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家风家训感悟(精选5篇)
学习中的快乐，产生于对学习内容的兴趣和深入。世上所有
的人都是喜欢学习的，只是学习的方法和内容不同而已。好
的心得感悟对于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心
得感悟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感悟范文大全，供大家
借鉴参考，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我们一起来了解
一下吧。

家风家训感悟篇一

20_年以来，余姚市纪委把《准则》规定的“廉洁齐家，自觉
带头树立良好家风”作为机关党员率先垂范的具体行动，积
极开展“立家规、正家风，建设清廉余姚”活动，努力营造
全市广大机关党员带头践行好家规，家庭、学校积极倡导培
育好家风，全社会共同传承弘扬“德治礼序、风清气正”的
社会新风尚，让传统家规照进现实。

家规教育突出干部“少数”关键。将家规教育作为《条例》
《准则》的学习计划、干部教育培训课程、党员组织生活日
以及机关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积极引导党员干部正确认
识“家与国”、“规矩与纪律”之间有机统一、继承发展的
关系。提炼新时期余姚机关党员遵纪守廉“三字经”，引导
广大机关党员学习借鉴中国传统家规中倡导的“孝悌忠信礼
义廉耻”思想道德观，切实践行“廉洁从政、廉洁用权、廉
洁修身、廉洁齐家”的行为准则。在机关党员中开展寻找优
秀家规、祖训、族箴等活动，要求机关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
要给家庭成员立规矩，鼓励每个机关党员亲自写(立)一个家
训，作为理家治家的准则。将家规教育作为加强机关党员思
想道德素质教育和反腐倡廉教育的重要内容，充分挖掘身边
机关党员干部清廉典型背后的好家规、好家风，深入剖析案
件查处中“家族式腐败”、“身边人腐败”的教训，通过正
面学习与反面警示结合的方式，引导广大机关党员重家教、



立家规、传家训。

家规传承发挥家庭“主体”作用。牢牢把握“家庭”这一家
规传承的主要载体，在全市行政村、社区、学校、家庭中建设
“好家风示范点”，在电视台开设“家风”访谈专题，组织
开展“家教20招、好家训20例、勤俭节约20例、最感人家庭
故事20例”征集活动。设立“余姚好家风”专题网页，通过
寻找好家训、宣传好家风、展示好家庭，全方位展示本市优
秀家风、传统家训和背后的感人故事，截至目前，已经收集
了一批余姚当地历史人物、革命先烈以及当代知名人士优秀
家规家训3000余条。在此基础上，在全市党员领导干部家属
中开展姚江传统优秀家规家教品鉴活动，通过发放“弘扬家
规、拒绝腐败、守住幸福”倡议书、品读优秀家规家训等形
式，把廉政提醒式教育覆盖到党员领导干部身边人。深入开展
“童蒙养正”廉洁主题教育，先后组织广大青少年开展
了“开学第一课学王阳明家规”、编发“红色四明”“吾心
光明”等廉洁主题教材、传统廉洁观教育讲师团进校园、青
少年廉洁书画作品创作大赛等，引导广大青少年继承弘扬优
秀传统文化，并以此带动家庭良好家风的培养。

家规弘扬注重市民“多数”普及。开展余姚传统家规家训廉
洁元素整理挖掘工作，收集整理以“四先贤”为代表的余姚
历史名人优秀家规家训、族规族箴、廉洁故事等，编撰成
《姚江优秀传统家训选集》一书，收录《开元王氏族箴》、
《四明黄氏族谱》、《泗门谢氏家训》、《姚江诸氏家训》、
《临山卫阮氏家训》等43篇优秀家训，近期该书已经公开出
版。在相关媒体平台开设“姚江传统家风”专栏，在电子平
台上传《王阳明家规家训》、《余姚名人家规家训故事集》
等视听资料，向市民推介优秀的传统家风。推进“一馆五基
地”建设，“一馆”即在余姚名人馆中增设余姚名人先贤家
规家训展厅，重点展示余姚先贤名人的优秀家规家训和相关
故事;“五基地”即做好余姚五个市本级廉政文化教育基地提
升工作，融入家规家训的元素，打造廉政文化现场教学精品
线路。同时，在全市范围内选择了一批文化底蕴深厚、村风



民风良好的村、社区，以及注重思想道德教育、有一定工作
基础的学校、企业和基层站所，作为好家风建设示范点，全
面推进村规、校规、厂规建设。

家风家训心得感悟范文5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这就是说，做人做事
要遵循一定的法则，当官为人更要遵守道德规范，做到守住
底线，不踏红线，不碰高压线，做一个为民务实清廉、领导
满意、百姓拥戴的好官。近日，县委组织部发文，要求党员
干部撰写家规家风文章，结合本人的家庭、家风、家规，对
照周恩来的“十条家规”，我想说说自己正家风、立家规的
体会和感悟。

本人及其家属，一个是部门主要负责人，一个是单位副职干
部，多年来，约定俗成夫妻共同遵守的家规、家风就是：清
白做人，踏实干事，不谋权私，不留话柄。

我认为，正家风、立家规不是形式，不是做表面文章，重在
用自身的实际行动带头为家为人树立清白做人、踏实干事、
不谋私利、敬畏纪律的榜样。到民政局工作五年多，局里的
招投标事项，我没干预过一次，也没背地里让亲友同事参与
过一次，都是由局物品采购及工程论证领导小组进行阳光操
作;优抚安置、调残评残、城乡低保工作中，我没为一个不符
合条件的对象打过招呼、发过话。

我认为家风家规连着党风党规。作为党员领导干部，立好家
规，树好家风，更是主动适应全面从严治党新常态、推
动“两个责任”落地生根的根本要求。做官一阵子，做人一
辈子。金钱固然重要，但金钱不是万能的，品德必须高尚。
周恩来一生两袖清风、一尘不染，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艰
苦朴素，不以权力为自己、为家人、为属下谋取私利，其高
风亮节，世界敬仰，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楷模。他时刻
用“十条家规”的尺子规范自己、约束自己、规范家人的行



为，为我们党员领导干部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也为我们
党员领导干部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我认为立家规、正家风还是一种责任担当。一些党员领导干
部权高位重，正确使用手中的权力，管好家属、子女和身边
的工作人员尤其重要。为此，必须有责任担当意识。为官一
任，造福一方，虽然是句老话，但从这句老话中我也悟出了
新的道理：一个称职的党员领导干部，面对新形势、新常态,
要管理好一个单位、一个部门，就必须视那个部门、那个单
位为自己的家，这个“家”的好家风、好家规更为重要、更
应立好。诸如大到人、财、物规范管理制度，为民服务承诺
制度，党风廉政建设制度，软环境建设评优制度;小到上下班
纪律、机关作风建设、年度考核等制度，都应不断建立，不
断完善。因为这样的“家风”、“家规”，直接关系到这个
单位、这个部门党风行风的好坏，关系到党的事业及其部门
和单位工作的兴衰。

我们家好的家风、家规，将继续保持下去，它虽然没有写在
纸上，也没有贴在墙上，但每时每刻都会在我们夫妻及家人
的心里出现。我决心做到天天常思己过、日日警钟长鸣，争
做一个家规好、家风正、受党和人民信赖的民政干部。

2021年家风家训心得感悟范文

家风家训感悟篇二

全区广大科技工作者：

家，是亲情洋溢的温暖港湾；家，是美德正气的传递起点；
家，是社会和谐的坚定基石。为积极响应区委、区政府号召，
裕安区科协倡议，在全区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开展以“做好家
教、树好家风、建好家庭”为主题的家风建设活动，传承优
秀中华文化，弘扬家庭美德，营造家风好、风气正的良好氛
围。现向全区广大科技工作者倡议：



家规是无形的约束。我们要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x皋陶
文化，制定好家规，使家人行动有指南，教育、培养家人良
好习惯，规范、帮助子孙健康成长。用您的实际行动证明，
夫妻和睦、尊老爱幼、科学教子、勤俭持家、邻里互助、立
德修身的传统美德依然价值不朽。

家训是无言的教育。我们要传承和弘扬祖辈遗留下来的“金
玉良言”，深入挖掘优良家训家规蕴含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
髓，把向善向上、正道正派的思想传递给孩子，帮助他们净
化心灵，促使他们健康成长，真正让家庭的优秀传统薪火相
传，真正让家庭的特色文化代代流传。

要传承“坚贞忠诚、牺牲奉献、一心为民、永跟党走”的大
别山精神，争当树立良好家风的典范。勤俭持家，“取之有
度，用之有节”；廉洁立家，“以贪为害，以廉修德”；平
安保家，“不拒小善，勿为小恶”；文化兴家，“学以增智，
读书养气”。涵养家风正气，传递示范力量，影响带动亲朋
好友、邻里同事和身边每一个人，让家庭文明促社会风清气
正，以家庭和美促社会安定和谐。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让我们携起手来，从自我做起，
从家庭出发，弘扬好家风，传递正能量，齐享幸福生活，共
建美丽家园！

xxx

xx年xx月xx日

家风家训感悟篇三

随着cctv新闻频道播出的“新春走基层之家风是什么”，我
就对“家风”这个热门话题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促使我每天
都要看央视新闻的有关报道。



家风是指一个家庭或家族的传统风尚，俗话也叫门风，我们
这个中华民族有重视家风的传统，讲究道德，勤俭持家，看
重亲情，严于教子，随着社会的发展，在新的条件下，继续
发扬这个优良传统尤为重要。

古代人把家风总结为五常八德，五常：仁义礼智信；八德：
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现代人的家风是什么，众说纷纭，勤俭
节约、不铺张浪费，低调做人、为事清廉，孝顺和气、厚道
诚实……在新闻频道，记者们采访了四川成都火锅店一位顾
客说：“我们家有一个传统，这一碗饭，吃着只要剩一粒米，
不行。”还采访了面摊老板说：“朴实一点，厚道一点，做
人要实在一些，天上不会掉馅饼砸到我头上的。”说得很好
很实在。

看到这里，我忍不住问爸爸：“我们家的家风是什么。”爸
爸说：“我们家的家风是不要贪小便宜，要懂得谦让，借别
人东西一定要还给别人，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家风，你会飘进千家万户的！

大家都来晒晒自己的家风吧！

家风家训感悟篇四

在中国古代，十分重视家风、家教：“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是家庭对有志男儿的期望；“仁义礼智信，温良恭
俭让”是儒家提倡的处世准则；“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
其身”是对人生的态度……可以说，家风维系着古代的道德
准则，从而影响着社会的风气，影响着国家的兴亡。

今年春节期间，随着央视展开“家风是什么”的系列调查，
引发了国人的热议，谈到“家风”，似乎已经是距离我们很
遥远的话题，其实仔细一想，“家风”是客观存在的，不会
因为人们不去谈、不去想而消失，家风仍然潜移默化地渗透



到我们的“骨髓”，直达我们的心灵深处。

家庭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家风正，社会风气才能正，国
运才会昌盛，国家才会富强，人民才会幸福安康。

良好的家风是春风春雨，润物无声。“孟母择邻”的故事家
喻户晓，一个好环境，一种好风气，一些好习惯，象春风拂
面一样，让人倍感温暖、亲切，会深深地影响着下一代，使
孩子受益终身。

良好的家风是无言的教育，家长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的
所作所为其实就是大人行为的缩影，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地
位至关重要，“上梁不正下梁歪”是很有道理的。家长崇尚
仁义、勤俭、诚信、友爱，孩子也会成长为充满“正能量”
的人。

国家的强盛，不仅体现在经济发达、军事过硬、科技进步等
综合实力的“硬件”上，还体现在道德、文化、教育等“软
件”上，家风就属于“软件”之一。良好的家风如土壤、如
阳光、如雨露，会使“种子”在良好的环境里生根发芽、茁
壮成长。

国梦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家风正，国运兴。

家风家训感悟篇五

xxx：

党员干部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当好社会的“风向标”，涵养优美家风，引领社会崇德向善。
为此我们向全体党员干部倡议：



家庭是精神成长的沃土，美好品德在于家风的涵养，家教的
养成。“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党员干部在传承
好家风中筑牢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砥砺道德追求和理想抱
负。

家风是干事创业的指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会有什么样的
事业成就，没有好的家风家教，既难以清白做人，也无法专
心做事。“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让我们在传承好家风中砥砺品行、干事创业，以严格的`家教、
良好的家风，成就美满的家庭。

家风是寄托传统、盛放亲情的陈年家私，亦是文化源流的朴
素沉淀、社会价值的坚定担当，更是我们在这个时代互相激
励、抱团取暖的精神薪火。

今天我们谈论家风，既是为了承续传统、启迪当下，更是为
了涤风励德、淳化风俗。

让我们传承谷文昌同志“清白持家、简朴本分、为民奉献”
的好家风，遵循《准则》和《条例》，从家庭做起，以家风
建设助力作风涵养，以家庭和睦引领社会和谐。

倡议人：

日期：xx年xx月xx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