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好家风好家教心得体会 弘扬好家
教家风心得感悟(优秀8篇)

实习心得是对实习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绩和遇到的问题进行整
理和总结，反思自己的实习经历。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
一些教学反思范文，希望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思路和思考的
方向。

好家风好家教心得体会篇一

中国古代有许多名门大族都有成文的家规家训，其后人无论
是平民百姓，还是达官显贵，都会相对遵纪守法，这其中家
风的影响力不容小觑。因为这些族人从小就耳濡目染，良好
的家风对他们有着润物无声的教化作用，同时，有明确文字
记载的家规家训对他们有着强烈的道德约束力。今日，在全
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加强党员干部家风作风建设，这些
传统资源无疑都是值得借鉴和学习的。

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人生的光阴若白驹过隙，然而总有那
么一些人、一些事如鎏金石刻般，虽经时光河流千百年的冲
刷，不但没有流逝，反而越发弥足珍贵。这其中，就有那些
充满温情和智慧的家风故事，其所蕴含的传统与美德，融入
语言，汇入血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核。今日看来，
这些优秀传统家风依然可以为党的建设和国家发展提供不竭
的精神动力。

父子相传，精神相继。父母是子女言传身教最好的典范，为
人父母树立道德上的典范，养成良好的家风，最受益的人恐
怕就是至亲骨肉。宋代名臣范仲淹一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
天下之乐而乐，被纪晓岚称颂为“行求无愧于圣贤，学求有
济于天下”，自身立言立德的同时，对子女教育亦非常严苛。
在良好家风的熏陶下，其子女也得以传承父辈精神，为后人
所称道。



彭玉麟戎马一生，充满传奇，他为清朝中兴立下汗马功劳。
然而，他一生曾六辞显官：他曾因习于军营而疏于民政，请
辞安徽巡抚;以不懂漕政、性情褊急、见识迂愚为由，请辞督
掌八省的漕运总督这一“天下第一肥缺”;曾在四年间连续四
次请辞兵部尚书……危难关头，彭玉麟总会临危受命，而后
功成身退，从不贪恋权力。

彭玉麟廉洁奉公，虽居高位，却始终坚持“不要钱”的生活
准则。他曾将7年间所得养廉银二万一千五百余两，分文不取，
全数上交国库充作军饷。在权贵当道、横行的清末，彭玉麟
成为一个罕见的清廉、正直、淡泊的名臣。

不仅严以律己，彭玉麟对待子女亦非常严苛，从家书中可以
看出其良好的治家风范。当得知儿子修葺旧屋花费不少时，
彭玉麟“谕子”书中写道：“以起屋买田，视作仕宦之恶习，
己身誓不为之……不料汝奢靡若此。”“今小民庐舍被焚，
归无足蔽风雨者，官员亦多贫乏，兵丁欠缺粮饷……小子狂
妄，使予赧愧!”他还曾劝诫儿子“习勤保家声”：“今后当
痛自改悔，锐志向学，慎勿享馀荫，以为衣食饱暖无所忧，
便学走马王孙故态，盖自堕落之不足，而堕落其家风也。”

不仅对子如此，彭玉麟对亲属亦多有要求，他写信给弟弟告
诫其不要任人唯亲，结党营私：“用之则引私人，结朋党，
于国事无补，徒糜国库……恐其违法，而有私情屈逆吾心，
不能正法。”

好家风好家教心得体会篇二

俗话说："好家风，世代传。"一个家庭的家风是判断家庭优
秀的准则。对我而言，我们家的家风做事认真，脚踏实地，
已经深深影响着我和我的堂哥。在优良家风传承的过程中，
我的奶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的堂哥现读九年级，面临沉重的学习压力，他之所以能够



静心学习，成绩优异，一方面事从小受优良家风的影响;另一
方面是因为从小奶奶就教他：“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
苦作舟”的道理。他在家里就如太阳，熠熠生辉，而过去的
我就如星星，黯然失色。

为什么呢?过去的我很贪玩，不认真完成作业，经常受到老师
的批评，奶奶也是绞尽脑汁，拿我没有办法。直到有一天，
我写完作业，正准备出去找朋友玩，奶奶吆喝道：“何宇瑞!
又出去玩。”听着奶奶对我的吼骂，我不耐烦地说：“早就
写完了!”奶奶看我毫无悔意，又说道：“考那么差，你就不
知道多看看书，看看你的堂哥!”看着奶奶生气的样子，我只
好默默地回到屋里。

可是调皮的我拿出了跟所有学科无关的书籍，正当我看的津
津有味时，奶奶突然从我身后冒出来，大声吼道：“你怎么
这么没有出息!”我心里委屈极了，在这时，空气凝固，过了
一会儿，奶奶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业精于勤荒于嬉，我们
要像我们的家训说的一样，做任何事都要脚踏实地，要想成
功，就必须要付出比别人还要多的汗水和努力，没有谁是天
才，奶奶相信你以后一定有所作为，希望你从现在做起，成
为让我们骄傲的人!”

奶奶意味深长的一番话，让我茅塞顿开。是的，做任何事情
我们都应抱着认真踏实的态度去对待，不仅学习如此，做人
亦是如此。一天一点改变，一天一点进步，慢慢地我也成为
我们家的另一个太阳!

谢谢奶奶，谢谢我的大家庭，因为是它不断鞭策着我们每一
个人。我相信只要我们认真做事，脚踏实地一定能走的更远!

好家风好家教心得体会篇三

所谓“校有校风，班有班风”。而我们有家有家风，我们家
的家风就是四个字——“尊老爱幼”。



在我们家很重视尊爱幼，我们家风的来历还是因为我。由于
在一次吃饭时，我不懂事，抢了妹妹吃的东西，还自己占位
先吃。妈妈说我不懂尊老爱幼，从此便立下了这个规矩。自
此之后，在我们家里的人，都很遵守这个规矩。就比如在一
次过年里，妈妈和爸爸都起得很早，忙得包饺子，下饺子。
等饺子下完后，妈妈对我说;“把这一碗饺子，去给你的奶奶
送去。”于是，我便端着饺子送到奶奶家。在晚上吃团圆饭
时，妈妈总对我说要先让爷爷奶奶坐下，等人都坐下后，在
开始吃。我都劳记着妈妈的话，妈妈做好菜后，我端到桌子
上，然后给奶奶爷爷让座。所有人就为位后，要让着弟弟妹
妹，不要跟他们抢好吃的。

吃饭时，妈妈总给弟弟妹妹挟菜，而我要也学会尊老爱幼，
所以我挟了几个水饺给爷爷奶奶，奶奶和爷爷说我是一个孝
顺的好孩子。大家想必也听过“孔融让梨”的故事吧。在生
活中，我们也要这样做，有好东西，要拿出来给弟弟妹妹分
享。就比如上一次，妈妈给我买了许多的玩具，我到家就藏
了起来。妈妈说要给弟弟一起玩。我想到了妈妈的定的家
风——尊老爱幼。于是拿出来，和弟弟一起玩得很开心。

好家风好家教心得体会篇四

我有一个快乐、幸福的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有爱聊qq的
老妈，有爱种花卉、种蔬菜的奶奶，有爱看书、看足球的教
师老爸。我嘛，则是一个天真烂漫、活泼可爱的开心果，整
天嘻嘻哈哈的，凡是有我的地方，就有笑声和欢乐。

今天，我就来聊聊我的家风。俗话说，“不以规矩不成方
圆”。我家的规矩那叫一个字“狠”，两个字“太狠”，三
个字“非常狠”，四个字“狠得可怕”。老爸、老妈对我的
学习抓得特别严，学习态度必须端正，字迹必须工整，每一
个字都要认认真真地写。如果写得不好，不管做了多少，都
必须重写。比如上次，我一篇日记写得比较潦草，老爸居然
把整本日记都撕了，而后让我从第一篇开始抄写。我吓了个



半死，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把字写好。

我家的学习氛围非常浓，一家四口除了奶奶，一有空闲时间
就看书。尤其是晚饭过后，老爸、老妈和我都会不约而同地
捧上各自心爱的书籍如饥似渴地读起来，直至老妈不停地唠
叨：“可以休息了，可以休息了。”大家才叠好所看的地方，
关灯睡觉。至今，我看了差不多上百本书，每本书都有点记
忆，因为老爸让我每本书至少要读5遍。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记得一次考试，我因为必读书读
得不够仔细，结果一条简单的题目都写错了。老爸知道后质
问我：“这本书你不是读过了吗?读过了怎么还出错?”我张
口结舌答不上话来。从那以后，我看书都要读上好几遍，都
要做些摘抄，尤其是好词佳句。

好家风好家教心得体会篇五

一个人的成长成材，离不开家风的潜移默化;而一个社会的文
明程度，即是千万家庭家教家风的总和。“一室之不治，何
以天下家国为?”的古训仍历历在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的信条更是千年不殒，中国古人对于家风的重视由此可
见一斑。

家风是一个家族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处世之道，是祖先历经
世事之后的经验之言，可以成册，可以言传，但无论是哪种
形式，必是对儿孙的谆谆劝诫。好的家风淳朴无华，催人向
善，是引导儿孙成人成材的不二法门，也是约束儿孙行为规
范的'内心准则;反之，则误人误己，诱导儿孙步入歧途。往
小看是修身齐家，往大看是治国平天下。优良家风需要传承，
需要推广，社会正气需要弘扬。

家风对个人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家庭是个人的第一课堂，
我们常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便是对于
家风的一个最通俗的理解，也是一个真实的写照。父母诚朴，



则儿孙向善，父母贪腐，则儿孙效仿，家风直接影响个人的
价值观与世界观。古来宗族大家庭，必让孩子以德高望重者
为榜样，而今家庭变小了，更需要家长做好教育的第一任老
师，让优良的家风传承下去，为后代茵福。

良好的家风能形成廉洁的行政作风。近年来，官员子女家属
腐败事件频发，影响恶劣，不免令人质疑其家风。“小来偷
针，长大偷金”，不良家风追求物质、追求欲望、追求攀比，
不仅自己锒铛入狱，也为儿孙后代埋下祸根。值得庆幸的是，
行政廉洁公正的人也大有人在，他们一生奉公执法，淳朴善
良，为人民办实事，广受尊敬与爱戴。家风会蔓延到工作作
风，优良的家风则是法制化建设的重要推力，而行政作风的
廉洁公正则需要家风正统来保证。

家风影响社风，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石。社会是千万家庭的
总和，家风汇聚起来就是社风，多数家庭家风淳朴，则社风
淳朴;社风的急功近利，则说明多数家庭也是急功近利的。近
年来人们对物欲的过度追求现象越来越严重，拼豪宅、拼豪
车，甚至有结婚彩礼都明码标价的奇葩景象。人民向往的美
好生活，不仅是人人“仓廪实衣食足”的物质生活，还应该有
“知礼节知荣辱”的社会风气。而改变社会风气不能一蹴而
就，着眼点仍需在家风。

优良家风需传承，社会正气需弘扬，这不仅是利己的“小
事”，更是利民的“大事”。在全社会弘扬家风的建设，不
仅能扬善于小，防恶于微，更能引导人们摒弃浮躁功利，重
塑文明荣辱。而家风的建设也不是轻而易举的，需要榜样力
量，社会的持续关注和人们的长期努力。

好家风好家教心得体会篇六

读完这本家风，感触颇深。我相信每个看过此书的人都会有
不一样的感受，对家风一词也会有不一样的理解，下面我来
说一说我对这本家风的看法与感受。首先说家风一词，顾名



思义，家风就是一个家庭的风气、风格与风尚。而家庭的生
活方式、文化氛围是构成家风的重要因素。在此书中，老师
们多数都写到自己所感受到的家风是什么样子的，而这家风
并不是用一句话或者几个简短的词汇所描绘出来的，而是只
有说出自己身处于怎样的一个家庭环境，经历过怎样的家教
过程，用自己的一些小故事，小经历才能让我们了解什么是
她们所感受的家风，而这些贴近大众生活的小片段，更容易
让人置身其中，作为读者的我仿佛能够身临其境的看到那些
有爱的画面，从而真切的感受到何为家风以及的重要性。

家风为什么重要呢，我想读过这本书之后必然也是其意自见。
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当今中国，人们越来越重视道德风气、行
为准则的问题，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家风就变得更为重要，
家是一个人成长的第一空间，在一个人身上处处会烙有家风
的印记。家风也是一种潜在无形的力量，它是无字的典籍、
无声的力量，是最基本、最直接、最经常的教育，这一种无
言的教育，它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一个人的心灵，塑造着一个
人的人格。它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从世界观、人生
观到性格特征、道德素养以及为人处事及生活习惯等，每个
方面都会打上家风的烙印。所以家风对于一个人品质的形成
是尤为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家风代表的是一家人的精神面貌、品格修养和
处事原则。好的家风含有同心协力、相互体谅、相互扶持等
因素，推而广之到人际关系上，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
达而达人”，这有利于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一个家庭只有
培养良好的风气，树立良好的家风，家庭才能和睦，社会才
能和谐。一个国家也是如此，一个国家有良好的社会风气，
社会才能稳定，国家才能富强，“家风”正，则能安居乐业，
“国风”正，则能兴国安邦，因此，只有每个家庭都要树立
良好的家风。才能有良好的国风。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繁
荣富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

这本家风，正是现在社会所需要的，国家所需要的，它是正



能量的又一传播方式，是它带给我深深的震撼，我会发挥自
己的力量，用正确的方式，将好的家风传承下去。

好家风好家教心得体会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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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家风好家教心得体会篇八

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受悠久的儒家文化熏陶，形成了我们
仁义、宽厚的个性和忠诚国家、孝敬父母的观念。扬中华优
秀传统美德、良好家教家风，注重自身修养，注意行为举止，
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培育与传承良好家风家教从我做起，
为孩子健康成长营造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

“予人方便，自己方便。”社会发展不但需要专业技术，更
需要精诚合作的精神。培养孩子好性格，好品质，学会与人



合作，戮力同行，将来才能有大作为。

在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形势下，人们经济压力不断增大，
都在追逐买房、买车、孩子上名校等等物质利益的同时，价
值观发生了转变，被各种功利心所绑架，没有教会孩子如何
做人、如何做事，忽略了家庭道德教育对孩子的重要意义。
孩子的成长与家庭环境、家风、家规有着密切的关系。仁义、
助人、涵养常常可以从家庭教育中找到根源。

多读书、读好书，依靠书本知识和德育书籍的书本教育也是
潜移默化培养孩子忠诚国家、孝敬父母，做守法、自立、正
直、感恩的人的有益途径。我自小就爱读书，在我的带动和
影响下，孩子也把读书作为一个接触社会、知书明理的好习
惯。在读书方面我舍得投资，大约每年购书的花费就达1千元
左右，现在我家的藏书有好几千册，根据孩子各个成长期的
认知不同，我给孩子购买了婴儿画报、幼儿画报、科学画报、
儿童文学、儿童实用文摘等对孩子成长有益的书籍，孩子从
中学到了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

孩子是民族的未来，肩负着民族腾飞的重任。忠诚自古就是
一种美德，忠诚国家是中国人必备的基本素质。我从小教育
孩子必须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和校园规章制度，热爱我们的祖国。每星期一孩子坚持早到
学校去观看小学里的升旗仪式，并自豪的跟我说：妈妈，这
是中国的五星红旗，祖国的红旗，我们大家的!

尊重长者、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家里养成孝
敬父母的好习惯，到社会中才能做到关心朋友、同事，才能
做到对祖国的忠诚。在教育中我很重视培养孩子尊敬长者、
孝敬父母的好习惯。自组建家庭以来，我们相亲、相敬、相
爱，真诚相处，家庭团结和睦，关心老人、孝敬双方父母，
嘘寒问暖、添衣置袜。行为举止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孩子
三岁时，下着雪奶奶从老家给孩子带来笨鸡蛋，由于天气寒
冷加上汽车颠簸晕车，奶奶一进门表现出很累的样子，我去



拿暖宝充电的时候，孩子端着他的小水杯，从饮水机里接了
满满一杯温热水(家里有孩子我把饮水机的温度始终定在50
度)，一步一步慢慢的往前挪动到奶奶的床前用稚嫩的语言说：
“奶奶喝水，多喝热水不感冒!”当时感动的婆婆眼圈红了，
我虽然也很吃惊、很感动，但我认为这是应该的。让孩子了
解我们做父母的为他和家庭所付出的辛苦，孩子会逐渐珍惜
自己的生活，也会从心底里产生对父母的感激和敬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