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傅雷家书读后感第(汇总5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
知道读后感怎么写才比较好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
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傅雷家书读后感第篇一

每一封家书都是一份文化遗产，一份回忆，一份纪念。家书，
顾名思义，是指家人、亲人之间往来的书信。大约在文字产
生后，家书就出现了，可以说是源远流长。随着文字语言的
逐渐丰富，纸张的发明，家书逐渐流行起来。一封封书信，
在表达浓浓亲情的字里行间，映照出美好的人际关系、高尚
的生活准则、优良的行为操守与道德传统，拳拳的爱国热情。
这些内容，都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近日，我阅
读了一本和家书有关的书籍――《傅雷家书》。

在《傅雷家书》这本书中，傅雷用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教
导儿子待人要谦虚，做事要严谨，礼仪要得体;遇困境不气馁，
获大奖不骄傲;要有国家和民族的荣辱感，要有艺术、人格的
尊严，做一个“德艺兼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同时，对
儿子的生活，傅雷也进行了有益的引导，对日常生活中如何
劳逸结合，正确理财，以及如何正确处理恋爱婚姻等问题，
都像良师益友一样提出意见和建议。圈圈爱子之心，溢于言
表。

傅雷所写下的近百封家书，总的主题是，教育孩子，立身行
事，要以中华文明为准；立志成才，要以报效祖国为要务。
整本家书，可以说是对中华民族优秀道德的最好阐释。《傅
雷家书》不仅给我们了解过去历史，开启了一扇窗户，而且
很好地为我们保存那个时代的记忆，正是由于它的存在，才
将中华民族优秀道德清楚阐释出来，它不仅是傅雷对孩子的



教育，也是我们立身行事的准则。

傅雷家书除了教人们立身行事，还洋溢着浓浓的亲情，字里
行间透露的亲情令人感动。我不禁想到我的父母，他们虽不
是伟人，不像傅雷那么出名，也不能说出让人立身处事的大
道理，但他们事事为我着想，不管做任何事，都会先为我考
虑，为我打算。傅雷家书中有着许许多多做人处世的大道理，
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然而，父母日常的教诲又何尝不是
立身行事的准则呢？我的父母不像傅雷那样讲道理，然而他
们总是为我好，一心为我好，把最好的都留给了我。

读了《傅雷家书》后，我学会了许多做人的大道理，还感受
到了亲情的伟大。虽然我们没有家书，我们的父母亲很普通，
但是我们拥有的来自父母的爱却是不能用这些社会上的名衔
来衡量，每一个父母都是我们的力量支撑，为我们创造一个
温暖的避风港。我们没有家书，但是我们有的是对父母的惦
念，对家的依恋，那是我们精神的最终去处，也是一样的永
恒！

文档为doc格式

傅雷家书读后感第篇二

《傅雷家书》这一本书里通过傅雷与儿子的信件来往之中，
我们可以看到一位严厉，尽责的父亲对于在海外留学的儿子
傅聪的挚爱与期望。

在傅雷叮嘱傅聪关心身体之外，更多的.事告诉他怎么去做一
个堂堂正正的人，如何立志成才，不要浪费光阴，而要抓紧
时间去学习。弗雷在教育他的时候，更多的，是让他注重精
神方面的问题。

在书的前几章中，傅雷就写到了让儿子读法文不要快的同时，
也写出了自己在学习中遇到的困难。让自己的儿子少吃点苦，



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对于儿子的爱是很伟大的。尽管他并没有
直接写出自己对儿子想说的那些话，可是他将它化为了另一
种方法来告诉儿子自己对他的爱与关心。而这一方面，正是
我们现在难以找到的地方。所以，他信中的每句话都充满着
一位父亲对儿子的爱，蕴含着真理。

傅雷一生孜孜不倦，在文学上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为了让他
的贡献不终结，于是就将他的两儿子都培育成功，也继承他
为人们作出贡献。

傅雷家书读后感第篇三

傅雷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翻译家，傅聪是世界顶级的钢琴家，
《傅雷家书》摘编的是傅雷及夫人在其长子傅聪留学波兰后
相互之间的通信。通过阅读这一封封饱含深情的家书，我们
可以慢慢了解傅雷的教子之道，明白傅聪今日的巨大成就是
与傅雷的言传身教和潜移默化分不开的。

傅聪在海外求学，一心投入艺术，没有时间和父母、朋友、
老师以及过去帮助过他的人写信，傅雷便常常督促他：“你
记住一句话：青年人最容易给人一种‘忘恩负义’的印象。
其实他是眼睛望着前面，饥渴一般的忙着吸收新东西，并不
一定是‘忘恩负义’，但懂得这心理的人很少，你千万不要
让人误会”。他想要告诉傅聪：常怀感恩之心，更要适时表
达，才不会引起误解，人际关系便是这样建立的。事实上，
这样的告诫对于我们今天的青年人，也是极其适用的，不管
如何忙碌，也要适时的交流、表达，才能增进感情，减少误
会。

傅雷的教育方式同时也是暴露自己的缺点，以此警示孩子少
走弯路，他甘当孩子的一面镜子，用自己过去的经验照亮孩
子前行的路：“你有许多毛病像我，比如急躁情绪，我至今
不能改掉多少，我真着急，把这个不易革除的脾气传染给了
你。你得常常想到我在家里的自我批评，也许可以帮助你提



高警惕”。通过在信中指出父子俩共有的缺点：人很真诚，
但说话太直接，对待别人的关心不太会表现感激，目的是想
要和儿子共同克制改正。由此可见，真正的教育是真诚、袒
露心扉、无话不谈的交流。

傅雷对儿子的要求是“先为人，次为艺术家，再为音乐家，
终为钢琴家”，说明傅雷的教育是把做人放在第一位
的，“人”是根本的道德素养，要求儿子宁静淡泊、真诚待
人、认真做事。作为艺术家，要求儿子真诚地爱艺术，发扬
艺术，提高艺术的品味鉴赏力;作为音乐家，要求儿子以开阔
的胸襟拥抱不同风格的音乐;作为钢琴家就更要细水长流，不
断演绎不同风格的新乐曲，不浮于演奏技巧而多注重意志对
整个乐曲的把握控制。

赤子之心是傅雷对傅聪做人的指导。赤子之心不只是纯洁无
邪的心，也指清新，更是一种热烈、真诚、洁白、高尚、忘
我的爱。傅雷告诉儿子：“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创造许多心灵的朋友”。就是指一个有着赤子之心的人，一
定是一个高尚的人，这样的人如傅聪长大了，独立了，坚强
了，就能自己找到心灵的旅伴—怀有赤子之心的人，才不会
孤独，自己就能寻找到快乐。这是傅雷要让儿子懂得的立身
之道，这也是作为父母想要儿子达到的最终目标。

从傅雷坚持给儿子写信，重视启发儿子思维，才能理解傅雷
教育怎样得坚持不懈，尽心竭力。学习傅雷对儿子的教育，
我们能够明白：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最应该做的是以身作则，
用爱浇灌;想要帮助孩子独立，就要教会孩子做人的道理，赤
子不孤独。

傅雷家书读后感第篇四

静静翻开《傅雷家书》，如深沉父爱一样，有许多足以令我
感动的细节。譬如，身为父亲的傅雷为了弥补爱子因远离故
土而产生的诸多对祖国传统文化的日渐陌生的因素，不顾重



重的困难，坚持给孩子邮寄有关的书籍，从《诗经》、《楚
辞》到宋词、明曲，还有自己的译作。在信笺中他阐述着民
族的文化哲学思想，不止一次给儿子纠正用错了的字词，为
的是让儿子明白：作为一名炎黄子孙，他是足以骄傲的，因
为祖国有着无尽的文化财富，一代又一代在所有中国人的血
脉里传承着！

“一个人对人民的服务不一定要站在大会上讲演或是做什么
惊天动地的大事业，随时随地地点点滴滴的把自己知道的、
想到的告诉人家，无形中就是替国家播种、施肥、垦殖。”
这是傅雷在启发他的孩子，报效国家是每个人的权利和义务，
即便自己是普通人，也可以为国家、社会作贡献。每个人都
是社会前进的车轮，我们的所作所为、点点滴滴，都与国家
息息相关。因此，我们应该积极地为祖国作贡献，创造美好
的明天。

当傅聪忙于演出、练习而时常熬夜，以致精神疲惫，傅雷劝
告傅聪劳逸结合，多到郊外或博物馆。“人寿有限，精力也
有限，要从长远着眼，马拉松才会跑得好。”傅雷用形象的
比喻，劝诫傅聪爱惜自己的生命。

傅雷还告诫傅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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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契相抱”。只要我们心
系祖国，不断适应社会发展，就一定能为自己和国家造福。

傅雷还常劝诫傅聪不要放弃，多虚心向身边优秀的人学习，
成功时保持虚心，这些都造就了傅聪的成功。某之后，傅聪
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千里赶来，这是赤子之心的最好体现。
一个人一生要面对许许多多难题。傅聪身上具备的优良品质，
是在傅雷的教导中获得的。作为新一代青年，我们要在生活
中时时刻刻警醒自己，为创造美好的将来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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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封封家书，就象一次
次珍贵的谈心，拉近了我们的距离。

读了《傅雷家书》之后，真为傅雷先生对人生的如此认真和
对子女的如此关爱而感动万分。家书中大到事业人生艺术，
小到吃饭穿衣花钱，事无巨细，无不关怀备至。为人父母的
可以从中学习到教育子女的方法，学艺术的特别是学钢琴的
可以从中学习提高技艺的方法，对解放初期至某这段历史感
兴趣的朋友也能从傅雷这位当事人的描述中得到一些了解，
而此书中对我印象最深的是加强个人修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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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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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认为书信是最为真切、自然和诚实的文字。是啊，因为
写下的一切文字都是即时即刻的内心所想，思想到哪里，文
字就到哪里。给亲人写信更是如此，而且是他敢于剖析自己，
在子女面前承认错误，从自身的经历中给出经验和教训。所
以，我想读傅雷家书我们读到的应该就是傅雷自己吧。傅雷
在子女的教育上也是因材施教的，在对傅聪音乐上的教育上，
原先是强调技巧、而后反复要他能真正领悟作品本身，这也
就是凡事多从“为什么”的角度思考问题，从而看到事物的
本质。傅雷在教育子女中自身的思想经历也在不断的提高，
在傅雷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中西二种文化融合的思想。高尚的
父母培养出成功的儿女。傅雷夫妇一生苦心孤诣，呕心沥血
培养的两个孩子，都很有成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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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了我强烈的感
染启迪。

读了傅雷家书后，我懂得了许多，我更了解父母了这本书不
仅是一本教育书，也是一本可以拉近父母与孩子的一本书，
让孩子更了解父母，让父母更了解孩子。



傅雷家书读后感第篇五

《傅雷家书》是2018年2月译林出版社重新出版的图书，作者
是傅雷、朱梅馥、傅聪，编者是傅敏，《傅雷家书》是一本
值得细看和咀嚼的书，是一本难得的好书。你是否在找正准
备撰写“傅雷家书第一桶读后感300字”，下面小编收集了相
关的素材，供大家写文参考！

读着《傅雷家书》，我有着满满的感动、感慨，收获颇多。

《傅雷家书》是我国文学艺术翻译家傅雷及夫人写给傅聪、
傅敏等的家信摘编，写信时间为一九五四年至一九六六年六
月。一封又一封的家书，凝聚着傅雷对祖国、对儿子深厚的
爱。同时，也表达了傅雷在做人做事方面的价值观，是我们
年轻人提高自我修养的优秀读物。

读着这本书，我感触最深的是书信中流露出的细腻而深刻的
爱子之情。

孩子是父母生命的延续。父母对儿女之爱，自然而又沉甸甸。
在一封信中，傅雷这样表达他对孩子的思念之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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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你妈妈老是想着
你二三岁到六七岁间的小故事。”这段话表达出的感情真切、
自然，读到人的心坎里去。

在字里行间，我们轻易地就可以感受到傅雷对自己儿子的谆
谆教导。傅雷一直与儿子讨论着什么是艺术，从这背后，不
难看出傅雷那种望子成龙的殷切希望，更不难看出一个父亲
对自己儿子的深沉的爱。

而傅雷言语间透露的温情，让我们不得不想起了自己的爸爸。



爸爸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也是我们最可靠牢固的后盾。也许
我们的爸爸没有傅雷那般精妙的词藻，可天下的爸爸都是怀
揣着一颗相同的心，一颗将孩子视若掌上明珠的心。哪怕有
时候他的脸色并不好看，哪怕他有时候对我们厉声叱责，但
那也是满涵父亲对我们的亲情。

作为一个子女，我们更应该孝敬这样为我们操劳，指引我们
人生道路的父亲。当我们在父亲面前任性地逆反时，有多少
人发现父亲双鬓的微白?我们渐渐成长，父亲却在一天天老去。
让我们成熟起来，去发现爸爸一言一行中对我们的关爱，理
解父亲的每一个眼神，珍惜在父亲身旁的每一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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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雷家书》给了我许多影响，傅雷的严谨作风和深遂的思
想潜移默化地教导了我;我喜爱这本书，敬佩傅雷为人与学识，
羡慕他和一家的相亲相爱，感动于文字间的深情，又为傅雷
和其夫人和自杀感到难过。

以上便是一读《傅雷家书》后的一些感想。所谓“书不尽言，
言不尽意”，读后感只能记录我的一部分收获，更多的则写
不出来，而是要融入身体。本来读书笔记、读后感之类就是
手段而已，理解并践行其中的道理才是最后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