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德烈读书笔记(优秀6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这里我整理了一
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
下吧。

安德烈读书笔记篇一

人与人之间，有语言，但是没有交流。这句话真是让我感触
很深。龙应台是一名作家，但更是一名苦口婆心的普通母亲，
她以最朴实无华的言语打动儿子安德烈的内心深处，用温柔
的口吻。坚定的语气，诉说中国籍的妈妈为什么会这么想，
这么做，不为说服，只是要诚实表达心中感受。

于丹〈论语〉心得里面有这样一段论述："这个世界上所有的
爱都以聚合为最终目的，只有一种爱以分离为目的，那就是
父母对孩子的爱。父母真正成功的爱，就是让孩子尽早作为
一个独立的个体从你的生命中分离出去，这种分离越早，你
就越成功。" 看了这本书，我看到了他们之间如此坦诚的交
流。他们母子以书信的方式进入了对方的生活、心灵和世界。
这是一种很好的寻求母子沟通的方式，同时反映了当代青年
与母亲之间的代沟，不同年代的教育和经历反映出来了不同
的理念。

读后不由我想起来我与学生的沟通，在学生的教育中，交流
和理解是沟通的关键，一味强求命令式的教育必然失败，对
于成长中特别是逆反期的学生如何因循诱导是一门很深的学
问。老师的压力，家长的攀比，就业的压力，我也曾经为学
生饱受煎熬与不安，在面对面交流产生抵触情绪时也采用过
书信的交流，但效果甚微。 身教重于言教，教师只有用自己
的行为来感化孩子，没有特权让学生听自己的，让学生按自



己的模式去生活和思考， "成长只是在独立与放手之间" 。

与学生个体的课外交流的内容包括学习、生活以及今后的工
作等方方面面，无论是书本上有的还是没有的，无论是学科
知识还是其它方面的，无论是答疑还是教师的有意引导，一
般有较强的针对性、目的性和现实性，都能为学生的素质提
高与能力的发展服务。我们的教育目的就是要发展学生的专
业能力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使他们能协调地融人到社会
群体中，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学生总是很敏感的，教师渗透在交流中的真心与关爱，会很
容易被感受得到，并对其内心产生震撼：既然教师在课外都
那么关心、爱护与帮助自己，没有理由把教师拒之于心灵的
门外。学生认同了教师，就会乐意接受教师的教导，亲其师，
信其道。"现在一些学生厌学、偏学，不服管教，其原因是多
方面的，但无论是何种原因，良好的师生关系、适当的师生
交流，都可以有效改变学生的不良情绪，把他们引到健康发
展的轨道上来。

教师的人格魅力及待人处世的良好习惯，会自然而然地影响
着学生，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使学生终身受益。
在历届毕业生的就业跟踪中发现，那些善于交流、善于鼓励
又具有爱心 、责任心的教师，其教出的学生较受社会的欢迎，
所取得的成就也相对较高。其实，国外大量的实践与研究早
已表明，学生和教师的关系，影响着学生多方面的行为表现，
对健全学生人格、培养他们对社会适应能力产生深远的影响。

此外，随着交流量的增大，交流的面也自然会扩大，涉及到
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更贴近生活、贴近现实，有助于遏制"
高分低能"的现象。

有人曾疑惑，成长真的只是在在独立与放手之间吗？让我们
尝试着缩短心与心的距离，让我们师生靠得近些，再近些。



安德烈读书笔记篇二

昨天，在繁忙的工作中，我做了今年最有意义的一件事，那
就是读了一本书，一天里除了繁忙的工作，我读了15万多字
的书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虽然我现在还坚持持着两周至少
看一本书的计划，也确实没想到自己还能有这种毅力这种兴
趣去读这本书－－《亲爱的安德烈》。

这是一部可以跟《傅雷家书》媲美的书，傅雷通过家书培养
了一名钢琴家，值得所有的前父母学习。而龙应台通过家书
首先是认识了儿子，然后也是教育了儿子，同时也被儿子教
育，所以值得所有的父母、孩子，甚至教师们学习。

我不想赘述这部书的好！对于我来说，每一部书的好，写出
来的或是说出来的，都是表象的，真正的好，那是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或文传的。那是一种心灵的享受，这种享受经常的
含有痛苦的思索、默默的反思和灵魂的亢奋！

其实，边读，我也在搜索我身边是否也有类似她们母子那样
的母子，或是父子，搜索的结果是几乎为零。如果我们的所
有母子，或是父子，或是母女或是父女，都如龙应台母子一
样的，能够彼此进行心灵的交流，那我们的孩子才是真正幸
福的孩子，我们的父母才是真正幸福的父母。我们的社会才
是真正和谐的社会。世上可以没有成批的科学家，但不能没
有成批的心灵健康的社会人。反过来说，有了成批的数也数
不尽的心灵健康的社会人，就会有真正的于社会于人民有用
的成批的科学家。

买本《亲爱的安德烈》吧！把她放在你的身边，比如你的随
身的兜子里，比如你的书房的书桌上，比如你的办公室的办
公桌上，比如说你的床头柜上，比如说你的私家车里。尽管
你可能曾经认认真真的读过一两遍了，你还是可以在闲来无
事时，把她当做一种心灵的消遣，继续读一读她，再接受一
次心灵的教育！



安德烈读书笔记篇三

四年，并不太长也不太短，但足矣使一个青春期的孩子从年
少走向成熟。然而时隔四年，当龙应台再次见到安德烈时亦
是如此。安德烈眼神里的宁静和深沉让她感觉陌生。虽然彼
此有爱，但是爱，冻结在经年久月的沉默里，好像藏着一个
疼痛的伤口，没有纱布可绑。

若是有人问我在《亲爱的安德烈》中读懂了什么？我只能说
我读懂了时光，它就像是一个慈祥又严厉的老者，它会把美
好的时光毫无保留地赠予，同时它也会将这美好变的短暂、
耐人寻味。

时光永远不会老去，但它的消逝却悄悄带走我们的青春，岁
月的流逝，独留依稀的回忆、心底珍藏……时间永远不会停
下它匆忙的脚步，无法抹去的是记忆里独特的美……朦胧中
仿佛又想起：满天繁星，皓月清光，海浪击石，只是那些晨
昏相处，相濡以沫的好朋友们，从此各奔四方，岁月的尘沙，
滚滚扑面，再重逢时，也已不再是原来的少年了。

安德烈读书笔记篇四

“我评断一个人的品格，不看他如何对待比他地位高的人，
我看他如何对待比他地位低的人。”

我惊讶，“成长”这东西多么纤细、多么复杂啊。

请问品味是什么？它不就是细致的分辨、性格的突出，以及
独立个体的呈现吗？

给儿子的问题

问题一：你最尊敬的世界人物是谁？为何尊敬他？



问题二：你自认为是一个“自由派”、“保守派”，还是一个
“什么都无所谓”的公民？

问题三：你是否经验过什么叫“背叛”？如果有，什么时候？

问题四：你将来想做什么？

问题五：你最同情什么？

问题六：你……最近一次真正伤心的哭，是什么时候？

儿子反问的问题

反问二：你是个经常在镁光灯下的人。死了以后，你会希望
人们怎么记得你呢？尤其是被下列人怎么记得：一，你的读
者；二，你的国人；三，我。

反问四：最近一次，你恨不得可以狠狠揍我一顿的，是什么
时候？什么事情？

反问六：这世界你最尊敬谁？给一个没名的，一个有名的。

反问八：你恐惧什么？

很多人在内心深处其实都藏着一小片泥土和部落——我们土
里土气的、卑微朴素的原乡。表面上也许张牙舞爪，心里其
实深深呵护着一个青涩而脆弱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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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你变成画长颈鹿的提摩，不是因为他没钱没名，而是因
为他找不到意义。我也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为我要你跟
别人比成就，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



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

人生中一个决定牵动另一个决定，一个偶然注定另一个偶然，
因此偶然从来不是偶然，一条路势必走向下一条路，回不了
头。

安德烈读书笔记篇五

大年初四请假去书店狂购一通，其中一本《亲爱的安德烈》
吸引了我的眼球。买回来后，一手抱着秣秣睡觉，一手看书，
基本上一口气看完了。

这是龙应台和她的儿子安德烈在三年之间的书信集。看完后，
我最大的感触是，这根本就不象是一个18岁的孩子写的信，
很多地方非常深刻，涉及到对人生、社会等多方面的讨论，
一个从小被父母包围、娇宠，没有经过历炼的孩子是断断写
不出这样的内容的。甚至我都有些汗颜。

其实有了孩子后，有一些压力，就是未来的教育压力。我想
让他成为什么样的人，怎样教育，怎么以身作则，如何表率。
这些年，我愈来愈觉得知识的短浅，不是专业方面的，而是
文化方面。作为一个硕士毕业生，对中国的历史了解多少对
传统文化了解多少?更不要提其他国家的历史。很多社会现象，
也没有作过多的关注和思考。

这些年，也刻意的去看过一些相关的书籍，但还是太少太少，
也很不系统。需要大大的补课。最起码，我能够在孩子应该
读这些书时，我能够给以一定的指导，并和他讨论。

读书的任务很重，而且没有时间再推托了。

努力，加油。



安德烈读书笔记篇六

《傅雷家书》是父子书信集，而本书则是一本母子书信集，
母亲也是作家，是中国的母亲和其德国的儿子教育理念碰撞
录。

母亲是台湾作家龙应台，儿子安德烈则是一个德国青年，母
亲带着八分的认真与二分的知性怀疑，儿子存着二分黑色幽
默，三分玩世不恭和五分真诚。我本是抱着不情愿去看这本
书，当看到1/4时，忽然间我有一种找到了知音的感觉，更有
一种彻悟，书中对孩子与父母的描写，那种无比新奇而又见
解独到的教育方式，让我耳目一新。

书中的安德烈对生活充满乐趣，几乎天天听歌、开派对、旅
行等等这些我们中国孩子想也不敢想的生活方式。再来看看
我们的一天，早晨早早起床、没完没了的课内与课外作业等
等。另一方面，小安每次遇到了挫折，妈妈来安慰他，成功
时，亲朋好友都为他送去衷心祝贺;但我们取得成功却永远是
理所当然，甚至与家长的期望还相差许多，这就是东西方教
育的差距。

这本书中随处可见中西方文化的冲突。安德烈是土生土长的
德国青年，除了出生在台湾，其他方面已经很难同中国扯上
关系。在这样一个德国青年的眼里，台湾是这样的：“我不
关心台湾的过去，不关心淡水河的鱼虾是如何灭绝的，不关
心在一个不民主的地区人们如何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我也不
关心德国的未来将走向何方，我自己又将以什么为以后生活
的凭依，我只关心自己每天是不是开心，是不是活得有想法
有创意。”我想这样的孩子如果活在中国，不用问一定会被
父母一通斥责然后令其痛改前非。如果他是一个普通的孩子
也就算了，但是这就是龙应台的儿子?台北文化局局长、国际
知名教授的儿子?我原以为龙应台会像平常家长那样对待自己
的孩子，但她却说：“他是一个自由的人，是我生命中相遇的
‘另一个人’，我无权强令他做什么，只能和他朋友似的交



谈。”这种话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我们的父母的口中说出。
我觉得安德烈对mm(妈妈)的语气不像总统也像首相了，竟然
这样和自己的母亲说话，而龙应台只是倾听，只是思考，与
自己的孩子如朋友一般交流，他们这种火星撞地球的交流让
我再一次地感到震撼。

从书中，我看到了另一种教育方式，另一种教育理念。作为
一个教育工作者，同时也作为一个有同样年龄儿子的母亲，
书中可借鉴之处太多了。我们对孩子的管教实在太多了，以
我们所谓的经验为孩子制定了太多的条条框框，还美其名曰
为了孩子好。我们的教育其实就是一条流水线，出来的
是“一模一样的产品”，而不是不拘一格的人才。孩子们的
创意给我们教没有了，许多的问题只有对和错，是和不是这
两种答案。这本书，值得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去认真地读，
去认真地思考。它比《傅雷家书》还有更现实的教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