是就
事论事的表达自己的观点，并没有试图说服对方接受自己的
看法。龙应台不像是安德烈的母亲，而更像是他的朋友，一
个愿意聆听的朋友。十八岁的安德烈能和母亲坚持通信三年，
在信中，他们无话不谈——政治、喝酒、旅行、恋爱、各种
困惑，如果没有长久以来的彼此尊重，我想，他们母子是不
可能有这份信任的。

我也一直在努力做到和涵涵平等相处，并为此常常有些沾沾
自喜，然而，安德烈的一段话却让我陷入了沉思，他说“mm，
你跟我说话的语气跟方式，还是把我当十四岁的小孩看待，
你完全无法理解我是个二十一岁的成人。你给我足够的自由，
是的，但是你知道吗？你一边给，一边觉得那是你的‘授
权’或‘施予’，你并不觉得那是我本来就有的天生的权
利！”

是啊，孩子的“自由”和“权利”不应该是我们赋予的，而



是他们来就应该享有的。这种“自由”和“权利”不能因为
家长心情不好而被随意剥夺，也不能因为家长怕麻烦而被随
意剥夺，更不能因为家长怕失去自己的“权威”而被随意剥
夺。

通过龙应台的文字，我似乎重新认识了我的孩子，我的父母
和我自己。我们的孩子在慢慢长大，他们需要的空间与界限
每一天都在悄然的发生着变化，想要真正进入孩子的内心世
界，我们需要不断整理自己积年累月的想法与观念，能有新
的活力去跟随孩子的`脚步。我们的父母带着对子女不变的关
心正在老去，他们所需要的有可能只是我们发自内心的一句
问候、一句肯定。我想，当我们努力去改变、去理解、去包
容，我们和父母、孩子之间也终将会建立起一座通往彼此世
界的桥梁。

亲爱的读后感篇四

暑假期间，陪着孩子读了《亲爱的笨笨猪》后，不光孩子有
了不小的收获，作为家长，我觉得收获也不小。

文中塑造了一个憨憨的，傻傻的笨笨猪的形象。但就是这只
看上去憨憨傻傻的笨笨猪，却让所有认识他的朋友都喜欢上
了他，他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征服了所有人。当他帮助驴大爷
盖新房子的时候；当他帮助鹿妹妹站起来，一步一步往前走
的时候；当他帮助狐狸妹妹重拾自信，走进校园的时候，他
是那么的善良。当听到猫咪咪建议他减肥的时候，他克服了
那么多的困难勇敢的坚持了下来。当得知七个小淘气没有老
师肯教他们时，他及时伸出了友爱的手，并且跟他们成为了
朋友······其实笨笨猪一点也不笨，他聪明着呢。

笨笨猪用他的善良，勇敢，友爱，勤劳的品德影响着周围的
人们。而他身上的这些品德也正是我们的孩子要学习和借鉴
的。



在现在提倡素质教育的时代，我们的孩子不光要掌握大量的
文化知识，更要学会在以后的社会中如何能够与人相处，如
何能够立足。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智商高，情商也要高。
书中的笨笨猪恰恰是我们孩子的榜样，他的那种与人为善，
乐于助人，用宽广的胸怀接纳拥有不确定因素的人和事的精
神，很需要我们的孩子好好的学习。同时，也给我们指明了
全面培养孩子的方向！

以后会多抽出时间陪孩子读一些这种有益的书籍！

亲爱的读后感篇五

亲爱的孩子：

你好！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降临于世，由于你生得晚、长
得迟，因而错过了妈妈美好的青春年华。但没关系，妈妈都
一一说予你听。

妈妈的童年很快乐，是在阳光的温暖、雨露的滋润下，欢笑
多于烦恼而成长起来的。放心，作为90后生人，妈妈不曾受
过什么物质的贫乏、精神的空虚，诸如此类的苦。当然，也
有可能是我安贫乐道的原因。童年是天真无邪、无忧无虑的，
孩子，我将竭力，为你培育这样的土壤。我坚信，它将成为
你一生前进的动力，吹在荆棘途中的春风徐徐。

孩子，你终将长大，不再整日依偎在妈妈的怀抱，迈入我曾
踏过的“青春期”。这个时期的你，会与我面红耳赤、还是
沉默疏离？抑或，二者兼有，并且如同日落月升，只是不规
则无规律的轮转？孩子，妈妈没有把握。不管怎样，叛逆总
会过去，血缘之亲，不会因为几句偏激的话语、几件离经叛
道的轻狂事，而斩断。在那之后，你应该会挣扎于学业的压
力，再之后，成年，从“有围墙”的大学跳入到“无围墙”
的社会。那时，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那时，就该真如
龙应台所写，我俩“就像水上浮萍一样各自荡开，从此天涯



淡泊”，你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别人”，从妈妈的血肉身躯
分离开，从妈妈的殷殷目光中远去，正如我之于你的外婆。

说实话，我不能想象，会与你无话可说。在我的想象里，我
们也许争吵、辩论，但不会“话不投机半句多”。哪怕是宁
静闲暇，忙碌聒噪的时光，我们不能对话，但孩子，你会知
道，我的耳朵永远为你倾听，我的心灵永远受你触动。即使
无言，空气中也该浮动丰富的安静。

在你养成的品质当中，我希望有这么一条：爱阅读，善分享。
我们除了拥有母子或母女情分外，我们还将是两个读者的关
联。我们共读同一本书，我们分读不同的书，都可以交流、
分享。观点无关对错，是否正确、代表权威，只是态度和品
位。或许，你会继承我的天性，天马行空，说着说着，常常
离题；也或许，你是理智的一个，常常拉我回正题，对我既
生气又无奈。

亲爱的孩子，我将告诉你，那些历史书上无甚多着墨，甚至
一字不提、被时代遗忘的过往——属于你妈妈的过往，增添
了许多不必要的多愁善感。我的小学，课外读物更倡导阅读
外国名著，比重上轻忽了国学。你问我是怎么统计的？孩子，
从我的经历和经验，感性的统计，虽然不够严谨，但充作参
考应该无碍。妈妈那个念书的年代，大家阅读外国名著，远
远多于国学。可以看看我们的书目，如《简·爱》《苏菲的
世界》《钢铁是怎么炼成的》《雾都孤儿》《老人与海》
《双城记》《汤姆·索亚历险记》《鲁宾逊漂流记》《格列
佛游记》《傲慢与偏见》《茶花女》《复活》《母亲》《百
万英镑》《童年》《嘉莉妹妹》《理智与情感》《飘》《福
尔摩斯探案集》《野性的呼唤》《呼啸山庄》《爱的教育》
《基督山伯爵》等等，这些都是妈妈那个年代，学生偏爱的
书目；而国内的作品，如冰心、沈从文、鲁迅、老舍、萧红
等，都是比较靠后才去阅读过，认识到国内作品的魅力。而
我国四大名著，很惭愧，妈妈至今没全部将它们“拿下”。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书目差异，妈妈要好好思考才行。



主要接触的体裁的顺序也很有意思。先是长篇小说，然后是
中短篇，其次散文，到如今偏爱的诗词，孩子，这是妈妈在
给你写信时，才发现的有意思的规律。真的，交流和分享，
受益的不仅是听众，倾诉者本身更是开阔思路，触发灵感的
过程。那么，孩子，你最爱的书是什么？为什么喜爱它？它
在你的成长中扮演什么角色？你最爱的作者是谁？你是否敢
于袒露自己，将心声倾注于文字？生活中有那么多美好、甚
至批判抱怨的事，我真的，真的，真的不相信我们会无话可
说，只要有心，努力尝试。

孩子，你未来的妈妈，为人还不稳重、处事尚未通达，你
莫“嫌弃”。或者，妈妈向你学习，课堂上称你为“小老
师”。

孩子，妈妈虽然还未见过你，对你一无所知，但是，这世上，
一个人自他/她的出生起，就让我毫无保留的去爱，去付出，
当属你一个而已。嘘，这个秘密，莫告诉你的外公外婆，姑
姑和舅舅，尤其是你的爸爸，别说哦，他们会吃醋。嘘！

妈妈

20xx年3月25日

亲爱的读后感篇六

读了龙应台的《亲爱的安德烈》，有一种找到知音的感觉，
更有一种振聋发聩的彻悟，书中那些关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
的描写，那些在我这样的中国孩子看来新奇无比的教育且见
解独到的方式，令我耳目一新，那个既有成人的老道，又不
乏孩子的偏激，既睿智幽默，又不失天真烂漫的安德烈更是
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菲利浦在第34封信《独立宣言》中总结归纳出一个非常精辟
的结论：欧洲人看人是看年龄的，只要满十四岁了，连老师



也要用“您”来称呼学生。但是，中国的家长和老师却往往
忽略孩子的年龄，而是刻意的去强调辈分、尊卑，不管孩子
是不是已经长大了，只要站在爸爸、妈妈或是老师身边，他
的身份就永远只能是“孩子”，永远不能得到尊重，永远只
能选择服从。难道在中国人眼里，孩子只能算一个成人们随
身携带的物件?中国人之所以不肯尊称一个14岁以上的少年
为“您”，仅仅是为了保全那点少的可怜的面子吗?顺着菲力
浦的遭遇探究下去，我又发现了一点，那就是中国的父母在
夸赞孩子时总是对他的父母说：“你的儿子真厉害!”，“你
的女儿真棒!”……诸如此类，真是可笑，这到底在夸谁呢?
别以为对方是“小孩”就可以剥夺他的努力和成就!“小孩”
也是人，也是有资格获得尊重的人，也需要平等的对待，难
道所谓的“人人平等”在孩子身上就不适用了吗?!由此看来，
在东西方在对待孩子的观念真的有着巨大的反差。

多么希望我们的爸爸妈妈和老师们也能静下心来好好地读一
读这本《亲爱的安德烈》，看看安德烈们快乐的生活，学学
龙应台那样贴心的母亲，把你们严肃的爱变得温情一些，把
你们古板的关怀变得更加亲切一点，给我们一点柔美的微笑，
给我们一点应有的尊重，那样，你们的孩子，你们的学生一
定会变得比现在灿烂很多，很多!

亲爱的读后感篇七

在读《亲爱的陌生人》之前，我还以为这是一本关于青春的
小说，但看了以后，才知道主人公的遭遇和我一样，让我有
无限的感慨。

《亲爱的陌生人》写到，叶今一的妈妈要生二胎了，今一并
没有太开心，反而是今一的奶奶非常关心妈妈的身体情况，
什么电子产品等一切奶奶认为对妈妈身体和肚子里胎儿不好
的，通通不要。今一和奶奶的关系也随着误会的增多以及叶
今一的'叛逆期到来而变得越来越差了。直到叶今一第一次离
家出走后，家人才开始重视她。奶奶对叶今一的关心也多了，



而叶今一对奶奶的态度也变得好多了。今一开始接受她的弟
弟或妹妹的降临，开始想象他(她)的未来。后来，叶今一的
妈妈生了个女儿，取名为叶又一。

这本书就像我的生活写照!我妈妈在前不久也生了妹妹，她的
出现让我的生活改变了不少。在妹妹出生之前，我觉得一个
人整天在家里很无聊，但自从妹妹出生以来，空闲的时间全
被她“占满”了。每天都有个人陪着我，有时我也会跟妹妹
说一些心里话，虽然妹妹还小，听不懂，但她见我在跟她说
话，就会用她治愈系的笑来“回复”我。

有些时候，我会觉得照顾妹妹很麻烦，但转念一想，爸爸妈
妈以前不也是这样照顾我吗?

父母会陪你的前半生，爱人会陪你的后半生，而兄弟姐妹他
们会陪你一辈子。看完《亲爱的陌生人》，我觉得在二胎时
代，我们一定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亲情，要珍惜兄弟姐妹这
些能陪我们一辈子的亲人。

亲爱的读后感篇八

在我的阅读感受里，龙应台是个令人热血沸腾的名字。记得
上世纪80年代末，我接触到龙应台的杂文集，即被龙旋风犀
利深刻、颇具独立性、充满民主权利意识的文字深深折服，
十分认同她被誉为思想界不让须眉的铁骨金刚、女斗士。

《亲爱的安德烈》是龙应台与安德烈的母子书信集，书中收
录了她与长子安德烈的36封往来书信。母子俩以通信的方式
进入了对方的世界，龙应台认识了人生里第一个十八岁的人，
安德烈也第一次认识了自己的母亲。

相信更多的读者是被龙应台的文字感动着的。她是一个温情
的母亲，用所有母亲都具备的关爱来关心儿子的饮食起居，
譬如叮嘱儿子不要在踢球之后吹冷风、不要喝太多啤酒。但



她又不仅仅是一个温情的母亲，她在信中谈得更多的是深入、
知性的问题。她谈自己的青春岁月，谈价值观差异，谈对民
族、国家、文化、道德的看法。这些从容的文字，一如我印
象中的深刻、独到、优美，但少了咄咄逼人。也许，是她把
儿子当朋友来理性地交流；也许，岁月沧桑、丰富阅历已略
略磨平了她的棱角。

《亲爱的安德烈》已红遍大江南北，频频登上各大图书排行
榜的领先位置。我想，每个人都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到共鸣，
不管你是别人的父母，还是别人的儿女这本书一定能勾起你
对人生的思考，以及顿悟。

而我，就像是做了一回龙应台的粉丝那样，把自己写过的关
于我女儿刘源源的几十篇文章，放进了电脑里的一个新文件
夹，起名《亲爱的源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