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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风开启人的德行修养。家风这个似已淡出公众视野
多年的词语和话题，再次被全社会高度重视起来，成了“火
热”的公众话题，迅速唤起了人们对家庭精神传统的思考，
对国家价值追求的审视。家风之所以火起来的一个重要原
因是，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与强调。他指出，中
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家庭、重视亲情。家庭是社会的基
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
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
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论述，把
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之一的家风建设摆上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建设的重要议程上来。

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家风？怎样从家庭入手培育
正确价值观？一个凝重而迫切的问题清晰凸显。这也启发
很多人去寻找、追问自己的家风。

在耳濡目染中传承。中华民族自古即以家国情怀为
重。家风的传承，更多地靠耳濡目染。家长用一言一行影
响家庭，教会孩子做人应该吃苦耐劳、多为他人着想。无形
的家风会成为推动一个人自我不断修为的手臂。家风是家
庭文化，能从小影响一个人，也能影响一代又一代人。在家
风建设中，家长的角色至关重要。家长要真切认识到自己
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影响孩子成长的第一关键人，多做有
正能量的事情。现实生活中，一些人自私、不守法，甚至滥
用家庭暴力，素质亟待提升。家教传承是很细致、很具体
的。对孩子的教育，就像雕刻一样，需要不断地精雕细琢，
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

在诵读经典中感悟。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风对孩子
的影响至关重要。现在孩子身上折射出的不同家庭教育的
问题，令人思考。一位小学老师在自己所带的班级开展家
风小调查，结果70%的孩子回答有家风，30%的孩子表示
没有或不知何为家风。这个老师发现回答没有或者不知道
家风的孩子在行为习惯、与人交往上或多或少都存在问
题。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要在全社会积极倡
导家庭和孩子共同阅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告诉孩子
什么是真正美好的品质。以经典阅读促进家风建设，比单
纯的说教更能润物无声。

在家长自觉中深化。在家风建设中，家长的理念比知识
重要，创新比方法重要，身教比说教重要。罗曼·罗兰曾说，

“生命不是一个可以孤立成长的个体。它一面成长，一面收
集沿途的繁花茂叶。它又似一架灵敏的摄像机，沿途摄入所
闻所见。”家风，体现着一个家庭的风气、风格、风尚。“家”这
个字内涵丰富，有大有小。让每一个小家都成为温馨港湾、
厚德之所，“国泰民安”这四个字才会更有分量。“问题孩子”
背后，往往都有“问题父母”。这里分享一个真实故事：一位
妈妈演绎“孔融让梨”，递去一个苹果，孩子却毫不犹豫咬下
一口，令她心里一凉。当孩子拿起另一个苹果又咬一口，她
生气挥了一巴掌。没想到，孩子一句话让她的心融化了：“我
想帮你尝一尝哪个更甜。”家教是一种特殊的知识和信息传
播，更多来自于父母的言传身教。家庭教育，是每个人安身
立命的基础，教育中的“情”“理”“义”诸方面都非常关键。要
重温传统文化中丰富的家风家教资源。人遗子孙以财，我遗
之以清白。遗子黄金满筐，不如一经。注重礼义、诗书传家
是中国古代治家的好传统。美好的家庭固然需要一定的物
质条件，但“家之兴替，在于礼义，不在于富贵贫贱”。“积德之
家，必无灾殃。”对子女的真正关爱是树德育人，留下家人受
用不尽、社会皆得共享的宝贵精神财富。家教不仅是以言教
训，而且是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成人先要率先垂范，增

强德育的自觉性。
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中建设。传统文化的根还在百姓

心里。关键是怎么把它积淀下来的正能量发挥出来，由家
庭带到社会，由社会再回到家庭。中国传统家庭教育中“诗
礼传家”的内涵会随时代变化，但核心价值不改。弘扬好的
传统家教，汲取《颜氏家训》《曾国藩家书》等典籍中的有益
成分，有助于改善社会风气。家风本该是一个人人熟悉的、
简单的问题，但很多人感到难以回答，这体现了传统和现代
未能有效对接的缺憾。文化是一条河，我们从过去游向未
来，不能割裂上游和下游的关系。要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
中建设新型家风，一面守护传统美德，一面适当弘扬现代成
分，比如家庭民主、社会责任、进取精神、实现人生价值等。
今天的家风建设，应该站在现代文明发展的角度来开展，在
开放多元、民主法治的基点上谈家风；要融入现代精神，剥
离传统文化中保守、世故的成分，提倡创新与个性。我们需
要的是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而不是独善其身的“私民”。

在最美家庭找寻中弘扬。全国妇联在全国开展了寻找
“最美家庭”活动，通过讲述最美家庭的故事，展示中国妇女
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独特作用，彰显出我们这个时
代的家风新面貌。这成为引导广大妇女和家庭积极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家庭道德文明建设的一个
重要途径。寻找“美丽家庭”，结果自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
还是寻找的过程。“最美家庭”评选活动得到广大妇女的积
极响应和踊跃参与，全国各地议文明家风家规、讲家庭和谐
故事、秀家庭幸福生活、共建美满家庭，已经成为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寻找最美家庭是一个展示机会，展示了优良的
家风家教，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家是心灵的港湾；
对于国家来说，家是社会和谐的细胞。而一个家是否称得
上是“最美”，外在表现是关系和睦，内部原因则是家风和家
教。作为最能深入中国人内心的无形力量，家风家教大多
是普普通通的语言，却能在日常生活中影响每个人的心
灵。而正是这些最基本、最直接、最经常的教育，通过言传
身教，最终让每个人都感到刻骨铭心的道德力量。每个幸
福的家庭，必然会有深厚的家风家教，这些东西已经融入每
个家庭成员的血脉当中。有好家风作为精神支柱，最美家
庭才能长盛不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能变得更加具体
和鲜活，更能实现从精神层面的“深入”到具体行动的“浅
出”。从社会现实来看，家风不仅是价值、伦理层面的宏观
问题，更与我们的日常生活、行为举止息息相关。将家风家
教作为社会主流道德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就能通过它很
好地协调好国家、集体、家庭、个人的关系，维护社会的和谐
与安定。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不乏最美家庭的典范。在

“最美家庭”寻找中，一个个最美家庭的涌现，因其强烈的感
染力，让每个家庭都能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启示。要学习最
美家庭的家庭观念和优良家风，更要在社会发扬那些优秀
的家风，让每个家庭、整个社会都和和美美、幸福和谐。

在创新宣传方式中见效。家风宣传不能变成冷冰冰的
说教，只有贴近百姓，带着温度、温情，选好话题，生动活泼，
才能真正接地气、见效果，才能入情入理。“家风”既是一个
价值层面、伦理层面的问题，又和每个人的日常生活、行为
举止息息相关。每家有每家的规矩，每家有每家的传统，家
风各不相同，但彼此间却能形成交集。这个交集，就是中华
优秀道德观念，就是社会的最大共识、最大需求，就是核心
价值观的具体体现。多少年来，我们惯于以自上而下的方
式对社会实施道德教化，向百姓传播宏大的原则。家风和
家教，让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通道找到了对应点。“家”是

连接个体与社会、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关键点，是一座
桥。理学家朱熹有一个比方：家亦是“大政”，一国有公家之
政、私家之政，家教就是私家之政。按儒家伦理，先修身齐
家才能治国平天下。家庭教养，使人获得进入公共社会的
基本品质。现代社会公共化程度越来越高，“家庭”发生了
结构性变化。“核心家庭”，即两代人的家庭，取代了世代型
大家庭。随之产生了一些问题，传统家族的规范力量减弱
使家教的影响减弱，道德和伦理资源不足甚至严重缺乏。
现在核心家庭的年轻父母，很难做到重视道德与修身，有时
甚至不能成为合格的施教者，而应该成为施教对象。

在凸显生动性中展示力量。总结家风和家教，就是在
总结中华民族的精神能力和精神力量。深刻挖掘传统文化
的生动性。不是把一般性的传统和家风展示出来，要挖掘
其生动性，因为每种家风家教都有自己生动的内容和过
程。家庭在中国社会具有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在文化传承
与道德教育、人格培养方面更是担负着重要的责任。中国
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家风家教对人的人生观、道德观与人
格养成的重要作用。家风家教的直接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公
民德性的培育上。爱国，实际上就是我们古代伦理所讲的

“忠”。中国自古以来不仅有诗书传家、耕读传家、勤俭持家
的传统，更有忠孝传家的传统。敬业是中国传统美德。内
诚于己，外信于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友善
就是我们古代所讲的仁德，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助人为乐，
这些都可以通过家风家教的传承培育最基本的人伦道德情
感。一个人在家庭里受到良好的家风家教的影响，有了好
品质，就具有了较高的文明素质，自然就会在社会生活中乐
善合群，以自由、平等、公平的态度去对待别人，才会自觉遵
守社会的法治和正义秩序。按儒家的孝道理论讲，在家能
够孝亲悌长，在社会上好犯上作乱者必然鲜矣，这自然有利
于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修德不仅能使人乐善合群，更能
兴国，求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在家孝亲，就能够忠于祖国，
忠于人民，博施济众，以天下为己任。

家风家教，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新闻传播，都应持续
关注，使大家看到更长远、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同时，它
也将有助于我们建立文化自信和道德自信，为中华民族实
现中国梦作出独特的贡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家风家教
具有涵养作用。古往今来，我们民族的先辈重视家风教
育。诸子百家、《三字经》《弟子规》等经典教义影响千
年；同时，从孟母三迁到岳母刺字，无不承载着优秀传统
文化中的精髓。

在善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上合规。法律规范人的外
部行为，作用于人的大脑，影响人的理性，家风家教影响的是
人的内心的良知和价值判断，是从根源上和本质上对人的行
为产生一种影响。家风家教对法治建设的促进作用非常
大。现在的年轻人对家风家教的追求和价值体现，顺序是爱
和感恩、独立和民主、平等和自由。家风家训虽然属于道德
和文化范畴，但也能够约束人们的行为，引导向善，与法治的
作用不谋而合。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在不违背国家法
律的前提下，制定现代家庭的家训家规，形成良好的家风，能
够承担起守护社会共有核心价值理念的责任，为人们的道德
与实践提供第一个场所。法律中的公序良俗原则，规定了民
事行为必须遵守社会道德等等。对于我国物权法中的财产
所有权原则，也是可以在家训家规中找到依据的，而刑法中
的犯罪和刑罚，更是来自于古老的家法家规。优良的家风可
以弥补法律功能上的空缺，以道德观念自我约束的方式，从
源头上减弱犯罪动机。

中华民族素有“礼仪之邦”之称，向来重视家教。
历史上见诸典籍的家训并非鲜见，为后人称颂的也很
多，成为日常生活行为规范的有机部分。去其糟粕，取
其精华，一些家训中的精华沉淀后就成为了优良的家
风。现如今许多脍炙人口的家训，也已经是“家家之
训”，形成了家家之风，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的重要组成部分。

个人理解，说通俗点家风就是一家子的风气与风
格，是一家子的主旋律，是由家长的形象、追求、喜
好、品质、道德、家教等构成的，直接影响着子女的成
长；说文绉绉点家风就是一个家庭在世代传承中形成的
一种较为稳定的道德规范、传统习惯、为人之道、生活
作风和生活方式的总和，这些建构成一个家庭或家族独
特的特色。

中国传统家庭都很讲究家风、家规，不仅知识分子
家庭如此，即便是普通的山野农家，也很讲究对家庭成
员的家教。家教的好坏，与文化程度的高低没有必然
联系，知识匮乏的寒门父母，反倒往往教育出品行端正
的后代。绝大部分家庭的家风、家规、家教，都是通过
口口相传、上行下效继承下来的，虽然没有写成书、刻
成碑，却依旧深深地烙印在每一位家庭成员及其后代
的品格中。如果说家庭是圃，孩子是苗，那么家风就是
雨点，它“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在不知不觉中潜
移默化地影响着家里的后代。我们稍加梳理，解读一
下历史，不难发现，许多长盛不衰、地位显赫的家庭、家
族，都会有各自兴旺发达的秘诀——家训，它贯穿于整
个家庭或家族辉煌的始终。

从古至今，颜之推《颜氏家训》、诸葛亮《诫子
书》、周怡《勉谕儿辈》、朱子《治家格言》、《曾国藩
家书》、《傅雷家书》等等都在民间广为流传，闪烁着
良好家风的思想光芒。历史上的“孟母三迁”“岳母刺
字” 等等，同样展现着良好的家风。“非淡泊无以明
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
有时”“莫贪意外之财、莫饮过量之酒”等教子中的古
训至今为世人尊崇。 可以说，古人对家风的论述，浓
缩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是传统教育
和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良好家风的传承就是在
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

家风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一直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
人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原生家庭中。原生家庭家
风好，这个人就会茁壮成长；原生家庭不重视家风建设，
这个人在成长中就会走弯路。好的家风会有一些共同的
特点，如：良好的道德氛围、健康的思想氛围、积极的情感
氛围、认真的学习氛围、节俭的生活氛围等等。正是这种
氛围，造就了一个个身心健康的人、有作为的人乃至对社
会有突出贡献的人。可以说，好家风打造了儿童成长的
好摇篮。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婚姻家庭领域存在着一
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恋爱观上的拜金主义、婚姻中的草结
草离、家教中的过分溺爱、孝亲中的漠视老人，甚至一些
有名望和社会地位的人由于不重视家风建设致使自己尤其是子女走上了犯罪
道路，教训是沉痛的。它从反面证实了家风建设的重要性。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风则是社会文明程度的缩影，每个家庭的家风汇
聚起来也就形成了这个社会的民风和社风。同时，家风也在影响和改变着社
会风气的走向。家风清则民风清，家风浊则民风浊。如果一个社会的多数家
庭都拥有健康积极的家风，其家庭成员在家风的影响下都具有良好的个人操
守和品行，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和社会风气也将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提升。相
反，如果众多小家庭的家风不正，则整个社会的风气也将大打折扣。所以，
良好家风的构建与传承不是一家一户的私事，而是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大
事。特别是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时期，虽然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
提高，但快速的社会变迁也带来了社会道德失范，人际关系紧张等新的问
题，少数人道德品质低下、目无法纪、冷漠自私，甚至沦为 “恶少”类人
物，而在这些现象的背后，都可以找到道德传承断裂，家风家教缺失的因
素。因此，重新重视“家风”建设在当前显得尤为重要。如果尊老爱幼、重
德修身等优秀的家规和家训在每个家庭得到传承与发扬，那么亿万家庭的良
好家风势必产生巨大的道德示范作用，进而带动整个社会树立正确的荣辱
观，帮助广大社会成员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和良好的道德风尚，为党风、政
风、社风的向好向善打下坚实的基础，形成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正能量。从
这个意义上讲，良好家风的培育，也是在为树立社会主义道德规范，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强大的推动力。

时代在进步，家风也应与时俱进，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应该成为现代家风
应有之义。千百种的家风固然有千百种表述方式，但骨子里却浸润着中华民族
的传统文化和美德。“俭、孝、善、礼、让、和”这些最基本的美德通过一代又一代
的言传身教，在现代社会积淀、传承和弘扬，形成一个家庭的价值共识，也形成
了社会共识、民族共识。这些共识阐释着我们的核心价值体系，阐释着我们信
仰的真善美，坚守的道德，珍爱的传统，追求的理想。这些不同的、相同的家风
组合起来，才能构成今天中国社会最强大的力量，最珍贵的情感基础和最坚实
的发展动力。

其实优秀的家风并不是高深、玄奥、不着边际的大道理。严格的说，只是一
些做人做事的基本常识。而培养优良家风的关键就在于要把这些常识性的东
西变成每个家庭成员的自觉。在加快改革步伐、努力实现中国梦的新形势下重
提家风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家庭建设影响着社会建设，好的家风会带动好
的社会风气。所以，好家风就是一种正能量。我们要从每个家庭做起，让家家
有个好家风、家家培育文明人。如此坚持下去，社会的正风正气就会发扬光大、
中华民族的文明程度就会进一步提高。产生于四千多年前到五千五百多年前
的世界四大古代文明，如今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古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古
印度文明已经衰落，而中华文明却能够绵延至今。究其原因就是中国人能以儒
释道文化为根本，并包容其他文化的精髓融入到家庭中，并能做到世代相传沿
袭，而这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最大软实力。

家训是中华文化史上的独特景观，是家风的涵养方
法和重要体现。由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编纂、方
志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中华家训精编100则》一书，从古
代名家到现当代革命家、仁人志士的家训或者家训性质
的文献中，精挑细选，筛选出100则经典家训成书，这是
弘扬优秀家风的一个“看得见”的行动，有利于我们从中
汲取智慧，涵养家风，养护心灵。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是每个人的精神港湾。
同时，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是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正是
一个个家庭，组成了社会，凝聚为共同体。可以说，家风
正则社风正，家风清则国风清。古人强调“家国一体”，中
华文化崇尚“家国情怀”，亦缘于此。在经济日益发达的
今天，涵养良好家风、培育家庭美德，无论是对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是对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而言，都具
有重要意义。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论时
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
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那些优秀的家训、家范，是滋养今人和后代的宝贵精
神财富，是我们涵养家风、建设家庭的一个重要路径。从
敬姜“匡子过失，教以法理”，到张英教育家人“让他三尺
又何妨”；从曾国藩告诫兄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到
习仲勋以“雪中送炭惟吾愿”示子女，无不表明，个人德性
的生长有赖于家庭伦理的滋养。在这个意义上，因应时
代需要，不断发掘中华文化的宝贵财富，从中华家训中吸
吮智慧养分，我们不但会建设亿万温馨的“小家”，更会让
社会这个“大家庭”更和谐、更美好。

链接

名人家风、家训名言
孟子：养身莫善于寡欲。

刘备：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德惟
贤，能服于人。

李世民：奉先思孝，处下思恭；倾己勤劳，以行德义。
颜之推：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也，方其幼也，父

母亲左提右挈，前襟后裾，食则同案，衣则传服，学则
连业，游则共方，虽有悖乱之人，不能不相爱也。及其
壮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虽有笃厚之人，不能不少
衰也。

范仲淹：孝道当竭力，忠勇表丹诚；兄弟互相助，
慈悲无边境。勤读圣贤书，尊师如尊亲；礼仪勿疏狂，
逊让敦慕邻。敬长舆怀幼，怜恤孤寡贫；谦恭尚廉洁，
绝戒骄傲情。字纸莫乱废，须保五毂恩；做事循天理，
博爱惜生灵。处世行八德，修身奉主神；儿孙坚心守，
成家种善根。

苏洵：入则孝顺父母，出则和睦乡邻。长上有问必答，
在座定要抬身。不可虚言戏谑，不可斜侧骄矜。莫呼长上
表号，开口就要尊称。饮食先让长者，行路当随后行。

纪晓岚：一戒是（晚）起；二戒懒惰；三戒奢华；四戒骄
傲。既守四戒，又须规以四宜：一宜勤读；二宜敬师；三宜
爱众；四宜慎食。

林则徐：不孝父母，敬神无益；兄弟不和，交友无
益；存心不正，风水无益；行止不端，读书无益；心高
气傲，博学无益；做事乖张，聪明无益；时运不济，妄
救无益；妄取人财，布施无益；不惜元气，服药无益；

淫恶肆意，阴陟无益。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

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
曾国藩：勤、孝、俭、仁、恒、谦。
老舍：假若看到我的女儿会跳舞演讲，有作明星的希

望，我的男孩能体健如牛，吃得苦，受得累，我必非常欢
喜！我愿自己的儿女能以血汗挣饭吃，一个诚实的车夫
或工人一定强于一个贪官污吏，你说是不是？教他们多
游戏，不要紧逼他们读书习字；书呆子无机会腾达，有机
会做官，则必贪污误国，甚为可怕！

梁实秋：谚云：“树大自直”，意思是说孩子不需管教，
小时恣肆些，大了自然会好。可是弯曲的小树，长大是否
会直呢？我不敢说。

傅雷：我只想提醒你几点：第一，世界上最有力的
论证莫如实际行动，最有效的教育莫加以身作则；自己
做不到的事千万勿要求别人；自己也要犯的毛病先批评
自己，先改自己的。第二，永远不要忘了我教育你的时
候犯的许多过严的毛病。我过去的错误要是能使你避免
同样的错误，我的罪过也可以减轻几分；你受过的痛苦
不再施之于他人，你也不白白吃苦。总的来说，尽管指
点别人，可不要给人“好为人师”的感觉。

李嘉诚：独立人格、勤俭节约、凡事忍耐、不断学习、
为人正直、用心做事。

马英九：黄金非宝书为宝，万事皆空善不空。

您知道您家的家风是什么吗？您家的家风是写出来挂在了墙上，是在父亲母
亲的话语里，还是打小儿就藏在了您心里?其实，家风这个词熟悉而陌生，一个词，
一句话，一个家里的故事，一段家庭的记忆，都是家风的载体。家风，其内涵是家族
的传统、规范及习俗，是世代相传的道德准则和处世方法。家风是长辈辈人对晚辈
的言传身教，把自己勤劳、节俭、孝顺、友善、忍让、舍得、守法的道德理念，贯穿在孩
子的一言一行当中，形成勤俭持家、和睦相处、积极进取、事业有成的纯正氛围。

说家风，可以从中品味咱们中国的文化，中国人的价值观，中国人的精气神。
增强家庭思想道德教育的力度，有利于公民形成爱国、持家、敬业、奉献、诚信、友善
的人格，从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
社会主义国家。

家风建设从父母自身做起。
火车跑得快，还需车头带。家庭是第一个培育孩子阵地，父母是孩子第一任启

蒙老师，肩负着塑造孩子心灵的重任。父母自身道德修养要高洁，要有朴素做人理
念，即明确是非，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礼貌待人，宽容大度，尊重长辈，不计较个人
得失。

父母要学会育人方法，要适度的带着孩子亲临实践，进行“情境教育”。如孝敬父
母，让孩子养成“恭”之良习；参加劳动，懂得“衣食”来之不易，养成珍惜的习惯；帮助
他人，从中得到付出的快乐；参加婚丧喜庆，懂得喜怒哀乐等等。

父母要学会欣赏孩子的良好品格。孩子的举止是品格的再现，父母要学会欣
赏他的闪光点，及时肯定，会提高孩子兴趣。让孩子在赞扬声中养成习惯，从中体
验到自身价值，孩子才能继承和弘扬良好品格。

听故事是孩子的天性。父母要善于用讲故事的方式，通过浅显易懂的语言，生
动的故事情节，将他人或自己的经历作一叙述，其中蕴含哲理性的启迪，灌输家风
美德，孩子会在言语感化中陶冶情操，在入迷的情节中效仿。

为了营造家庭家风的氛围，可以在墙壁上贴上“家训”，如友善方面可选“作善
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礼貌就餐方面可
选“家庭就餐应遵从家规，吃有吃相，坐有坐相，礼貌待客，不可无视父母、长辈和客
人，不可边吃边玩，不可浪费粮食。”励志方面可选“要志存高远，锲而不舍，勇往直
前，自强不息，不可胸无大志，不可有丝毫懈怠，不可轻言放弃。”言行方面可选“举
止要安和，毋急遽怠缓；言语要诚实，毋欺妄躁率。”等等。

为了让孩子展示能力，可用手抄报的方式，整合家庭内容，撰写家风事迹，借鉴
他山之石，明确家风内涵，检点自己行为，图文并茂，展示孩子和父母风貌，达到完
美塑造的孩子心灵目的。

为了家风扎实兴盛，学校应与家庭结合，组织学生进行不定期的“家风手抄报”
编辑和展示，还可以通过村庄、学校、街道、社区发问卷，做调查等方式，把好的家风
展示出来，把有些家庭家风的阴暗面披露出来，供大家褒扬针砭；教育出版社可以
围绕“家风”内容，编辑青少年《家风》读本，供大家系统学习。这样，对巩固美好家
风，为营造一个和谐、文明环境，奠定坚实基础。

自古至今，文化家庭都讲究“家风”的传承，在泱泱数千年的华夏文明之中，随
时可现，处处可寻。历史上曾经显赫长久的家族，都会有自己独特的家风、家训和
家教，为后世学习的典范。《国语》、《论语》、《颜氏家训》、《曾国藩家书》等许多典籍
和家教典范之中无不彰显出家风、家教和家训的精神。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个体是家庭的新生力量。家风对孩子的熏陶，直接关系到
整个社会文明和谐的发展。家风虽小事，关乎大国治；家风的形成，无关家庭贫
富。家风正，气氛浓，孩子强，则社会昌明；道德美，品质高，有信念，则社会进步。
步征程行千里，贵在马儿自奋蹄；国家富强社会和谐，家风建设出伟绩。

今天，我们该如何扎实推进家风建设
●樊泽民 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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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风建设从父母做起
●方辉利

重温家训 涵养家风
●陈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