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风家训活动报告(实用5篇)
“报告”使用范围很广，按照上级部署或工作计划，每完成
一项任务，一般都要向上级写报告，反映工作中的基本情况、
工作中取得的经验教训、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工作设想等，
以取得上级领导部门的指导。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
比较优质的报告吗？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报告范文，仅供
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家风家训活动报告篇一

今天，我们班组织观看了《新春第一课》，以“传承家风家
训，践行核心价值”为主题，片中有许多感人的故事，其中
有一个从他的身上让我学习很多东西，他叫罗必炎。

罗必炎出生在农村里，他帮助老人做了许多事情，比如时村
里有一位老人走路很不方便，老人想吃什么，就告诉罗必炎，
他马上就去帮他们买，罗必炎还经常给老人买新鲜的鱼，对
那位老人有很大的帮助。随后罗必炎娶了一位妻子，她也是
一位很爱帮助老人的好妻子。

不幸的事发生了，有一天那位老人突然心脏病又复发了，罗
必炎又是买药，又是喂药的但病情没有好转，他立刻把那位
老人送到医院治疗，可是他没有时间去照顾他，于是就叫他
的妻子去照顾那位老人，老人感动的要哭了，夸奖他们全家
都是有孝心的人。

我要学习罗必炎他们夫妻对老人的那种孝心和乐于助人的品
德，我以后也要孝敬老人及长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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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家是一盏蜡，那么家风就如蜡烛得灯心;如果家是一条小
路，那么家风则是照亮我们前进得路灯;如果家是一条船，那
么家风一定是它得船舵。

我得家风就像夜空中得星星一样永远闪着光芒。在我心中，
奶奶就犹如天空中最亮得星——北斗七星，她时常教育我要
勤俭节约。在家里总是能看到奶奶把洗衣服得水倒进大桶里，
一开始我不懂奶奶得用意，后来才知道奶奶是想把洗衣服得
水来涮拖布。有一次，在吃饭时我得碗里剩下了许多米粒，
奶奶看到了就罚我背五遍《悯农》，从此以后我再也没剩过
饭了。

妈妈很爱读书，我也喜欢。她常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
蕴涵着华夏儿女得结晶”，也常常教育我要多读书，读好书。
妈妈读过得书似乎要比我们用得纸还要多，满满溢出得书，
总是让人心中有一种说不出得诗意。妈妈十分爱惜书，每一
本书几乎都有意间花花绿绿得衣裳。

在我得印象里，爸爸是一位热心肠个得人。左邻右舍只要有
求助他得事，从不推辞;家里呀，只要有新鲜事，就会不吝惜
与邻居分享。

家风可以让我们形成好习惯，才能时时刻刻为家庭争光添彩，
为家庭抹黑得人应让他重新做人，改过自新。我们要像长辈
学习，懂得感恩，珍惜现在，做一个对祖国有贡献得人;从小
事做起，努力学习，做一个新时代得前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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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纪录片《家风》上下集在央视播出之后，引发了人们
广泛关注。这部纪录片夹叙夹议，巧妙地将名物典故、风土
人情和现代教育融为一体，为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践行社會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新时代的公民意识提供了丰
富的素材和有益的借鉴。观众若悉心品味《家风》的文化内
涵，逐步感受从“孕育”到“传承”的生命气息，反求诸己，
躬身践行，自可提升人生境界。

儒家讲求修身之道，是活泼泼的富有生活色彩的“百姓日用
之道”，而不是虚无缥缈、莫可名状的谈玄说妙。《家风》
上集以“孕育”作为题目，向观众讲述《曾国藩家书》中的
平实道理，采用类似山水画中的“平远”透视法，突出儒家
圣贤终身坚持不懈的“自得”工夫。士人君子修身力行，务
求平实，切忌好高骛远。无论富足安康，还是颠沛流离，士
人君子都要尊道而行。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
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
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离娄
下》)诚如片中陈述的那样，曾国藩教育子侄家人，从不诱以
功名利禄，而是告诫大家掌握生存技能，磨砺意志，学以明
理，报效国家。传统社會孕育出“天人合一”的思想。曾国
藩在耕读传家的文化氛围里洞察到“万物并育而不害”的勃
勃生机，在乡野村夫的生产活动中体會到“先天而天弗违，
后天而奉天时”的深刻涵义。从孔子“多能鄙事”到汉儒躬
耕自养，从吴与弼“手自簸谷”到颜元“甘艰苦劳动”，再
到曾国藩写信敦促家人种蔬养鱼养猪，儒家文化一直在“平
实”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诚信经营，铸就高尚情操。宋明以来，“尊德性”与百姓日
用紧密结合，产生了能够满足当时社會需求的民间儒学。民
间儒者一方面能够信守儒学的真精神和真价值，另一方面能
够密切关注普通民众的生存状况，不失时机地阐发儒家的道
义进而满足普通民众的精神需求。民间儒学构成了增进民族



心理认同和公共生活规则的基础。由此产生了一大批身份普
通、德行卓越的平民儒者。良知当下呈现，自利利他，每一
个普通人都可以成为圣人。时至今日，许多普通人依然记
得“君子以成德为行”、“圣人可学可至”、“人无信不
立”等古训，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成就圣贤品格。《家风》
下集中讲述了重庆市江津区中山古镇“方家药铺九龄堂”的
职业操守，扶危济困，施药救人，诚信经营，惠及邻里。方
联海是方家药铺第十二代传人，身上担荷着悬壶济世、童叟
无欺的家业。纵览古今，无论是大宅门的“炮制虽繁必不敢
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还是川黔交界的禁售发
水米的碑文，无不展示诚信经营的恒久魅力。

忠孝传家久。《家风》下集以“传承”作为题目，通过采访
社會贤达、收集名人轶事、探求社會治理的古老智慧，引导
人们传承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片中的亮点之一就是京剧
谭门第七代人物谭正岩的讲述，他提到祖上以“百行孝为
先”作为训诫后人的格言警句，培养儿孙的规矩意识，从生
活细节入手，做一个有“家德”的人。长辈抚养晚辈，晚辈
回报长辈。人伦情怀萦绕其间，无法割舍。孝道，不仅要求
奉养长辈，而且强调尊敬长辈。从个体的心灵感受而言，孝
道要求道德主体的反省与自觉，为孝行提供真切的心理支撑，
而不能将孝行流于形式，即所谓“忠者，其孝之本
与！”(《大戴礼记·曾子本孝》)古人将这里的“忠”解释为
“敬”。敬是孝的根本。真正的孝应当是孝敬。片中，谭孝
曾带领谭正岩等人去看望谭元寿，接受家族传统的熏
陶——“孝和义，于家表现为相亲相爱，尊老爱幼，于国那
就是报效祖国，国比天大”。两千多年来，士人君子“移孝
为忠”，使得家庭家族这个“小家”与国家兴亡这个“大
家”休戚与共，息息相关，开明的统治者“求忠臣于孝子之
门”，将家庭伦理延伸到国家治理技艺，早已成为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和社會共识。今天，在社會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引
下，我们应当继承其中符合时代主旋律的有益成分，引领社
會思潮、凝聚社會共识，促进文化综合创新。



廉洁奉公，警示后人。古人遵行孝道，旨在维系家庭伦理。
在家国同构的格局中，“熟人社會”势必要求广大成员廉洁
奉公，更好地维护家族和国家的利益。毋庸讳言，古人遵
循“学而优则仕”的教诲，认为跻身仕途可以光耀门楣。然
而古人更看到贪污腐化的巨大危害，主张“临财毋苟得”，
反对唯利是图；主张“以义制利”，反对见利忘义；“以财
发身”，反对为富不仁，贿赂营私。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
白做事。士人君子信奉“富润屋，德润身”的准则，当面对
个体之利与个体之义发生冲突时，理应成全后者。正如孔子
所言：“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清末名臣曾国藩为教育后代，将其在双峰荷叶堂所建的住宅
命名为“八本堂”，教导子女“居官以不要钱为本”。

传承家风，挺立道德主体，求名当求万世名，计利当计天下
利。片中列举了吴越王钱镠的后人如何在《钱氏家训》的感
召下取得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仅在宋朝就出现了三百五十
名进士，近代以来在五十多个国家有将近两百位院士。家训
犹如祖宅珍宝，亘古弥珍。在传统社會中，家风是指一个家
庭或家族传承延续的美好风尚。它潜移默化，深入人心，早
已成为中华民族强大的精神基因。在探寻中国历史和社會治
理的演进轨迹时，我们不难发现，家风的孕育和传承，不仅
可以为个人的健康成长提供切实保障，更能促成一个家庭、
家族甚至地区的持续繁荣。家风不同于宗教诫命和国家法律。
它不必借助强力手段，就能达到善世化俗的效果。

今天，我们更应正视理解“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的时代价
值，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制度保
证。“家风”是“人文化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人
云：“上所化曰风，下所习为俗”。“风俗”不是强制灌输，
而是引领时尚，开启风气。曾国藩有言：“风俗之于人之心，
始乎微，而终乎不可御者也。”这也正是《家风》这部纪录
片引发强烈反响的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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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课堂丰富多彩，与现在大不相同。他不布置作业，不
考试，不惩罚学生，而是与同学们交流知识，周游列国，让
同学们只是面更广，学到更多知识。

孔子的课堂丰富多彩，与现在大不相同。他不布置作业，不
考试，不惩罚学生，而是与同学们交流知识，周游列国，让
同学们只是面更广，学到更多知识。

在《孔子学堂》这本书里，我们不仅可以知道孔子言行的原
文与翻译，它给我们呈现出孔子上课时的情景，让我们更了
解到孔子是一个讲理、礼让、谦虚的人。

孔子从不写书，而他和他的弟-子讨论的话题都是常见的，也
是从古书上总结的。可他们却可以“温故而知新”，从旧的
知识中找到新的理解和体会。有时一个话题可以聊上几节课，
孔子老师也会有时被同学们问得答不出，只能思考，却不会
为学生的问题而恼怒。

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
何?”可见礼让多么重要，只要礼让治国，还有什么事办不到
呢?人们要学会礼让，别人就会尊敬你;国与国之间互相礼让，
战争也不会发生;君臣民之间互相礼让，这个国家民心不会动
摇，将坚不可摧。孔子对他人礼让相待，他人也就以礼相待。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几个人走在一起，一定有我的老师。
每个人都有长处与短处，要学会谦虚，要相互学习。孔子老
师在谈论“君子”时，子贡夸他而孔子却说这是给他戴高帽
子。以及谈论其他问题时，孔子让学生们各抒己见，只要有
道理，就值得深思。可见孔子是个多么谦虚的人。

走进《孔子学堂》，让我们重新认识到一个不同的老师——
孔子，他在课堂上与学生们讨论，让学生们学会为人处事的



道理，怎样才算有君子风范，让学生们在社会上能更好的生
活，交到更多朋友。如果每个人都有孔子的精神，那么世界
不再有战争，各地都有你的朋友，那是多么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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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我做事，妈妈都说我是小大人儿，做事都有自己的主见，
有的时候，妈妈的事我也操心。

有一次吃饭，我给妈妈夹菜、夹肉，妈妈说：“宝贝妈妈自
己来吧!”爸爸看了说：“这是应该的，孩子知道疼你了，说
明她长大了、懂事了，也代表着将来会好好照顾咱们的!”听
完爸爸的话，我们都笑了。

还有一次，我想帮妈妈洗衣服，还想给妈妈惊喜，我就告诉
她我在做实验，等洗好后我叫妈妈来看看，妈妈大吃一惊
说“宝贝，你真是懂事孝顺的好孩子!”

他们从小就教育我要孝敬老人，尊敬长辈，因为这不仅是我
家的家风，更是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还因为父母长辈为了
我付出的太多了，从我牙牙学语到蹒跚学走路，从幼儿园到
小学，我一般的小愿望，只要能够实现，爸妈就一定满足我，
姥姥姥爷和奶奶无微不至的照顾我，让我生活在他们的爱中，
让我有一个幸福的家。

现在我长大了，应该孝敬父母长辈，我要做自己力所能及的
事情，比如，帮妈妈拖地，扫地，洗碗等，帮爸爸端洗脚水。
把自己的学习搞好，不让爸爸妈妈操心，该学习的时候好好
学习，该玩的时候痛痛快快的玩。

我的家风让我懂得父母长辈养育了后代晚辈，自然应该受到
后代晚辈的尊敬孝顺，我也会一直这样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