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亲爱的安德烈读后感(实用13篇)
诚信不仅能够在个人生活中获得荣誉和尊重，也能在社会中
赢得美誉和口碑。如何在教育体制中注重诚信教育，培养学
生全面发展的能力？以下是一些诚信的案例分析，通过分析
这些案例，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诚信行为的重要性。

亲爱的安德烈读后感篇一

昨晚在女儿复习时，我应读书会的要求在写龙应台的想。其
实我的女儿对她的妈妈的童年也有很多好奇呢，妈妈5、6岁
的时候在做什亚洲色图区么，嗯，把镜头拉长，你会看到一
个半高的小女孩在夏日昏睡的午后坐在小矮凳上，头昂的高
高的，目不转睛地在看五斗橱上的电视，此时电视里传来音
质不是很好的歌声，我所有童年最初的记忆都定格在夏日里
一个小女孩守着一台12寸的'黑白电视机在听歌，这算不算妈
妈最早的音乐启蒙呢。

而我的女儿，在这更早些时候已经开始跳舞、唱歌、画画、
小提琴了，你比妈妈幸运，更早接触艺术和美的熏陶，而一
直到十二、三岁现在的你更是可以经常出入图书馆、美术馆、
音乐节、电影院。正如龙应台所说你们这一亚洲色图区代简
直就是大海里鲜艳多姿的热带鱼啊！而十二、三岁的妈妈正
穿过一条又一条亮晶晶的田间小路去给早起劳亚洲色图区作
的外公送早饭。夏日的早晨，还有一层薄雾若有似无地飘散
着，走在满是露水的青草田埂上，初升的太阳光照在露珠上，
亮晶晶的，一大片一大片的稻穗灌满了浆，不时的有小青蛙，
小蚱蜢从脚边跳过，还有小水蛇哦，也会被它吓一跳，在这
样静谧而美好的夏日早亚洲色图区晨，我才是那个侵入者哦！

蝉声拉长了一整个夏天！哈，妈妈的童年都是夏天里，这会
不会跟我是夏天出生有关呢？



亲爱的安德烈读后感篇二

如今的世界中，多少人被金钱冲昏了头，迷失了自己，将自
己交付于贪婪。他们只有着虚浮的心，追求着物质，恐惧着
百年之后必然的结果，却未曾想过，化成风沙，爱依旧可以
存在，桃花依旧，西风依旧，流水依旧，而物质，却不复存
在。

只是，他俩，他和她，却沉下心来，将自己心中的点点滴滴
记录下来，寄给对方。熟悉的字迹，熟悉的温度，熟悉的措
辞，飞过海峡两岸，飞过万水千山，酿成了醇厚的味道，不
烈，不冲，不横，只有平淡，却透出芬芳。琥珀色的文字，
不经意间，已然携了时间的颜色，淡墨浓晕，铺开在画卷之
上，将两代人之间十几年的代沟一笔勾销，只留有心灵与心
灵之间平等的交流。像是十几年前亲手埋下的时间胶囊，十
几年后又亲手打开，泛黄的纸张，模糊的字迹，而彼此的心
灵却依然清晰。

他是她当年埋下的时间胶囊，她是他未来的模子，一点一划，
刻下了他们之间相似的灵魂。

他们仿佛已经习惯了，一个星期的某个时候，一定会坐下来，
在不同的灯光下，用不同的信纸，书写着相通的内容――自
己所经历的事与感悟。写好后，投进不同的邮筒，然后，心
底留了一个日期，那是对方信纸抵达的日期。就算再如何忙
碌，也始终会在心底留下一个小小的角落，塞下一个小小的
日期。

他们称之为约定。

他们是朋友，是可以谈论一切的朋友。他们也是亲人，身体
中，流着一半相似的血液。

他们之问的关系，我们称之为――母子。



世界上最亲密的两种关系之一。

母亲一生传奇的色彩，使她更易接受新兴事物――比如她混
血的儿子，他跳跃的思维和奇特的生活方式。凶为首先，她
是一个母亲，其次，她才是一个社会教育家，学者。

他们之间的家书，是平等的母与子的交流。他们有很多可以
聊的，天南地北，山高草盛，都是他们笔下的内容。他们交
换着思想，交流着文化，用自己的所有，去换对方的所有。

他们的背后，是爱。母子情，支撑着他们一路走过。

忽然忆起，书的名字很温润，不复母亲文章的犀利与辛辣，
叫做《亲爱的安德烈》。

母与子，龙应台与安德烈。

亲爱的安德烈读后感篇三

用了一天读完了《亲爱的安德烈》，给我的最大震撼是书中
那些关于父母与子女的沟通的描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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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安德烈读后感篇四

就在我的身边，就有这样一个的例子。我的一个好朋
友——××，平时在学校里学习成绩很优异，是他们班的班
长，是一个有个性，有创意的女生，在他们班，她很受同学
们的欢迎，有个性多的好朋友，活泼又开朗，但是，回到家
中她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沉默不语，每一天回到家就埋头写
作业，把自己闷在房间里，不喜爱和家人交流，把心灵的窗
子也关得紧紧地，似乎不想让一丝阳光照射进来。在家中不



喜爱和父母倾谈，她总是说与父母没有话题可聊，但是和我
在一齐时，她就有说不完的话题：学校发生的趣事、她的好
朋友的状况、她在学校的表现等等。之后，我与她进行了很
深刻的一次交流，才知道：××的爸爸又经常出差，因此没
有时刻与爸爸妈妈交流。

我和她是有一些区别的，我喜爱倾诉，总觉得快乐的事情就
应与每个人分享，因此，我是很喜爱和爸爸妈妈聊天，他们
知道了我的状况，也会很快乐，这就让我感受到父母其实很
关心我，她们在倾听我的话，我们在一齐学习，他们在陪伴
我成长。而婷婷不喜爱与父母交谈，觉得自己与父母之间有
代沟，无法沟通，正因此刻的青少年都比较新潮，对网络的
词汇比较熟悉，而有些父母并不了解自己的儿女到底喜爱什
么，对什么感兴趣，儿女又总是说些网络潮语，就导致家长
和儿女只见没有共同语言，××的内心也就更加封闭了。

亲爱的安德烈读后感篇五

首先我要说，这对母子的关系可够铁的。“亲爱的安德
烈”“亲爱的'mm”，哦，天哪！也许他们老外写信在名称前
都必须写个“亲爱的”，总之在十年以内，我和妈妈还不会
出现这种称呼。

安德烈和我还是有些共同点的，我承认，我比他年轻一点，
他比我帅很多。然后，我们都拥有一种令人懊恼的东西----
过盛的母爱！就像她搞不懂在十六岁时，他妈上厕所前还要
问他要不要也去上一下厕所一样。我也搞不懂为什么，再过
一个月就要满十三岁的我，每次过马路妈妈还要强制性拉我
的手，所以使尽全力把手抽出我妈的手掌心成为了每次过马
路的必修课。

我并不贪心，说真的我妈要是有龙应台大妈的一半就很好，
因为她已经认识到了给予孩子自由的空间，而我娘却把我完
全当作幼儿园小朋友来照顾。



亲爱的安德烈读后感篇六

在这本书中写了作者龙应台在儿子安德烈14岁的时候离开了
欧洲，去了台北任职，在等到她回来的时候安德烈已经是18
岁的小伙子。龙应台觉得与儿子之间有了一座无形的墙。她
感到儿子爱她，但并不喜欢她。他们是两代人年龄相差30年;
也是两国人。中间隔着东西文化龙应台觉定一定要认识18岁
的安德烈。于是龙应台与安德烈用了三年的时间互相通信。
就这样他们进入了对方的世界和心灵。因此龙应台在人生中
认识了第一个18岁的人。安德烈也第一次认识到了自己的母
亲。

在我读完这本书后自己深有体会，觉得自己应该与父母多多
交流向父母诉说自己的心里的痛苦和快乐…在书中第16封信
中写到每个人都会有自己藏在心中的小镇以及自己最重要的
东西，像我觉得自己最重要的不是父母而是朋友和藏在心中
那最令我感到舒适感到快乐感到不寂寞的小镇，也许这算不
上是一个小镇，一个家，但是却令我感到一种特别的.眷恋。
也许以后你要永远告别这个小镇，永远离开你的那些朋友，
也许你和他们还没有深交，也许以后，他们将从你的人生中
完全消失。但是人生永远就是这样，一条道路往前走…现在
就应该回想自己拥有的美好时光，把回忆拥在心里，让它温
暖自己的心。自己是要向前走，但是要记得自己是从哪里来。
而对于一个渴望父母把自己看做一个成人的人千万不要嫌自
己的父母啰嗦，因为他们永远都是为你好，为你的将来考虑，
而且他们永远都是你最亲爱的人!

亲爱的安德烈读后感篇七

我有开明的父母，生活，学习，社会，国家，世界，我们之
间无话不谈。有的时候亲密无间，不像是中国传统的子女父
母之间的关系。倒更像是朋友。但是如今的朋友关系也是有
代价的。他们从未干涉过我，但在对保送、高考与否;选择哪
所大学这件事情上，他们完全把我的意愿否定，将我的梦想



束之高阁，让我面对现实。然而在我进入大学之后，我才真
正体会到和梦想背离的痛苦的现实。如今的我仍然奔着梦想
前进，并且因为大学父母为我做的选择，让我的追梦之路更
加曲折，漫长。看到现在的我，我的父母应该是有遗憾和愧
疚吧。所以现在他们对我的选择并不一味干涉。他们只要我
对现实有清醒认识，对未来有明确规划，并且按部就班一步
一个脚印。我父母的转变，是以我的妥协和痛苦为代价的。
我有过埋怨。然而在看了龙应台的《亲爱的安德烈》之后，
我才明白其实大多数父母都会有这样一个对孩子不信任，想
让自己的意志凌驾于孩子之上的阶段。而这样强权的方式，
可能会打击孩子的自信，放缓孩子成长的速度，甚至让孩子
处于痛苦之中。

“认为自己年长，吃的盐比孩子吃的米都多，走的桥比孩子
走的路都多”的心态不只是父母专有的。身为老师的我们，
可能也会不经意间陷入这样的思想状态。我们常常跟孩子讲
应该怎么怎么做。然后用我们亲身的经验当例子说服他们，
期待把他们引导我们认为的正道上来。但是孩子听的时候就
算觉得万般正确，听了之后仍然走自己的老路子。

我有一个要参加保送考的孩子。各方面能力都听不错，就是
做听力的时候没有读题目、预测问题的习惯，导致听力完成
情况和她实际能力很是不符。我不知道讲了多少次：“一定
要拿到听力题目之后，审选项。再通过选项对问题进行预测，
这样听的时候才有指向性。即便是听力一开始就开始做笔记，
效果仍然是不好的。这是考听力不是考速记，并且我们没办
法把每一个字都记下来.”这样的话，讲到我自己都觉得自己
都快成祥林嫂了。这孩子习惯还是没改。

亲爱的安德烈读后感篇八

用了一天读完了《亲爱的安德烈》，给我的最大震撼是书中
那些关于父母与子女的沟通的描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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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安德烈读后感篇九

本书的写作背景是：安德烈十四岁的时候，龙应台离开欧洲，
前往台北任职。等她卸任回到儿子身边,安德烈已是一个十八
岁的小伙子，坐在桌子的另一边，有一点“冷”地看着妈妈。
她觉得与儿子之间有了一座无形的墙：“我可爱的安德烈哪
里去了?”她感到：儿子“爱”她，但并不“喜欢”她。他们
是两代人，年龄相差三十年;也是两国人，中间横着东西文化。
失去小男孩安安没关系，但她一定要认识大学生安德烈。于
是，母子俩用了三年时间互相通信。就这样，他们以书信的
方式，进入了对方的生活、世界和心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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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书所包含到的内容可谓包罗万象，大到严肃的人生观、价
值观，小到微不足道的生活细节，里面涉及到政治内容和文
化内容也让人收获颇多。但我更感动于的是这对母子之间为
拉近彼此关系、消除隔阂而做出的探索和努力，以及在此过
程中体现出来的理解和包容。应该说，父母对女子的爱是毋
庸置疑的，可是这种爱所带来的结果却是大相径庭的。所以
说，爱，并学会如何去爱，这大概就是每一位父母需要学习
的课程吧。

西方有句谚语：地狱之路有时是好的意图铺起来的。为什么
良好的意图有时会带来令人失望的结果呢?可能有人会归之
于“社会”、“政策”、“时代”甚至“孩子本人”等因素
上，可我觉得，最主要是你没有找到爱的方法。孩子到底需
要什么样的爱，父母又该如何去爱，这本书给了我们很好的
答案。

首先，我们要承认孩子是独立的个体。安德烈对母亲



说：“我不是你可爱的安安了，我是我。”我相当欣赏这句
话。孩子是独立的个体，不附属于任何人。可现实是怎样的
呢?书中的一个例子很有意思：龙应台的小儿子菲力普
说：“妈妈，你的华人朋友要问我什么问题时，我就站在那
里，可是他们的眼睛是看着你的，并向你提问。”比如：他
几岁?他会说中文吗?他读几年级?龙应台大受震撼，从此以后，
即使站在朋友身边的孩子只有酱油瓶子那么高，她也会弯下
腰去和他说话。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为孩子代言的程度可能
远不止如此，孩子的爱好、学习甚至工作、情感我们是不是
也帮他做出了决定，并自认为是为孩子好?当孩子反抗时我们
是不是大发雷霆呵斥他的不听话不懂事?孩子也许需要引导，
但决不是粗暴的干涉。

亲爱的安德烈读后感篇十

《亲爱的安德烈》这本书，作者龙应台用她优美的语言向我
们描述了父母的无奈和辛酸，还有和孩子之间的沟通交流的'
方式，让我感触最深的是她给她儿子安德烈的第一封信“十
八岁那一年”。

因为这一封信让我看到了一个想深入孩子内心，想真正了解
孩子，想打开那扇神秘的、无形的大门的母亲。而那时虽然
我们懂得了孝敬父母，却也还是远远不够的，不是吗？从这
封信中间我看到了母爱的伟大和无私，被母亲爱着的孩子是
幸福的，我们也都和安德烈有过相似的经历和感触，比如：
父母的关心，可能被不懂事的我们嫌弃，被我们当做唠叨，
不想去听。

当我看完这本书，我看到安德烈的变化，他从无奈的跟妈妈
说几句，就觉得没什么话可以跟妈妈说，还觉得很厌烦，到
最后主动的想跟他妈妈多说话，多交流。想想现实中的我，
虽然懂得孝敬父母的大道理，但是行动上却做不到对父母的
关心。



通过这本书我也知道了自己应该理解父母的苦心，好好学习，
不让父母担心和烦心。

亲爱的安德烈读后感篇十一

我用了整整一个下午去阅读这本书。感，确实有很多，可突
然觉得难以表达。我发现17岁的自己竟然是如此肤浅，和父
母的关系是如此的若即若离。作为一个传统的中国女高中生，
我又想离开父母，好好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可是又离不开父
母的照顾，是家里的小公主。所以我觉得我11月份决定报名
学校的这次赴美交流2周的活动是非常明智的。不能和安德烈
在美国的交流一年相比，至少我已经迈出一大步了。1月16日
在学校集合赶往机场的那天，大巴启动的瞬间，车外二十几
个父母无一例外的向我们挥手，他们目送我们。祝我们平安。
那个时候的我有点想哭，第一次跨国半个地球绕过整个太平
洋离开父母，他们的心里一定一有千丝万缕的不舍。可能是
我没心没肺吧。这种感觉不一会儿就被旅途的新奇给代替了。
我才真正体会到，所谓父母子女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
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
站立在小路的这一段，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
而且，他用背影告诉你：不必追。

书中大量地提到了文化。但是大多是关于欧洲的文化。上海
是个多元文化的大都市，市井文化，欧美文化，中国传统文
化，等等。在这样的城市里生活，很喧嚣，也很累。每天家
里学校两点一线，背着沉重的书包在这个川流不息的城市里
游走。确实迷茫过，我们这样难道只是为了高考吗。为了一
张名校的毕业证书在高级的公司里工作，慢慢老去结婚生子
最后风光大葬。我们的人生似乎早已落入俗套，被世俗的枷
锁紧紧套牢。我们总是这样匆忙，为了人生的一个又一个所
谓的目标奔波。我也想哪一天能毫无顾虑地在一个路边的咖
啡馆喝喝咖啡，和朋友没有止境地聊天，聊我们曾经的梦想，
已经实现，或许永远不能实现的梦想。



不知道该如何结尾，那就希望所有的同学都能和父母之间减
少隔阂，好好走属于自己的人生路。

亲爱的安德烈读后感篇十二

母子分隔两地，一个在台湾，一个在德国还记得在《孩子你
慢慢来》中，安安那对母亲的全心依赖。然而，文化的差异、
时空距离使得他们的关系变得日益陌生。母亲渴望关心孩子，
了解孩子，但孩子长大了，作为一个成年人，开始有自己的
见解与思考，使得母子间隔阂越来越大。

为改善这一情况，母子开始通信。通信内容涉及两人对历史
的看法，对文化差异理解，对社会的思考等等一系列反映两
代人、不同地区的人不同的思维方式。同样作为一个成年人，
虽然不能完全赞同安德烈的.看法，然而他看问题的深度与高
度是现在的我无法达到的。实在惭愧。

亲爱的安德烈读后感篇十三

价值观、世界观甚至性和恋爱。

我按照自己的理解，把这本书划分成认同和归属、清狂等几
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认同和归属。这是两个怎样的词汇呢？在阅读这
篇文章之前我对于认同的定义仅仅局限于一个人或一件事物
的看法，或者说是一种感觉。但在阅读这本书之后，我发现，
自己的看法竟是如此的幼稚可笑！我生活在杭州，这个美丽
的城市。在这个城市中很少发生自然灾害。但也许就是因为
这个城市实在是太过安逸，以至于当我听说唐山大地
震，5.12大地震等等灾害发生的时候，我是如此的麻木。我
的反应让我感到极度的羞愧！每次在电视上看到某个地方又
发生了灾害，我都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每次灾害发生之
后都会有那么多感人的故事？为什么只有在受灾之后才开始



进行防范？为什么人性道德这种本就该存在的东西现在竟变
成了奢侈品？在这里，人们生活都极其的安逸，这直接导致
了现在的我们不知道如何在社会中生存，甚至不会烧饭和做
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在我们的.心中根本没有对自己明确
的定义！我能干什么？我会干什么？这两个问题谁能准确而
又自信的回答呢!

龙应台在这本书中不仅讲述了如何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
观、世界观，还讲述了这

个社会的生存法则以及处世态度。

“清狂”与“轻狂”，这是两个读音完全相同的词汇，但所
包含的意思却完全不同！“轻狂”的意思是轻佻，自
傲；“清狂”的意思却是放荡不羁。一个贬义一个褒
义。“清狂”在古人的诗词中早有明确的定义。在杜甫的
《杜游》中曾有这样一句话：“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
狂。”清狂的人不会被家庭羁绊；不会为责任束缚；更不会
为自己的野心左右……“清狂”与“自由”。自由是我们90
后一直在追求的！我们一直都希望不会被家长管束，不会被
老师管束，希望能够自己决定要做什么和不要做什么。每当
我们的家长要管束我们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这样对父母
说：“老妈，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自己知道该怎么做的！
干嘛总是想管着我？给我点自由的空间好不好！”但是，我
们从未想过，现在的我们还太年轻，我们各种观念尚未成熟。
我们这种希望是不被允许的!在我们长辈的心中，现在的放任
自由就意味着在将来的社会竞争中放弃角逐！在这个物欲横
流的社会中，我们如若放弃角逐就会被社会淘汰，淘汰就意
味着被社会抛弃甚至是死亡！所以，体谅一下父母，体谅一
下自己的将来吧。不要再叛逆了，这样做没有多大的意义，
只是在浪费时间而已。

道德，这是一个引人深思的词汇。正如我在前文所提到的，
在古时候被定义为道德底线的东西在现在已然被抛弃了。我



们不会因为有人正在挨饿就将自己餐盘中的东西吃得一干二
净，也不会因为有地方发生旱灾就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停
水一两个小时就令我们抱怨个不停。当然了，这些并不是意
味着我们没有道德，只是因为时代的变化改变了我们的道德
底线。古时候的道德是如此重要，我们耳熟能详的道德故事
非常多。从前，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为人之本。百事孝为
先，在古代，不孝是会被杀头的。不孝，不遵从父母之命即
为不孝。而现在已经频繁发生。与父母顶嘴，欺骗长辈更是
变成了家常便饭！但社会已然如此，我们能改变什么，我们
也不需要改变什么。

《亲爱得安德烈》，一本好书，在这本书中有一句话尤其令
我印象深刻：“我们自己心里得痛苦不会因为这个世界有更
大或者更“值得”得痛苦而变得微不足道，对我们自己来说，
每一次痛苦都是绝对的，真实的，很重要，但也很痛！每一
次的受伤都是人生的必修课！”

一本书，几行字，只是对生命的感悟。因为我阅读，我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