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家风建设工作报告(优质6篇)
在现在社会，报告的用途越来越大，要注意报告在写作时具
有一定的格式。那么，报告到底怎么写才合适呢？下面是小
编为大家整理的报告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家风建设工作报告篇一

每个家庭都有有一个不成文的做人规矩，有一种传递正能量
的风气，这就是家风。我家的家风是孝顺，百善孝为先吗！

下面我就和大家讲一讲发生在我家中的真实故事：

我家住在河北省承德县八家乡彭杖子村四组，是一个四世同
堂的大家庭。太祖父八十五岁那年病逝，太祖母今年九十五
岁高龄了，身体康健，完全能自理；爷爷七十六岁，奶奶七
十五岁，爷爷双目失明，但身体却很好。我和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与太祖母生活在同一个大院落里。太祖母的生活
开始主要由奶奶负责，后来随着爷爷奶奶的年龄增长，体质
逐年下降，照顾太祖母的重任就落在了爸爸妈妈的肩上，两
个姑奶也常来照顾太祖母。

去年八月二十日上午，太祖母突然病了，全体家人马上把老
人家送到县医院，进行紧急治疗，打针、输液，半个月过去
了，身体逐渐康复。出院后，经过家人地精心呵护，她老人
家的音容笑貌又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我和妹妹经常为太祖母
洗脸洗脚、搀扶着她老人家到外面晒太阳，有时依偎在太祖
母的怀抱里，感觉太幸福了。

我爸爸才40岁，但身体不是特别好，前些日子患了眼疾，挺
厉害，但是父母二人每天还要坚持无微不至地关怀爷爷、奶
奶、太祖母的饮食起居。

每天看到长辈们孝敬他们的长辈，心中总有一种感觉在慢慢



萌生、发芽——这就是世界上最能感动万物的“孝”。

古人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积德行善，要“勿以
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对家人、朋友、同事这样
做了，对陌生人更应该如此。古人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当然这得靠我们的自身修养，并且要
持之以恒。毛爷爷曾说过：“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
是一辈子做好事。”让我们从现在开始，从自己做起，做个
孝顺长辈的好孩子。

家风建设工作报告篇二

自古，我国就有尊老爱幼的中华传统美德，自小从我们上学
开始，老师先教会我们尊敬长辈、尊敬老师、孝敬父母，学
会独立，长大以后更能真正体会理解它的含义。

家是温暖的港湾，只有在一个家庭平等、相互团结、相互谅
解、懂得包容中，才会营造出完美的自我。课堂上，我们上
了感恩教育课，课上，老师告诉了我们如何做人、懂得感恩、
懂得回报、懂得付出，老师的演讲是我们深受感动，每一个
同学都流下了感动的泪水，在那一刻起，我明白了什么是感
恩。

“传承好家训，培育好家风”，“好家训要做到，好家风要
创造”，刘奇葆曾说：“家风是一种无言的教育，润物细无
声的影响孩子的心灵。家风就是一种由家庭所引起的风气，
家庭不一样，风气不一样。一种好的家风，不是一两天养成
的，而是靠教育。平常的积累所得。所谓的家风的好坏，不
仅代表着一个人、一个家庭、一种责任。

家训就是人活着就要自立、自强，超越社会、超越自我、敢
于担当，做事自己要做到问心无愧，做人要做到对得起自己
的良心。



无论做什么事，发生什么问题，都会有解决的办法，人一定
要自信，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这样无论遇到什么事，都可
以微笑着去面对，良好的解决问题。

家风。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端正自己的家风，做一个有理想、
有抱负的人！

家风建设工作报告篇三

我们学校是寄宿制，每到周五下午，我就可以坐车回家，一
路上欢声笑语，期待着一头扎进太奶奶怀里的情景??一下车，
我一阵风似的跑到太奶奶家，可是大门紧锁，我可爱的老太
奶应该掰着手指头等我回家呀，能去哪儿呢？闷闷的回到家，
看到妈妈正焦急的打电话，原来太奶奶生了重病，已经被送
去了医院。我一听急得“哇”的一声就哭了，妈妈给我擦擦
眼泪“博雅不哭，妈妈带你去看看太奶奶”。辗转来到医院
里，太奶奶已经去做手术了。爷爷奶奶，在外工作的爸爸也
骑着摩托车风尘仆仆的赶来了，脸上的油漆还没来得及擦去，
还有二爷、三爷??一大家子人都在，有的焦急的在走廊里张
望，有的急得直跺脚，还有的悄悄地抹眼泪??忽然医生急匆
匆的出来了，“病人需要输血，谁的血型合适？”一家子人
把胳膊一撸，一拥而上，最后爷爷和二爷的血型都合适，俩
人还因为抢着献血差点急红了脸，爷爷坚定的说：“我是老
大，我先来”??可能太奶奶感受到了儿孙的孝心，她终于挺
过来了。

我正是出生于这样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太爷爷和太奶奶
已是耄耋之年，辛苦了一辈子，膝下三儿一女，大儿子就是
我爷爷了。爷爷奶奶今年六十多岁，跟黄土地打了半辈子的
交道，该享享清福的他们仍然闲不住，伺候老父老母，照看
孩子。爸爸跟着装修队到处干活，忙得不可开交。妈妈在附
近的纺织厂做女工，抽空还得去地里干农活。可就算再忙，
只要在家，每天按时去探望老人的规矩谁也不会忘。



这样几十口的大家庭在现在的社会已经很少见了，更令人街
坊邻居羡慕的是儿孙们的孝顺，为此村里还专程到太奶奶家
挂了一块“四世同堂，孝道传家”的牌匾。

对啊，“孝道”就是我们的传家宝了。

说一个小趣事吧，两位老人身体比较硬朗，不愿意和孩子们
住在一起，于是平日里各家做点好吃的总要把二老接到家里。
有次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家家要包饺子，太奶奶不愿儿孙
们麻烦，提前下“命令”：我跟老头子自己包饺子，谁家也
不去了。还没到中午，爷爷就让我把煮好的饺子给太奶奶送
去。我一路小跑，生怕饺子凉了，可到了太奶奶家一看，八
仙桌上竟然摆了满满一桌的饺子，大家不约而同的都来
了——这两碗是二爷家的姑姑送的，那一盆是三爷派小叔叔
送来的，还有姑奶奶骑车亲自带来的，再加上煮的鸡，炖的
肉，热气腾腾??看到我走进来，太奶奶和太爷爷笑得更合不
拢嘴了：“孩子们孝顺，我们这辈子值了！”

我们家将近三十口人其乐融融，靠一个“孝”字紧紧的团结
在一起。小小的一个“孝”字，寄托了家族长辈们的殷切期
盼，值得我家每代子孙用毕生时间去体悟、去践行、去弘扬。

身。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何尝不是人生最大
的悲哀？姥爷深谙其中的道理。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可我
姥爷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大孝子。太姥姥先是瘫痪在床，后
来又得了老年痴呆，十二年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姥爷他
一直侍奉左右，一口一口的喂饭，一勺一勺的喂水，端屎端
尿更是每天都有，他似乎忘了自己也是个花甲老人。儿女们
主动要求帮忙，他坚决拒绝，“我的亲娘，我来尽孝”。年
幼的我疑惑不解：“姥爷，你不嫌我太姥姥脏吗？”姥爷摸
摸我的头，“博雅，姥爷小的时候啊，你太姥姥就是这么照
顾我的，而且要艰辛千倍万倍”——我的太老爷在那个动乱



的年代遇害，二十多岁的太姥姥一夜之间哭白了头，裹着小
脚的柔弱女子擦干眼泪，独自抚养襁褓中的儿子长大成
人——她一个人经历了多少苦难，也许只有我姥爷能明白几
分。太姥姥走后我姥爷也病倒了，临终前，姥爷对儿孙们说：
“娘不易，我得去照顾她。”

孝心是春雨，润物细无声;孝心是蜡炬，成灰泪始干；孝心是
春蚕，到死丝方尽！孝——一个字，一辈子，姥爷的孝心感
染着我们每一个家庭成员。

好几个地方为奶奶买可口的饭菜。每当奶奶需要打点滴时，
妈妈就坐在奶奶旁边耐心地候着，以方便及时叫医生。奶奶
动手术期间，妈妈不敢睡觉，有时到了半夜，妈妈实在困得
不行了，就在扶手上睡一会儿，只要奶奶轻轻一动，妈妈马
上就惊醒了。爸爸想去医院照顾，可妈妈说“你是个男人，
心粗，我不放心。” 望着妈妈日益憔悴的面容，全家人都看
了心疼。乡亲们都羡慕奶奶有个赛过亲闺女的好媳妇。在妈
妈身上，我似乎看到了姥爷的身影。村里推选“好媳妇”标
兵，大家一致认为我妈妈当之无愧！

虽然爸爸妈妈从不曾教育我如何做一个有孝心的孩子，可是
身教重于言传，“孝”字早已扎根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我用
心学习，不让父母为我操劳；我抢着洗碗洗菜，为他们分担
一丝辛苦；我为父母唱歌跳舞，让家里充满欢声笑语??不仅
如此，周末的我更是“忙活”了，写完作业，先去太奶奶家
陪他俩浇花喂鱼，他俩耳朵有些聋了，我就像个小喇叭一样
绘声绘色的广播一周大小事件。然后去爷爷家，给奶奶揉腿
捶背，帮她打扫卫生，或者给她表演新排练的节目，哪怕什
么都不干，只是牵着她的手静静地坐着。因为我知道，对我
来说，陪伴是最好的`孝心！

“孝”仅仅是一个字吗！不！它是我们这个普通农家世代的
家训，是平凡的我们为人之本，更是中华民族之魂！我相信，
“孝”必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永久传承！



家风建设工作报告篇四

已经到了被父母催婚的年纪，玩笑间我问他们，对女婿有什
么标准啊?父亲一整肃容，说：“标准嘛就是要有殷实的家底。
”我嫌弃地撇撇嘴：原来你也这么俗气。父亲笑了：“物质
基础固然是提供你们小家的幸福根基，但这并不是我看重的
方面，我说的家底是说要看家教好不好。”

这个回答着实让我一愣，然又觉合理，婚姻其实也是两个家
庭的融合，作为我们家庭的新成员，家教家风务必相合才可。
倏而我又想起从小父母对我的教育确实一刻不曾放松，记得
从小听到最多的故事便是爷爷在极度艰难的条件下还依然勤
俭奋斗，一分一厘地省下供父亲叔父他们长大成人、读书进
学。很多事情今日想来颇觉不可思议，怎么会有人每天骑着
老式自行车到四十多里地外去贩卖鸡蛋风雨无阻;怎么会有人
寒冬腊月又累又饿舍不得吃碗面条只买一碗饺子汤暖身;怎么
会有人每日奔波却舍不得换下脚上补了又补破洞连连的布鞋
只为给儿子省出一本书钱。

父亲始终感激爷爷，当年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供他读书;
也感激爷爷以言传身教，教导他家贫却从来正直本分，不义
之财，虽贫不取;更感恩能有读书的机会让他了解除了三分地
以外的广阔世界，虽然求学之路贫困且艰辛。正如古语所
说“传家无别法，非耕即读;裕后有良图，唯俭与勤。"并没
有念过什么书的爷爷却始终践行着这样的训示。

爷爷因为劳累过度，很早便中风瘫痪了，父亲在二十出头的
年纪便担起长子的责任，扛住生活的重压，负担爷爷的医药
费，照顾幼弟长大。我认真想过，我是否能在比现在要小的
年纪里承担起家庭的重任，思毕苦涩地摇摇头：我，不如父
亲。

后来家里稍显宽裕，但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始终是父母教育
我的重中之重。记得从小唯一挨过的一顿打，便是四五岁上，



有一次家里来客。饭未吃罢小朋友们便催我带他们出去玩，
手里拿着正在吃的馒头，我们就到了池塘边。从一开始试探
性地撒点馒头末去喂鱼，到后面一帮小孩大块大块的`馒头投
向塘里喂鸭喂鹅。玩到兴起，又跑回去拿了新的馒头扔向水
里，到后来，水面上浮了一片白花花的馒头块。这触目惊心
的场景落入了担心我们安全找来塘边的母亲眼中，问清了缘
由便折了塘边的柳条把我带回去教育。

身为乖乖女的我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家法”后，牢记了三
点教训：1、要爱惜粮食勤俭节约。长大后从书中知道了这
叫“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
艰。”2、任何情况下，不可骄纵轻浮，即便再得意开心。3、
作为最大的孩子，有必要作出表率，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

这次事情对我的影响一直延绵到了今天，让我始终记得要勤
俭节约，踏实肯干，做事能安于心，即便如今我到了离家几
百公里的地方工作，早已远离了父母的庇护和监督。

家风是从小就播撒在人心中的种子，能够涵育、影响人的一
生。无形的家风必须依赖有形的家教而得以流传并发扬光大。
家教对人的影响很早，却也长远，这是一种无言的教育、无
声的力量，是最基本、最经常的教育。家教对孩子的影响是
全方位的，能给孩子打下不同的基础。现在的家长多寄希望
于学校、老师对孩子进行教育，挑学校挑班级挑老师，却不
知自己的言传身教、自己家庭的家风能对孩子起到更大的影
响作用。没有上过学念过书的人并不少见，但没有接受过一
点家教的几乎没有。

如今社会上讲艰苦奋斗少了，讲物质享受多了;比干劲儿比贡
献少了，比安逸比舒适多了，甚至偶有人为了小利益甘冒牢
狱之险，违规违纪顶风作案。而良好的家风，能在人的始发
站给人生的德行操守系上“第一粒扣子”，以小家风带动大
国风。



家无斗金，却有至宝，正是因为有了祖辈的精神传承，父母
的言传身教，才能让我成长为今天身无骄娇二气、独立自强
的姑娘。

家风建设工作报告篇五

今年春节假期，央视节目中，新闻联播和新闻30分“新春走
基层”栏目的“家风”，接连做了八期，给我留下很深刻的
印象，也使我浮想联翩，回忆起我过去的家风。

一是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我们家的堂屋里的神堂牌位就是
写的“天地国亲师之位”。每月的初一十五早，就要点香蜡
朝拜。就是由几岁的我（全家最大的男子）担当此任。母亲
教导我的是：没有天地就不生五谷，就没有人类。国有难家
必破，我们家就是国难家破的典范。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代
代族亲不可忘！每年年末守岁，一家围坐火盆听母亲述说家
世，控诉可恶的日本鬼子侵犯常德的罪行。

二是做人的道理。母亲对我的学习是无暇顾及；他自己经常
说的是要忙全家的`生活。但是，她要我必读的书有："三字
经";我从那里知道了孟母三迁的故事。要我读增广贤文，使
我懂得打虎还要亲兄弟，搞好兄弟和睦。懂得铁圩磨成绣花
针，要刻苦读书。他还要我抄写“正气歌”，晓得了文天祥的
“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民族气节。

三是求身的本领。除了读书外，她就告诉我打算盘。从
打“666”开始，再打三盘还原，六盘还原，九盘还原，归除，
剥皮除，斤求两，两求斤。所以，我1962年转入商业战线，
就不用学徒。

四是法纪观念，当然，那时我母亲不晓得么得法纪，她经常
和我们唠叨的是：“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为人莫犯法，
犯法莫为人”。就是教导我要遵纪守法！



我想这四条也就是我当年的家教与家风吧！

家风建设工作报告篇六

古训有言：百善孝为先。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孝亲敬老是营造幸福家庭的基石。我的爸爸是个大孝子，对
爷爷奶奶非常孝顺，嘘寒问暖，有好吃的东西首先孝敬爷爷
奶奶。有次奶奶生病了，爸爸天天陪在医院，妈妈想着法子
做奶奶喜欢吃的饭菜，他们忙完外面忙家里，我问妈
妈：“过着这样单调的生活，您幸福吗？“妈妈笑了
笑：“被亲人需要与依赖本身就是一种幸福，为家里操劳，
再累都是值得的。“我被他们深深影响着，我看在眼里，记
在心里。爷爷累了，我给他捶捶背，奶奶烦了，我陪她说说
话。

爷爷的身体力行，也是我学习的榜样。爷爷今年七十多岁了，
但对公共的事情仍然非常关心。冬季严寒，街道上堆满了厚
厚的积雪，他主动帮助物业一起扫雪，为大家出行清除障碍，
看见小区走廊的扶手破损，赶紧找来工具修好。在爷爷的影
响下，我也从不在小区院里乱扔垃圾，从不破坏花草树木。
遇到邻居主动问好，大家有困难互帮互助，和睦相处，平安
共建，我们居住的小区还获得了和谐社区的荣誉称号。

我的父母很重视对我的教育，从小就要求我多读书。通过阅
读我懂得了孝敬父母、尊敬长辈;懂得了正确对待长辈与父母
的批评教育;懂得了对人要讲礼节;懂得了如何做一个诚实守
信的人……这些教育与熏陶，使我在成长的道路上少走了许
多弯路。在学校里我勤奋学习，严格守纪，尊敬师长，和同
学团结友爱，是老师喜欢的好学生，是同学夸奖的好伙伴。

我的父母收入虽然不算高，但家庭生活十分温馨;父母的厨艺
虽然不是很好，但饭菜做得十分可口;父母的穿着虽然不算入
时，但我们却穿得十分得体。他们遇到事情一起商量，遇到
困难一起解决，事业上互扶互持，从来没有因生活琐事而吵



架。

文明是一盏航标灯，领着我们走出广阔的海域;文明是一句关
怀人心的话语，在大雪纷飞的腊月为我们送去温暖。家庭是
小社会，城市是大社会。家庭的和谐是城市文明的一部分，
文明的家庭是文明城市建设的基础，在大力提倡建设和谐社
会的今天，家庭的和睦显得更加重要，人人渴望美满幸福，
就让我们拿出自己的豁达之心、包容之心、关爱之心，真正
去体贴亲人，尊重老人，善待同辈，呵护小辈，这样每个家
庭就会更加幸福，我们的世界就会成为处处充满爱的世界。

我爱我家，我爱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