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家风演讲稿孝俭勤 家风家训演讲
稿(模板5篇)

演讲作为人类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它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演讲者、听众、沟通二者的媒介以及时间、环境。我们想要
好好写一篇演讲稿，可是却无从下手吗？下面我帮大家找寻
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演讲稿模板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吧。

家风演讲稿孝俭勤篇一

家风家训是一本神奇的大书。虽然简单易懂，实践却很难。
其中有一页，就是我们必须实践履行、一生受益不尽的“近
在身边，远到无边”的孝道。

每到周末，爸爸妈妈总会时不时提议：到外婆家玩玩。我听
了，心里暗暗欣喜：终于可以到外面散散心了!爸爸妈妈总会
买许多让我垂涎三尺的东西给外公外婆。到了那儿，我可以
痛痛快快地玩一整天。爸爸妈妈可忙着打扫卫生、洗衣服、
烧饭……渐渐长大了，我终于懂得了爸爸妈妈的用意，他们
不是只带我去玩的，而是带上了一颗孝顺的心。

爸爸妈妈的举动使我感触很深，原来他们时时刻刻在提醒我：
孝道藏在生活的各个角落。我一直心想：孝道可能就藏在爸
爸妈妈买给外公外婆的食品中，藏在爸爸妈妈烧的可口饭菜
里，藏在爸爸妈妈与外公外婆真切的交谈中……不知他们是
否可以品尝和感觉到呢?这可能是爸爸妈妈带给我最重要的东
西：孝道。

大爱是无边的，像大海一样无边无际。

有一次，外公住院，我和妈妈去照顾他。已到午餐时间，同
病房的一位老奶奶，拿着一个饭碗在病房门口徘徊。爸爸妈



妈平时教导我的家训油然而生。于是，我走上前问道：“奶
奶，你是不是不知道在哪买吃的?”老太太忙点点头。我立刻
带着老奶奶到附近的面馆为她买面，并帮她拎回病房。一路
上，老奶奶都在喃喃地说着：这个小伙子真懂事，真孝
顺!……我很不好意思，但觉得我又成长了。

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孝顺应
该是无私的，不光是孝顺亲人，还应关爱身边所有的老人。
孝道藏在生活的一点一滴：扶老人过马路，给老人让
座......这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被动的。如果大家都这样
铭记“只有在日常生活中尽责的人才会在最大时刻尽责”这
句话，一个世界仿佛就是个温暖的家。

孝道是一条流不尽的长河，流经我的一生。只要我们遨游其
中，就觉得它不再那么遥远了。

家风演讲稿孝俭勤篇二

大家好！

中国是礼仪之邦，五千年的文化传承至今，深深铭刻在中国
人的心中。每个家，都有家训、家规、家风，俗话说得好：
无规矩不成方圆：从孟母三迁到岳母刺字，好的家训、家规、
家风不仅承载了祖祖辈辈对后代的希望对后代的策鞭，也同
样体现了中华民族优良的.民族之风!

中国的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家训、家规、家风，我家自然
也不例外。我家的家训是：尊敬老师、长辈、同学和任何有
残疾的人;勤劳节俭懂得持家;远亲不如近邻，好好对待邻居;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这些家训，是自古以来
存在在每个人心中的，但真正做到的，却少之又少。爷爷奶
奶爸爸妈妈把它们定为家训，是为了让下一代牢记中国五千
年历史文化的璀璨，我会努力做到，同时也会影响周围人，
让他们也做到。



就拿好好对待邻居来说吧!一天，妈妈刚买完菜回来，就看见
邻居家的钥匙还插在门上，便皱着眉头说了一句：“怎么这
么粗心?”，妈妈边把钥匙拔了下来，小心翼翼的放在口袋里，
妈妈等了很长时间，转眼就快八点钟了，邻居还没有回来，
左等右等，邻居终于回来了，妈妈郑重的把钥匙递给了她，
并提醒“以后注意点!”邻居很感激，妈妈却认为是举手之劳，
望着妈妈略显憔悴的面容，我心疼极了!妈妈却苦口婆心的教
导我“邻里之间应该和睦，在他们危难之中伸出援助之手，
就是和睦的表现。”我似懂非懂的点点头。

家风演讲稿孝俭勤篇三

你们好！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稳定则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古往今
来，有无数思想家从社会稳定、社会发展的高度来探讨、研
究家庭问题。历朝历代，都存在着大量社会问题，而其中有
不少都是由家庭问题引发的。因此，重视家庭问题、研究家
庭问题，事关整个社会的发展稳定。

促进家庭稳定和幸福的因素有许多。其中，家训就是一个重
要的因素。家训是中国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是中国家庭教
育的方法之一。关于家训的说法很多，有人做过统计和专述，
有包括家范、家戒、家教、家规、家法在内不下70种说法，
然而其中被使用得最为广泛的还是“家训”。

家训文化的发展历程

中国的家训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家训最早出现，是通过父母
对子女的当面训诫来体现的。

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西周政权建立以后，遍封功
臣，建立诸侯国。周武王之弟周公旦，受封于鲁国。由于周
公旦要留在京城辅佐侄子周成王，不能就封，就让自己的儿



子伯禽就封于鲁。伯禽临行之前，“周公戒伯禽曰：‘我文
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
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
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 ’”周公训子，就是父母对子女当
面进行训教，这也是一段关于中国家训文化、最早又最可信
的记载。

父母对子女面对面的训诫，用文雅的词来说，就是“庭训”。
“庭训”典出《论语·季氏》，讲的是孔子当面训诫儿子孔
鲤的故事。由此，“趋庭”、“鲤对”、“庭对”也成为中
国家训文化的代名词。后来，中国的家训通过书信、训词和
遗嘱等形式传递；再后来，家训又通过制定完整的家规、家
约、家范来体现，形成了家庭内部所有成员的行为准则。

一是训导教育子女成人成才。这是家训最基本的一个功能。
前文说到周公戒子、孔子庭训，都体现了这一点。中国的家
训文化，可分为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衰败期、蜕变期，
但不管是在哪一个时期，家训都离不开对子女的教育。

二是实行家庭的自我控制。任何一个家庭都不是孤立的。它
作为社会细胞、社会的基本单位，必须接受来自外在的社会
控制。这种社会控制包括法律控制、行政控制、道德控制以
及习俗控制。同时，为了维护家庭内部的稳定、调整和处理
好家庭内部关系、将子女培养成人，使家庭得以承继和绵延，
还必须要有家庭的内在控制及家庭的自我控制。这种自我控
制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通过家训(包括家规、家约、家范
等)，以口头或书面的各种形式来体现，从而起到对子女、对
全体家庭成员的教育、引导和约束作用。

三是确立良好的家风。家风是指一个家庭的传统风习，是人
们在长期的家庭生活中逐渐形成和世代言传下来的生活作风、
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的总和。家风的形成，是家庭长辈和主
要成员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教诲的结果，而家训和家风有着密
切的联系。隋朝初年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治家篇》中说



过这样一段话：“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
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
则妇不顺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义而妇陵，则天
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摄，非训导之所移也。 ”在这里，作者
强调了家风引导和家庭中长者、尊者的表率作用的重要性。
在近现代，江南钱姓家族人才辈出，若星汉灿烂。这和其先
祖制定的《钱氏家训》并代代相传、恪守不移、形成良好的
家风是分不开的。

从司马父子到王氏兄弟

中国古代家训内容广泛，包括伦理道德的要求、文化知识的
教育、谋生技能的传授、为人处世的告诫等，几乎涉及个人、
家庭、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对孩子的伦理道德教育
被放在第一位。而孝道是人类最基本的道德，因此，关于孝
道的教育，成为中国家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古
代家训文化成果的重要体现。关于孝道，无论是思想家、帝
王、官员以及民间的士绅读书人家庭，在他们的家训实践和
家训著作中都有大量体现。

清朝入关以后的第二任皇帝康熙对家教一贯重视，后来雍正
特将其父在世时对诸皇子的训诫编为《庭训格言》。全书
共246条，包括读书、修身、为政、待人、敬老、尽孝等内容。
该书有言，“凡人尽孝道，欲得父母之欢心者，不在衣食之
奉养也。惟持善心，行合道理，以慰父母而得其欢心，其可
谓真孝者矣。 ”该书又提出，“《孝经》一书，曲尽人子事
亲之道，为万世人伦之极，诚所谓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
也。推原孔子所以作经之意，盖深望夫后之儒者身体力行，
以助宣教化而敦厚风俗。其旨甚远，其功甚宏，学者自当留
心诵习，服膺弗失可也。”通过《庭训格言》可以看出，康
熙认为“真孝”和行孝道不能停留在书本经义上，而是
要“身体力行”、“服膺弗失”。这两点至今仍对孝道文化
的传播和实践具有现实意义。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由于是非汉族统治中国，再加之有
文字狱等统治手段，在历史的评价上，存在一些非议。但如
果用历史的、理性的眼光来看，这三位皇帝并不比历史上任
何一个皇帝差，他们开创并形成的康雍乾盛世对中国社会的
促进和发展也是不可否认的。其中，康熙、雍正等对皇族家
训的重视、对子女行孝尽孝的严格教育和要求所起到的作用
都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

在古代的名臣将相中，有两个家庭的家训和孝行是很出名且
足以垂范后世的。一个是西汉的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另一
个是东汉末年的王祥、王览兄弟。

司马迁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的作者。他在西汉
武帝时任太史令，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获罪下狱，受
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一个男子，身受腐刑，这是难以忍
受的奇耻大辱。因此，司马迁几次想到去死。但他最终还是
含垢忍辱地活了下来。为什么?据《汉书·司马迁传》记载，
司马迁认为自己之“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
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这里所说的
司马迁的“私心”，正是他遗憾于自己一个最大的心愿尚未
完成，那就是父亲司马谈留给他的遗训——必须完成《太史
公书》。

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记录了他在父亲病榻前
接受遗训的过程，“太史公(司马谈)执迁(司马迁)手而泣曰：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
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
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
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
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
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
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
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
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



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
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
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司马谈在给儿子司马迁的遗训中，对孝道提出了一个重
要观点，即“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
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 ”这一遗训，对司马迁的日后
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

王祥在孝道方面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对子女也提出了严格的
要求。在他85岁高龄的时候，身染重病，乃“著遗令训子
孙”道：“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
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
财莫过乎让。此五者，立身之本。”信、德、孝、悌、让，
这就是中国古代家训中著名的“五德”。孝有大小之分，对
父母能养能敬，是一种孝，但只是小孝；自身修行扬名，以
彰显父母养育教诲之德，才是大孝。王祥家训中的“五德”，
尤其“扬名显亲，德之至也”这一训令，显然是继承了汉代
司马谈“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的思想，是
中国古代孝道思想的又一次升华，对后世的孝道文化产生了
极大影响。

至东晋南朝，琅琊王氏成为江南第一著名士族，涌现出很多
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和画家，诸如东晋名相王导、大书
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等。王氏家族诗书传家，人才辈出，
世系绵长，和王祥兄弟以孝悌为本，又以信、德、孝、悌、让
“五德”戒子是分不开的。

辩证看待中国孝道文化

比如，中国儒家经典之一的《孝经》。其作者经学者专家长
期反复考证，基本确立为孔子的嫡孙孔?所撰。孔?虽然受教
于曾参，但他的孝道思想的形成，不能说不受到祖父孔子、
父亲孔鲤的直接耳提面命的教育与影响。



又如，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家训文化的成熟时期。其标志就
是出现了由颜之推撰写的中国第一部专门的、成本的、完整
的家训著作《颜氏家训》。它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到
了宋元明清，家训文化进入繁荣时期，先后出现了北宋司马
光的《家范》、南宋袁采的《袁氏世范》等。这些专门的、
成本的家训，内容涉及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总体而言，
孝道都在这些家训著作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教子》中说：“父母威严而有慈，则
子女畏慎而生孝矣”，“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
不可以简。简则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焉。” 《颜氏家
训·勉学》中有言，“孝为百行之首，犹须学以修饰之，况
余事乎!”司马光在《家范》中则说，“父慈而教，子孝而箴，
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指婆婆)慈
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袁采在《袁氏世范·睦亲》
中提出，“为人父者，能以他人之不肖子喻己子，为人子者，
能以他人之不贤父喻己父，则父慈而子愈孝，子孝而父益慈，
无偏胜之患矣”。又说，“人之孝行，根于诚笃，虽繁文末
节不至，亦可以动天地、感鬼神”。

在以上这些关于“孝道”的论述中，有一点很值得重视，那
就是，他们都认为孝道是父母和子女双方的事情，而不是做
子女的单方面地行孝。中国 “孝道”大都强调了父子间双向
的良性互动，盖因有此双向互动，父慈才能子孝，子孝而父
益慈。这里面讲究父母对子女的严格要求，强调父母长辈在
孝道文化中必须以身作则，按父母的角色规范在家庭生活中
为子女树立榜样，如前文所引《颜氏家训》中的“父母威严
而有慈”所示，这句话将“威严”与“有慈”并立。换言之，
其所讲的父母对孩子的威严和慈爱从来不是对立的，而是互
为一体的。这样的家训，这样的孝道文化，有着积极的意义，
是值得提倡的。

无可否认，在中国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无论是在统治阶层
还是在民间，都出现过提倡孝道过头、使孝道文化呈现出其



消极一面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在一定时期对中国
孝道文化进行批判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正如对孝道文化
的倡导有时会过头一样，我们对孝道文化的几次猛烈批判也
早已被历史证明是过头了。过头到现在我们要“挽狂澜于既
倒”，重建孝道文化在今日几乎已成相当艰难之事。如今，
在父母膝下尽孝几成渴盼而不可及之事，以至于“常回家看
看”到了要入法的地步。而用法律来约束本应归于伦理道德
范畴的孝道究竟是否合适，是值得讨论的。

《诗经·大雅·既醉》有言，“威仪孔时，君子有孝子。孝
子不匮，永锡尔类”。这是一句将孝子和家族的幸福美满紧
密联系在一起的祝愿之辞。但这只是一句祝愿吗?历史已一次
又一次证明，在中国，孝道文化是检验和测量社会精神文明
程度的试金石，孝悌也是社会和谐、家庭和睦的基础。只要
人类存在一天，家庭和社会对孝道文化的提倡就不该须臾离
开。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至今我们还在要不要继承中华民族
的孝道文化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还在衡量中国古代的孝道
文化里，究竟是积极因素多一点，还是消极因素多一点。辩
证地看待和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传统固然是不应被忽略的必
要步骤，但如果凡此种种讨论最后只是得出一个类似“国人
议论未定，孝道仍在滑坡”这样的结论，就颇令人堪忧了。
在提倡和践行孝道文化这个问题上，我们千万不要再出现反
复和折腾了。“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若果真如此，实属
中华民族之大幸也!

从中华民族孝道文化的式微以及当下社会上存在的各种家庭
伦理困境，我们不能不看到，中国历史上的家训文化对家庭
建设是有重要作用和积极意义的。中国家训文化的起源虽然
很古老，但中国家训这一形式及其所能承载、体现的功能并
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它对我们今天的家庭建设依然可以
具有重要的引导和教育作用。与时俱进地介绍并继承中国家
训文化及其优良传统，该是新时期家庭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家风演讲稿孝俭勤篇四

大家下午好好！我叫王倩玲，来自白河路政中队，今天我演
讲的题目是《家风，传承的力量》。

“寒门家风好，少年早成才”，家风，就是一个家庭的风气、
生活方式、文化氛围。大凡家风家训，或为一条意义厚重又
深远的格言，如诸葛亮曾有教子名言“非淡泊无以明志，非
宁静无以致远”；或为一整篇谆谆教诲的文章，如司马光那
篇传颂至今的《训俭示康》；或为如曾国藩者，在家书往来
中教授子嗣为人做事的道理，这些家训在祖祖辈辈的传承中
便成了家风。

勤俭、正直、低调、清廉，读这些伟人的家风家训，令人动
容，也令人心生敬畏。我的家庭是幸福的四口之家，然而，
自我记事起，确从不曾听闻父母对我有关于家训家风的专门
教导，父亲老实憨厚，母亲性子温和，他们的一生平淡无奇，
却一直在用行动让我明白人的一生，什么是最重要的，那就
是——孝道。我的外婆今年已经84岁了，由于性格要强，经
常会因为菜不合口味、米饭又太硬这样的小事发脾气，可爸
爸妈妈总是耐心的劝说，从不顶撞她，即使有时候外婆说的
话我都觉得没有道理，爸爸妈妈也没有责怪她的意思。依然
处处顺着她的心意，爸爸总对我说“百善孝为先，百孝顺为
先”。对长辈首先是顺从，要他们顺心，感觉到被人尊重，
只要不是原则性的大问题，尽可以由着她来。人老了就应该
愉快的安度晚年，这也是我们做儿女应尽的职责。爸爸的话
很让我感动，我在心里记下了这句“百善孝为先，百孝顺为
先”，这就是我们的家训，我有责任和义务把我们的家训世
代传承下去。现在每次休假回家，我都会第一时间去看外婆，
听她给我讲那些我都能背下来的过去的事情。因为看见她的
微笑我就会觉得我是幸福的！

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我国婚姻家庭领域存在着一些
急待解决的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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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子女走上了
违法犯罪的道路，这些教训是沉痛的。因此在加快改革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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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的家风形成绝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长期的熏陶与积淀
让。首先，要有意识的去培育养成。要明白代代相传的不仅
是是家财和地位，更应该有内涵和精神。把良好的家风薪火
相传，发扬光大，让好家风成为每个成员的自觉意识和行为。
其次，要营造学习的氛围。古人讲：“非学无以明志，非学
无以广才。”知书才能明礼，学习就能升华。读书总能给人
心情恬淡的意境，使人有所收获，有所感悟。最后，长者要
做好传与带。家长是塑造孩子的无形力量，你的穿戴、举止、
观点等都对孩子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上行下效、“近朱者
赤，近墨者黑”，这样的道理应该人人都明白。家庭是社会
的细胞，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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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风，具有传承的力量。我们不仅要在家中延续，更要在社
会中弘扬。行动起来吧，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从点滴小事
做起，为着子子孙孙的美好未来，为着世界的温馨和谐，身
体力行，做“好家风“的创建者，实践者，推行者，让中华
美德的种子在华夏大地上开花结果，世代相传！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家风演讲稿孝俭勤篇五

你们好！

家，给人以温暖。它是人们的唯一定所，是人们的避风港湾。
但是，家要有家的样子，不能乱七八糟，没有规矩。有句话



说得好：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如果一个家庭，没有规则，只有溺爱与包庇，那请问这是一
个家吗?家原本是一棵参天大树，是一座巍然耸立的大山，万
一。他忽然倒了，塌了。请问，这是谁造成的?是我们。爸爸
没有威严，妈妈全是溺爱，我们变成一个个蛮横无理的人。
家这棵参天大树一倒，大山塌了，我们后悔了，懊恼了，可
惜晚了。

我记得寒假临近过年时，伟德视上出现了一种许久未听过的
新词"家风"。伟德好家风好家训征文（精选）伟德好家风好
家训征文（精选）。这一词是伟德联播上所播出的，他们派
出记者，随机提问，"家风是什么?家教是什么?"行人的答案
各不相同。

家风，我认为是家里人的一种行为，是好是坏。我认为我家
的家风是热情，爽快和执着，因为家中的每个成员都十分热
情好客，遇到困难不退缩，说到做到，很少食言。

家教，我认为是家人的素质，是深是浅。家人如果不学习，
将得不到知识，学不到文明。伟德，是尤其重要的一点。从
小，父母伟德我们要认真做事，知错就改。现在老师教导我
们分清黑白，认真做人，踏踏实实。将来，会是社会伟德我
们坚持不懈，守法牢记。每一天，我们都学到东西，学到知
识，学会了文明，懂得了道理。

家训，我认为是家人的教训，是严是松。伟德好家风好家训
征文（精选）文章伟德好家风好家训征文（精选）出自，此
链接！。如果每个人都官官相护，隐藏事切，我认为就要使
用杀手锏了。如果每个人都坦诚相待，大公无私，我认为规
则没有必要了。家训，该用的时候，一定不能手下留情，不
该时千万不要用，否则会铸成大错。

一个家，既要有令，也要有暖，二者不可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