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中傅雷家书读后感 傅雷家书读书心得
体会(优质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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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
一篇读后感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初中傅雷家书读后感篇一

《傅雷家书》是我国文学艺术翻译家傅雷写给孩子傅聪、傅
敏的家信摘编，编入了家书180多封，它不仅仅是家书，更是
傅雷对远在万里之外的傅聪的教育的文字篇本，是一部充满
着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傅雷夫妇作为中国父
母的典范，一生苦心孤诣，呕心沥血培养的两个孩子：傅聪
是世界著名的钢琴大师，傅敏成为英语特级教师。作为文学
翻译家的傅雷， 他写给家人的书信以其真挚的情感、深邃的
哲理、独到的艺术见解深深打动了每一位读者的心。

《傅雷家书》无处不体现了浓浓的父爱了，或许每个父亲对
他的孩子都疼爱有加，但在疼爱的同时，傅雷不忘对其儿子
进行音乐、美术、哲学、历史、文学乃至健康等等全方位教
育的，纵使以如此之大的中国，能够达到此种地步的，未知
能有几人，因为这确实需要充足的条件，父亲要学贯中西，
儿子也要知书达理，而父子之间更要在相互尊重和爱护的基
础上达成充分的默契。

傅聪至海外留学，与父亲的联系自然只能依靠书信，于是父
子之情便在一封封家书中表露无疑。他们通过书信一起讨论
艺术，研究乐曲的内涵，交流对事物的看法，虽然没有母子
通信时那种嘘寒问暖，但他们之间的默契却是其他无论什么
都无可代替的。掩卷后对书回想起来，最大的感触就是傅雷
对艺术甚深的造诣。傅雷对于艺术尤其是乐曲的领会，颇有



一番自己的见解。书中不仅论及音乐，同时涉及教育、文学、
爱情、人生等各方面，且不是浅尝辄止，很多都是极有深度
的见解。在这本书信集里，随处可见一个父亲的慈爱、对孩
子的厚望及骄傲，深厚的艺术造诣、渊博的学识涵养在书中
各个角落闪光，所有的这些无不体现着作者的博学和睿智。

而正是由于这么一位苦心孤诣的父亲，受其陶冶与教导，使
傅聪在海外的孤独环境中，汲取到勇气和力量。父母的鼓励
鞭策更让他明确艺术道路上的前进方向。傅聪在异国漂流，
但父母仿佛仍在他的身边，时时给他指导、鼓励和鞭策，使
他有勇气和力量去战胜各种各样的魔障和阻力，踏上自己正
当成长的道路。通过这些书信，不仅儿子和亲人之间，建立
了牢固的纽带，也通过这一条纽带，也使傅聪与远离的祖国
牢牢地建立了心的结合。后来的事实证明不管国内家庭所受
到的残酷遭遇，不管他自己所蒙受的恶名，他始终没有背弃
他的祖国，不受祖国敌对者多方的威胁利诱，没有说过或做
过有损祖国尊严的言行，这就是一个父亲对一个儿子的熏陶，
这与父亲在数万里外，给儿子殷切的爱国主义教育是分不开
的。

而今，七旬的傅聪已是闻名世界的音乐家，艺术造诣举世公
认。被寓为钢琴诗人的他应该也会时常地想念父亲对自己的
言传身教吧。傅雷把培养孩子同样当作他对社会、对国家所
应尽的一项神圣义务和责任。不是每个家长都能把教育上升
到这种认识层次，但对于孩子的关爱和培养，我想是人的本
性。在阅读的过程中，看着傅雷的谆谆教导，远方的父亲轮
廓渐渐清晰，仿佛近在咫尺、触手可及，时常想念、时常感
动。

《傅雷家书》是老师的教导，是长者的叮嘱，是父母对儿女
的.关切，是诗人对生活的热爱。那一封封家书，就像一次次
珍贵的谈心，拉近了我同书中人物的距离，给予我心灵的荡
涤，思想的启发。我在感受着，聆听着，用心铭记着。



初中傅雷家书读后感篇二

《傅雷家书》这是读大学的时候老师给我们介绍的一本书，
知道是一本好书，但是一直没有时间去看，去细细的品位，
在放假的时候，终于逮到了时间，翻开了几年前买过来的书，
细细地品位。

《傅雷家书》是一部很特殊的书。它是傅雷思想的折光，甚
至可以说是傅雷毕生最重要的著作，因为《傅雷家书》是给
他与儿子之间的书信，体现了作为爸爸的他对儿子苦心孤诣。
《傅雷家书》百分之百地体现了傅雷的思想。是写在纸上的
都是些家常话。他无拘无束，心里怎么想的，笔下就怎么写，
用不着担心“审查”，也用不着担心“批判”。正因为这样，
《傅雷家书》如山间潺潺清溪，如碧空中舒卷的白云，如海
上自由翱翔的海鸥，如无瑕的白璧，如透明的结晶体。感情
是那样的纯真，那样的挚朴。没有半点虚伪，用不着半点装
腔做势。《傅雷家书》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傅雷家庭的范围。
书中无处不体现了浓浓的父爱，或许每个父亲对他的孩子都
疼爱有加，但在疼爱的同时，不忘对其进行音乐、美术、哲
学、历史、文学乃至健康等等全方位教育的，纵使以如此之
大的中国，能够达到此种地步的，未知能有几人，因为这确
实需要充足的条件，父亲要学贯中西，儿子也要知书达理，
而父子之间更要在相互尊重和爱护的基础上达成充分的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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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早就受了伟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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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傅雷家书读后感篇三

假期我读了《傅雷家书》，说实话开始读时，看到长篇的文
字，我头都大了。第一感觉：没意思!



可慢慢读下去以后，我渐渐感受到了傅雷的良苦用心。傅雷
先生从1954年至1966年6月写的186封书信中(最长的一封信长
达七千多字)，字里行间，充满了父亲对儿子的挚爱、期望，
以及对国家和世界的高尚情感。傅雷说，他给儿子写的信有
好几种作用：

一、讨论艺术；

二、激发青年人的感想；

三、训练傅聪的文笔和思想；

四、做一面忠实的“镜子”。信中的内容，除了生活琐事之
外，更多的是谈论艺术与人生，灌输一个艺术家应有的高尚
情操，让儿子知道“国家的荣辱、艺术的尊严”，做一
个“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

爱子之情本是人之常情，而傅雷对傅聪的爱却没有沦为那种
庸俗的温情脉脉，而是始终把道德与艺术放在第一位，把舐
犊之情放在第二位。正如他对傅聪童年严格的管教，虽然不
为常人所认同，但确乎出自他对儿子更为深沉的爱。

这本书问世以来，对人们的道德、思想、情操、文化修养的
启迪作用既深且远。《傅雷家书》获过全国首届优秀青年读
物一等奖，还被列为大型丛书《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
之一。及至目前，它在20多年间的发行量累计已达110万册，
这足以证明其影响之大。《傅雷家书》是一本“充满着父爱
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也是“最好的艺术学徒
修养读物”；更是既平凡又典型的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深
刻写照。对我们学生来说，更值得一读。

初中傅雷家书读后感篇四

“真诚是第一把艺术的钥匙”、“建筑在了解自己了解别人



上面的爱，才不是盲目的爱”……一句句经典而又耐人寻味
的话语贯穿整本《傅雷家书》，让人深深体会到其中饱含的
父亲对儿子深深的爱。

《傅雷家书》，收录了1954年间到1966年间傅雷及其夫人写
给两个儿子的家信100多封，是优秀的青年思想修养读物，是
素质教育的经典范本，是充满着父爱的教子名篇。

他，傅雷，用不舍表明对孩子的愧疚，五三年正月父子之间
的激烈争论，使他良心上的责备消释不了。直到儿子离家远
行——留学于亚欧大陆另一边的波兰时，“胸口抽痛，胃里
难过”的痛苦滋味他才尝尽。他用那一封一封不舍的书信来
抒发自己对儿子无限的愧疚之情。有些罪过只能补赎，不能
洗刷！

他，傅雷，用自身艺术造诣将孩子的道路铺向未知的前方。
他常在信中大量篇幅谈美术，读音乐作品，谈表现技巧，谈
艺术修养。不管是留学波兰或是获国际大奖，还是赴各地演
出，他始终关注着儿子在音乐艺术道路上的成长，不时给予
指点。

傅雷既是一位特殊的教育家，又是一位严厉、尽责同时不乏
爱心的父亲。在生活中，虽然也有像他那样饱含父爱的父亲，
但给予孩子的`却是溺爱。他们将自己的孩子泡在蜜罐里，当
作温室的花朵呵护着，却不思教育其做人之理。我们期盼像
傅雷一样的父亲。

“这是一部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这也是一部充满着父
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楼适夷这样评价《傅
雷家书》。

家书是真情的流露。他，傅雷，用苦心孤诣的父爱填满了儿
子的心灵，指引了儿子的人生。



《傅雷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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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傅雷家书读后感篇五

一气读完《傅雷家书》，深切感受到一位父亲对儿子的苦心
孤诣，谆谆教诲。那一封封家书，一段段文字，是用最伟大
的父爱，用最殷切的期盼凝聚而成。

《傅雷家书》是我国文学艺术翻译家傅雷及夫人写给儿子傅
聪等的家信摘编，写信时间为一九五四年至一九六六
年。1954年，傅聪出国学习钢琴，孤身远在他乡，孤独枯寂，
傅雷夫妇以家书来鼓励儿子潜心学习，报效国家。多年来，
傅雷夫妇的家书一直伴随着傅聪的生活，学习，乃至恋爱，
结婚生子。傅聪后来成为钢琴大师，傅敏成为一名优秀的英
文老师，都是与傅雷夫妇的的悉心教诲分不开的。

傅雷是儿子思想的启蒙者，傅雷教导儿子：先为人，次为艺
术家，再为音乐家，终为钢琴家。一个人的机会、享受，是
以千千万万人的代价换来的，那是多么宝贵。让儿子抓紧时
间，苦修苦练，报效国家，对得住同胞。



傅雷虽是一位翻译家，但却不能不令人佩服他的博学多才。
他给儿子的家书中涵盖了哲学、音乐、美术、文学、历史、
戏剧等多方面的内容，用及其开阔的眼界让傅聪去感受人生
的博大，壮阔，让他用这些营养去滋润自己的音乐艺术，以
达到更高的境界。

他经常给儿子寄唐宋诗词，元明散曲，让他了解唐宋人如何
唱诗，唱词，他还经常鼓励儿子多读作品，去看美术展览，
听自己的弹奏录音，以此丰富学识，加深修养。

他希望儿子对于新感受的东西不要让它浮在感受的表面，而
要仔细分析，究竟新感受的东西和原来的观念、情绪、表达
方式有何不同。这是需要冷静而强有力的智力，才能分析清
楚的。希望儿子常常用这个步骤来巩固他得来的新东西。长
此做去，不但演奏风格可以趋于稳定、成熟，而且智力也可
大大提高，受到锻炼。

傅雷是儿子事业的支持者，在1954年12月27日的信中，他这
样说：“一位匈牙利小提琴家的演奏，从头至尾都是拿出谱
来拉的，我个人总觉得“差些劲”。周伯伯前晌谈到朗读诗
歌，说有人看了原文念，那是念不好的，一定要背，感情才
混成。我觉得这话很有见地。诗歌朗诵尚且如此，何况钢琴、
拉琴!我自己教恩德念诗，也有这经验。凡是空口背而念的，
比看着原作念得，精神更一贯，情绪更丰富。”他希望傅聪
能背下乐谱来演奏，这样才能驾轻就熟，更深刻地表达作品。

他常鼓励儿子多写信谈音乐问题，谈自己的感想和心得，还
有老师和别的教授们的`意见。说一个人的思想是一边写一边
谈出来的，借此可以刺激头脑的敏捷性，也可以训练写作的
能力和速度。在1955年12月21日早晨给傅聪的信中这样写道：
“多写信讨论问题，就是多些整理思想的机会，许多感性认
识可以变作理性认识。你一边写信一边整理思想，一边就会
发现自己有很多新观念，无论对人生，对音乐，对钢琴技巧，
一定随时有新的启发。”傅雷常常鼓励傅聪，把苦闷写下来，



相信能凭一些经验安慰儿子。让傅聪多多来信分析自己，发
泄情绪，让儿子有健康的心理。他有足够的勇气担受儿子的
苦闷，也有足够的力量帮儿子摆脱烦恼。

在傅聪彷徨时，他鼓励儿子说艺术家没有矛盾不会进步，不
会演变，不会深入。有矛盾正是生机勃勃的明证。解决一个
矛盾，便是前进一步!矛盾是解决不完的，所以艺术没有止境，
需要我们日以继夜，终生的追求、苦练。

儿子的每一次比赛，他都会给以鼓励。在取得成绩的时候，
祝贺的同时，他不忘鞭策。他说：“多少迂回的路，多少痛
苦，多少失意，多少挫折，换来你今日的成功!可见为了获得
更大的成功，只有加倍努力，同时也得期待别的迂回，别的
挫折。人生本是没有穷尽的马拉松赛跑，你的路程还长得很
呢：不过是一个光辉的开场。”

在傅聪的生活上，傅雷如同唠叨的老人，提醒儿子的生活习
惯，生活细节。在1954年8月16日晚写给儿子的信中，他提醒
儿子到别人的家里，进了屋子，脱了大衣，不要还留着围巾;
二是不要把手插在上衣口袋里，或是裤袋里。这两件都不合
西洋的礼貌。在饭桌上，两手不拿刀叉时，也要平方在桌面
上，不能放在桌下，搁在自己腿上或膝盖上。出台行礼或谢
幕，面部表情要温和，切勿像过去那样太严肃。在儿子的恋
爱问题上，傅雷希望儿子不要凭借一时的热情去选择爱人，
而要考虑性情、品德、品格、爱好。

傅聪从未从事过音乐，却对一位音乐家在艺术生活中所经过
的心路历程体会得多么细致，多么深刻，儿子的事业倾注了
最大的热情和期望。就是这样一位父亲，呕心沥血，高度负
责，在儿子远赴他乡，留洋在外，孤独落寞之时，送去一封
封感人至深的家书，滋润孩子的精神，时时给他以指导、鞭
策和鼓励，使他有勇气去面对迂回曲折，坚强地走自己的理
想之路。



初中傅雷家书读后感篇六

去年9月27日在省新华书店买了一本由傅雷次子付敏编的《傅
雷家书》，历时一年时间，今早方才读完。买此书的初衷是
为了学习傅雷教子经验，为自己教育孩子提供借鉴，不想在
读书过程中却使自己颇受教育。

书中大多内容都是在和儿子谈论艺术，字里行间虽不乏爱子
之情，但更像是两个艺术家在进行艺术探讨。他们谈音乐、
谈文学、谈美术、谈雕塑，古今中外无所不谈。

读傅雷家书，常常能引起强烈的共鸣，觉得自己和傅雷有很
多相似之处，但又他比我更优秀，更善于表达。自己曾经有
过的感觉，他都能用很精炼的语言表述出来。

全书富含哲理的语句很多，读时我常会想起自己前几年所写的
《与弟书》，那里面有我对人生的看法。但我的思想远不及
傅雷的那样深刻、博大。家书中这么多饱含哲理的语句，若
不是自身修为极高，定时用了很多的.心力。

傅雷夫妇对孩子的爱之深切，感觉有时近乎病态，但若想象
他们当时的处境，就不足为奇了。儿子只身异国，而且常常
不知或无暇写信，牵挂孩子到如此程度也在情理之中。

家属中设计编者傅聪的地方不多，但我觉得对我却受益很大。
傅聪毕业后在北京的中学教书，他不畏艰苦，不怕寂寞，对
工作兢兢业业，钻研教法，总结自学方法，深受学生喜爱。
他的这种工作态度，正是最值得我学习的。

我之所以觉得《傅雷家书》让我从中颇受教育，是因为文中
教导傅聪夫妻相处之道，持家理财之法，都是我现在所面临
的问题。如果我和妻能早些读读此书，在相处和理财方面会
少走很多弯路。



我很佩服傅雷的才思，他值得我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我一
年时间只是匆匆读完了此书，以后还要慢慢的细读，认真的
记好笔记和反思。

傅

初中傅雷家书读后感篇七

拿起这本也许并不太重的书，却觉得沉沉的。

了解过傅雷，为他的含冤自杀而感到同情，傅雷在学术上是
一位学者，在家里是一位严厉、尽责的父亲。这些家书，有
三层资料，第一层是傅雷作为一位普通父亲对远在异国他乡
的儿子表达四年、关怀之情;第二层是傅雷与儿子如同益友，
知己般倾心地交谈，讨论艺术;第三层就是傅雷作为一名品德
高尚、学识丰富的知识分子，认真引导儿子要具备高尚人格
和艺德，启发儿子的爱国情、民族情。

《傅雷家书》能够使我们更好的提升自身修养的一本好书，
在风云暗涌的年代里，傅雷经过书信亲子爱子，传达出一种
高尚的品质。

爱子之情本是人间常情，而傅雷却始终把道德与艺术放在第
一，把亲情放在第二。读了《傅雷家书》，能够看到一位父
亲对儿子的深爱，也更突出了傅雷在艺术造诣高深，在生活
对朋友爱惜尊重，政治上关心国家发展，又如益友、知己般
与儿子平等探讨艺术的多个方面的个性特征，并且还能从傅
雷对孩子的教育中获得做人的道理，让孩子体会父母之爱。
可能如傅雷那样，对我们有着一颗期盼之心，期望我们成人
成才，有一份浓浓的、毫无保留的爱。明白了父母的爱心，
我们就会努力学习、成人成才。

这是一本“充满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也是
“最好的艺术学术修养读物”，更是平凡又典型的“不聪



明”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深刻写照，我们能够像傅雷一样
从中体会做人、学习的道理。

认真品味这本好书，你会发现不一样的亲情世界，理解不懂
得的人情世态。

初中傅雷家书读后感篇八

《傅雷家书》这本书是傅雷夫妇与长子傅聪间接精神接触和
思想交流的实录，是由傅雷次子、傅聪胞弟傅敏选编的。这
本书主要是以傅聪的留学打拼经理、情感婚姻之路为经纬度
来展开的家书的来往。

整本书的开头“车一开动，大家都变了泪人儿，呆呆的直立
在月台上，等到冗长的列车全部出了站方始回身。”，这其
中透着一股淡淡的忧伤，这是父母不舍儿子在外漂泊。书中
有父母的家书和儿子的家书穿插而成，字里行间透露着一种
远在他乡的挂念。

书中有父亲对儿子的教导，母亲对儿子的叮嘱;有儿子对父母
讲述的自己的所见所闻，练琴经历;有儿子的妻子对于父母的
尊敬，有父母对儿媳的认可。父母过多的叮嘱与父亲偶尔地
反思与后悔，向我们娓娓道来了亲情的伟大。儿子练琴的过
程，更是体现了他的成长历程与磨练。弥拉——儿子的妻子
在家书中体现了对丈夫的尊敬与支持，对丈夫家人的尊重与
喜爱，这两点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热情、纯洁、称职的妻子。

父母在家书中强烈要求儿子给他们寄唱片，并说“我们听你
唱片如见真人，此中意义与乐处，非能你所能想象。”。从
中可以看出父母对儿子的思念和儿子在父母心中重要的地位。
傅雷夫妇“望子成龙”的想法在家书中展现的淋漓尽致。

家书是最为真切、自然和诚实的文字，《傅雷家书》向我们
展示了一份由亲情与爱情谱写的乐章。



初中傅雷家书读后感篇九

这本书，是傅敏选编的傅雷夫妇与长子傅聪的来信。傅聪长
期在国外留学，因此，写信成了与父母交流的唯一方式。这
些信写于一九五四年至一九六六年间。在信中，他们几乎无
所不谈——谈论艺术、人格、家庭、感情，甚至还谈论了国
际形势、宗教信仰、历史文化等重大问题。可以说，这既是
一本充满人情味的家书集，又是一本学习如何做人的教育书。

傅聪在钢琴上颇有天赋，因此，他被送到波兰留学深造。在
异国他乡，他很容易遇到困难、挫折，以及犯错误，这就需
要父母的安慰与教导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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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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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给我们了解过去历史，开启了一扇窗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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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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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意义非凡的信，它激励着我们奋发向上，并教育着我



们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