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家风家训培训心得体会(模板5篇)
我们得到了一些心得体会以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
心得体会，这样能够给人努力向前的动力。那么心得体会怎
么写才恰当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心得体会范文，希
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家风家训培训心得体会篇一

强调“要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契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指出个人、家庭、国家
的有机统一。把家风家教作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
升公民道德修养和文明素养的重要内容，势在必行。“清白
持家、简朴本分、为民奉献”的谷文昌家风则是家风建设的
风向标。

谷文昌同志离开我们已经__年了，在他留下的丰富的精神财
富中，家风更是我们全面治党的传家宝。回首谷文昌的一生，
他严以律己，廉洁奉公：决不允许自己的家属搞特殊：

二是“特别严格”，就是一般群众可以做的事，领导干部子
女不能干。

谷文昌家风既是谷文昌对亲属的具体要求，也是严格自律的
真实写照，更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谷文昌家风内
涵丰富，特色鲜明，事例生动，集中体现了那一代共产党员
艰苦朴素、清白为官、为民奉献的优良作风。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从严治党，应继承和发扬好这种优
良作风，让简朴本分的“谷文昌家风”引领社会风尚。

“欲治国者，先齐其家”，家风作为一个家庭的风气，是一
种潜在无形的综合力量，是社会风气的涓涓细流，也是中国
传统文化和道德在每个家庭中的`传承。中国历史上，许多有



为之士都把修身、齐家与治国联系起来，认为要治国就必须
修身齐家。“爱其子而不教，犹为不爱也;教而不以善，犹为
不教也”。留钱财给子孙，不如留下智慧与德行。谷家“清
白持家、简朴本分、为民奉献”的家风，是谷文昌言传身教
的结果。今天，对我们党的领导干部来说，如何教育好家属
子女，树立良好的家风，自己必须率先垂范，做出榜样。

家风家训培训心得体会篇二

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告诉我，人要善良的活着。渐渐地长
大了，也就把善良当成了我们的家风。等到我有了家有了孩
子，当听到儿子第一次叫我妈妈的时候，我就自己在心里说，
孩子妈妈不希望你多优秀，但一定要做个真善美的人。也就
从那时候开始，潜移默化的我就把“真善美”当成了我家庭
的家风。

记得教孩子表演的第一个节目就是手语《感恩的心》。粉嫩
粉嫩的小手，站不稳的脚步，唱不清的歌词，却让孩子成了
我的老师。我爱孩子的认真，但我更想让孩子懂得：感恩，
真的不是唱的，而是用一颗心用行动去实现的。从那一天开
始，感恩的种子已经在孩子的心里发芽。

孩子四岁，我就开始领着他参加所有的公益活动。在敬老院，
说话并不清楚的他却能大方的为爷爷奶奶唱《小燕子》，义
工宣传现场，他是跑得最快发名片最多的一位，在募捐衣物
的`现场，他会在众多大人的眼皮下，拖着大大的衣服，向对
面捡垃圾的老爷爷走去。不知不觉中，孩子已经有了一颗向
善的心。

言传身教。参加活动越多，孩子的认识也越强烈。有一次在
市场买菜，一转眼看不到孩子了。着急的寻找，才发现他在
不远处一位卖菜的老大爷摊前。他把一张义工的联系卡给了
老大爷，并告诉爷爷如果需要衣服和钱就找临淄义工帮
忙。······我拉着他离开后问为什么这么做，儿子的



回答让我很感动。“妈妈，你没看到爷爷脚上穿的鞋都破了
个洞，衣服破破烂烂的吗?他家里一定很穷，义工不就是帮助
穷人的吗?我是小义工，当然得帮他们了。”一刹那感觉儿子
真的长大了。三天后，我和儿子再次见到老爷爷，给老人买
了一双棉鞋，那位大爷激动的恨不得把所有的白菜都给我才
能表达他的谢意。

一个人的真诚才能成就他的善良。孩子走进小学，成了一名
一年级的孩子。攀比心也愈发的重。有一天他回来告诉我，
让他当小义工的领导。我问为什么，儿子回答，因为我已经
告诉同学，我是小义工的领导。我说，为什么呢。孩子说，
因为义工是好人，小义工更是好人，我想当好人。我笑着告
诉儿子，好人不是你当什么官，而是你做什么事。首先一个
不诚实的人不配当义工。再说，并不是所有的义工都是领导，
他们都默默地奉献爱心，做好事是不需要留名的。也因为此，
我罚儿子写拼音表两遍，因为他向同学撒谎了。而就在两个
小时前手拉手情系贫困小伙伴的现场，他把这番话讲给了同
去的小孩。并严肃的告诉他，“如果撒谎会剥夺你当义工的
权利”。

如今我们一家都在从事公益事业，每次儿子都会以能参加义
工活动感到自豪。每天晚上他总是爱不释手的摆弄我获得的
道德模范奖杯。他说，妈妈，你不用把你的名字改成我的了，
因为我长大了也会得到这个奖杯。在他的心里，他也正在以
做一个好人而严格要求自己。虽然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
是我只希望他快乐善良。

因为真诚而善良，因为善良而美丽。沿着真善美的家风之路，
我相信孩子的明天会更灿烂。

家风家训培训心得体会篇三

“校有校规，家规家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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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是什么?”这些问题，同学



们就会傻眼了。

我家的家风是“孝”，孝敬父母，尊敬长辈。父母一直告诫
我：百善孝为先。家风是一条应该牢记的座右铭。有了它，
我们才可以在社会上立足，才能让自己走的更远。铭记家风，
为自己的`人生做奠定而坚定的基础，踏出坚定的步伐，成为
国家的栋梁之才。

记得在小的时候，我每次去和好朋友玩儿，都会忘记爸爸或
妈妈规定的时间回家，玩儿的尽兴的时候就会很晚回去。让
大人们很着急，于是妈妈就对我很认真地说：“我们是怎么
规定的时间，为什么每次都不遵守规定，这么晚才回来。现
在我们就规定，同样的错误不可以犯三次，同意吗?”我点了
点头，并向妈妈保证下一次一定遵守规定，按时回家。

好景不长，我的老毛病又犯了。一次暑假的时候，我的作业
完成了，就去找朋友玩儿，妈妈告诉我最晚六点半回家，不
要影响别人家吃饭的时间，我同意了。我们玩儿得非常开心，
她的妈妈再三邀请我在她家吃饭，我欣然的接受了。过了一
会儿，妈妈打电话要我回家，我只好乖乖的回去了，因为已
经超过七点半了。一回到家，就被妈妈狠狠的批评了一顿。
我知道自己的错误是没有准时回家，并且在别人家吃饭不光
打扰了别人，也给别人带来负担。暗下决心，绝不再犯。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家风、家训、家教”是什么。“家风”
是一家子的风气，这家风一旦败坏，这家的思想品德也会跟
着坏，这家就再也难以培养优秀的后代了。如果没有“家
训”，那么就会把后代宠坏，只有让他知错就改，然后再慢
慢教育。我想这就是“家风、家训、家教”吧。

家风家训培训心得体会篇四

家风,是一个家庭中的良好习惯和优秀品质,是家族中长辈对
后辈的默默影响,是我们立身做人的行为准则,是社会和谐的



基础……我家就是一个幸福、和谐的家庭。

妈妈告诉我,做人一定要孝顺。

古人云:“百善孝为先”。从小,妈妈就告诉我要学会孝敬长
辈。记得两三岁那年吃团圆饭,看着色香味俱全的美味佳肴,
我垂涎三尺,忍不住伸出筷子去夹。这时爸爸妈妈立刻制止了
我,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学会尊敬长辈,好吃的东西,一定
要等爷爷奶奶他们来才能一起吃。”当时的我似懂非懂地点
点头,虽然那时还不明白话中的真正含义,但我还是乖巧地安
安静静地等长辈们来。从那以后,“孝”的种子深深地埋进了
我的心里,渐渐生根发芽。

外婆身体不好,行动不便,需要人照顾。只要一有空,妈妈就会
带着我去看外婆。由于外婆说话不太清楚,妈妈总是贴近外婆
细心聆听,猜测外婆的意思,陪她聊天,耐心地照顾她。妈妈用
她的实际行动诠释着“孝”的含义。此时,“孝”的种子已在
我心里开花结果。现在我们中学生,并不能也没必要为父母做
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孝敬父母,应从日常的小事做起,从
生活的点滴做起,帮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爸爸说,为人处世要讲礼。

“礼”可以体现出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可以增进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从小家人就教育我要讲文明懂礼貌。一次爸爸带我出
去玩,要问路。于是爸爸微笑着向一位叔叔走去,“您好,请问
附近的'……”那位叔叔看上去比爸爸还年轻呢,爸爸仍用了
尊称,最后还不忘说“谢谢”。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一个
微笑,一句感谢,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就能带给他人温暖和尊
重,也能给自己带来快乐。以后不管在家在外我都会牢记家风,
注意礼仪。

奶奶教育我,要勤俭节约,勤劳能干。



奶奶是个勤快的人,每天都会把家收拾得井井有条。以前我吃
饭总是掉饭,“天上一半,地上一半”,奶奶就语重心长地告诉
我粒粒皆辛苦,不要浪费粮食。奶奶心灵手巧,总是修复旧物。
被子这里缝缝那里补补便继续盖,衣服也是打着补丁。奶奶还
特别有创意,经常旧物改造,废物利用。做衣服剩下的布料可
以缝一个小枕套,奶粉罐绑在一起又是一个凳子。从奶奶手中
出来的东西既美观又实用。她还叮嘱我们要随手关灯关风扇
关水龙头,久而久之,我们都养成了节约的好习惯。

家风还体现在很多方面,在家人的言传身教中,我还学会了做
人要善良、宽容、诚实等等,我会铭记家风,并将家风发扬大。

家风家训培训心得体会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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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和人们的长期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