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傅雷家书读后感高一(精选5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这时候最关键的读后感不
能忘了。那要怎么写好读后感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
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吧。

傅雷家书读后感高一篇一

当我翻开《傅雷家书》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一封封带着满满
爱意的家书。从这些家书中，我体会到了很多很多。《傅雷
家书》，创作于9~9经历了_初期，_前，傅聪去波兰留学。此
后与父亲傅雷常常书信来往。_时傅雷家遭到抄家，傅聪的书
信只剩下残余的几通，所以文章中大部分为傅雷对傅聪写的
书信，故名“傅雷家书”。

《傅雷家书》不仅仅是书信，还是傅雷和傅聪交流艺术的平
台，处处可见深厚的艺术功底。在一篇篇清新的文笔中，我
们还可以感受到父子之间的浓浓亲情，即使相隔万里，依然
不减。

家书中最常见到的，还是关于音乐的内容。父子俩时常在家
书中畅谈自己对音乐的见解，对音乐作品的感悟，对艺术家
的评论。傅聪曾获得第五届肖邦钢琴比赛第三名，是有名的
钢琴家，受过国内外知名音乐家的赞誉。这些功劳与他严厉
的父亲是密不可分的。

傅雷对小时候的傅聪严加管教。那时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在四周被日本侵略者包围的上海孤城，连大气中都弥漫着一
种罪恶的毒氛。傅雷先生不让孩子去街头游玩，他把孩子关
在家里，培养他的音乐和文化。他还十分注意孩子的言行举
止和生活习惯，他要求孩子生活俭朴，学习认真，每天都要



监督傅聪不停地连上几个小时的琴。不过傅雷并不是死板的
教育。有一次傅聪正练着琴，突然来了灵感，弹着弹着就跑
到自己的调上了。父亲察觉到异常，便走下楼来。傅聪吓得
赶忙回到谱子上去。但这次，傅雷不仅没有责备傅聪，反而
叫他弹自己创作的曲子，父子俩一起研究，并将刚才的曲子
命名为《春天》。

傅聪长大后远出家门出国留学、演出，傅雷的家书也一直陪
伴着他。傅聪在外艰苦奋斗时，家书便是他唯一的慰藉。9
年9月3日凌晨，傅雷夫妇戴着沉重的精神镣铐，离开了这个
世界。两个多月后，当傅聪从一位法国朋友那里得知噩耗后，
顿时天旋地转，热泪纵横。

人爱其子，胜于一切。傅雷对孩子所灌注心血，全部融入到
一封封家信中。傅聪在异国他乡漂流的生活中，从父亲的这
些书信中汲取了信念与精神。使他在海外孤儿似的处境里，
好像父母仍在他身边给他教导、鼓励和鞭策，使他拥有更多
的勇气与力量，去战胜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走自己正当的
道路。他拒绝与祖国敌对的国家的邀请，从不做有损于祖国
尊严的言行。这种热爱祖国的精神，与傅雷在万里之外给他
殷切的爱国主义教育是分不开的。

傅聪在艺术上的造诣，离不开父亲傅雷苦心孤诣的教诲。傅
雷已去，家书仍留。傅雷家书给我们带来的爱与精神，永远
影响着下一代。

傅雷家书读后感高一篇二

读了《傅雷家书》一书，我对艺术家傅雷在艺术方面的高深
的造诣感触颇深。

回过来说：写实可学,浪漫底克不可学; 放杜可学,李不可学;
国人谈诗的尊灶的多于尊李的，也是这个缘故”，如此，和
儿子傅联在信中探讨李白、社甫的分别，都能体现傅雷的艺



术造谐极为深厚。说他是着翻译家、文学评论家，倒不如说
他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

“这是位伟大的父亲，一位伟大的艺术家”,随着更深入的阅
读,我脑海中就蹦出了这样的句子。“百多件近作,虽然色调
浓黑，但浑厚深沉得很,而且好些作品远看很细效,近看则笔
头仍很粗”和“苏联钢琴专家的个人演奏从头至尾呆板，诗
意极少，没有细腻柔婉之美，没有光芒四射的华彩，也没有
大刀阔阅斧的豪气”是傅雷对绘画，音乐的研究，不难看出
他有很深的探索。因此，在这些书信中所透露的，不仅仅是
傅雷高深的艺术造诣，而是一颗更崇高的充满父爱的心灵，
和一位学有所成的艺术家，将他所受的陶冶和教养都毫无保
留地传给后代。

傅聪回信道“真正的艺术家必须是有创造性的艺术家，真正
的演奏家也必须是有创造性的演奏家。”从中，我们可以看
到，傅联在异国求学的生活中，从父亲的这些书信中汲取了
多么丰富的精神养料，让他不断地完善自我，更加刻苦地练
琴。战胜各种磨难,走上更高的音称殿堂。

数百封的书信中傅雷对傅聪的教育是高度负责的。那一丝各
抒己见的话语，那一些充满哲理的看法，都是傅雷对儿子的
精神灌溉，傅聪才有勇气去挑战一切，傅雷对艺术、对爱情
的教养，恰是春天，给予傅聪这朵花最好的肥料。

书信是纽带,使傅聪与亲人间、也与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傅
聪深受父亲的影响，让我震撼。

这让我想到宗璞的《三松堂断忆》，她的父亲，爱中国、爱
哲学，对哲学有着极深的造诣。他最后关于哲学的话
是：“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他的生命就是不断
地思素,顽强地,永不放弃地，这也给宗璞的思想带来不小的
影响。



我的父亲很固执，但他的文笔极好，时常和我一起探讨文章
的写作之道。我的写作也常受他的影响，道理成篇。

读完《傅雷家书》，让青年一代在春光下，尽情绽放!

傅雷家书读后感高一篇三

有你在，灯亮着。

——题记

深夜，伫立窗前，望着那苍茫，深邃引入深思的`天空，心中
隐隐有一种冲动，精神的饥渴，历史的荒漠，常常会让回忆
变得丰富，耐人咀嚼，让我想起我的父亲，想起无处不在的
父爱，想起《傅雷家书》。

在这样的深夜，读着《傅雷家书》，我不禁泪流满面，虽然
读这本书已不下三遍，每每于生活失意、彷徨之时，总是不
自觉地读它。在我看来，家书是所有文体中最简单的。我喜
欢简单，所以我喜欢家书，因为简单本身就是一种魅力。

文学翻译家傅雷先生在儿子傅聪留学海外的过程中，先后写
了近百封家书给他，教导他立身行事、爱国成才，把中华民
族的优秀道德融入了对儿子的谆谆教诲中。其声殷殷，其意
绵绵，其情拳拳。由这些信件汇集而成的《傅雷家书》曾先
后再版5次，重印19次，累计发行超过100万册，数字虽不能
说明太多，但时间足以证明一切：《傅雷家书》自问世以来
已畅销18年。打开《傅雷家书》，就是走近一位父亲，聆听他
“充满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诲”。

父亲对孩子的深爱作为一条人类的公理，如同太阳的光辉温
暖着其间的每一个人。傅雷对傅聪的爱自是如是，这样的爱
是高尚的、纯洁的又是无私的，它荡涤了世间尘事的功利，
洗去了人生的浮华，留下的是舔犊情深的人间第一情。“多



少对你的爱，对你的友谊，不知如何在笔底下传达给你!孩子，
我精神上永远和你在一起!”这是多么真挚的人间真爱呀。

然而，这样的爱毕竟又是特殊的，它超越了那种爱加威严式
的教导，代之的却是建立在父子心与心相互交流基础上的一
种隐没、深沉的父爱。傅雷是“清高”的那类人，在他的骨
子里都渗透着这种独特的个性，当他把这种“清高”带到给
儿子的信中，却成就了一份“清高”的父爱!

于是这一封封家书中便少了几分唏嘘不已，更没了世事钻营
的技巧，写下的却是对人生、艺术的见解，对崇高精神和真
理的追求。人生何其大，真理又何其空!而这又是多么可能会
使这些家书变成概念的准则!然而没有，丝毫没有!做父亲的
以其大半生的心路历程来给爱子昭示生活的方向、精神的归
宿!这般的昭示却不是那种艺术化的“展示”，却是结合了百
般的勇气和无私的爱。

傅雷极其敏锐地觉察到孩子在艺术之外所遇到的问题，譬如
交友、感情、花销等等。有一句话我一直记着，那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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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一个人有了
它，也便有了整个世界!

傅雷家书读后感高一篇四

这是一本五味杂陈的书，像历史，像政治，像建议，像现实，
像人生，像生命。

在一部关于傅雷的纪录片中反复提到“傅雷满身棱角”，通
过他的境遇来看，是这样的。同彭德怀元帅一样，他同样也
在_中摔了跤，且拒绝道歉，永不屈服，但他最后因身心折磨，
走向了不归路。



带着这样一个沉重的心情来看傅雷家书或许有些偏激，但开
头的大篇幅的直接抒情是极其罕见的，至少在中国。在中国
往往会有洋洋洒洒几千字的散文来表达一句“我爱你”而不
是短短的“我爱你”，因为情感表达的复杂及内心中一个悄
然形成的面子。因此，我不免能猜想到傅雷的教育方式以及
他的忏悔，在他后面担心傅聪叛逆，一去不复返也能表达如
此。

以辩证的方法来看，傅雷在后期催信时也说过，他是好面子
的，他是不太喜欢表达的。但在这此他表达了，如果把面子
比作一场比赛，那么很显然，他输得一无是处。但在为人父
母上，他便从此，大获全胜。

我是很赞同家书的，因为我本人非常的恋家。在过去总用家
书，但大多是父母喜往，儿女厌回。最后父母就得“催稿”，
像我爸，上中学，也住校，没事不来信，一来信爷爷奶奶就
知道，肯定又缺零花钱了。而现在，家书这种东西一来可以
使说的话经过过滤，避免不必要内容，二来可以给双方一个
台阶下，谁也不会没面子，谁也不会有顾虑。

从傅雷这个人及他所写的信来看，他应该是比较孤独的一个
人。但他所展示并推崇的赤子之心将永不过时。而他的墓志铭
“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蕴含深意。我大胆的将其
猜想为，拥有一颗真诚，不受外界所改变的纯真之心的人，
将永不孤独。在海外留学的中国人也将不被同化，永远高昂
地挺起头颅，创造出一个“中国”。这也是当今在海外留学
的学生所真实需要的。

傅雷家书，其实大可读成一本教科书，它教人们如何应对逆
境，如何保持纯真，它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展示了当时的单纯
单一的精神状况，在现在看尤为可贵。

关于傅雷自杀，是存在争议的。首先我否定残害自己身体的
行为。但傅雷没有撑住。彭德怀的纪念碑是充满棱角的，而



非其他人的光滑圆润，我认为傅雷也是如此。

一个不成熟的人的表现是为了自己的事业而光荣的死去，而
一个成熟的人的表现则是为了自己的事业而屈辱的活着。从
此来看，他确实是一位不成熟的人，但他已经将生命的意义
读懂了，但作为一位现代人的看法，这无疑是极端错误的，
为了达到目的的自杀是不成熟的，没有目的的自杀是毫无意
义的。

愿赤子之心永存。

傅雷家书读后感高一篇五

家书，顾名思义，是指家人、亲人之间往来的书信。而《傅
雷家书》凝聚着傅雷对祖国、对儿子深厚的爱。这本书值得
我们每一个人去好好阅读。以下是由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高
一傅雷家书读后感1000字”，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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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傅雷对当今中外的文学、音乐、绘画、涉猎广泛，研究
精深，个人的文化修养极高。而他培养的对象又是从小接受
良好的家庭教育，终于成长为国际大师的儿子傅聪。他深刻



懂得，艺术即使是像钢琴演奏也需要严格的技术因素，但绝
不是“手艺”，而是全身心、全人格的体现。他教育儿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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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成为艺术家之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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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贡献。一个纯粹投身艺术的人，他除了艺术和个人的人格，
已别无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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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有种神奇的力量，那就是爱。爱在我们身边无处不在。
因为有了爱世界才会更美好。而父母对我们的爱尤为重要。

《傅雷家书》是我最为欣赏的一本书。傅雷写给儿子的不仅
仅是家书，而是一个个人生哲理。他对傅聪的人生之路起了
很大的作用。傅聪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渐渐懂得了爱，以实际
行动回报了父母，这使我非常的感动。

这本书主要是傅雷告诉孩子如何做人，如何搞艺术，以及如
何对待生活等问题。他叫儿子要做一个谦虚谨慎的人，做一个
“德艺兼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在生活上，傅雷也对儿
子积极的引导。家书中大到事业人生艺术，小到吃饭花钱。
事无巨细，无不关怀备至，而且他敢于在子女面前承认错误。
从自身经历中给出经验和教训，他无疑是儿子的良师益友。

当孩子对父母的依赖性太大或者父母对孩子溺爱时都会产生
一种对孩子成长不利的因素，只有想傅雷那样积极与孩子沟
通，及时发现问题，找出问题，才能成为一名理智父母。

“一个人对人民的服务不一定要站在大会上讲演或者做什么
惊天动地的大事业，随时随地的点点滴滴的把自己知道的，
想到的告诉大家，无形中就是替国家播种、施肥、垦殖。”

这是傅雷在给儿子家书中的一段话。在《傅雷家书》中我看
到了一位父亲对儿子的教诲，字里行间，流露出傅雷对傅聪
强烈的父爱。这种爱使人震撼，使我对傅雷爱子教子的精神
所深深打动。



在书中我们不光看到了一个对儿子亲切关爱的父亲，同时也
看到了父子的共同成长。他用音乐译注和儿子沟通交流，他
把对祖国的发胀的关切之情，以及对祖国的热爱同样流露给
学生，傅雷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和精力，在对祖国社会人类尽
自己的责任。

在日常生活中他告诫儿子“人总得常常强迫自己，不强迫就
解决不了问题。最基本的就是抓紧时间”，“最是要科学化、
要彻底”，“在外面世界切勿难为情，被人家随便多留，才
能不打乱事先定好的日程”，“修改小习惯，就等于修改自
己的意识和性情”。我觉得就是我们生活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父爱如山，雄伟壮观，母爱如水，柔情万里。我们应当理解
父母并加强自身素质，逐步与父母建立友好关系，让他们理
解你，做一个称职的孩子。

书中时时给人深刻的教诲，处处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不仅如
此，从书中我还感到家长的用心良苦和他们给予我们的崇高
的爱，正如傅雷在书中对儿子说：“孩子，我从里身上得到
的教训，恐怕不必你从我这得到的少。尤其是最近三年，你
不知我对人生多增了几分深刻的体验我从与你相处的过程中
学会了忍耐，学到了说话的技巧，学到了把感情升华。”

所以《傅雷家书》拉近了父母与我们的距离，让我们互相理
解，互相体谅，亲情溢于言表，给天下父母子女强烈的感染
和启迪。

我一直羡慕那些人，那些与父母像朋友一样的人。不管怎么
样，不管你有没有离开你的高中朋友，初中朋友，小学同伴，
你的父母还是一直在那里，陪伴着你，指导着你，带着你走
出困境，与你分享快乐的事。我真的很羡慕。

出于这样的心理情节，我去看了《傅雷家书》，因为我想得
到父亲那样的谆谆叮咛。很令人开心的事，果然在这本书里，



我找到了我想要的温暖。

我爱这位父亲，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位伟大的父亲。从他的字
里文间，我感受到了一种浓浓的期盼，期盼着儿子的来信，
期盼着儿子的成功，期盼着儿子的努力，期盼着儿子的成长。
我感受到的是一种呵护，细心的呵护着儿子的成长，细心的
教育儿子怎样去为人处事，细心的引导儿子成为一个努力，
真诚，谦虚，理性，爱国的人。我还感受到父亲自身的谦卑。
他会毫无保留的批评自己，也会虚心地向儿子承认自己的错
误。

我在想那个年代的父母，能有这样的开明和见解是很少的，
哪怕是今天，在信息如此发达的年代，视频，短信，邮件，
电话……任何一样都比写信来的方便快捷。可又有多少人能
做到和自己的孩子这般的交流啊。哪怕是有，交流的那种层
次，探讨的那种境界也是很难达到的。

我爱这两位父母。不管是哪封信，不管是哪句话，都深深地
打动着我。不管读到哪里，都是爱，这爱太浓重了，太深切
了。哪怕我不是他的孩子，但是当我读到那些教诲和劝导时，
也会为之打动。就像自己的父亲说给自己听的一样。他教育
我坚强，理性，善良，真诚，爱国。他鼓励我克服困难，他
教给我生活与生存的规则技巧。他让我理解音乐，艺术的魅
力与追求……读这本书，让我在精神上受益匪浅。让我开始
反省自己，让我开始以此来要求自己。慢慢地，我好像越来
越认真地开始生活了。

爱国，我想这是我这个年代的人无法理解的他们那个时候的
情怀的。那个时候他们真的是处处为国家着想，时时刻刻想
着国家的荣誉与自身的相关性。傅聪的身上，肩负着国家的
深深期盼。傅雷这对夫妇真的太爱国了，几乎把傅聪的任何
行为举动都与国家利益结合在一起。他们追求艺术，但是也
努力为国家奉献出艺术，甚至是一切。



我无法理解那是怎样的一种情怀，在这个社会矛盾一大堆的
年代，或许，我们有的更多是对国家的批判。我不知道我是
怎样理解爱国的，我更不知道怎样去实践爱国。我佩服，敬
爱他们的爱国之情。太深了。是我所不能达到的。

但是，结局太让人心痛了。这个让他们如此深爱的国家，竟
然让历史这样结束了这些伟大中国艺术家的生命。我也不能
理解这种爱，他们是如此深爱着这个国家，如此深深地爱着
他们的儿子，他们所担忧的，所期盼的，所努力的几乎都是
他们。

是要下多大的决心，才让他们去结束自己的生命，舍弃这个
国家，离开孩子呢?但是，归根到底，这不都是爱吗?或许是
他们真挚爱国的自尊心被羞辱了，才要以死来进行最后的抗
击。又或者是因为他们太爱自己的孩子了，为了减少孩子们
所要承担苦难，又用死来保护他们。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爱祖国和爱自己的孩子是一样的。至少
在傅雷夫妇的心中，这两种爱是不能分割的，是紧密相连的。
是没有孰轻孰重的。爱孩子就是爱祖国，而爱祖国也就是在
爱孩子。

我很尊敬这一对伟大的夫妻，伟大的父母，伟大的新中国建
设者。向他们致敬!

要回头写读后感时，我觉得很不容易。因为全书收录的这些
家书，可谓篇篇精彩，字字珠玑，做笔记或任何总结概括都
有可能损害这部经典之作。所以，在这里我只是记录一些一
读该书后的重要印象，以及我所理解的作者所表达的重要思
想。

首先，从形式方面看，《家书》让我了解了什么是细致入微，
无微不至，严谨认真……相信所有读过家书的读者对这些特
点都深有感触吧。根据自己很少的经验，我觉得，之所以能



够如此，很大程度因了书信这种表达、交流或写作方式。

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有如此涉及广泛、自然舒畅的作
品诞生。他不仅谈艺术学习，还谈生活、恋爱，谈做人，谈
修养，甚至于儿子写错字，父亲也会“郑重其事”地指出并
耐心分析、纠正。也正是这种方式而不是其他方式(如论文，
译作)，使得我们可以直截地清楚地感受到，着名文艺评论家、
文学翻译家傅雷先生做人、做学问的细致、严谨、认真的态
度和作风。

如果说《傅雷家书》是一部“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或
者经典的“教子篇”，那么，我想首先而最具这种意义的应
当是这种态度和作风。但绝不仅限于此，还有，傅雷先生由
于自己的学识、思想而能将任何大事小事阐发出深刻但绝不
艰涩的道理，从而给人以启发。

当然，我不认为它仅仅是“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或
者“教子篇”，对于像我这样并非艺术学徒(狭义)的读者，
这些家书仍不失其伟大。

书中处处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时时给人深刻的开导。其中贯
穿始终，我以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关于做人、修养以及学
问的关系实为一体的思想。在我看来，这就是重视和强
调“一般修养”的重要。在其他信中，这种思想都有出现，
比如关于去博物馆、去森林等建议，便是希望通过这些方式
提高一般修养，而不是一味练琴、搞音乐。

对我的启发则是，读书只是修养途径之一，另外还应有其他。
即使读书，也不应仅限某某学科。一般修养的建立和提高即
要求文学艺术，科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诸领域
都需阅读。

因为，人生或生活绝不像大学学科分类那么规范齐整。各领
域都只是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一个侧面，要理解我们生活的



世界以及我们自己，广泛阅读是有好处的。其实我早就受了
毛泽东的影响而这么要求自己了。

除此之外，其他比如，关于感情(激情)和理智的关系，应当
以理智控制感情;常以星际或宇宙的视野看待人生的一切事物，
因而明白人的局限性等等，皆为真知灼见，无不闪耀着理性
的灵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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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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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