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和睦的家风家训 家风的演讲稿(精
选6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下来小编
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吧。

和睦的家风家训篇一

每家每户都有家风家训，我的家里也不例外，在我小的时候，
妈妈就培养我。还列了几条规矩。

妈妈从小就开始教育我这些东西，我烦透了，妈妈一天说好
几遍，但是有的我还是没有做好。比如;4、玩就痛痛快快的
玩，写作业不能粗心，这一条我就做的不好，写作业总是粗
心大意，356就写成354，这两个数就扣了一分，我太粗心了。

但是如果说起第一条和第三条，我应该的满分。

记得妈妈说过，放学之后不能玩，学习才是最重要的，学好
了习，想怎么玩都可以。什么事要先学。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这个我可一直都是这样，妈妈小时候就
是这样，我小的时候吃薯片，袋子撕不开，求妈妈的帮助，
妈妈说，撕不开就别吃了。我当时想，妈妈为什么要这样，
长大了我才知道，妈妈是为我好，我一年级就开始自己扎辫
子，二年级就开始洗袜子，三年级就开始洗校服，四年级就
开始帮妈妈打扫卫生，五年级开始做饭。

尊老爱幼是我们中国的传统，就有一些人虐待老人，打孩子，
也有的人给老人让座，孝顺老人，又对孩子很好，有好吃的



先给老人吃。

不让爸爸妈妈生气，不要有事没事就让父母生气。

家风家训，每家都有，每家都不同，如果大家遵守的话，我
们的祖国是多么的完美，不再有坏人，不在偷钱。

和睦的家风家训篇二

大家好!

父母是孩子成长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角色，他们兢兢业业地担
任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以自身的人格魅力去感染他们。孩子
的出色，代表了家长的正直;家长的善良，决定了孩子的热心。
他们认真教导我们履行自己的家规。

阳光分外毒辣，犹如一根根针扎在人们的皮肤上。天空万里
无云，似乎也生怕这刺人的针落在自己身上。繁华的商业街
上人流如潮，黑压压的一大片。爸爸携着我的手极为艰难地
穿行在人群中。

突然地，毫无落脚之处的街道上空出了偌大的一块水泥地。
我不由自主地投去好奇的目光——一个看起来年逾古稀的白
发老人拄着一根拐杖斜靠在路边的石墩上，衣衫褴褛的装扮
与周围路人身着的花花绿绿的品牌衣饰形成了天壤之别般的
对比，干枯的手脚上沾满了泥土与灰尘。或许是因为老人身
上有什么病菌吧，群众们忙不得离他远远的;稍近的人也赶紧
捂上宝贝的鼻子，一溜烟跑出好远。偶尔一枚闪亮的硬币划
过一道炫目的抛物线落进老人面前的破碗，就像暗沉黑夜中
引人注目的一点星光。

爸爸忽然停下脚步，从口袋里掏出一卷纸币，弯下腰来轻轻
放进那只碗里，随后拉着我再次无声的步入茫茫人海，与身
旁的人融为一体，没有太大差别。我看着附近走过的行色匆



匆的行人，就问爸爸他们为什么看也不看行乞的老人。爸爸
盯着我的眼，一字一句道：“这些大多是生而娇贵的社会上
层人士，享受了太多既无磨难又无痛苦的生活，不知贫穷、
饥饿为何物，只把乞丐看做社会的害虫，当然不会想到这些。
所以孩子，就算你无力给予经济上的帮助，请不要投以嫌弃
的目光……”从今以后，我牢记父亲的这句话，遇见了孤苦
伶仃的乞丐，就算不能给予经济上的帮助，也会投去善意的
目光。

善良、热心，是父亲给我上的最重要的一课，也是我的家规
中最重要的一条，我把它铭记于心，我要做好这堂课的“学
生”。要在生活中忠实履行热心人的义务，不愧对自己的良
心。做好自己，善待他人。

和睦的家风家训篇三

大家好!

待人真诚，言而有信，助人为乐，拾金不昧是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也是维系现代社会的纽带。

从小，爸爸妈妈就教我要讲诚信，不要撒谎，要爱亲者，不
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还要助人为乐，拾金不昧。

妈妈怕我不听话，就定了家规，总共十条。

一是要讲诚信，不能撒谎。

二是要助人为乐，拾金不昧。

三是捡到东西要交给老师。

四是要为班级做好事。



五是要孝敬父母亲等。

在吃饭时，不能发出声音，而且还要长辈先动筷，我们小辈
才能动筷，还有就是进房时要敲门，获奖时不能太骄傲等，
多么的规矩。

在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次，那是个冬天，我和邻居约定好去
后山堆雪人，那天清晨，寒气逼人，天寒地冻，最先带来冬
天信息的应该是雪了，出门回头望望自己家亮着的窗户，只
见玻璃上结着冰花，烟筒口流出的烟油子冻成了两根黄色的
冰柱。低头一瞧，地上有残存的积雪，白茫茫一片。环顾四
周，都是光秃秃的，没有草更没有花。那些枯枝败叶早被无
情的西北风不知刮到那个角落去了。我感觉太冷了，就又回
家睡觉了，而她却在冰封雪地的后山等着我，她一直等到太
阳红彤彤时才回去。后来我才记起要去后山，可她来找我了，
那时她脸冻的彤红，她说：“你一点都不讲诚信，你为什么
不去?”我不知怎么解释，只好把头埋的低低的。

后来，我跟她道过歉了，她原谅了我，我觉得很惭愧，现在
我知道不讲诚信的后果。

如果不是父母对我的教育，我就会不讲诚信，我觉得父母像
大地一样哺育我，使我有一个良好的习惯，我就像一颗幼小
的小草被大地哺育着。

我的演讲结束，谢谢大家!

和睦的家风家训篇四

大家好!

清晨，我坐在小小的书桌旁读书，回忆着当初遇到书时的情
景。



上小学之前，妈妈经常一边看着书。一边讲着书中的故事。
那时的我还小，一个个陌生的文字让我感觉不好玩。我还没
喜欢上读书，但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妈妈告诉我，那些好
听的故事，都是来自于图书里。

图书里的世界真的那么神奇?一年级的时候，我随手拿起书架
上的一本《童话故事》，当时就想看看里面漂亮的图画，可
谁知道，这一看竟然入了迷，我津津有味的读起来，沉浸在
我的童话世界里：英俊的王子、美丽的公主、邪恶的巫婆，
善良的小矮人……就这样，我爱上了读书。

自从喜欢读书以后，我改变了很多---小小的我有些怕黑，
却“勇敢”的走进了地下室;从前最让我头疼的流浪狗在挨饿，
我竟然可以善良的像个公主一样给它喂食。

读书不仅能改变自己的性格，还可以给我带来朋友。我有好
几个朋友都是因为喜欢读书而认识的。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
某本书中自己喜欢的段落，讨论作者怎么会有那么丰富的想
象力，可以把故事写的那么精彩。我们幻想着自己也能成为
作家，写出好的作品让大家来读，为了这个梦想，我们一定
要好好学习。

我热爱读书，读书给我带来了惊喜，读书给我带来了快乐，
我从读书中增长了智慧。

我热爱读书

和睦的家风家训篇五

大家好！

小的时候，爷爷奶奶就经常教育我，做人要正直，而且要乐
于助人，要善良……这些出色的品质，他们都用行动诠释了。
记得一次，我听奶奶说，以前，爷爷在路上捡到一条丝绸围



巾，回到家中后，二姑看到后喜欢的不得了，恳求把围巾给
她，可是他们还是把围巾还给了失主，尽管二姑哭的很伤心。
还有，八年前，奶奶在睢宁观音医院捡了一个弃婴，本以为
他是一个健康的孩子，可两年后却发现他是一个脑瘫儿童，
家里人都不同意抚养他，心地善良的奶奶却舍不得丢弃他，
直到现在还养在家里。

如今的我已经是一名初二的学生了，我非常乐意帮助同学，
尤其是解决学习上的难题，而且周末回家了，我会帮忙做家
务，给小弟弟讲学校里有趣的故事，还有邻居家的小孩总喜
欢向我请教问题，我会很耐心来帮助他，我会为此感到欣慰
和满足。

记得有一次，有三个事业有成的人来我们学校，要赞助贫困
的学生上学，班主任把这个难得的名额给了我，当时我强烈
反对，觉得还有比我更需要帮助的。却没拗过老师，心里总
觉的过意不去。没几天，学校又要我写贫困申请，我觉得我
已经有一份补助了。就把这个机会让给了别人。老师欣慰的
笑了。

看见奶奶这么爱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小弟弟，渐渐地我也学
会了去爱他，就像奶奶所说无论如何，他都是一条生命。

今后无论走到哪儿，我都不会忘记，爷爷奶奶的谆谆教诲，
我会让它们一直伴着我成长。

和睦的家风家训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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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