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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兴演奏是一种需要音乐家具备高度技巧和灵敏度的表演方
式。如何培养即兴表演的创造力和表达能力？小编为大家整
理了一些优秀的总结范文，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写作思
路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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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在别人看来，家风是一种规矩。小时
候，我也是这样认为的。爸爸妈妈总是对我说：“儿子，要
懂文明，讲礼貌，学会宽容与忍让。”这，就是我们家的家
风——文明之风。

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小时候的故事，使我加深了对家风的
理解：小华盛顿得到了一把漂亮的斧头，好奇的他想试一试
这把斧头到底锋利不锋利，便来到了花园，对着一棵小树下了
“毒手”。小树咔嚓一声，被砍断了。正在小华盛顿高兴之
际，外出的爸爸回来了。“完了，刚才砍倒的是爸爸心爱的
小樱桃树啊！爸爸还要用它做试验哪！”不出所料，爸爸看
到了他的树被砍倒，气的怒火冲天：“是谁砍倒了我的树！
我要……我要……”看到爸爸这样大发雷霆，诚实的小华盛
顿向爸爸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爸爸不但没有打小华盛顿，
还把他搂在怀里，原谅了他。从这件小事中，就体现出华盛
顿的家风——诚信之风。华盛顿之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是因为有良好的家风相伴。

文明是我们家的家风，我的父母对这点看的很重，从小就要
求我讲文明，懂礼貌。爸爸也总是秉承礼仪之风，遇见同事
或长辈，都是自己主动打招呼。听到别人的问候，人们平淡
的脸上同时也显现了幸福的笑容。爸爸在严格要求自己，也
同时严格要求我这样做。



首先要懂礼貌，见到叔叔阿姨要问好。是啊，每当你送给他
人一个微笑，别人就会同样赠送你一个微笑。一个阿姨夸我
懂礼貌，还要求她的儿子向我学习。客人走了要送客，这也
是懂礼貌的一种表现。一次我沉迷于手机游戏中，客人走的
时候忘记送客人，爸爸训导了我，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我
错了。

其次要学会宽容，原本斤斤计较的我在爸爸的影响下，也逐
渐学会了宽容。同学之间有种“甩笔”的游戏，经常把墨水
甩到衣服上，因为宽容，我没有到办公室向老师告状，而是
接受了同学的“对不起”，我也会用“没关系”化解了双方
的矛盾。

再次要学会忍让，以前的我不会忍让，总认为别人侵犯我，
我一定要进行反击。一次在游乐场玩耍时，我刚建好了一
座“沙堡”，正在我高兴的时候，被一个小妹妹无意踢散了，
当时我非常生气，但因为妹妹小，而且是无意的，我没有对
小妹妹发火，但没想到小妹妹随即向我脸上扔了一把沙土，
我刚要出手打小妹妹，被爸爸一把拉住。回到家爸爸告诉我，
男人要学会忍让。如果我把小妹妹打了，别人不理解，肯定
会认为我没有教养，没有素质。通过这件事，我理解了忍让
是提高自己素养的一种途径。

文明之风就是我的家风，它会在我成长的路上伴我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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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每一个幸福的家庭里，肯定都
有自己的家风和家规。我们家的家风和家规，虽然浅显易懂，
但是会让我受益匪浅。爸爸妈妈告诉我，从小就做就要做一
个勤俭节约，讲诚信，而且要孝顺，要相信自己的人。这些
都将是我这棵小树的养料，帮助我茁壮成长，是我人生中最
重要的功课。



从我记事起，父母就给我讲，农民伯伯种粮食很辛苦，浪费
粮食是可耻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
粒皆辛苦。这首诗，我一直都铭记在心里，我要做一个不浪
费粮食，不浪费物资的人。

妈妈说做人要诚实，要讲诚信，要诚信才能交到朋友，朋友
遍布天下，自己才能做事成功。一个人连最基本的诚信都不
讲，满嘴都是假话，迟早会像狼来了的孩子那样，不会有好
下场的。

爸爸从小就给我灌输一种思想，百善孝为先，孝敬父母孝敬
老人，在学校要尊敬师长关心同学帮助同学。妈妈总是说要
自信一点，要相信自己，这样别人才会相信你，相信自己，
你是最勇敢的，你是最棒的，不要总说自己，我不行，我不
会，我不能。要告诉自己，我能我行我可以。

还有一些父母给我规定的小规矩。比如说，吃饭时长辈们没
有动筷子，我们晚辈就不能动，吃饭时不能吧唧嘴，背要挺
直等等。

我们的国家是有很多个家庭组成，每个家庭只有遵循着自己
家的家风，家规。为社会做出一定的贡献，我们的国家才能
更加稳固，和谐繁荣，强大。那么就请行动起来，一起为了
国家，为了自己的家，做出贡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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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要空言无事事，不要近视无远谋。（陈毅《示儿女》诗）

2、应知重理想，更为世界谋。（陈毅《示儿女》诗）

1、多读书达观古今，可以免忧。（家诫要言）

2、应知学问难，在乎点滴勤。（陈毅《示儿女》诗）



3、读书须用意，一字值千金。（《增广贤文》）

4、良田百亩，不如薄技随身。（《增广贤文》）

5、读少则身暇，身暇则邪间，邪间则过恶作焉，忧患及之。
（家诫要言）

1、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增广贤文》）

2、莺花忧怕风光老，岂可教人在度春。（《增广贤文》）

3、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增广贤文》）

4、百年容易过，青春不再来。（《增广贤文》）

5、一头白发催将去，万两黄金买不回。（《增广贤文》）

1、百善孝为先。（《赠广贤文》）中国传统文化

2、孝当竭力，非徒养生。鸦有反哺之孝，羊知跪乳之恩。
（《增广贤文》）

3、重资财，薄父母，不成人子。（治文贤文）

4、毋令长者疑，毋使父母怒。（家诫要言）

5、当少壮时，须体念衰老的酸辛。（《增广贤文》）

6、父子和而家不败，兄弟和而家不分。

7、早把甘旨当奉养，夕阳光景不多时。（《增广贤文》）

8、妻贤夫祸少，子孝父心宽。（《增广贤文》）

9、尊师而重道，爱众而亲仁。（《增广贤文》）



11、孤寡极可念者，须勉力周恤。（家诫要言）

11、处富贵地，要矜怜贫贱的痛痒。（《增广贤文》）

12、宁可人负我，切莫我负人。（《增广贤文》）

13、肝肠煦若春风，虽囊乏一文，还怜茕独。（《增广贤
文》）

14、责己之心责人，爱己之心爱人。（《增广贤文》）

15、与肩挑贸易，毋占便宜；见贫苦亲邻，须加温恤。（冶
家格言）

16、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增广贤文》）

17、割不断的亲，离不开的邻。（《增广贤文》）

18、远山难救近火，远亲不如近邻。（《增广贤文》）

19、泯躯而济国。（颜氏家训）

20、祖国如有难，汝应作前锋。（陈毅《示儿女》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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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施恩无念，受恩莫忘。

32、才能知耻，即是上进。

33、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匆流连。

34、人生最大的秘密和财富是健康，快乐。

35、以实待人，非唯益人，益己尤大。



36、一身能勤能敬，虽愚人亦有贤智风味。

37、人遗子孙以财，我遗子孙以清白。

38、生命不能从谎言之中开出灿烂的鲜花。

39、恶不在大，心术一坏，即入祸门。

40、勤劳的蜜蜂，没有时间悲伤。

41、平生不作皱眉事，世上应无切齿人。

42、贪爱沉溺是苦海，利欲炽燃是火坑。

43、家，心灵的守护地;家，温暖的港湾处;唯天下间最美丽
的地方!

44、人如失去了诚实，也就失去了一切。

45、帮助他人，才能让自己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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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奉先思孝，处下思恭;倾己勤劳，以行德义。

2、 人遗子孙以财，我遗子孙以清白。

3、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

4、 百年容易过，青春不再来。——《增广贤文》

5、 匿怨而用暗箭，祸延子孙。

6、 子不教，孰之过?子不孝，怨者谁?好的父母，决定好的
将来。好的子女，决定一家的未来。



7、 广积聚者，遗子孙以祸害;多声色者，残性命以斤斧。

8、 学习工作做到学而不废，知而不厌。业而不怠，责而不
贷;家庭教育做到老而不唾，童而不惯。强而不屈，弱而不
欺;行为道德做到礼而不止，信而不背，伦而不悖，法而不逆。

9、 人有喜庆，不可生妒忌心。

10、家弗和，防邻欺;邻弗和，防外欺。

11、家家有本难念经，唯有开心念得通。

13、器具质而洁，瓦缶胜金玉。

14、恩义并用，相处合道，扶持并肩，相伴终身。

15、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想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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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夫义妇顺，阴阳气顺，互相不克，人安家齐，子孙昌旺。

17、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18、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

19、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

20、幸名无德非佳兆。乱世多财是祸根。

21、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

22、欲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必读书。

23、人极不要跟寻，人愁不可喜悦。



24、少年不知勤学苦，老来方悔读书迟。

25、人悔不要埋怨，人羞不要数说。

26、成家子，烘如宝，败家子，钱如草。

27、驭横切莫逞气，遇谤还要自修。

28、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29、饶人不是痴汉，痴汉不会饶人。

30、常将有日思元日，莫待无时思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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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父之爱子，教以义方。——司马光

48、积善能裕，怀德惟宁。

49、怕贫休浪荡，爱富莫闲游。欲求身富贵，须向苦中求。

50、与其你去排斥它已成的事实，你不如去接受它。

51、宽容乐观才能交到更多的朋友，勤劳自强才能创造美好
生活。

52、男人无志，家道不兴。女人不柔，把财赶走。

53、具备文明礼仪是做人做事成功的前提。

54、坚持自己的准则，不盲从，不浮夸，实实在在。

55、割不断的亲，离不开的邻。——《增广贤文》



56、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

57、夫妻终身伴，结对宜相投;志同道合好，择貌非良筹。自
由结婚后，偕老到白头。误会当面解，欢乐度春秋。

58、处富贵地，要矜怜贫贱的痛痒。——《增广贤文》

59、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

60、清高太过则伤仁，和顺太过则伤义，是以贵中道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