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家书读书心得(模板6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
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
朋友。

家书读书心得篇一

《傅雷家书》是一部十分经典的名著，这本书为何经典？因
为这本书，并不与我们平时所读到的一篇一章的书相同，而
是以一封一封家信集合而成的。每一封家书中都能够读出浓
浓的亲情，与此同时，我还发现了一个细节，令我陷入沉思。

傅雷在傅聪的童年时期对他管教十分严格，总是打骂他。虽
然最后傅雷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且十分懊悔，但这，毕
竟已成为不可改变的历史。

对孩子管教太严，固然不利于孩子的成长。一个孩子的天性
受到大幅度限制，那么这个孩子也就不是孩子了，而是被锁
在牢笼里的囚犯，无法施展手脚。而且这样也不利于孩子与
父母的沟通交流，导致孩子与父母的感情不深，孩子走向错
误的道路，父母不能及时发现与纠正，使孩子在歪路上越走
越远。

那么是不是对孩子过度关爱，就一定好呢？

近日，我看到一则新闻：一个大学生亲手将自己的母亲用刀
捅死。听说这位母亲为了自己儿子的学业，不顾自己八岁的
女儿，放弃自己的工作，去给上大学的儿子陪读。结果儿子
因一件小事与母亲意见不合，就用刀将母亲捅死。母亲在临
死前，一声“救命”都没有喊过。



虽然，这种杀死生母的事情是十分少有的，但还是让我不寒
而栗。当父母无原则的溺爱孩子，得来的结果是这样。

父母，本是出于对孩子的爱，而不求回报的付出。但过度的
爱会让孩子以为这是父母理所应当的，并且十分依赖父母。
回想23岁便离开人世的杨锁，不正是因为过分依赖父母，而
在父母双双离开人世时，饿死于家中的吗？溺爱带来的间接
影响，是会危及到一个孩子的一生的。步入社会中，被溺爱
的孩子生存能力明显比独立的孩子弱很多。也许这也印证了
孟子的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吧。

爱，本是良药。但过度的爱，不是良药，而是致命的毒。放
开手，让孩子尽情飞。这才是真正的成长。

家书读书心得篇二

读《傅雷家书》，人人都可以感受到傅雷作为一个父亲的温
度，而我却感受到了他作为一个学者的力度。尽管傅雷在信
中对傅聪嘘寒问暖，十分感人，但我却更加关注两人谈论艺
术与文化的信件。

作为一个曾出过国、留过学，也接受过中国传统教育的翻译
家，傅雷对于东、西方文化的主旋律是兼容并包。他既认为
文艺复兴时代的伟大作品可以让人眼光宽广，又把汉代的精
美石刻奉为精品，其开放而宽广的胸怀和贯通中西、海纳百
川的治学态度可见一斑。

傅雷是一个善于对比和求同存异的学者。他常在书信中谈起
中国古代的诗词。他有时会将诗词独立提出，有时则与西方
音乐同时谈起，寻找共同之处。比如，他认为，莫扎特、舒
伯特都富于一种近乎于李白的气质，而萧邦乐曲的神髓则与
某些中国古诗词颇具相像之处。

他对东西方文化的对比与分析，并不拘泥于诗歌和音乐，也



有许多是针对于文化更深层之中优缺点的。这也体现了他不
但长于探求细节，而且也对宏观的文化颇有些见解。

比如，他认为西方人的思想是混乱的，具有双重性和矛盾性。
又比如，在贝多芬的作品之中，始终充满了“人”（即自我）
和“神”（即命运）的斗争，而在他最后的晚年里，“人”
落在了下风，贝多芬在命运前低了头。是否低头没有定论，
但西方思想的混乱由此可见。

实际上，西方宗教信仰之“无我”（非是现在所谓无我），
与现代精神之“有我”之间的战争，尽管自文艺复兴之时便
已开始，但一直到今天，仍未结束。反观中国古代，由于诸
子百家，无一以宗教信仰为人之根本，纵是后来传入的佛教，
也极重视自我智慧的完全觉醒（彻悟），所以，中华民族不
可能在思想上出现如西方人般的矛盾与混沌。

最不同寻常的是，这些关于艺术与文化的绝佳评论，有相当
一部分，是写于他被强加反党罪名，隔离审查期间。在这时，
他的待遇差到了极致，每天甚至只能看五分钟书。对于一个
爱书如命的知识分子，这样的情形几近人间地狱。但他依然
在对文化和艺术提出着自己的想法，依然在谨慎而严密的思
考着。

也许，只有这样无论境遇好坏，总有一颗求索之心的人，才
称得上是真正的学者！

家书读书心得篇三

——（宋）司马光

又到了每个星期妈妈发零花钱的日子，我照例回到房间拿出
记账本，记好今天妈妈给的零花钱数目。闲来无事，对比了
一下之前，与现在记账后所保留的“存款”，果然钱存的比
之前多了不少。



于是我跟妈妈分享了这件事，妈妈听后不仅夸赞了我，还鼓
励我继续保持这种好习惯。因为我之前一直大手大脚惯了，
每次收到零花钱，不一会儿功夫，就换成了一堆没用的东西，
所以妈妈非常好奇，问我怎么突然转性了，我不由回想起之
前看的《傅雷家书》，作为一部以傅雷的亲身经历，来教导
孩子的青年思想修养读物，阅读这本书籍后，我收获了一些
理财方面的感悟和教益。

在傅雷看来，“衣、食、住、行的固定开支，每月要多少，
零用要多少，以量人为出的原则全面做一个计划，然后严格
执行。”这种合理规划非常适合不擅长理财的我，于是，我
就按照这种方法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计划：每次妈妈给我零花
钱，我都会把一半先存起来，剩下的一半用来平时买东西，
而且花费的每一笔钱都会记在本子上，如果到下一次发零花
钱的日子，这些钱还能有剩余，就继续存起来。这样一段时
间下来，我已经攒到了一笔可观的数目。

一直以来，妈妈都嫌弃我乱花钱，但我却没有这些概念，只
要是想要的东西，不管怎么样就是要买，可是大部分时候，
会发现冲动消费之后就是无尽的后悔。正如傅雷认为，“理
财”，若作为“生财”解，固是一件难事，作为“不亏空而
略有储蓄”却也容易做到。只要有意志，有决心，不跟自己
妥协，有狠心压制自己的fancy。不是所有“想要”都是“必
要”，学会控制自己的私心，长此以往，在很多方面都可以
做到不再随心所欲。

不知不觉间，在这本书的影响下，我在理财方面有了不少心
得体会。与以前相比，现在的我学会了合理用钱，妈妈给的
零花钱能剩下更多，还能知道自己的钱究竟都花到哪里去了，
而花钱如流水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傅雷在《傅雷家书》中这样说：“既然生活在金钱的世界里，
就不能不好好地控制金钱。”简而言之，理财不失为一种生
财之道，只有学会了合理理财，财富才会源源不断。



家书读书心得篇四

母亲节将至，整理多年前父亲送给我礼物时，发现这本曾翻
阅多次的《傅雷家书》，此时我想起的多年来父母对我谆谆
教诲。当我再次读着这本家书，感悟到的是另一番教诲，我
似乎找到了另一种更真我的感觉，或许这也是大多数子女无
从感知的。就是那一封封家书，就象一次次刻骨铭心的长谈，
拉近了我与父母之间的距离，那种对他们眷恋是无法用准确
的语言来表达。

在这本书里叙述的并不是一封普通的家书。傅雷在给儿子的
信里这样说：“长篇累犊的与你书信，既不是无聊的唠叨，
也不是俗不可耐的八卦新闻，而是具有好几层深意的。

第一，我的确把你当做一个艺术修养方面的探讨对象，讨论
音乐上对手；第二，想激发出你作为年青人看法和观点，让
做父亲的我得些新鲜养料，同时也可以间接传递给其他青年；
第三，借书信训练你的——不但是文笔，也是文学上造诣；
第四，我想你时刻让记住此忠告，做一面“忠实的镜子”：
不论在做人方面，还是在生活的细节方面，乃至艺术修养及
演奏姿态方面。”

以上四点贯穿全篇家书，是要儿子知道国家的荣辱，艺术的
尊严，能够用严肃的态度对待一切，做一个“德艺俱备、人
格卓越的艺术家”。家书中父母的谆谆教诲，孩子与父母的
真诚交流，亲情溢于字里行间，给天下为人父母、做人子女
的以强烈的启迪和感悟。

现在，很多家长都争相效仿傅雷的教子方式。因此，这就成
了亲子教育的典范。谈到父子家信，这无疑是一本教诲子女
为人处世，以及对艺术层面探讨的典范书籍。傅雷先生将自
己的主张嵌入生活与自然，调衡感性的流动与理性的坚持，
在东方的超脱、恬静、中庸与西方的热情、活泼、开明中取
得恰当写入其中。



在很多令现代人困惑的问题上，傅雷先生的见解都为我们解
说了答案。对名利的取舍，艰苦的磨难，生活的哲理，艺术
的本质，性情的锤炼上，都如夜空中的皓月一样，为我们驱
赶黑暗，重现星月。

虽历经时代变迁，但依旧在这朴实无华、简练的文字中流露
出浓浓的严父之爱。尽管不同时代及不同社会制度下，道德
标准和价值观念实有迥异，尽管当下的出版业为其缀加了更
多的商业炒作，但是今天的我应该做到的是摒弃这些外在的
隔阂和枷锁，静静地品读字里行间的深情，一定会受益匪浅。
所以，对于这么一位在时代浊流中越发澄亮透彻的精神伟人，
除了深深的追思，我还有深深的敬佩。

家书读书心得篇五

读《傅雷家书》前我和傅雷大约有三次交集：

一是前几年略读过他的著作《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但没
深入了解傅雷。

二是20xx年的初夏，认真读了放在我家里二十年的《约翰克
里斯朵夫》，心中颇为震撼，被克里斯朵夫感动，被罗曼罗
兰的文字感动，没多想这是傅雷的翻译。

三是20xx年末，在南艺校园闲逛，看见傅雷的雕像肃立在美
术学院门前，才意识到傅雷和南艺的关系。

我当然老早就知道《傅雷家书》，也知道它是教育孩子的畅
销书，但是一直没收，也没主动了解过书籍的内容，知道是
爸爸写给儿子的信件。潜意识告诉我这样的信件通常意味着
说教，我迟迟没有动阅读的念头。

合上《傅雷家书》最后一页，我心中五味杂陈，我的潜意识
是正确的，同时感叹和此书相遇太迟。这是一个严厉地令人



发指的父亲，这是一个饱含着深沉爱意的父亲，这是一个学
贯中西、人格卓越的父亲，做他的儿子很幸运，亦很艰难。

傅雷和妻子朱梅馥共育有两子，大儿子傅聪，小儿子傅敏。
傅雷对两个儿子的培养很不一样，他认为傅聪从小表现出很
强的音乐天赋，就着力培养，傅聪也没辜负父亲苦心孤诣的
栽培，成为名噪一时的钢琴演奏家。而傅雷却认为小儿子傅
敏，资质一般，自然科学和数学还不错，就让傅敏走普通学
校教育的路。有资料记录，傅敏当年报考上海音乐学院附中，
但是傅雷坚决不同意，最后傅敏成为一名普通的英语老师。

从通常角度而言，傅聪的确被傅雷培养成人生赢家，少年得
志，全球世界巡演，定居英国，住在五层楼的别墅中，家中
四台钢琴，有三架斯坦威。可傅聪的成功却掩盖不住傅雷的
悲凉，在这悲凉中，我读到傅雷教育的失败。

是的，傅雷的教育是失败的，除了钢琴演奏的成功外，傅聪
并没有成为他父亲在家书里千嘱咐万叮咛的"人"——一个淡
泊名利，报效祖国，感情专一，艺术至上的"人"。

我们先来看看傅雷对儿子傅聪浓厚的父爱。尽管傅雷学识过
人，德艺双馨，在当时也是名流，可他的父爱和普通父母并
无区别，甚至比普通父母还愿意为儿子鞠躬尽瘁，付出一切。

儿子要远行时，傅雷不放心，一点生活琐事都要在信中再三
安排："一切零星小事都要想周到，别怕天热，贪懒，一切事
情都要做得妥帖。行前必须把带去的衣服什物记在"小手册"
上，把留京及寄沪的东西写一清账。想念我们的时候，看看
照相簿"。

儿子到了波兰后，傅雷拿出自己26年前留学法国的经验，手
把手教儿子如何节省开支，如何请人吃饭："事先可以协商，
倘隔天通知下一天少吃一顿或两顿，房东可以不准备饭菜，
因此可以少算一顿或两顿饭前。预料你将来不时有人请吃饭，



请吃饭也得送些小礼，便是半打花也行，那就得花钱；把平
时包饭地方少算的饭钱移作此用，恰好弥补。"

对于儿子的衣食住行，练琴交友，拜师学艺，傅雷左叮咛右
嘱咐，末了，他还是不放心，说："孩子，我真恨不得天天在
你旁边，做个监护的好天使，随时勉励你，安慰你，劝告你，
帮你辅平将来的路，准备将来的学业和人格。"

用尽全身之力为孩子未来铺就一条坦途，这是全天下父母的
心愿，傅雷也不例外！可以想象出，在深夜的书房里，傅雷
伏案工作一天后，虽然已经困顿不已，但是还要提着毛笔，
用一笔一画的正楷，把疼到骨髓里的父爱，编织进家书的字
里行间。那份牵挂，那份想念，那份忐忑，那份操劳，跃然
纸上，而我，一个普通的读者，怆然涕下！

傅雷对儿子的要求极其严格的，其严厉程度，恐怕大多数父
母都不及他万分之一。

傅聪来信的信封不干净，傅雷毫不留情地指出来，并由此推
及做人方面，他认为："日常琐事要做的干净，等于弹琴要讲
究干净是一样的。我始终认为做人的作风应当是一致的，否
则就是不调和"

傅雷寄给傅聪的书信，如果傅聪只回复"收到"，傅雷势必不
饶，一定要傅聪明确"来信及谱二册均已收到"。

傅聪演出海报的手写签名，笔画笔锋如何写，傅雷都要提出
中肯的建议。

傅雷在信中和儿子，谈川戏，谈昆剧，谈李白，谈《世说新
语》，谈贝多芬，谈萧邦，谈克里斯朵夫，他希望儿子要真
诚，做艺术家一定要先做人。

他一再嘱咐儿子减少商业演出，把精力投放在自己技艺和艺



术的提高上面，不要成为演奏家，而要做真正的艺术家。

他与儿子修家书的目的，除了思念儿子之外，更多的是希望
儿子把在波兰学习的心得体会，总结出来，写出来，方便国
内的学子参考。他希望儿子做教育家，他苦心积虑地为儿子
以后的事业做准备，为中国的音乐界作准备。

他热爱自己的祖国，叮嘱儿子，好好学习，学成回来，报效
祖国！傅雷是心中藏有大爱的人。

他深知儿子感情丰富，性情多变，除了学习之外，儿子的感
情婚姻问题，让傅雷夫妇最为牵挂。他们用自己的爱情和婚
姻，一再告诫儿子，感情要专一，要多体贴自己的妻子。

可是，让傅雷夫妇倾注全部心血培养出来的儿子傅聪，学成
之后，远走英国，为了演出的需要，加入英国国籍！这件事
给傅雷夫妇带来难以想象的痛苦！

我们不是当事人，不好评价是非，或许这其中本没有是非！
当年的中国，当时的环境，当时的气氛！让任何一个人身处
其中，都未必比傅聪做得更好！做这样的选择，傅聪自有他
的苦衷和无奈！

当看到傅雷遗书里的一行字："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
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眼泪再次模糊了我的双眼！

读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时，一直忘不了一句话："
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还依然
热爱它"。

有些人把自杀的人视为是懦弱的人，胆小鬼。好死不如赖活
着，一直是我们对生命的信条。可是"哀莫过于心死"，心已
经死亡，肉体只是一副架子罢了。



如果你细细读完傅雷的家书，感同身受体会一个父亲炙热的
爱，就明白傅聪加入英国国籍带给他的致命打击，你虽然不
支持傅雷对生命的选择，也许你会尊重，因为死亡，失去肉
体不是这世上最可怕最痛苦的事情。

家书中傅雷对傅聪的教育，最后来，只落得一场空！

女儿十四岁，我们朝夕相处的十四年，使得我对教育有了最
本质的认识，就是：真正的教育是自我教育。傅雷对傅聪的
教育，再次印证这个认识。傅雷对傅聪的教育不可谓不尽心，
无论是言传还是身教，这世间难有几人能超越傅雷！可是，
今日住在五层别墅里的傅聪，远不是傅雷当初教育时所期望
的成果！

读完《傅雷家书》，内心深深感谢傅雷，正是傅雷无私的爱
和热情（把自己心得写下来，以备别人学习借鉴），才让如
我一样的普通人，得以领略文学、艺术和音乐的魅力。这也
正是《傅雷家书》自出版以来，畅销不绝的原因。傅雷的光
芒永远在世间闪烁，他努力促使儿子去做的事，自己在不经
意间达成了！

家书读书心得篇六

一介书生，却铁骨铮铮。用瘦弱的脊梁，扛起了文革之痛。
心怀爱国之情，却惨遭诬陷。最终他平平静静地自缢，捍卫
了自己的尊严。没错，他就是傅雷，一个倔强而又有赤子之
心的父亲。（开篇点出作者）

许多人读《傅雷家书，多是被他对儿子傅聪的谆谆教导而感
动，沉浸在他对儿子的细致教育中。但是我从这本书中品出
的，却是字里行间消磨不掉的爱国之情。

傅雷多次在信中对儿子提到，中国内地建设突飞猛进，还谈
到祖国的发展与日俱进，社会主义强国正在建设中。傅聪也



回信说：“他们说我的艺术是中国的艺术，我是我的古老而
伟大的祖国的忠实儿子。”瞧，他们的书信字里行间透露着
对社会主义祖国的崇敬，对伟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自豪之情。

在通信中，傅雷最着重给傅聪谈及的祖国内地的消息是新中
国的未来与发展。傅聪也多次有感于新中国的荣誉与尊严。
傅雷的赤子之心是深沉的，坚定的，炽热的。即使在与朱人
秀的遗书中，他也表明，他绝不会背叛祖国，他热爱着伟大
的祖国！

“中国到了‘复旦’的黎明时期，但愿你做新中国的钟声，
响遍世界，响遍每个人的心！”傅雷希望儿子可以作为新中
国的钟声，把中国的雄伟传达到世界的每一个地方。他对自
己的儿子充满了希望，更对新中国充满了希望。让中国随着
音乐的影响，随着儿子的脚步，被更多的国家所知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