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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
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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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风、家训是我国传统文化和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家风家
规，是一个家庭或民族的传统风尚；家风、家训也是一个家
族代代传承的教育规范后代子孙的行为准则。为大力倡导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刻领悟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实质内涵，
临沂九曲小学开展了寻找家风、家训，家风家训伴我成长的
活动，这次开展的“传文明家风、做美德少年”“收集家教
故事，家风、家训伴我成长”活动，使同学们再次潜移默化
地受到“诚实、孝道、勤俭、诚恳”等优秀品质的熏陶。学
生们从各自家中挖掘、总结优秀家风、家训，在全校形成了
良好的文化氛围。我校全体师生在以王凤娟校长为首的行政
领导的带领下，特别成立“家风家训伴我行”，收集家教故
事，学习优秀家风、家训，弘扬中华美德领导小组，深入贯
彻省文明办、省教工委《关于开展“家训家风伴我成长”家
教故事征集活动的通知》精神，促进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养
成。

上播下了文明的种子，并不断萌芽，向上、向前发展。

这一条条家训，一篇篇家教故事，无不承载着一个家族乃至
一个民族的思想延续、文明教育，传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
悠久历史与文化。我们深知，与时俱进地介绍并继承中华家
训文化及其优良传统，是新时期学校德育建设不可或缺的行
动指南，良好的家风、家训必将成就少年未来的辉煌。



在家风家规家训教育活动中，很多家长积极参与。在学校的
引导下，家长积极探讨如何实现家风家规家训与学校规章制
度、纪律的有效对接，为孩子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环境。
有一些家长积极撰写有关家风家规家训教育的心得体会。有
效地支持了学校的工作。被评为优秀家长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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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风：是家族的传统、规范及习俗。旧指一家或一族世代
相dao传的道德准则和处世方法。家风是上辈人对下辈人的言
传身教，是靠自身的行为影响下一代。

勤劳、孝顺、友善、忍让、舍得、守法。

勤俭持家，和睦相处。

孝，恭，善，勤，俭。

家规：是祖上对家族内人的行为规范。一般是由一个家族所
遗传下来的教育、规范

后代子孙的准则，也叫家法。

家训：是指对子孙立身处世、持家治业的教诲。

举止行为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勿以善小而不为，
勿以恶小而为之。此四语，当终身服膺。

举止要安和，毋急遽怠缓；言语要诚实，毋欺妄躁率。

家规：指家庭或者家族的规定。家风是一个家族代代相传沿
袭下来的体现家族成员精神风貌、道德品质、审美格调和整
体气质的家族文化风格。



家训：指对子孙立身处世、持家治业的教诲。家训是指对子
孙立身处世、持家治业的教诲。自汉初起，家训著作随着朝
代演变渐丰富多彩。家谱中记录了许多治家教子的名言警句，
成为人们倾心企慕的治家良策，成为“修身”、“齐家”的
典范。

家风：指一个家庭或家族的传统风尚。家风在中国有着诸多
的名称：“家规”“家矩”“家训”等等，若一言以蔽之，
就是“家教”。无形的家风必须依赖有形的家教而得以流传
并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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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2、凡是不爱已的人，实在欠缺做父亲的资格。

3、士有悍妇则良友不至，国有妒臣则贤士不留。

4、人生内无贤父兄，外无严师友，而能有成者少矣。

5、戒傲戒惰，保家之道也。

6、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

7、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8、成家子，烘如宝，败家子，钱如草。

9、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0、见富贵而生谄容者，最可耻。

11、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



12、忠孝仁爱显人品，勤俭耕读展家风。

13、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但问耕耘。

14、生了孩子，还要想怎样教育，才能使这生下来的孩子，
将来成为一个完全的人。

15、谕教宜早，弗敢辞劳。

16、人生幼小，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
勿失机也。

17、贤者居世，以德自显。

18、积小钱，办大事；积闲钱，办急事。

19、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德惟贤，能服于
人。

20、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

21、人如失去了诚实，也就失去了一切。

22、儿童是创造产业的人，不是继承遗产的人。

23、君子但尽人事，不计天命，而天命即在人事之中。

24、国威不可内伤，家丑不可外扬。

25、和顺日子容易过，忤逆日子一时难。

26、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

27、须平心暗想。施惠无念，受恩莫忘。



28、孩子是要别人教的，毛病是要别人医的。

29、只要思想未遭锢蔽的人，谁也喜欢子女比自己更强，更
健康，更聪明高尚。

30、父之爱子，教以义方。

31、家，心灵的守护地；家，温暖的港湾处；唯天下间最美
丽的地方！

32、有道才有德，无道便无德，有德才有福，无德便无福。

33、勤俭不是一时节约，而是一世的坚持与努力。

34、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

35、为父而不能尽父之道，则家无孝友之子；为师而不能尽
师之道，则门无行艺之士。

36、学生要三勤：手勤、脑勤、读书勤。

37、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

38、枯木逢春犹在发，人无两度再少年。

39、为妻子儿女制造幸福的炉边气氛，是真正崇高热情的人
生。

40、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
皆以一傲字致败。

41、治家以和平两字为主。

42、广积聚者，遗子孙以祸害；多声色者，残性命以斤斧。



43、为子孙作富贵计者，十败其九。

44、勤俭治家之本，和顺齐家之本，谨慎保家之本，诗书起
家之本，忠孝传家之本。

45、不以已长望人，虽卑贱皆得尽所能。

46、家家有本难念经，唯有开心念得通。

47、优秀家风影响的不止一代人，这会是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的，影响的是世世代代的人。

48、轩冕而敬，伪也。匿就而爱，私也。

49、无瑕之玉，可以为国器；孝悌之子，可以为国瑞。

50、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51、没有和平的家庭，就没有和平的社会。

52、巧辩者与道多悖，拙讷者涉者必疏，宁疏于世，勿悖于
道。

53、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

54、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与儿孙作远忧。

55、生活在失去和睦的家庭里，等于生活在地狱里。

56、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

57、族内子孙人等，妄作非为，有干名教者，不待鸣官，祠
内先行整治。

58、传家两字，曰读与耕。兴家两字，曰俭与勤。安家两字，



曰让与忍。

59、教子不趁早，大来多颠倒。

60、训以宽厚恭谨，勿令与浮薄者游处。

61、休存猜忌之心，休听离间之语，休作生分之事，休专公
共之利。

62、吃饭穿衣量家当，一屋老小心不慌。

63、有德者虽年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虽年高于我，
我必远之。

64、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65、有财无义，惟家之殃。

66、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

67、孝敬老人，严教子孙；尊老爱幼，亲穆存心。

68、善观人者观己，善观己者观心。

69、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

70、君子居家，须是能容。

71、孝道当竭力，忠勇表丹诚；兄弟互相助，慈悲无边境。

72、以实待人，非唯益人，益己尤大。

73、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作马牛。

74、斗气不养家，养家不斗气。



75、家有一心，有钱买金；家有二心，无钱买针。

76、勤劳的家庭，饥饿过其门而不入。

77、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
不得葬于大茔。

78、女人多事，男人无声；女人不柔，家财不旺。

79、家里不管谁有错，不管发生什么灾难和是非，都不外扬
家丑。

80、家之兴替，在于礼仪，不在于富贵贫贱。

81、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82、人遗子孙以财，我遗子孙以清白。

83、传家两字曰读与耕，兴家两字曰俭与勤。

84、君子之所人不及，在君慧眼善识人。

85、越自尊大，越见器小。

86、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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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风家训是什么？“温州一家人——家风·记忆征集活动”
在引发老百姓关注的同时，也唤起大家对当下家风家训传承
的思考。

家风家训是什么？

六成家庭家风淡化



当被问及“您知道什么是家风家训吗”，的受访者选择“知
道”，“不太了解”的人群则接近四分之一。追问受访者对
哪些家风家训有所了解时，曾国藩家训成为市民认知度最高
的名人家训，有的市民表示知道，其次认知度较高的名人家
训为朱子家训和颜氏家训。

普通温州人家风家训传承情况如何？情况并不乐观。在调查
中，选择“没有整体性和明确的家风”、“对家风没有印
象”、“没有家风”等选项的受访者占到，接近六成。仅有
的市民认为家里家风传承很好，能代代传承；有市民评价自
家家风传承较好，仍发挥着作用。

家风家训淡化的背后，显示着家风家训教育和传承正在弱化。
调查显示，市民对目前家风家训教育现状并不满意，更多市
民支持重提家风家训。超过的市民支持重视家风家训，有的
市民认为家风家训对社会风气影响比较大。而少数认为重提
家风家训意义不大的市民则提出，他们最怕家风家训的简单
提倡陷于空洞口号，希望教育能有实际意义。

家风传承怎么样？

年轻一代更陌生

是什么让家风家训渐渐淡出我们的生活和记忆？在采访中，
我们听到市民的感慨：时代变了。

在问及“家风家训是否会随时代的发展而改变”时，有的受
访者表示肯定，的市民则称不太确定。

时代对家风家训的传承产生怎样的影响？记者通过对调查问
卷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家风家训的记忆随着受访者的年龄段
而变化，年轻一代新人类对家风家训更显陌生。

上世纪60年代前出生的市民普遍都知道什么是家风家训；知



晓率到“70后80后”降低了；“90后”知道家风家训的人群
仅占66%；“00后”的中小学生中，接近60%的孩子选择“不
知道”。

对家风家训教育满意度同样随年龄改变而变化。其中“70
后”、“80后”是受访者中满意度最低的人群，仅有四分之
一的“70后”认为自己家的家风家训传承“很好”或“较
好”；这一数字到了“80后”再降低了2个百分点。在其他年
龄段，选择传承“很好”或“较好”的市民则超过七成。

为什么“70后”“80后”对家风家训现状最不满？“我们有
了家庭、孩子，才发现怎么教育孩子是个难题。”80后孙小
姐接受采访时说，把孩子送去读国学、读朱子家训就是为了
能更好接受传统教育。“我们小时候家长还忆苦思甜，让我
们刻苦努力，现在的小孩养尊处优，一点都不努力。”70后
的.陈女士正替青春期的孩子着急，她略感自责没有言传身教
把好传统传下去。

家风家训最重视：

勤俭宽厚诚信

调查中，超过六成市民认为家风家训很重要，不仅影响个体，
也将反作用于家庭和社会，让家庭更有凝聚力，弘扬社会正
气。的受访者相信家风对社会风气影响“很大”或“比较
大”。当回答家风家训的积极意义时，76%的市民认为家风家
训教育有利于个人品行塑造，的市民认为家风家训有助于孩
子家庭教育，的市民相信重视家风家训能提高社会道德水平，
半数受访者认为传承家风家训能增进家庭成员和睦、保留独
特家庭文化。

哪些家风家训是咱们“温州一家人”最重视的品格？在“勤
俭节约”、“诚实守信”、“宽厚待人”、“刻苦勤
勉”、“自强独立”等选项中，“勤俭节约”被最多温州家



庭奉为准则，有接近57%的市民回忆，自己的家风家训与勤俭
节约相关。温州人同样重视宽容待人、吃亏是福，有54%的`
市民认为从小家里人教育“宽厚待人”；有47%的受访者认
为“诚实守信”是家人最重视的品格。

面对家风家训逐渐淡化的尴尬，现代家庭该如何培养家风、
传承家训？接近七成的市民认为，好的家风家训应该建立在
家庭成员经常交流的基础上，有的受访者建议家长不失时机
教育孩子，有受访者认为应注重分享家庭的独特记忆。此外，
两成市民赞成可以借鉴名人典故进行教育。

好家风好家训内容手抄报篇五

教学目的：

1.让学生了解家风家训是什么，认识到良好的家风家训对于
我们的健康成长的重要意义。

2.针对自己的家风，讲讲家风的故事。

3.通过不同的的形式了解各种家风家训，接受正能量的熏陶，
养成积极向上的生活和学习习惯。

教学重点：

搜集相关家风的资料，把自己的家风记录在卡片上。尽量做
得精美一些。

准备讲讲自己家的相关故事。教学设计：

一、导入:

1.介绍中央电视台采访片段《你家的家风是什么?》



3.家风就是做善事，不求回报;家风就是为人老实，不干坏
事;家风就是小小举动创美德;家风就是常做好事，无怨无悔;
家风就是心中有家，心中有国。

二、搜资料，分享自己家的家规家风。

1.学生读一读搜集到的家规家风资料，与同学们共享。2.小
组内先交流，再按组展示。

三、听故事，明是非。

在美国，有这样两个家族：一个是爱德华家族，一个是珠克
家族。到目前，两个家族都已经都已经传到第八代。爱德华
是个博学多才的哲学家，为人严谨勤勉。他的子孙中，有13
位当过大学校长、108位当过教授、86位是文学家、65位做过
医生、21位当过议员、2人位当过大使、1人做过副总统;而珠
克是远近闻名的酒鬼和赌徒，毕生浑浑噩噩。他的后代中，
有300多人当过乞丐和流浪者、400多人因酗酒致残或夭
亡、60多人犯过诈骗罪或盗窃罪、7个是杀人犯，没有一个是
有出息的。为什么两个家族的境遇区别会如此之大?重要原因
之一，就是两个家庭的家风截然不同。两个家族的成员一代
一代的在不同的家风中潜移默化地成长，父传子、子传孙、
子子孙孙相互濡染，代代延续。致使爱德华家族让人尊敬、
爱慕，而珠克家族让人憎恶、唾弃。

从这个故事里，你们明白了什么?交流讨论。

四、说家风，讲故事。

同学们拿出做好的卡片，说说自己家风的故事。说完后，教
师把卡片粘在墙壁画板上。

五、学家风，知班风。



1.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家风，六(4)班也是一个大家庭，这个
家也有一个家风，你们知道吗?其实就是我们的班风：团结进
取、奋发向上。你们理解其中的含义吗?指名说一说。

请同学们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说说做得怎么样?如何改进?2.
我们班还有自己的班规:班级公约背诵班级公约,说说如何做
得更好。

六、小结。

良好的家风对社会而言，就是一种道德的力量。家风需要大
家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去。如果每个家庭都能传承优良的家
风、如果每个家庭成员都能拥有良好的家风意识，令人心寒
的社会道德滑坡，就一定能得到有力遏制。一个家庭的家风
是积极向善的，一个家的所有家庭成员的品德是纯洁的、高
尚的，那么一个社会定然是和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