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傅雷家书读后感初中(优质8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
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
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
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傅雷家书读后感初中篇一

经典的作品，最是具有永恒的魅力，它们就像一位博学的知
者，一位细心教导的老师，而《傅雷家书》也就是这样的一
本好书。在近日我一直在看这本经典的名书，这本书给我带
来了不一样的“新知”。

这本书讲了傅雷写给傅聪的一系列的信，有着凝聚傅聪对祖
国和对儿子深厚而有热烈的爱。信中也强调年轻人该如何做
人，如何对待生活的问题。父母对儿子的生活进行有益的指
导和诉说，还有关于音乐和美术方面的教导，以及技巧上的
详细解释和说明。

我深深地记得在傅聪走后，傅雷给儿子发的第一封书信，让
我了解到了，什么是细致入微的关爱，什么是无微不至的关
怀，什么是无私而又伟大的父爱。

简简单单的几句话语中，充分反映出了这不是老师的教导，
而是不是长者的叮嘱，也是父母对儿女的关爱，和一种不同
的教诲。不同于其他父母的关爱，但又有着不失细心呵护这
儿女的感觉。

其实，《傅雷家书》不仅仅是写给傅聪一个人的，也是写给
中华父母的一部教子篇，不仅让我们体会傅雷对傅聪的关爱，
更重要的是让我们体会到了傅雷教导儿子如何立身行事，爱
国成才。



用心诠释什么是父爱，用文字诠释什么是父爱。虽然不是每
个人都有如此深沉的父爱，但他写下了那埋藏在每个父亲心
底的那份真情实感的爱。

同时也让人们明白了感情是人尤其是年轻人面临的重大难题，
傅雷在傅聪出国留学的日子里是花了极大的笔墨来指导他的，
不是以家长教条的口吻和态度，而是平和的语气，以自身的
事例来诱导儿子，去做正确的事情。他的晚年虽然由于政治
的原因饱受折磨，但在这一点上他是幸福的，因为在最后他
和孩子成了最知心的好朋友。

傅雷家书读后感初中篇二

冬日，狂风呼啸的早晨。在放着杯热气腾腾的茶边，我翻开
《傅雷家书》，在氤氲中我仿佛理解了傅雷的良苦用心。

起初，《傅雷家书》令我感到厌烦。但其中对儿子傅聪的关
心体贴无不渗透在那朴实无华的文字之中，像一位语重心长
的老人缓缓地给予人们谆谆教诲。

不妨抛弃一切忧虑，不妨放弃无尽的惋惜，执笔书写下自己
的青春。当甜美与痛苦交错前来，方知日常点点滴滴的珍贵。
从平凡中书写不凡，保持一颗对生活炽热的心，在道路上凭
着老黄牛的那股韧劲找到对理想信念的坚守。

傅聪在一次访谈中说“所谓完美就是走向死亡”。完美乃是
缺憾中的满足。傅聪先生将毕生精力投入到钢琴艺术之中，
并常回国任教。“志当存高远”不仅仅是一句空话，而是人
生中的不懈追求。即使世界上的完美可遇而不可求，当你能
做到永葆初心，执著地在黑暗时分走下去时，你也能一窥生
活的平凡美好。

用心去追求，用实践去证明，用热血去践行，你也能看到生
活背后的万千美好……



傅雷家书读后感初中篇三

浩瀚宇宙似无边，你是否想过有什么比宇宙更浩瀚，我便这
样想过。直到前不久，我读完《傅雷家书》之后，终于找到
了答案——父爱。

《傅雷家书》收录了从1954年到1966年傅雷写给儿子的家书。
这其中，有教儿子做人的、有学习方面的、有生活方面的。
这些不仅仅是一篇篇家书，更饱含了一位父亲对儿子呕心沥
血的教导以及深深的期望。

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便是那句“先为人，次为艺术家，
再为音乐家，终为钢琴家。”它不禁让我想起我父亲“做事
之前先学做人”这句话。

我的父亲文化程度虽不高，但他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在我
的学习生涯中，父亲把教我做人当成首要任务。他常常给我
讲为人处世的原则和做人的道理，其次再要求我学习。

记得那一次，我身为班长却在课堂上口出狂言，让老师下不
来台。于是老师请来了我父亲。父亲把我带回了家，并没有
骂我，而是和我说：“喜欢说话是好事，可这个话啊，要说
到点子上，说话之前在脑子里过一遍，再决定要不要说。再
说，你身为班长，那是老师对你的信任，是你的责任……”

就是这么一番语重心长的话，让我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反思：
相比较母亲直来直去地批评，我更能接受父亲的这种教育方
式。

我的父亲虽不像傅雷是个大人物，但他对我的循循善诱的教
育方式令我受益匪浅。在我心目中，他不亚于任何一位父亲，
他值得我一生去敬佩、学习!

母爱如水，父爱如山。不管是傅雷这样一个大人物，又或是



我的父亲这样一个小人物，乃至全天下所有的父亲，他们对
子女的爱都无私而又伟大。父亲是最广阔的海洋，教会我宽
容;父亲是最伟岸的高山，鼓励我坚强;父亲是最温暖的霞光，
带给我希望。

我爱我的父亲!

傅雷家书读后感初中篇四

傅雷作为一名革命时期的文学工作者，他的思想是进步的，
对于新中国的热爱传给了傅聪，傅聪也不止一次地在信中表
达自己的爱国情怀，看完傅雷家书，你知道怎么写好一篇傅
雷家书读后感吗？你是否在找正准备撰写“傅雷家书读后感
一千多字”，下面小编收集了相关的素材，供大家写文参考！

读《傅雷家书》让我感受最深的当然是傅雷夫妇对孩子的那
种无私的博大的爱。傅聪从小就极有音乐天赋，20岁时留学
波兰，这是他第一次离开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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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的三轮车上，个个人
都止不住流泪。敏(傅聪之弟)一直抽抽噎噎。昨天一夜我们
都没睡好，时时刻刻惊醒。今天睡午觉，刚刚朦胧阖眼，又
是心惊肉跳的醒了。昨夜月台上的滋味，多少年来没尝到了，
胸口抽痛，胃里难过，只有从前失恋的时候有过这经验。今
儿一天好象大病之后，一点劲都没有。妈妈随时随地都想哭，
--眼睛已经肿得不像样了，干得发痛了，还是忍不住要哭。
只说了句：“一天到晚堆着笑脸”，她又呜咽不成声了。真
的，孩子，你这一次真是“一天到晚堆着笑脸”!教人怎么舍
得!老想到五三年正月的事，(一九五三年正月，就贝多芬小
提琴奏鸣曲哪一首最重要的问题，傅聪与父亲争论激烈。傅
聪根据自己的音乐感受，不同意父亲认为第九首《“克勒
策”奏鸣曲》最为重要的观点，认为《第十小提琴奏鸣曲》



最重要。双方争执不下。父亲认为傅聪太狂妄，“才看过多
少书?”，而当时国外音乐界一般都认同第九首最为重要。所
以父亲坚持己见，这样双方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在父亲勃然
大怒的情况下，倔强的傅聪毅然离家出走，住在父亲好友毛
楚恩的友人陈伯庚家近一月余。后因傅雷的姑夫去世，觉得
人生在世何其短促，父子何必如此认真，感慨万千，遂让傅
聪弟弟傅敏接傅聪回家，双方才讲和。)我良心上的责备简直
消释不了。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远对不起你，我永远补
赎不了这种罪过!这些念头整整一天没离开过我的头脑，只是
不敢向妈妈说。人生做错了一件事，良心就永久不得安宁!真
的，巴尔扎克说得好：有些罪过只能补赎，不能洗刷!

这是家书收录的第一封家信。傅雷对孩子要求极严，他为人
极为严肃，甚至刻板、不近人情。妻子朱梅馥女士是傅雷青
梅竹马的恋人，两人情深意笃，相敬如宾。就连她也说有时
和傅雷在一起是“精神上备受折磨”。傅雷性格倔强，一生
追求艺术第一，真理第一;而傅聪年少气盛，更是一个“吾爱
吾师，但吾更爱真理”的人，所以导致后来的父子反目，傅
聪离家出走。其实还是性格使然。但这件事对傅雷的打击很
大，在这封家书里傅雷表达了作为一个父亲的真诚的愧疚之
情。自从有了元元之后，我身兼老师和父亲的双重身份，对
傅雷的这种感情应该说是体会更深。我现在明白了并且有了
一个结论，这个结论也许有的人不会同意，那就是：一个没
做过父亲(母亲)的人也绝不会是一个好的老师。在我看来，
在很多方面做父母和做老师是相通的，他们面对的都是孩子，
都是要教育的对象，并且都是未成年人，而父母或老师手中
有一种权力，这种权力好象是天生的，你拥有它是天经地义
的一样，所以我们有时就不免滥用这种宝贵的权力而做出一
些让人后悔的事来。傅雷其实就是这样，他可能觉得作为父
亲，管教儿子是天经地义的事，而且做父亲的拥有不容质疑
的绝对权威，他不允许儿子来挑战这种权威。其实做老师又
何尝不是如此呢?试想想，当老师这么多年，做出的伤害学生
的事情还少吗?给他们带来的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伤痛还少吗?
真是不堪回首，不敢回首啊。所以读到这一段感触特别深，



我完全能体会傅雷内心深处的痛苦和内疚。往事已矣，“悟
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后来者当深戒之，更重要的
是做好后面的事。

说实在，没这本书我目前还真不知道傅雷是谁，仿佛傅雷就
应该和他的家书绑定在一起似的，曾国藩除了家书人我还是
知道一些的，傅雷的话，还真的是“写家书的傅雷”这个印
象。

以前听说这本书的时候，版本不同，最无语的就是书中时有
时无的英文单词，心里不满道这个人怎么爱卖弄自己的学识，
特别是当他听闻儿子的好消息时连说了几个“wonderful”真是
让我联想到围城里一个也爱说英文的老先生。

不过这次买的版本英文是有注释的，于是读起来也并不只是
不满和无语了。更何况这次不能是随便看看，要写读后感。

家书从1954年到1966年，正是傅聪准备出国留学波兰参加比
赛到傅雷夫妇愤而弃世。傅雷对孩子的家教很严格，而且他
有句话，真理第一……爱情第二(中间忘了)，这是在傅聪有
女友时写的。先不说爱情第二，一九五三年正月，就贝多芬
小提琴奏鸣曲哪一首最重要的问题，傅聪与父亲争论激烈，
傅雷认为儿子太狂妄,”才看过多少书!“，傅雷坚持己见，
导致双方严重冲突。在傅雷勃然大怒的情况下，倔强的傅聪
毅然离家出走，住在父亲好友毛楚恩家一月余。后因傅雷姑
父去世，父亲觉得人生在世何其短促，父子何必如此认真，
感慨万千，遂让傅敏陪同母亲接傅聪回家，双方才和解。

这次事件让我深深感受到傅雷家风果然不同，离家出走的理
由都和艺术有极大的关系。

书中一些傅雷有关弹钢琴的评价，从字面上可以看出钢琴家
琴艺的精湛，但是，普通人的话，真的能听出什么音色，技
巧，“真正的萧邦“吗，看来这只是内行人的共鸣。这些靠



听觉的东西用文字写出来还真是更能理解一点。

在傅聪有了女友后，傅雷又开始给两人写起了信，并教育儿
子要好好“培养“弥拉，因为作为艺术家的妻子是有些不同
的。这么关心两个青年人的初步生活，体现了他的责任感。
后来，弥拉虽然没达到傅雷理想，还是挺合格的。

总感觉傅雷的教育方式对培养艺术家来说是很有用的，而且
他也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艺术家，因此让傅聪断断续续上了
几年小学，主要在家督教。不知道这样的方式在今天还能不
能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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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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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在我读四年级时就为我买了这本书，便没有去好好品味。
这当中原有如此之多的道理。让人怎样兼顾事务与学业。有
了它，我便确定了路该如何取走，事该如何处理，人要怎样
去做。

《傅雷家书》文艺评论家以及美术评论家傅雷写给儿子的书
信编纂而成的一本集子，摘编了傅雷先生1954年至1966年5月
的186封书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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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子之情本是人之常情，而傅雷对儿子的爱却没有成为那种
普通的温情脉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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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他对儿子童年严格的管教，虽然不



为常人所认同，但确乎出自他对儿子更为深沉的爱。

该书由于是父亲写给儿子的家书，是写在纸上的家常话，感
情纯真、质朴，令人动容。

这本小书里，不是普通的家书。傅雷在给傅聪的信里这样说：
“长篇累犊的给你写信，不是空唠叨，不是莫名其妙
的gossip，而是有好几种作用的。第一，我的确把你当做一个
讨论艺术，讨论音乐的对手;第二，极想激出你一些青年人的
感想，让我做父亲的得些新鲜养料，同时也可以间接传布给
别的青年;第三，借通信训练你的--不但是文笔，而尤其是你
的思想;第四，我想时时刻刻，随处给你做个警种，做面‘忠
实的镜子’，不论在做人方面，在生活细节方面，在艺术修
养方面，在演奏姿态方面。”贯穿全部家书的情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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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书中我也读懂了自己面对以后的生活不是手忙脚乱地去过。
而是控制好每一件小事，让自己的生活秩序有条不紊，不去
因为琐事而放宽自己的事业要求。不因为自己要做一些额外
的工作而影响了自己分内的学习任务。做好自己，老师的作
业认真完成，同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和父母多沟通。分享自
己的想法，让他们理解你，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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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距
离都不是问题，有心的父母，你那颗不眠的爱子之心，就是
不可替代的教科书，人生的加油站。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这是陆游的诗句。的确，无
论是在战乱时期还是在和平的年代里，家书都是无比珍贵的。
在那薄薄的的信封里，装着的不仅仅是那一行行用亲情凝成
的字，更是难以丈量的，比天还高比地更厚的爱。

当你在一万尺的高空中时，爱的力量能够感受到你的微笑;当
你在一百尺的深海时，爱的力量能够感受到你的心每一次有
规律的跳动。父母不仅仅是父母，他们还是我们的老师，医
生，厨师，工人，顾问……在摔倒时，我们有父母;在肚子饿
时，我们有父母;在数学题不会做时，我们有父母;在青春期
时，我们有父母……父母的高尚无私，领着我们上前;父母的
教导鼓励，给予我们动力。他们是动力的源泉，惟有这种动
力，才给予我们多姿多彩的人生。

每当人感到无奈迷惘的时候，首先想起的当然是最亲，最信
任的人。而这，莫过于是父母亲了。在大森林中。，迷路了，
有北极星的引导，树木的指路，月亮的照明。而父母就是北
极星，是树木，是月亮，在你最无助，最无奈，最失落，最
寒冷的时候，给你雪中送炭让你发泄，送你安慰。

无论你身处异国还是异在他乡，父母的这种安慰，问候都是
你心中萌发的种子。平日觉得父母的唠叨是最厌烦的，可你
在这时候是最需要他的。它如同音乐，是超越界限，超越国
界的，因为这种唠叨是有着一个共同的出发点——那就是爱，
无论是英语，俄语，德语，日语……无论它如何地千变万化，
可都不离其中。

就像文中一样，当儿子消沉苦闷时，父亲的劝慰，是一种莫
大的帮助，这种劝慰，对于平时的我们来说是最平常不过的
语言教育。可对于一个远在他乡，面对困难而无从入手的人
来说，是最珍贵的教导，是最深刻的体悟。这种指导，领导
是百听不厌的，因为它充满爱，令你不禁泪流满面;也因为它
语句深奥，令你从生活中探索，品味;更因为它是父母的话语，
令你燃起心中的火。



春天的万物复苏是因为土壤的呵护，泉水的滋润，薄雾的笼
罩以及阳光的爱抚。远在他乡的人们之所以幸福快乐也是因
为家里人信中，邮件中，qq中的问候，安慰，帮助，更因为有
永远都传递不完，永远都说不尽的爱。

傅雷家书读后感初中篇五

每个人都领会过爸爸妈妈的慈子和教导。当我在读这本家书，
感到的是一种另一番教导，我好像找到了其他一种爸爸妈妈
之子，这也是大多数子女所领会不到的'。这也许是这十年对
她子慕不减的原因吧。是那一封封家书，就象一次次宝贵的
谈心，拉近了咱们的间隔，我像一个乖孩子在感触着，聆听
着，用心铭记取。

傅雷不愧是好父亲能以如此的心态和耐性来教育孩子。傅雷
究竟是怎么有这种力气呢这种巨大的父爱能够说影响了傅聪
的一生为傅聪走向未来做出了衬托打下了坚实的根底。因而
傅雷所写的这些信件也便是十分重要的给傅聪上了一堂人生
课让他知道怎么在这个国际上日子。

这真是教育子女的一本好书一起也应该是作子女的了解爸爸
妈妈的一本好书。子女能够经过这本书了解自己的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能够经过这本书了解自己的子女傅雷在信中所写的
每字每句已经成为经典万古流芳的经典。

傅雷作为父亲对子女的情感是十分丰厚的他对子女从不严苛。
并且他对傅聪的音乐工作十分的注重。傅聪工作的点点滴滴
都十分的在乎这让傅聪十分的感动。

其实咱们身边的父亲也跟傅雷相同的普通与巨大。咱们的父
亲也是常常为咱们的生计为了咱们的学习为了咱们能上一个
好的校园为了咱们能具有好的成果使得自己的头发都白了费
尽了汗水这是真实的巨大这才是真实的父亲！傅雷能够说是



千千万万个父亲中的一个超卓的代表他的对子女的充溢爱心
的心思使得他的子女能够健康的生长。

傅聪的母亲在信中也扮演了重要的人物她也给她的儿女写了
好几封信。信中充溢了对子女的关怀和爱怜。相同她关于傅
聪的音乐工作也十分的在乎这也相同让傅聪十分的感动他也
了解了母亲的爱对他有多重要。

这本《傅雷家书》真的让我懂得了十分多的道理，也让我更
加了解爸爸妈妈的心思都在想着什么，这让我能够更好的和
爸爸妈妈沟通。

我太感谢这本书了真实的爸爸妈妈的爱之书！

傅雷家书读后感初中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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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或者经
典的“教子篇”，那么，我想首先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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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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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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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雷家书读后感初中篇七

当仔细品读一部作品后，你有什么总结呢？需要写一篇读后
感好好地作记录了。但是读后感有什么要求呢？以下是小编
收集整理的初中傅雷家书读后感，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这个寒假我读了《傅雷家书》一书，令我收获极大。

《傅雷家书》是我国文学艺术翻译家傅雷及夫人写给孩子傅
聪、傅敏的家信，该书是一本优秀的青年思想读物，是教育
子女的经典名书，是充满着父爱的教子名著。他们呕心沥血
的培养两个孩子，教育他们先成人、后成家，是培养孩子独
立思考，因材施教等教育思想的成功体现，因此我认为傅雷
夫妇是中国父母的典范及榜样。

我认为如果人的一生真的可以为自己所热爱的事业而奉献那
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事情，同时也会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更加充
实。我现在已经可以找到生活的目标，虽然以前是盲目的。
但我知道只要我们朝着目标努力就会有所收获。

傅雷说：也许金钱物质方面不能给予你足够的回报，但是学
术和艺术一定会给付出的努力以一个答案。我想不管努力是
否可以带来回报，但是它至少可以使我们心灵更加充实。我
相信如果每天都把时间用在自己认为有用的地方上去，一定
会得到进步和满足。

我认为只有在互相鼓励和互相支持下，有着最真实的心灵的
沟通才是最让人羡慕的。傅雷说他和他的儿子是最亲密的朋
友，多好的一种父子关系啊，我觉得读《傅雷家书》真的可



以丰富人的内心，让人变得平静。而且文学和艺术都会给我
们心灵的熏陶。我们在那里面吸收的`养分会让我们茁壮成长，
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乐趣。

《傅雷家书》是傅雷思想的折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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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
体现了作为爸爸对儿子的心意。写在纸上的都是些家常话，，
心里怎么想的，笔下就怎么写，用不着担心读者。正因为这
样，感情才那样的纯真挚朴，没有半点虚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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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每个父亲对子女都疼爱有加，但在疼爱的同时，
不忘对其进行全方面教育的，在人口众多的中国，能够达到
此种地步的，能有几人，因为这需要充足的条件，父亲要博
学多才，儿子要知书达理，而父子之间更要有充分的默契。

好读书，读好书，《傅雷家书》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是
一本充满父子之情的好书。

傅雷家书读后感初中篇八

整本书弥漫着一股浓烈的思子之情，这是我这个长期与父母
待在一起的人所不能感受的。读傅雷的信就好像听一个父亲
在唠叨，这个父亲把一切都安排得很详细，告诉自己的孩子
你该这样，你不该这样。

傅雷是一个在各方面都很出色的翻译家，文艺评论家。但从
他的涓涓话语中，我只知道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父亲，还有
那么一点像唠叨的妇女。但他的唠叨却不同于一般人的水平，
涉及到了许许多多方面。

这些点点滴滴的唠叨汇成了如潺潺清溪般的《傅雷家书》，
也培养出了出色的钢琴诗人傅聪。父亲在我们的眼中或许就
是一个严肃而又高大的形象，但在傅聪的眼中一定不是这样，



傅雷既像傅聪的朋友，又像傅聪的老师，有时傅雷还会向傅
聪倾诉自己的烦恼。他们的关系早已超出了父子而已。傅雷
给傅聪的信里这样说道：“第一，我的确把你当作一个讨论
艺术，讨论音乐的对手；第二，极想激出你一些青年人的感
想，让我做父亲的得些新鲜养料，同时也可以间接传布给别
的青年；第三，借通信训练你的不但是文笔，而尤其是你的
思想；第四，我想时时刻刻，随处给你做个警钟，做面‘忠
实的镜子’，不论在做人方面，在生活细节方面，在艺术修
养方面，在演奏姿态方面。”

写信的，总觉得落了写些什么，收信的也总盼着信早点到。
写信的这种感觉真的很好，而我们早已抛弃了这种文艺的办
法。浓浓的亲情也被日益发达的网络给冲淡了。

孩子永远是父母的牵挂，而父母永远是孩子的避风港。爱，
将我们串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