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画家风手抄报(精选10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下来小编就给
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画家风手抄报篇一

“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
母责，须顺承。”《弟子规》这本书记录了圣人对学生的训
示，首先要孝敬父母，尊称兄长，其次要对自己谨慎约束，
对人诚实守信。博爱民众，并去亲近有德行的人。做好了这
些如果还有余力，就去学习知识，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成才先成人。

“百善孝为先”。我认为做人的根本是要孝敬亲人。父爱如
山，母爱如水。在我们成长的道路上，父母不知为我们付出
了多少。从你来到这个世界开始，父母就为你担心受累了一
辈子，担心你的健康，担心你的成长，担心你的学习，担心
你长大后的事业，担心你长大后的家庭，担心你的一切一切。
世界上的所有父母中中国父母的爱是最无私地，是最让人感
动的'，父母为我们的付出的和我们为父母付出是极度的不平
衡的，那爱的天平一定更倾向于父母的那一边。父母所做的
每一件事，都在替我们着想，可是我们在做每一件事的时候
有想过父母吗？对于青春期的我们而言，父母是啰嗦的，因
为我们感觉他们的顾虑太多，但实际上，他们是在用他们自
身的经验告诉我们，要谨慎的做每一件事，叛逆的我们不再
是以前那个小孩了，而是由什么是只愿藏在心里的大人了。

与父母发生口角，我们会不顾他们的感受与他们唇枪舌剑，
看到自己那样叛逆的孩子，他们只有默默地走开，因为他们
坚信自己那个听话的孩子会再次回到他们的身边，可是他们
等到了吗？“孝”是中华的传统美德，做一名炎黄子孙我们



应该传承中华传统的优良美德，从现在开始让我们重新拿起
爱的砝码来衡量爱的天平，从现在开始让我们做好自己不再
让父母太担心，传承中华的优良美德。

画家风手抄报篇二

初次听到“家风家训”这个词，我不是很理解。后来，读了
《浙江好家风》后，我才真正明白它的含义。但它们还离我
挺远的。

在不知何时起，外公家客厅的醒目位置挂了一块牌子，上面
写着外公家的好家风：勤劳质朴，踏实做事。去年妈妈也捧
回一块“临安好家风家庭”的奖牌，我突然觉得好家风离我
那么近。作为这个家庭的一员，我的言行也受到“好家风”
的耳濡目染。

记得有一次，妈妈的外婆，也就是我的太姥姥生病住院了。
外公在医院里照顾她，但是后来外公由于肋骨骨折，妈妈就
承担起照顾太姥姥的重任。那个周末，妈妈要带外公去骨科
医院检查，爸爸又要去省委党校上课，妈妈正为谁来照顾太
姥姥而发愁，我就主动请缨去医院照顾太姥姥。妈妈把我送
到医院大门口，让我自己上楼，就和外公去骨科医院了。

我在去太姥姥病房的路上，心中暗道，我一定要像妈妈一样
照顾好太姥姥，顿时觉得自己充满了力量，是个小小男子汉
了。

到了病房，太姥姥已经在挂盐水，我叮嘱太姥姥：“如果有
什么事情，您就叫我，今天上午就让我来照顾您吧！”太姥
姥虽然眼睛看不太清楚，但是耳力挺好，直夸：“乖孩子，
乖孩子”我就在边上，一边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吊瓶，生怕一
没看住挂完了，一边和太姥姥聊着学校里发生的趣事，太姥
姥被我逗的哈哈大笑！她一直不停的夸我孝顺……很快，三
瓶盐水顺利挂完了。



没过多久，一个护士走进来让太姥姥去检查室检查。太姥姥
缓缓地从床上坐起来，移到床沿，我连忙把鞋子给她穿上。
看见她去拿拐杖，我又飞快地把轮椅推到太姥姥身后。太姥
姥好像有点不太放心我，问我：“你会推吗？”我拍着胸脯
说：“您就放心吧，我这个曾外孙啥时候出过错！”其实，
第一次推轮椅的我心里还发虚呢，但是此刻我得给太姥姥足
够的安全感啊！没想到，轮椅在我的手中听话极了，我驾轻
就熟，快步推着太姥姥来到了检查室门口。突然发现检查室
的门有点小，我放慢速度，小心翼翼地推进去，推进去就有
一堵墙，我就握着右刹车，让左轮缓缓地绕着右轮转动，让
太姥姥向右移动，再松开右刹车朝右边推去，就这样到了医
生检查的地方。检查完，推回病房对于有经验的我来说已经
不是什么难事了。

正在我和太姥姥聊得正欢的时候，妈妈也回到了病房。妈妈
说：“儿子虽然调皮淘气了一点，但是关键时刻还是很有用
的！看来我可以光荣下岗了！”其实我觉得这都是我在这个
家里潜移默化所造成的啊！

这样的好家风就像一种潜在无形的力量，它代代传承，从祖
辈影响到父辈，又从父辈影响到我，以后也将会影响着我的
下一代。

画家风手抄报篇三

“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家正”。家庭是圃，
孩子是苗，家风如雨点，它随风入夜，润物无声。每个家，
都有家训、家规、家风，从孟母三迁到岳母刺字，好的家风
不仅承载了祖祖辈辈对后代的希望和鞭策，也同样体现了中
华民族优良的民族之风！

小时候，每次去学校之前，外婆总爱叮嘱我几句：“到学校
千万别和同学闹矛盾，要听老师的话”！回到家，外婆总是
有事没事给我上“政治课”，讲一些经典的故事，教育我遇



事要宽宏大量，在学校要和同学和睦相处，不要动不动就和
他人发生冲突。在外婆的谆谆教导之下，我从来没有和同学
发生过矛盾。

爷爷爱给我讲很多关于他当年服兵役的经历，告诫我：“现
在的小孩子没几个能吃苦耐劳的，你从小就要学会能吃苦，
否则可干不成什么大事”！爷爷还教导我：“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只有经历了常人所不能忍受的环境，才能造
就真正的人才，今后的工作和生活方可出类拔萃。也许这就是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
肤……”我想。

著名法国作家罗兰曾说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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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分每一寸的日常小
事，都是织造人格的纤维。”由此可见，良好的家风就像和
风，又如细雨，在无声地滋润着我们幼小的心灵，有助于我
们养成良好而高尚的品格！

树立良好的家风，继承优秀的家训，是值得弘扬的民族文化。
让家风伴我成长，让“正能量”得以传播，我们国家的未来
将会更加繁荣昌盛！

画家风手抄报篇四

今年春节，央视新闻频道正在热播“家风是什么？”的新闻
调查节目。连续几期节目看完后，我深有感触。

“家风”就是祖上传下来、需要我们传承的优良美德，这就
是家风。在被采访的众人中，我最喜欢两位人士对自己家家
风的解读。

一位老市民回答说：“家风就是‘孝’和‘善’，“孝”就
是要孝敬父母、长辈，效忠我们的.祖国；“善”就是善待我



们身边的人、动物、事，与人为善，于己为善。

我国著名篮球名将姚明说：“家风就是要诚实”。人无信不
立，一个人要是让大家失去了对他的信任，那他在社会上将
无立足之地。

妈妈从小就教育我说：“小孩子犯错误可以原谅，撒谎不能
原谅”，就是为人要诚实。我认为“家风”还要加一个
词“勤劳”，勤劳的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一切财富。

同学们，你们想过你们家的“家风”是什么吗！而你认为
的“家风”又是什么！

画家风手抄报篇五

我花费了35分钟的时间，看完了这本《浙江好风光》，这本
书中写了很多个名人的故事和他们优秀的品德，其中有王阳明
“读书不为功名”的故事，有钱三强“书中找到人生观”的
故事，还有陈龙正献爱心的故事……不过，我最喜欢朱葛梁
的故事。文中写了三国时期，诸葛亮的儿子诸葛梁是一位医
生，有一次诸葛梁花了整整十块多大洋，买了一只羚羊角当
着药引，那时候，十块多大洋整整是一笔巨款呀！不过他感
觉这个羚羊角有点可疑，于是就跑到上海请人鉴定。竟然真
是假的，他当时就把这个羚羊角给烧了。

这本书分为五个篇章，分别是学习篇、修身篇、治家篇、处
事篇、爱国篇。其中，我最喜欢的是修身篇，因为这篇写的
不是努力向上，就是乐善好施献爱心，这些我也亲身经历过。

有一次，我正在自己一个人走下写字班级，突然，我看见了
一个乞丐，这个乞丐的衣服上有好多好多个补丁，她只穿了
一件很单薄的衣服和裤子，一阵寒风吹来，他就冻得发抖，
我抬起头看了看他的脸，吃了一惊，他的脸上布满了皱纹，
显得格外苍老。我看他这么可怜，心里想，《浙江好家风》



的修身篇里说过，一个人要有善心。于是我给他了九块钱，
他慢慢地接过钱，那时，我看了一下他的手，便站起身来，
快速的跑向面包店，买了块面包后大口的吃起来，看他那高
兴的样子，我心里乐开了花。

《浙江好家风》真是一本好书，它不但教会了我懂的慈爱、
关爱别人就是关爱自己，还教会了我做人道理，真是一本好
书！

画家风手抄报篇六

当我读到《妈妈是家风》时，我读懂了宽厚待人、助人为乐
是一种家风;

我想起了我的爷爷奶奶。

在我小时候，总会看到爷爷带着老花镜拿着一本书读的很认
真，后来爷爷眼睛看不见书上的字了，便会让我念给他听。

而我的奶奶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是却为家人操劳了一辈子，
勤劳善良在她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他们将爱读书、乐意助
人的特性传承到了我母亲身上，而后又传递给了我。

我想，这就是我们家的家风。

在生活中，我们也时常会听到父母教育自己子女“别人的东
西不能拿”，“站有站样坐有坐样”，“吃饭不能左挑右
拣”，“看到长辈要有礼貌”.....仔细想来，这些通俗易懂
的大俗话同样是家风的传递。

一句话，一个手势，一件小事，举手投足间，经过一代代的
传递，就形成了一个家庭的传承。

而一个人人格的起点恰恰是在家庭的传承中形成的，凭借着



这些点滴传承，我们才能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不同文化高
速融合传播的今天，直面意识形态领域挑战所作出的积极应
对，坚守住内心的安宁和纯净。

其实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历来就是很重视家风的，国有国
威，家有家风。

家风会影响社会风气，家风正，社会风气自然而然就正了。
反过来国风也会影响家风，国家的风气好了，社会风气清了，
能感染社会中的个体，进而影响他们的家风。正如《杂
说“中国家风”》里谈及的“作为若大社会的一个小小的细
胞，家庭的风气、家庭的教养，小则是家传代继、香火延续
之本，大则是国之兴废、民族盛衰之要。”

可见，家风的意义不仅关乎个人与家族，更是一个古老民族
能否延续辉煌的关键。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让我们在好的家风的熏陶下，“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
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
民的人”。

画家风手抄报篇七

——读《中国好家风》有感

暑假里，我读了一套书——《中国好家风》，在这套书中，
编者教给了我们十五个字“仁、义、礼、智、信、忠、孝、
廉、耻、勇、温、良、恭、俭、让”，这简简单单的十五个
字里蕴含着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精髓，通过阅读它，我深入
了解了中华民族的好家风，明白了处世以诚、待人以恭的多
种道理。



这套书中最让我感触的是“恭”这个字，恭就是恭敬。“处
世以诚，待人以恭”这样才能赢得相互的尊重，是为人处世
的基本道理。但当我读到了“唐太宗教子敬师”的故事后，
我有了深刻的感悟，这个故事是这样讲述的：唐太宗李世民
虽为一国之君，但对老师非常的恭敬。他不管老师官职的高
低，自始至终都是严谨选师，恭敬待师。唐太宗为魏王李泰
请来了礼部尚书王珪为师，但李泰初时仗着自己的聪明伶俐
对待自己的老师极不服气，对老师极不尊重。太宗非常生气，
当着王珪的面把深受自己溺爱的儿子狠狠批评了一通。后来
李泰见到王珪也从不以亲王身份自居，不仅见师以礼，拜答
如礼，还主动向王珪请教忠孝之道，王珪逝世，唐太宗特下
诏令李泰亲率百官亲往临哭后《养正图解》专门为魏王李泰
崇师问道一事作画，清代的乾隆、嘉庆皆作诗称赞。这里描
述的李泰初时的心态和对待老师的态度和我是何等的相似，
我在平时的培训班学习中，经常会碰到没比我大多少的年轻
老师，对于这种“姐姐”级的老师，我有时很不服气，还会
跟她们顶嘴，认为她们也没啥了不起的。当时外婆和妈妈都
跟我叮嘱过：虽然老师没大你几岁，但你一定要懂得尊师重
道，态度要恭敬，不可怠慢。对外婆妈妈的叮嘱我是一边耳
朵进一边耳朵出，没当回事。但李泰高居亲王之位，深受皇
帝溺爱的情况下，仍能改正自己的缺点，学会尊师重道，留
下千古流传的美德故事，我为什么不能呢?我深深地自我反省，
努力在实际中改进自己。“三人行必有我师”每个人都有值
得我学习的地方，“貌思恭，事思敬”相互尊敬，才能让他
人更好的和我交流知识。

“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中华民族传承五千年好家
风告诉我们为人处世的最基础道理，非常值得我们以此“三
省己身”，提升自己的道德素养。我要从小事做起，以“处
世以诚，待人以恭”为准绳，做一个道德品质优良的高尚之
人。



画家风手抄报篇八

今年暑假，我仔细品读了《中国家风》这本书,就如同与一位
长者在一块儿,静静地听他述说一个个关于家风的故事。常
言"养不教，父之过"，在史书典籍中也有"孟母三迁"的教育
故事，这说明了家庭教育对于孩子的影响。这种影响就是父
母，也就是家风。

当我读完这本书时，我读懂了"书香"、"宽厚待人、助人为
乐"、"尊老爱幼、心存善念"亦是一种家风......让我不禁想
到我家的家风。

我的爸爸是电信工程师，他非常熟悉电脑，在家我跟他学了
一些电脑知识，对电脑产生了爱好。我加入了学校的机器人
社团，学会了wer机器人编程，20xx年在wer世界锦标赛中，
我们团队发挥出色，夺得了团队一等奖，这是我们长期刻苦
训练得到的结果。

我的爸爸还很热爱运动，喜欢游泳，打羽毛球，常常带着我
一起锻炼，久而久之，我也养成了喜欢体育运动的习惯。我
的身体更加硬朗了。今年春天我攀爬到了贵州省武陵山脉最
高峰海拔2400多米的梵净山也不怎么觉得累。前阵子，我在
学校举行的游泳比赛中，夺得了五年级组个人赛亚军，五年
级亲子赛季军。我感到很自豪。

我的妈妈是个小学教师，她很有学问，拥有很多的教育经验，
这一切跟书有很大关系，她博览群书，一有空就拿起书来看，
我经常在她旁边看她看书，在她的影响下，我也慢慢地养成
了读书的习惯，见到图书报刊，就情不自禁的拿来翻阅。我
还做了一本读书笔记本，把读到的好词语好句子记下来。

我的爷爷是老干部，爱好文学。他发表了很多文章，他写的
一些诗歌，我都能背下来。爷爷还和我比赛背诵古诗，使我
慢慢地接触了国学。



我的奶奶过去是个农民，后来她进城当工人了，她假期带我
回乡下老家，教我干农活。她教我种果，护理果树，每当我
吃到自己亲手种的酸甜清香的百香果，我就有一种特别的感
受，对《悯农》一诗有了切身的体会：农民很辛苦，劳动果
实来之不易，我们应该珍惜粮食。

我的长辈对我言传身教，使我从懵懂到逐渐明白事理，我感
谢我的家风。

中国家风代表着国人的精神面貌，一个民族的文明体现，我
们一定要把中国式家风世世代代地传承下去，从自身做起，
做一个家风优良的好少年！

画家风手抄报篇九

对于如今的许多家庭来说，家风，可以说是一个久违了的字
眼，让人既熟悉又陌生。说它熟悉，是因为我们常在一些影
视剧中看到，一些豪门大户、达官贵人十分强调家风，注重
诗礼传家；在很多文化典籍中，一些革命先烈、知名学者等，
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治家格言”、“家训家规”。寒假期
间，儿子学校老师给家长布置了一项作业，读《家风》，而
且要写读后感，这项任务引发我对我们寻常百姓“家风”的
思考。2014年央视访谈“家风是什么”广受关注赞许。节目
既体现家风传统对中国人的无声滋润和深刻影响，也反映人
们对家风传统日渐流失的无奈和感慨，以及重温家风的热切
期盼。在我看来，央视探讨“家风是什么”，有益于清白、
正面家风的传播，对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大有裨益。而拜读了
一系列家风的

画家风手抄报篇十

就像春雨，滋润着我们才能健康成长。

最近童鞋(同学)们总是在谈论着自己的家风，现在我也给大



家介绍一下我家的好家风吧!我们家也有许多家风呢!

有着许多比如：

嗯，养成讲究卫生的习惯，有吃饭时要洗手，上完厕所要洗
手。好的学习习惯，写作业要有计划性，书桌要整理好。

好的生活习惯，教我要怎样做人等等。

在我们家，我的爸爸妈妈经常教我做人的道理，还给我们家
定了家规呢。不过，他们喜欢用事情告诉我道理，让我永远
铭记于心。

记得有一次，我和妈妈一起上街。外面有好多乞丐，我对他
们产生了厌恶，看见他们就恶心。这时，又有一个乞丐来到
我旁边，还向我乞讨。我心想;恶心死了，给他一毛钱吧。我
便把钱投到他的碗中。不想搭理他，可他竟然死不要脸的还
向我要钱，我气愤极了大声说：“滚开!”妈妈看见了
说：“注意礼貌。”我想一个乞丐而已。可妈妈却把5块钱给
了他，我大吃一惊。生气地对妈妈说：“妈妈，你干嘛给他，
五块钱可以买一根梦龙耶。”妈妈和蔼对我说：“他是真的
需要帮助的人，帮助他就是献出自己的爱心啊。孩子，记住
啊，一定要有爱心和帮助他人的一颗心，多少钱也买不回来
的东西，就是那金子般的那颗心。”这番话深深地印在我的
脑海中，告诉我一定要有爱心，有一颗帮助他人的心。

还有一件事，使我一生难忘，那是爸爸妈妈要告诉我要独立
和坚强的道理时地一件事。

记得有一场大雨，我的同学都被接走了。我还在教室里，我
想如果今天爸爸妈妈开车来接我就好了。可我等了好久，爸
爸妈妈还没来，我只好打着我那把破伞，带着怨恨的心情走
在回去见到路上，我看这次我一定不会原谅他们了。烦死了。
我只好慢吞吞地走着，雨点打在我的身上，我觉得异常的冰



凉，也许是心凉了吧。

我打开家门，我想哭可还是忍住了。爸爸妈妈笑脸迎接着我，
我别过脸不想理他们。妈妈轻声走过来说：“孩子，今天你
是自己走回来的。看一看你身后的脚印吧，以后也要这样坚
强哦，要独立要坚强要自信要宽容，这不就是我们曾经定过
的家风哦，要加油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