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傅雷家书读后感(大全8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
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
看一看吧。

傅雷家书读后感篇一

“中国哲学的思想，佛教的思想，都是要人能控制感情，而
不是让感情控制。 ”傅雷与朱梅馥坚持着的原则便是将道德
行为与艺术尊于首位，而舐犊之情屈居二位。自傅聪出国后，
书信中屡次警醒傅聪切勿太过着急地去追求情感，那会使人
迷失理性，迷失作为一个艺术家的高尚情操。傅雷以身例行，
通过语言表达了对国家，对艺术的崇拜与热爱，使傅聪明白
艺术的尊严以及作为一个艺术家其道德品格的重要性，在苦
心孤诣地启示傅聪之时，无不体现出其对傅聪的殷殷期盼。

“以演奏而论，我觉得大体很好，一气呵成，精神饱满，细
腻的地方非常细腻，音色变化的确很多。”傅雷对傅聪的客
观赞赏，无疑是对远在他乡的傅聪的一种鼓舞，他仔细品味
聪的作品，不是作为一个艺术家，而是作为一位父亲。在此
之前，傅雷无数次对傅聪的学习乐理知识的方法进行纠正与
督促，并提议聪将其的课程安排明确记录下来，以便生活的
合理安排。此外，从生活琐事到日常礼仪，朱傅二人花了许
多笔墨去纠正傅聪，他们认为礼仪是对一个人的尊重，对艺
术的尊重，若连基本礼仪也无法把握，如何成大器，成璞玉？
偶尔讲论文义，论李杜，谈其诗缠绵悱恻，至情至性，父子
二人都毫不拘束，直抒独特见解，而傅雷对傅聪之见也尤为
夸赞。如此可见，傅雷对傅聪的爱并非空有嘘寒问暖，而是
暗藏在他与儿子的文学沟通中，暗藏在他对儿子们的谆谆教
导中，暗藏在他对儿子们道德和艺术的严格要求中。



“可是没一天不想着你， 每天清早六七点钟就醒，翻来覆去
的睡不着，也说不出为什么。”傅雷表示其思念之情，如你
所见是十分直接而坚定的，未加任何修饰，从未拐弯抹角，
因为他爱他的孩子，他爱他的至亲，所以要展示最真实的一
面，何必去掩盖内心呢？而傅雷对儿子的严格，也可谓情有
可原，一方面是对儿女的殷殷期盼，一方面则是对儿女的但
又顾虑————父母所碰的壁，是不希望儿女重蹈覆辙的。

但从此延伸至我们的现实生活，不免有些惭愧。我们总是难
以将感谢之情表露出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觉得这种行为幼稚，
可笑，甚至是丢脸，但又可曾想过父母的感触？父母含辛茹
苦地将我们培育至今，期望我们翱翔于青天的那一刻，本是
不求回报的，也未曾抱怨，但我们却连一声感谢也无法脱口
而出。正如傅雷，他作为父亲，就是世间千万父母的缩影，
直接地表达他对儿女的爱与思念，陪伴儿女跌倒，鼓励儿女
站起，直至儿女有所成就之时，就如同放下了一切重担，但
仍旧不求回报，给予我们未署名的关切。

或许往往被我们忽视的无名者们会先一步远去，步入森森寒
骨之界，然而人是迟钝的，直至那时才认识到他们的珍贵已
然无济于事，我们应当珍惜现有的时光，以傅雷一家为模范，
回报那未署名的关切，认识到，那无名者的姓名——是父母。

傅雷家书读后感篇二

合上书，细细回味那封封深情的家书。“人爱其子，胜于一
切”。傅雷对孩子所灌注的心血全部融入一封封家书之中，
教导他们立身行事，爱国成才，家书中更是傅雷的淳淳教导。
其声音殷殷，其意绵绵，其情拳拳。隐约，我仿佛走进那位
叫傅雷的父亲，聆听他那呕心沥血的教诲。

父爱如山，傅雷对傅聪的爱自是如此，高尚，纯洁，无私！
因在外留学，傅聪的中文越发生疏，作为父亲，傅雷与儿子
的书信交往，绝大是中文，在冬日短短几星期更是抄出了几



万字的中文译作，可见爱子情深呐。

在书中，傅雷教导儿子的关键在做人，努力让儿子成为坚强
的、严格要求自己的人。“先为人，次为艺术家，再为音乐
家，终为钢琴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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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成某某家
以前先要学做人，否则那种某某家无论如何高明也不会对人
类有多大贡献”。傅雷希望儿子做一个爱国之人，正直之人，
真诚之人，坚强之人，希望儿子淡泊名利，也望子成龙。

“赤子便是不知道孤独的。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创造许多心灵的朋友！永远保持赤子之心，到老也不会落伍。
永远能够与普天下的赤子之心相接相契相抱！”

傅雷家书读后感篇三

傅雷于1908年4月7日生于原江苏省南汇县，字怒安，号怒庵，
著名翻译家和文学评论家。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中国民主
促进会的重要缔造者之一，早年翻译了大量的法文作品，后
著有《梦中》等，于19656年9月3日辞世。

傅雷的教育，是真正的启发式教育，他尽其所能把自己的经
验都教给孩子，却不曾用自己的思想去禁锢他。一封封长篇
累牍的家书是从每天翻译日课中挤出来的，同时也让他养成
思考的习惯，另一方面时时刻刻，随处给他做个警钟，不论
从做人方面，生活细节还是艺术修养，演奏姿态方面，傅雷
一直都是傅聪的一面“忠实的镜子”。

读傅雷的家书，时常让我有种聆听父母师长教导的感觉，或
许是每一个孩子都有类似的经历和问题，都需要开解和引导，
于是傅雷家书便成了最好的洗礼，尽管时隔五十年依旧可以
从中得到教诲，感悟，豁然开朗，找到正确的人生态度。

手捧《傅雷家书》时而穿梭于文学长廊，欣赏到唐诗宋词的



妙处，懂得李白苏轼的精神内涵；时而徘徊于音乐之都，听
到贝多芬的抗争和莫扎特的恬静；时而游溯于历史之河，走
过文艺复兴时人的觉醒，亦走过巴洛克时的浪漫；时而又来
到瑞士的阿尔卑斯山下，饱览瑰丽的自然风光，不觉陶醉其
中。傅雷让我们渐渐领悟到古典主义的真谛以及东西方文化
的文明共通。

在信中，傅雷教导儿子待人要谦虚，做事要严谨，礼仪要得
体，于困境不气馁，获大奖不骄傲。

阅读了傅雷家书，我看出傅雷与傅聪之间除了血肉相连的父
子关系，还有人生和艺术上的知音，亲密无间的朋友。

傅聪从事音乐工作，因此傅雷谈到莫扎特的艺术特色与内心
情感的关系，与傅聪交流，循循善诱，感情真挚，放下书，
让人回味无穷：原来学识可以这样渊博，人格可以这样伟大，
作风可以这样严谨，爱，可以这样深沉；惟愿那封封家书是
薪火。

浓浓的且深沉的父爱，苦心孤诣地教导，无不体现傅雷对儿
子的器重。“宁天下人负我，毋我负天下人”这便是傅雷对
儿子的教导也是对自己一生的写照，希望大家有时间可以阅
读一下这本书。

傅雷家书读后感篇四

这本书我没有读完，原因是真心难以理解傅雷对自己儿子的
那种爱，可能是因为心态还不够冷静吧！感觉他们的爱就像
是黏黏的502胶水般，让我都觉得有点接收不到！我理解作为
父亲没法见到自己的儿女在外努力求学的那种苦闷，但是我
没法接受父亲的那种管的面面俱到，想要统治儿女的世界的
那种过于泛滥的父爱！可能我还是认为作为父亲只要在关键
的时候能够给自己的儿女给予指导，让他们更好的控制方向。



鉴于此，我觉得一个模范的父亲应该是这样的：

1。懂自己的儿女，方式不是完整性的去深入了解自己儿女的
生活，需要留很大的空间让他们自由发挥；而是在适当的时
候很平心静气的说出自己的见解，但确勿管的太全！

2。努力为儿女创造他们想要的条件，特别是关注他们的兴趣
爱好，让他们的兴趣爱好得到充分的释放。

3。简单的说就是，在适当的时候做适当的事，不要面面俱到，
但在该出现的时候必须出现！

傅雷家书读后感篇五

傅雷，我国著名翻译家，他的译文被称赞为“行文流畅，用
字丰富，具有传神的特色”，同时他也是一名杰出的教育家。
傅雷夫妇一生呕心沥血地培养了两个孩子——傅聪和付敏，
其中傅聪成为优秀的钢琴家，傅敏成了英语特级教师。《傅
雷家书》这本书就记录了傅聪留学期间与父亲傅雷的书信往
来。

“太阳太强烈，会把五谷晒焦；雨水太猛，也会淹死庄
稼。”傅雷写这段文字时，在外留学的傅聪正处于精神消沉
时期，傅雷言外之意就是引导傅聪不要太过压抑，要学会调
控自己的情绪，过激的情感极有可能导致人颓废，会对生理、
心理方面造成不可忽视的危害。父亲收到傅聪的信后，接连
寄出四信，鼓励傅聪走出低潮，相信自己，相信未来。每个
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健康快乐地成长，当我们被烦恼缠
身时，父母总是最好的倾诉对象，他们能全心全意地倾听，
不时送上一句句鼓励的话语，或是一个个温暖的拥抱。这看
是微不足道的举动却往往能带给陷入困境的人极大的光明。

生活总有起起落落时，那个等待期末成绩单的假期，虽只有
短短一周不到，可在我看来却是度日如年般的漫长——我考



砸了。好像连那几日的太阳都打不起精神，干什么事情都没
有兴致，我整日闷闷不乐。父母觉察出异样，便找我促膝长
谈：“没有迈不过去的坎，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早遇到问
题总比迟遇到问题好，因为现在的失败就是为了将来更好的
成功。……”我心里的难过、委屈统统倾泻而出，父母听了
反而笑了，不是讥笑，倒像是释然的笑。那一夜，他们跟我
说了很多，分享了年少时相似的经历，鼓励我抬头向前看，
不要因一次失败而气馁。他们还教育我怀一颗平常心，坦然
面对生活中的大事小事。

《傅雷家书》中，傅雷不仅教育儿子如何做人，在生活习惯、
仪态礼仪等方面也花费了不少笔墨。例如，一信中傅雷教育
儿子生活要节俭，要学会理财：“你向来糊涂，有多少用多
少的办法，必须改变。目前逞着自己年富力强，满不在乎，
但是一句老话，‘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必得留
些余地，能积蓄一些总是好的。”又一信中，傅雷教育儿子
注重生活中的细节：“无论是如何细小不足道的事都反映出
一个人的意识与性情。修改小习惯就等于修改自己的意识与
性情。所谓学习不一定限于书本或某种技术；否则‘随时随
地就能学习’这句话又怎么讲呢？”我的父母也特别注重细
节的培养，平时作业总要求我格式规范，不要偷懒成性，不
然养成坏习惯到考试时也很难改正。他们对我的书写也有严
格的要求，一旦记作业的字迹太过潦草，便会在《家规家业》
上留言指出不足。

傅雷的一生始终怀揣着一颗赤子之心，他对祖国的热爱，犹
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他也不停灌输这
种理念。傅聪留学期间，傅雷一直提醒他要珍惜这次机会，
抓紧时间学习琴艺，不要辜负了国人的期望，因为他站在世
界的舞台上，迎着亮眼的灯光，代表的就是中国。在傅聪逐
步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他也始终惦记着祖国，始终不忘父
亲的一番话：“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创造许多心
灵的朋友！永远保持赤子之心到老也不会落伍，永远能够与
普天下的赤子之心相接相契相抱。”



这就是傅聪，一个良好家风成就的优秀少年！也是我一生学
习的榜样与楷模！

傅雷家书读后感篇六

《傅雷家书》是一本很特殊的.书，他不是跟市面上的大多数
书籍一样，《傅雷家书》收录的是一位父亲对于教育子女的
语言，总的来说，就是一封封的信构建自己对于子女的谆谆
教诲，体现了作为爸爸的他对儿子苦心孤诣。《傅雷家书》
中傅雷没有用华丽的语言来传达自己的人生经历，自己的总
告。他用最朴实无华的语言和真诚的心来和自己的儿子进行
心灵的交流。每一位父亲对于教育自己的子女都会很用心，
而傅雷更是对于儿子在音乐、美术、哲学、历史、文学乃至
健康等等全方位教育，从中，我们能够体会到傅雷对于孩子
的教育的重视程度，同时也看出了傅雷与儿子之间的友好关
系。

《傅雷家书》纵使写的都是看似日常的家常话，却是字中有
真情，章中有真理，不仅在文学、艺术、历史、哲学方面帮
助孩子答疑解惑，也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世界观，真可谓良心用苦。世上有千千万万的处于困惑迷茫
的孩子，却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开明豁朗的父亲，更多
的是要靠自己在摸爬滚打中自己领悟。幸运的是，每个人都
有选择阅读的权利，也给一些比较困苦的孩子提示警醒。傅
雷先生对孩子的爱表达得急切深刻，爱之极深，却又能放之
飞翔，去探索外面的世界，感受另外一片天地。每个孩子都
是一百，有一百的天真，一百的热情，一百的探索，却经常
被偷走了九十九，对中国父母坚守的是棍棒之下出孝子的情
况，傅雷先生没有一置可否，而是希望孩子也能站在父母的
角度思考，父母对我们实行“暴力”的时候，我们应该抱有
理解的态度，我们要体谅父母的心急如焚。因为他们这么做
是对我们好，也是恨铁不成钢。毕竟父母们都抱有，望子成
龙望女成凤的愿望。



现今社会，网络时代，比起以前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变得越来
越遥远。一个屋檐的家人见面也不交谈，人们之间多了许多
的冷漠与陌生，而家书已经成为了一个遥远的过去。在这个
暑假里，漫漫时间，我阅读了《傅雷家书》这本书。当初选
这本书是因为偶尔看到它的内容简介，书信来往间的问与答，
父亲对孩子满满的关爱，希望孩子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以及
孩子与父母之间浓浓的亲情充满在这一封封家书里。这些正
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应该需要的。

孩子处于叛逆的时期，如果缺少和父母缺乏交流沟通，那么
孩子可能会误入歧途，成为社会的对抗者。傅雷给儿子写的
信有多种作用：一、讨论艺术;二、激发青年人的感想;三、
训练傅聪的文笔和思想;四、做一面忠实的“镜子”。信中的
内容，除了生活琐事之外，更多的是谈论艺术与人生，灌输
一个艺术家应有的高尚情操，让儿子知道“国家的荣辱、艺
术的尊严”，做一个“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

读完这本书，我觉得受益匪浅，而最重要的是告诉我交流沟
通的重要性!

傅雷家书读后感篇七

一封封书信，承载着一位父亲对儿子呕心沥血的教诲，以及
对儿子深沉的爱。字里行间，饱含着真情，让人不禁感动。

第一篇，写的就是父亲因儿子走后的不舍。“一夜我们都没
睡好，时时刻刻惊醒。”一句简短的话，流露着傅雷对傅聪
那深沉的爱。

我体会到了为人父母对自己孩子的牵挂。傅雷在一封书信中
提到，因傅聪近日没有写信，他就开始惶恐，心中总是忐忑
不安，他的心中，既有对儿子安全的担忧，又有对儿子之间
感情的担忧。他害怕最多的是儿子不想再与他交谈。



中国父母总有一个特点，他们总想极力纠正孩子，给孩子开
辟一条一帆风顺的道路，却没有考虑自己。傅雷闹关节炎，
本想不提笔写信，但在孩子有问题后，撑起写字，那是怎样
的一幅画面。一位头发有些花白的父亲，眉头紧锁，额头上
有些汗珠，强忍着关节的疼痛，提笔坐在书桌前，认真给儿
子写信，时不时停下，再下笔，读到这里，我体会到了一位
父亲的伟大，他总是想着自己的孩子，却忽略了自己。

《傅雷家书》，我懂得了，父母只有对我们的爱，对我们望
子成龙的心切，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照，对我们的无私奉献。

合上书，脑中还回想着父母对孩子倾尽所有的付出，他们是
伟大的。

傅雷家书读后感篇八

“亲爱的孩子，你走后第二天，就想写信，怕你嫌烦，也就
罢了。可是没一天不想着你，每天清早六七点钟就醒，翻来
覆去的睡不着，也说不出为什么。好像克利斯朵夫的母亲独
自守在家里，想起孩子童年一幕幕的形象一样，我和xxx妈老
是想着你二三岁到六七岁间的小故事。”

“以演奏而论，我觉得大体很好，一气呵成，精神饱满，细
腻的地方非常细腻，tonecolour变化的确很多。我们听了都很
高兴，很感动。好孩子，我真该夸奖你几句才好。回想一九
五一年四月刚从昆明回沪的时期，你真是从低洼中到了半山
腰了。希望你从此注意整个的修养，将来一定能攀蹬峰
顶。”

这是傅雷老师，听过儿子傅聪的录音后，对儿子所讲评的。
这里面包括了，傅老师对儿子的录音，精细的分析，以及客
观的赞赏。并且在后面提到了对儿子的希望。这是家长对孩
子的教育方法。既要体现出自己对孩子的肯定，让其有努力
拼搏的决心，以及会成功的信心。另一方面，也提出了自己



的希望，给孩子指明了前进的路线，发展的方向。而我们当
子女的，也应在父母指引的道路上，吸取父母的经验，取长
补短发展自己的新道路。

“在公共团体中，赶任务而妨碍正常学习是免不了的，这一
点我早料到。一切只有你自己用坚定的意志和立场，向领导
婉转而有力的去争取。否则出国的准备又能做到多少呢?——
特别是乐力方面，我一直放心不下。从今以后，处处都要靠
你个人的毅力、信念与意志——实践的意志。”

千叮咛万嘱咐，父母心放不住。儿子面临社会千变万化，如
何应对，作为父母百感交集。用自己走过的经验，提醒儿子
少走怨路，多踏捷径。这是天下父母的想法。孩子，是父母
生命的延续，是父母心中托起太阳的希望。父母走的弯路，
不希望孩子重蹈覆辙，希望他们能比自己“更上一层楼”。
青春期的我们，应该放下逆反的心理，听从父母的教训，理
解父母的苦心。其实，这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好，为了我们以
后的生活更加轻松、快乐。

“望你把全部精力放在研究学问上，多用理智，少用感情，
当然那是要靠你坚强的信心，克制一切的烦恼，不是件容易
的事，但是非克服不可。对于你的感情问题，我向来不参加
任何意见，觉得你各方面都在进步，你是聪明人，自会觉悟
的。我既是xxx妈，我们是体戚相关的骨肉，不得不要唠叨几
句，加以规劝。”

要说还是母亲的心细，父亲在儿子前途上，用心良苦，而母
亲在最细微的地方——儿子的感情问题着手，给儿子一明确
的道路方向。告诉他如何处理自己的感情与事业的问题，让
儿子明白着重点是那里。我们也应接受傅雷妻子的教训，我
们应该明白自己的重点，明白自己的任务以及道路和方向，
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把握住方向的分寸。这
样有助于我们成功。



“孩子，我谑待了你，我永远对不起你，我永远补赎不了这
种罪过!这些念头整整一天没离开过我的头脑，只是不敢
向xxx妈说，人生做错了一件事，良心就永久不得安宁!真的，
巴尔扎克说得好：有些罪过只能补赎，不能洗刷!”

离别之时，父亲傅雷自责对儿子的管教严格，手段“残忍”。
竟然成了自己的错误。哎，其实这是爱子情深啊!“少时不努
力，老大徒伤悲”!傅雷老师在儿子幼时，严加管教、一丝不
苟，“残忍地虐待”了儿子傅聪。听来笑话，哪里有父亲虐
待自己的亲生骨肉的呢?俗话说得好，棍棒底下出孝子，而傅
雷老师用的是严父底下出才子。平时，父母对我们实行“暴
力”的时候，我们应该抱有理解的态度，我们要体谅父母的
心急如焚。因为他们这么做是对我们好，也是恨铁不成钢。
毕竟父母们都抱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愿望啊!

看过全文，犹如跟傅雷老师对话一样，一个生动形像的傅雷
展现在眼前，似乎傅雷就是我的父亲，在对我进行谆谆教导。
对傅雷老师最深的印象，就是傅雷老师的爱子情深，管教有
方。以前我曾经看过刘庸老师写的《肯定自己》，也是对儿
子的告戒，从字里行间里面体现出了刘庸老师对儿子的疼爱。
两本书表现的都是对儿子的疼爱以及管教的方法。而他们本
质上却有不同的地方。《傅雷家书》告诉我们的是怎样把握
自己的心态，怎样把自己的学业、事业发展完善，而《肯定
自己》告诉我们的更多的是开放的思想，以及独立的观念。

接触傅雷老师的《傅雷家书》我就体会到了，一种中国传统
的但又包含先进的思想。我很欣赏傅雷老师告诉儿子的学习
方法，但我不是很喜欢傅老师对儿子情感的宣泄，与刘庸相
比，傅雷明显得比较含蓄、保守。

我想，我们应该理解父母的苦心，努力学习，回报他们!

《傅雷家书》读书笔记是不是很好呢?同学们在欣赏的同时也
要注意积累知识，多写多练，这样才能更好的提高自己的水



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