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传承优良家风争做时代新人手抄报
内容(大全8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
友。

传承优良家风争做时代新人手抄报内容篇一

红色基因是忠诚，爱党爱国，矢志不渝；红色基因是忘我，
无私奉献，无怨无悔。我们传承红色基因也许不必每天挂在
嘴上，但是需要我们铭记于心。

一位剧作家说：“我经常恍惚，我的脚下埋藏着曾经鲜活的
生命，我就踩在他们的身体上，我们的幸福和我们的生命来
自于他们勇敢的牺牲。”所以，在这个伟大的变革时代那些
血与火相伴随，与你我相联系的红色基因，是我们情感的依
托，精神的归宿，前行的动力。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缕魂。我们伟大的共产党人用
寸寸鲜血换来我们片片山河，换来了供我们踩在脚下的寸寸
热土，用他们的生命成就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敬爱
的毛泽东同志领导共产党人走过了震古烁今的两万五千里长
征，吃了世界上最大的苦，流了一个人可能要流一生的汗水。
这就是伟大的红色基因。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长征过程中最令我感动的是马宝玉、曹振林、
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五个人，他们在作战时带的子弹打
光了，就用山上的石头打击敌人，为了不被敌人俘虏，在最
危急的时刻，他们毁掉了枪支义无反顾的纵身跳下狼牙山。



曹振林和宋学义在坠落时被树枝挡住保存了性命，而其他三
人从此长眠狼牙山。这件事在他们身上表现出了崇高的爱国
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被人民誉
为“狼牙山五壮士”，这也是伟大的红色基因。

红色基因凝聚了力量，引领了未来，典藏了历史，穿越了时
空，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心中永久的向往和神圣的殿堂。
红色基因的产生凝聚了无数共产党人的心血，他们依靠“铁
石相击，必有火花，水气相荡，乃生长虹”坚定信念，不驰
于空想，不骛于虚声，才为我们留下了令人热血沸腾的红色
基因。

每个人都有着来自父母给予我们的的不同基因，而红色基因
是中国共产党给予我们每个中国人共同的、永不消失、永不
变异的基因。这个时代的我们在向前奔跑的过程中会面临数
不尽的机遇和挑战，我们更应该珍惜共产党留给我们的这无
比丰厚的精神财富，用红色的激情去拥抱时代、拥抱事业、
拥抱人生，让红色的基因传承万代千秋。

传承优良家风争做时代新人手抄报内容篇二

在我心里，家是菜园，我是菜苗，是一棵茁壮成长的小苗，
而陪伴了我十一年的家风则是甘露?雨滴，是家风耐心的历经
春夏秋冬滋润我，没家风的滋润，我就不能够茁壮成长。

家风伴我从懵懂无知走向成熟，一步步在人生的阶梯上踏上
脚印，是它塑造我的无形力量——家庭的生活方式。在模糊
的记忆中，妈妈教我懂礼貌，尊老爱幼，诚实守信，助人为
乐，品质方面严格把关。时间不紧不慢的流逝，事情一次一
次的发生。我们家的争议声又一次直逼耳际：

“你说你都多大了，干什么都干不好。瞧瞧，让你给阿姨倒
杯水，干嘛倒那么满，洒的到处都是。”一向宠爱我的妈妈
一边擦着桌上的水，一边又开始唠叨了。虽然说，妈妈



的“话匣子”有点烦人，但勉强算得上是“音乐”。就听下
去吧。原来今天早上我家来了位做客的阿姨，妈妈命令我去
倒一杯水给阿姨喝，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不料，
我的手好像触电了一样，不小心抖了一下，水就倒满了。有
点不小心，不过我不是故意的。阿姨走后，妈妈的“低音小
喇叭”开始不停地的播放，做事稳重，不要三心二意，以后
给别人倒水是不能倒满的，水倒满了是对别人的不尊重，我
默默的记在心里。

妈妈一送走客人，回来就又对我挑毛病了。我怎么这么倒霉，
“……!”“那么大了，连点规矩都不懂，客人来了也不知道
打声招呼，只顾忙自己的。”你千万记住了，“要学会尊重
别人，别人才会尊重你，得有礼貌。”从此以后，家里来客
人我一刻也不敢怠慢，急忙左一声“阿姨好”，右一声“叔
叔好”。

我在妈妈的话匣子里学到懂礼貌，尊重他人，做事专心……
伴随着岁月，年龄不断增长，妈妈却毫不松懈。告诉
我：“这些事情虽然微不足道，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
可以直接影响你的成长。对你未来在社会上做人处事有非常
大的帮助。”我的家风由我的妈妈培养出来，从小开始一步
一步，一件一件。

没有错，好家风的养成，是正能量的传递，也是以后对自己
教育的回馈，只有家风好了，国风才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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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传承优良家风争做时代新人手抄报内容篇三

每一个家庭都有属于自己的家风家训，而家庭的每一个成员
都在家风家训的熏陶中成长，家风家训如同雨露般滋润我们
成长。在良好家风的影响下，我健康茁壮地成长着。我的身
上已深深烙上了家风的印迹：孝敬长辈、勤劳节俭、甘于奉
献。

首先来说说我的爸爸，听别人说我的爷爷在年轻的时候，在
战场上牺牲了，当时我爸爸才十几岁，往后的日子我爸爸就
和我后来的爷爷共同生活，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在他们
相处的近四十年的时间里，我爸爸对他就像是对待亲生父亲
一样，从来没有跟他顶过嘴，甚至连一点小小的争吵都没有，
在后期爷爷生病，卧床不能自由行动的时候，是爸爸一直守
护在他的身边，照顾爷爷的饮食起居，他们两个人的和睦相
处也成为我们村里的一段的佳话。由于受到爸爸的身体力行
的影响，在我长大成人后，同样懂得了孝敬长辈是多么光荣
和骄傲的一件事，在生活和学习的过程中，主动考虑父母的
感受，多为他们分忧解难，不让他们太为自己操心，在后期
爸爸生病的时候，我也是尽心尽力的去照顾他，只是最终也
没有得到上天的眷顾。

再来说说我的奶奶及全家，奶奶是出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人，
她经历了我们这代人想都无法想象的生活，没有吃的，没有
穿的，打我记事起，她就经常给我讲述当时生活的苦，能吃
上一口吃的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因此她在生活中是最为勤
劳节约的一个人，家里面所有想要扔的东西她都要看看，是
不是还能有什么别的作用，经常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
补又三年"，但我当时觉得是不是有点太严重了，当我开始上
高中、大学的时候，随着学费的增长，物价的上涨，我深深
意识到节俭的重要性，虽然从小受家里的影响，自己也知道
节俭，但是在上大学的日子里，爸爸为了让我能够在大学吃
的好一点，放弃了原来比较舒适的工作环境，来到一线高温
的环境，仅仅是为了一个月多挣200元钱，为了能够让我在大



学的生活更加宽裕一些，爸爸不辞辛苦，每天下班后回家帮
妈妈干农活，而在这样的高强度劳动下，全家人甚至一年到
头只有在春节的时候才会买上一两斤肉，平时基本都是靠着
自家地里面的粮食和蔬菜过日子，到了冬天和春天没有菜的
时候，就靠着提前晒干的豆角、白菜、萝卜等来应付，并且
家里的饭菜从来都是，这顿吃不完，下顿再吃，从来没有一
个人舍得把它们倒掉，受到全家人这种勤劳节俭的生活品质
的影响，我在大学也是刻苦学习，每天在保证吃好的前提下，
节约每一分钱，在我们全家人的共同努力下，使得我们的大
学生活过的非常的顺利，最终也顺利毕业，找到工作单位。

最后来说说我的姐姐，在我姐姐16岁初中毕业时，当时由于
中考没有考好，但也能上个中专，那时候的中专毕业是包分
配的，也是很不错的选择，但当时我11岁，马上就要上初中，
爷爷又重病在身，全家的收入只是爸爸每月的几百元钱，还
有种地卖粮食的钱，要是姐姐继续上学的话，当姐姐上大专
的时候我上高中，经济压力相当的大，就在此时，姐姐提出
自己选择不念了，说弟弟学习比较好，将来会有前途，希望
出去打工，为爸爸分担家里的负担，虽然当即遭到了爸爸的
拒绝，但是姐姐还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找家里人商量，最终家
里仍然不同意，但她还是选择了放弃学业，在城里的餐馆里
打工，和爸爸一起供我上学，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很可惜，
也觉得自己亏欠姐姐和家人的太多了，我现在只有好好工作，
才对得起姐姐及家人对我的付出。

这就是我家里的几个故事，我从爸爸身上学到了孝敬长辈，
百善孝为先；从奶奶和全家人的身上学到了勤劳节约，靠自
己的双手劳动创造财富，节约生活的一粒米、一滴水，汇聚
出更大的力量；从姐姐身上学到了甘于奉献的精神，在今后
的工作和生活中，一定要甘于奉献自己的力量，奉献自己的
才华，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这些良好的家风家训伴随
着我健康成长。

目前我也是身为爸爸的人了，我一定以身作则，将家里的优



良的家风家训展现在孩子面前，让她在成长的过程中明白孝
敬长辈、勤劳节俭、甘于奉献是多么快乐而有意义的事情。

传承优良家风争做时代新人手抄报内容篇四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是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但
一问到“你家的家风是什么家训是什么”同学们就会傻眼了。
每个家都有自己的家风、家训。好的家风、家训不仅承载了
祖祖辈辈对后代的希望，也同样体现了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
美德。

小时候，我去爷爷家拜年，向爷爷道了声“新年快乐”，爷
爷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红包，放在我手上，并语重心长地对
我说：“孙女啊！你已经六岁了，明年就要上一年级了。我
要告诉你两句话，第一句是要尊敬长辈。无论你将来走到哪
里，看到长辈都要有礼貌，特别是父母将你带到了世上并养
育了你，一定要报答他们，孝顺他们；第二句是要勤俭节约。
“成由勤俭败由奢”，即使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也不
能大肆浪费，要从生活的点点滴滴做起，养成勤俭节约的好
习惯。这就是我对你的期望，也是我们的家风、家训，希望
你时时刻刻的记住”。

小时候我懵懵懂懂的，不太理解意思，就没放在心上。现在，
我才真正明白爷爷说话的含义。知道了“尊敬长辈，勤俭节
约”是作为姚氏家族必须时时刻刻铭记于心的。因此，我开
始了长久的实践。

当品尝完热气腾腾的佳肴，我便帮着妈妈将一个个碗、盘子
清洗得干干净净。当每周一次的大扫除来临之时，我便会拿
起拖把、扫帚将家里的角角落落打扫的一尘不染，把地拖得
亮如明镜；在父母生病时，我会为他们端水送药，陪他们多
说会儿话；当自己犯了错，父母批评教育时，耐心倾听；当
父母为我呕心沥血时，道上一句“谢谢”；当父母疲劳时，



为他们送上一杯浓茶，帮他们捶捶背；一句关心的话语，一
张满意的试卷，一个会心的微笑，来慰藉父母关爱的心。

记得去年暑假，妈妈不知道怎么回事，上吐下泻，还头晕的
厉害，吃了药也不见效，碰巧爸爸没在家，看着妈妈那憔悴
的脸庞和痛苦的表情，我又着急又心疼。该怎么办呢？我使
劲地回忆起我生病的时候，妈妈是怎么照顾我的，一幕幕温
暖的画面涌上心头。我赶快给妈妈倒了杯热水，又拿了个热
水袋帮妈妈暖暖肚子。然后打开电脑，查找了粥的做法，按
步骤做了一碗粥。当我把粥盛好，小心翼翼地端到妈妈床边
时，妈妈的眼角竟然流下了泪水。她说：“这是我吃过的最
美味的粥，因为是我女儿亲手做的。”那一刻，我才明白，
父母对孩子的要求真的太少太少，而我们能为父母做的其实
还有很多很多。我们的谦虚好学，勤奋上进，健康成长就是
对父母最大的回报！

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无论家里收入高低，
我们都应该勤俭节约。长大的我吃饭很挑食，不是挑肉就是
挑菜，还常常剩饭。洗手时，一次就要浪费半盆水，洗完后
水龙头还总是忘关，白白浪费了很多水。妈妈语重心长地对
我说：“勤俭自古为美誉，节约至今是佳称。如果大家都只
知道浪费，不知道节俭，就败坏了我们的传统美德。相反，
如果我们节约，勤俭持家，我们的国家就能更快地富强起来，
美德也会传承下去。以后不要再挑食、剩饭了，更要节约用
水。”从那一刻起，我知道了要“勤俭节约”。

铭记家风，为自己的人生做奠定，而坚定基础，踏出坚定的
步伐，才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良好的家风对社会而言，
就是一种道德的力量。家风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传承下去。
因为我深深地明白了：传家风，承家训，才能家和谐，国安
康。



传承优良家风争做时代新人手抄报内容篇五

千百年来，客家人在由北向南的长途跋涉和频繁的迁徙中创
造的绚丽多姿的文化、独特的风情风貌源远流长。她不仅保
留了古老汉民族固有的优秀文化传统，还吸收了瑶族等的优
秀文化和风俗，从而使客家民俗文化千情万种、云蒸霞蔚、
独具特色。成为汉民族文化中光彩夺目的一页。下面我将从
七个方面浅谈一下客家的风俗。

一、生活风俗

客家人的房屋一般都是大瓦房，传统的房屋为平房，厅堂分
为上厅、下厅，中间为天井，上厅后面是储藏室，上厅正宗
摆八仙桌、挂镜屏，镜屏上面是祖宗牌位。吃饭在下厅，冬
天烤火也在下厅。上厅两侧是大寝室，为老人和已婚夫妇使
用，下厅一侧是小寝室，是未婚青年使用，另一侧为厨房，
猪牛圈则在房屋的左右两侧。照传统俗规，旧房子多留给长
子住用。

二、家庭风俗

由于重视家族，所以老人极受尊敬。客家俗规，吃饭时，老
人座位面向大门，以示尊重，成年人次之，坐在两旁，小孩
只能坐在对着老人的那一面的座位。如果家里人太多，男的
坐一桌，女的坐一桌。吃饭时，小孩要主动帮老人夹菜，小
孩帮老人添饭时，接碗、递碗必须是双手伺候。老人讲话时，
小孩不能随便插嘴，或在旁边喧嚣。吃完饭，小孩得讲一
声“慢吃”。在家庭风俗中，小孩的出世极受重视。当孩子
出生三朝，外婆和近房嫂子、弟媳和已婚妇女用竹萝装鸡蛋，
来到新产妇家做“三朝”。半月后，外婆邀更多的妇女，担
甜酒、鸡蛋、米、母鸡、背带给外甥做“半月”，俗称“吃
姜酒”，这次酒席最热闹。小孩满月后，外婆又邀妇女给外
甥做“满月”。客家人一般不做周岁。



三、婚姻风俗

客家人择偶，多为父母作主，媒人拉线，其婚礼一般有说媒、
座谈、合八字、定亲、迎娶、三朝几个环节。媒人看两家年
龄相当、人才相配的男女青年尚未婚配，就主动上门说媒，
或是家中有待婚或待嫁的青年，其父母也会求媒人做好事。
男女双方见面后，互相倾吐心事，于老人同意，认为合适，
就开出“八字”由男方交给算命先生按天干地支等捏算，假
如男命是金或水，女方是水或金，就认为比较合适成婚。一旦
“八字”合适，双方老人同意，男女双方同意，婚事就有希
望了。接着男方下聘金，俗称“外家钱”，多少由双方议定。
下聘金就算定婚了，然后才到政府去办结婚证。待男方准备
妥当，把迎娶时间告诉女方，女方就得着手准备嫁妆。婚礼
前一晚，新郎在陪郎陪同下，给女方送去肉、酒、水、糖若
干，新郎回到自家。第二天，新郎在陪郎的陪同下去迎娶新
娘，并带去名目繁多的封包，给新娘的父母、兄弟、姐妹、
叔伯、婶婶，甚至厨房烧饭、砍肉的也得一份。新娘的哥嫂
也得给新郎封包和新鞋。又从男家挑选两位姑娘拿稻穗、剪
刀、镜子、公鸡到女家，由女方家招待。和当地壮族群众一
样，女家都要给陪郎和男家来的姑娘挂彩，抬出嫁妆。出嫁
那一天早晨，新娘站在米箩下向祖宗辞行，然后，穿黑衣、
黑裤、黑鞋，束红头绳，撑黑伞，捂白毛巾，由嫂子背出门
坎，向新郎家步行或乘车去。到男家拜堂后，新娘当晚要回
娘家，第三天才在母亲、伯娘、婶母、嫂子等人的陪同下，
担着小猪、小鸡到男家，以示为新婚夫妇准备生活的本钱。

四、丧葬礼俗

比起其他礼俗，丧葬之俗来得更为庄严肃穆。客家人对于此，
做得十分周到，甚至过于繁文缛节。葬务从厚，礼务从奢，
丰其筵席，醉饱灵侧，鼓乐奠别等等。一些地方至今旧俗犹
存。

病人临终之际，便将事先做好的“寿衣”给病人穿上，



称“着寿衣”。过去有“上六下四”之说，即上身穿六重衣
服，下身穿四重裤子。客家风俗重视送终。出门在外的千方
百计赶回家，以求在临终前见最后一面，显得孝顺。人断气
后，马上烧轿，焚纸，眷属、儿女悲哭成叫。是为“送终”。
报丧病人断气后即刻报丧。孝子往外祖母舅家及亲伯叔家报
丧，在门前或附近路口还出讣告。

摆孝堂：在遗体前挂白布，摆香桌，放灵位牌或遗像。早晚
哭灵，登记亲友送来的礼物或“代烛”，帐布按序挂在孝堂
两旁。

“落枕”即就是：移动遗体，在厅堂地上铺一白布，将遗体
放在上面，头新瓦，瓦上垫以布制三角枕，日夜派人守候；
择日定时将遗体入棺叫“入材”。每天清晨和傍晚以及亲友
来吊唁时，丧家女眷在帐内棺旁举哀。晚上亲友参加孝堂守
灵，俗称“陪夜”。

发丧要择时，常在早晨。旧时在头一天要“闹丧”，通宵达
旦，鼓乐喧天。发丧先举行祭奠，再起柩出殡。讲究排场，
以显示儿女孝顺。

“安葬”即就是：将灵柩放入墓地。墓地选择讲究“风水”。
坟墓外观很似客家人的围龙屋，是客家人崇拜祖先的一种表
现。埋葬后第三天，亲属穿孝衣到坟上哭拜祭奠，烧纸钱，
谓”醮三朝”。

“做七”即就是：人死后，每逢“七”日，要举行祭奠，俗称
“做七”。一般只做“五七”。最后举行祭奠，焚化灵屋
（纸屋），叫“完七”，以示丧事的结束。以后，周年举行
祭礼，叫开小孝；三年举行祭礼，叫开大孝。开大孝时，门
前、厅堂换上红联，一切恢复正常。

客家之俗，安葬若干年后（常为十年），挖开墓穴，将遗骸
用炭火烘烤，按人体结构屈肢装入特制的陶瓮内，谓“检



金”，然后重新安葬，这才是永久、真正的坟墓。

对于非正常死亡的人，有一些特别的丧葬礼俗，如比较注重
请僧道打醮念经，超度亡魂等

客家文化源远流长，我相信她会一直流

传承优良家风争做时代新人手抄报内容篇六

家，是我们人生中的第一所学校。一个家庭的家风，决定了
孩子的一生。我庆幸，家人的言传身教，使我这棵“幼苗”
能够在和暖春风的吹拂下茁壮成长!

我家是美好的，从小到大，耳濡目染，家中所有人都用实际
行动告诉我诚实是最大的美德。

还记得那是一个周末，妈妈带着年仅七岁的我去超市买东西
时，我一眼看中了一个迷你椭圆形的彩色蜡烛。妈妈不愿给
我买，我沮丧地转过身，摆弄着蜡烛。当时年幼的我对金钱
没有概念，只知道一心想要漂亮的蜡烛，趁人不注意，我把
小蜡烛塞进了口袋里。

回家的路上，我心中窃喜妈妈没有发现，忍不住把手放在口
袋里摸来摸去。妈妈好像看出了端倪，严肃地盯着我的眼睛，
轻轻地问：“你口袋里有什么?”我被妈妈这一问，心中好像
有什么东西在爬来爬去，脸颊像发烧了一样火辣辣的，心虚
极了。妈妈摸了摸我的头，轻声说道：“孩子，妈妈知道你
偷拿了那个小蜡烛，但是做人要诚实，咱们现在回去把它还
给老板，好吗?”我纠结地低下头，摸了摸口袋里的蜡烛，点
了点头。

回到超市里，妈妈把来龙去脉说了一遍，又向老板再三道歉。
老板满脸诧异，不解极了：“其实这迷你蜡烛就五毛钱，孩
子喜欢就当我送给她了，没必要……”“不可以，虽然只有



五毛钱，但是没经过别人允许就偷拿东西是不对的，孩子还
小，所以不能让她的意识里留下这种坏想法。”妈妈一字一
句地说。

就是从那刻起，我的心中就刻上两个闪闪发光的大字，那就是
“诚实”。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和爷爷在小公园散步，
前面有一位二十多岁的大姐姐背着双肩包，小夹层的拉链没
有拉上，一部崭新的手机掉了出来，我赶忙上前捡起来。爷
爷看着我手中的手机，慈爱地笑了笑，说：“这手机一定很
贵吧，你想想，该怎么做?”我看着漂亮的手机，小声
说：“可是……我一直想要一部手机……”我此刻心中浮现
出妈妈的声音，于是我又大声说：“我要还给姐姐!”我一溜
小跑追上姐姐。姐姐惊喜之余，一个劲道谢。爷爷欣慰地说：
“孩子，你还小，但是一定要知道，一个人最重要的品格就
是诚实，爷爷希望你能够在成才之前学会做人。”我听了爷
爷的话，心中一颤，我告诉自己，在任何时候都要牢记“诚
实”的美德。

在不久前，班级里进行单元检测，卷子非常难。我才做了一
半，只听身后传来好朋友小宜的声音：“‘学霸’，第二道
大题第三个问怎么写?”我看了看自己的卷子，刚准备回头告
诉她答案，可是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响起“诚乃为人之
本……”我扭过头对她说：“我不能告诉你，因为我们要诚
实对待自己的成绩，不能欺骗自己。”一个“诚”字让我成
长!

在家风的影响下，我从无知的孩童变成了懂得诚实守信的少
年;在家风的影响下，我从懵懂走向了成熟。我为我家中弥漫
着诚实气息的家风而骄傲!让这诚实之花绽放在我们每个人心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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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

有一种文化，从五千年的文明深处走来，带着历史的芬芳；
有一种精神如旖旎的春风，自血脉之初浩荡飘拂，延绵至今。
它是儒家文化中的“诗礼传家”、“修身、齐家、平天下”，
它是老百姓门板上镌刻的“忠厚传家永，诗书继世长”，它
是历经时间洗礼的处事智慧，也是耳熟能详、代代相传的治
家格言，他，就是-----“家风”。

家风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久违的字眼。在浩若烟海的历史
中，注重家风是众多志士仁人的立家之本。从古至今，《颜
氏家训》、《诫子书》、《勉谕儿辈》、《曾国藩家书》、
《傅雷家书》等等都在民间广为流传，闪烁着良好家风的思
想光芒。历史上的“孟母三迁”“岳母刺字”“孔融让梨”，
同样展现着良好的家风的美德。“非淡澹无以明志、非宁静
无以致远”“莫贪意外之财、莫饮过量之酒”等教子中的古
训至今为世人广为尊崇。

家风又如此贴近我们的生活。它是家长的言传身教，是长辈
的一声叮咛、一句嘱托，是一直植根于我们心灵深处，从未
割裂的精神传承。我家在黑龙江省绥化市，从小我的父亲就
教育我做事先做人，要知深浅，知是非，知廉耻，知轻重，
要吃苦耐劳。这辈子我印象最深的是到南方前和父亲的一次
长谈。从部队复员回家后我一直想到南方闯一闯。临行前父
亲和我说：儿子，毛泽东有两个女儿，一个叫李纳、一个叫
李敏，知道是什么意思么？我说，不知道。父亲说：做人要
敏于行、讷于言，能力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个人的品德，
要做多干实事、少说空话。儿子，不管到哪里都坚持好好干。
”20__年5月我从黑龙江来到了浙江，从事电子商务工作，从
最初的销售bd，到分公司经理，是父亲的教诲支撑着我努力做
事，同样我也获得了相应的回报。后期调任南京大区销售一
部经理，虽然暂时离开了销售一线，转做管理，但我依旧身



先士卒，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尽量满足客户的需求。20__
年11月，我有幸进入法院，在执行部门工作。由于工作的'特
殊性，更加要求我们要多干实事、少说空话，我严格按
照“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工作宗旨，秉公执法，廉
洁奉公，与同事一道栉风沐雨、风雨兼程，为万年的执行工
作奉献自己微薄的力量。家风不是刻在墙上，写在纸上，父
亲那句“敏于行讷于言”的温暖教诲，已在我心中播下美好
的种子，让我在生活中润物无声地践行；这也是父亲留给我
最珍贵的人生财富，它浸润于我的血液，是我不断成长和成
熟的神奇能量。

家风是寄托传统、盛放亲情的陈年家私，也是文化源流的朴
实沉淀、社会价值的坚定担当，更是我们在这个时代相互激
励、共同进步的精神薪火。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风
正才能民风淳，民风淳才能政风清。让我们携手并肩，以特
有的血脉精神激浊扬清，传承好家风，聚集正能量，让我们
的明天更美好！

传承优良家风争做时代新人手抄报内容篇八

优良的家风形成，往往是通过创立者的建立，和几代甚至数
代人的不懈努力，践行而形成的，通过父传子，子传孙，子
子孙孙相互濡染的家庭教育氛围，在生活的点滴之中不断地
践行，形成一种无言、无声的教诲，最为直观、最为直接、
最为基本、最为经常的家庭教育，在一代又一代的践行过程
中，铸就了家庭言传身教的典范，铸就一代又一代的英才。
家风是一个家庭或家族最为重要的、无以替代的精神财富；
它弥漫于整个家庭或家族之中，影响到每一个家庭成员，惠
泽于家庭的成员；家风也是一个家庭或家族的魂魄之所在，
支撑着家庭的进步与发展。传统中国，人人都崇尚、向往底
蕴厚重、有着浓厚文化氛围的家风；这也是众多人所追求向
往的目标之一。

对于有着敦厚家风的家庭和家族，众多人都是顶礼膜拜，心



仪向往的，甚至渴望进入那样的家族，成为其中的一员。这
也是家庭和家族走向显赫和长盛不衰、兴旺发达的根本。良
好的家风可以塑造出人高尚的品格，高雅的举止，成为人人
向往的道德典范，一枝独秀、鹤立于整个社会“圈子”，为
众多人，众多家庭所效仿。有着良好家风的家庭或家族，他
们的子嗣及早就明白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明白自己的责任
和使命；懂得敬畏；懂得珍惜光阴，趁早好好地读书；懂得
创业难守业更难，知难不难……在这样的家庭熏陶下成长的
人，懂得成功在于积淀，在于勤奋努力，明白勤能补拙的道
理；明白勤为人生的第一要义，勤于学习、勤于思考、勤于
努力……成长在拥有良好的家风的家庭中是人生中最大的荣
幸，能领先于他人及早地认知生活。这种家庭的人热爱生活，
热爱生命，思想丰富而多彩，有着自己追求的人生目标，每
天过得都会很有意义，日子里写满的是充实；他们拥有一个
健康的心态，不急不躁，不卑不亢，身体之中时时处处散发
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味道——温文尔雅，一点也不显低俗；举
止规范，处世豁达，通晓事理，光明磊落，总能顺势而为，
有着大家之风范，绝不小肚鸡肠；生活杜以俭朴着称，不贪
求奢华；诚信为人，表里如一，讲究耕耘，注重过程，顺其
自然，不急功近利；从善如流，厚德载物。生活中，每个人
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性格特征、道德素养、为人处
事等，无不烙上家风的印记。家风虽是一家之风范，却是铸
造子女成才的熔炉。

家风对于以家庭的发展和延续是至关重要的，是家庭文化建
设发展的结晶和支柱，是家庭精神的浓缩和特色所在，也是
家庭文化特色的外在，更是社会精神文明的细胞，社会和谐
进步的脊梁，国家繁荣昌盛的前提和基础。众多的家庭需要
创建家风的魂魄去支撑，去走出家庭家族昙花一现的辉煌，
走出“富不过三代，穷不过三代”的生活怪圈。良好的家风
传承是社会风尚的健康发展前提，每个家庭都应构建起具有
各自特色的家风和家教，作为家庭的核心人物责无旁贷应该
担当起这一重任，形成家庭的凝聚合力，给力社会风尚进步
发展；给力伟大的“中国梦我的梦”的实现；千万个家庭组



合成一股强大的振兴中华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