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村级家风家教宣传活动 家风家教
宣传活动个人心得体会(实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
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村级家风家教宣传活动篇一

家是人们最温馨的港湾，给予人们温暖。但是家也要有家的
规矩，老人们常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无规矩不成方圆。
”

家风是一个家庭在世代传承中形成的一种较为稳定的道德规
范、传统习惯、为人之道、生活作风和生活方式的总和，它
首先体现的是道德的力量，他承载着一个家庭或家族的生活
方式、生活态度、文化氛围、理念、价值观和人生观等，这
些建构成一个家庭或家族独特的特色。

好的家风，是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的保证，是我们立身做
人的行为准则，是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正能量。

人们常说：百善孝为先！我们家的家风便是孝字当头。小的
时候，爸爸妈妈就常常对我们讲：“一个人有孝心，要有孝
道，要爱长辈，要感谢长辈的抚养教育。一个没有孝心的人，
是可耻的人，是没有道德的人。”爸爸妈妈常常为我们讲羔
羊跪乳，乌鸦反哺等故事，让我们明白动物尚且知道感恩父
母，何况我们人类，更应该感恩父母，孝敬长辈。爸爸和妈
妈是孝敬长辈的人。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长辈都不爱，
那么他还爱什么？所以至今我们一家四代还都生活在一起，
父母年龄渐老，奶奶早已年逾耄耋，我想此时陪伴才是最好
的关爱。



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由于父亲也是教师，
所以从小父母就教育我做人做事，堂堂正正，清清白白。父
母是子女的第一任老师，榜样是最好的教育，我始终牢记父
母为我树立的榜样，他们虽然平凡普通，却给了我最宝贵的
精神财富。我从事教育工作以来，父母时常提醒我，做教育
工作，必须自身清净，洁身自好。父母的叮嘱，让我倍加珍
惜自己的工作。作为教育工作者，我深知师德的重要性，除
了主动搞好教育教学工作之外，我严格自律洁身自好，维护
教师形象。

作为教师，家风连着师德。作为教师，治好家、树立良好家
风，绝不只是个人的家务事，而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家
风虽是一家之风范，但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从这点讲家风对
国家、社会的影响也很大。

村级家风家教宣传活动篇二

阿廖沙的童年是在一个典型的俄罗斯小市民的家庭里度过的：
贪婪、残忍、愚昧；父子、兄弟、夫妻之间勾心斗角；为争
夺财产常常为一些小事争吵、斗殴……但在这个黑暗的家庭
里，有一个勤劳、坚强、善良的外祖母。她常常给阿廖沙讲
好听的神话故事，也潜移默化地教他做一个不想丑恶现象屈
膝的人。

阿廖沙的童年是黑暗的，就像他的家庭一样。周围残酷的事
情太多了，有时甚至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竟会发生那样的事
情。但好在有外祖母——全家人的精神支柱。阿廖沙也还认
识很多其他的人：搬进新房子后的几个房客、隔壁的三少爷，
等等。阿廖沙从家人的一些“奇怪”的举动中懵懂的明白了
一些道理。

和阿廖沙相比，我们的童年是灿烂的，是彩色的；是没有烦
恼痛苦的，更是无忧无虑的。有那么多的孩子甚至不懂什么
叫做“打”，因为我们从没有经历过被人打、被人拿鞭子抽



的滋味。那也许是一种无法想象的痛苦吧。当然，除此之外，
我们的生活中也很少有家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为争夺财产而
打架斗殴之类贪婪、凶狠的事情。更不会发生残忍的把某个
无辜的人无端地折磨致死这类想都没想过的“恐怖事件”。

天哪，如此比较，我们的童年和阿廖沙的有着天壤之别。我
们每天生活在蜜罐儿里，被甜水泡着，被金灿灿的钱堆
着……我们是多么幸福呀！我们从来不用考虑衣食住行，这
让大人么操心就足够了，还轮不到我们呢。

但拥有着这些，我们并不知足。我们总是奢求更多。因为，
在我们眼里，大人们挣钱是那样的容易，似乎都不费吹灰之
力。我们多天真啊。的确，我们不用像阿廖沙那样只十一岁
就到“人间”独自闯荡。但读过《童年》之后，我们应该悔
过自己曾经的奢侈，我们应该不再浪费，我们应该学会珍惜。

读完了这本书，我的感受颇深。首先，与高尔基的童年相比
较之下，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作者儿时的悲惨遭遇，我觉得自
己是幸运的，幸福的！在家里，父母宠爱着，关心着，保护
着。在学校，有老师的教导和同学们的陪伴，真正可以说是
无忧无虑。而高尔基呢？与我们恰恰相反。有人说：“环境
可以造就一个人，也可以毁灭一个人。”就是这样的环境造
就了高尔基，成就了高尔基。在如此邪恶和污_的社会中，他
那颗光明和博爱的心没有动摇，没有被污染，反而变得越加
开阔、光明。也许，这就是他成功的秘诀吧！这本书告诉我
们要坚强勇敢、正直自信。

村级家风家教宣传活动篇三

我国历史上，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承载
着重要的使命和职能。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的前途
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家风正，则民风淳；家风正，则



政风清；家风正，则党风端。”家风连着党风政风，家风是
抵御腐败的一道重要防线。

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
重要表现，孟子讲到：“天下之本在于国，国之本在于家，
家之本在于身。”

“正家，而天下定矣”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明。从中国特
色的农事节气，到大道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从各具
特色的宅院村落，到巧夺天工的农业景观；从乡土气息的节
庆活动，到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从耕读传承，父慈子孝的
祖传家训，到邻里守望，诚信重礼的乡风民俗，等等，都是
中华文化的鲜明标签，都承载着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
码，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和精神追求。

家风连着党风，“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
第一任老师。”择邻而居的故事代代流传，家风展现的是一
个家庭甚至家族的道德风貌，也是每位家庭成员成长、成熟的
“指向标”和“定盘星”，从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到
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从岳母刺字激励精忠
报国至朱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一个个家训故事，承载着
祖辈对后代的希望与嘱托，北宋杨家兴隆三代，将帅满门，
从忠肝义胆战功卓著，不由让人感叹“杨家儿孙，无论将宦
必以精血肝胆报国”之家风的分量。

在某种意义上，家风和家教，构成了独具家庭特色的“道德
共同体”，成长于克勤克俭，崇俭抑奢的`家风环境，自会多
一份厉行节俭，反对浪费的主动；沐浴着谦虚谨慎，律己以
严的家教熏陶也会多一些手握戒尺，心存敬畏的自觉。

从家国情怀的深明大义到知书达理的人情练达，再到品学兼
优的素质养成，无不仰赖其滋养和浸润，对党员干部来说，
加强家风建设，传承优良家风，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一方面，
党员干部廉洁修身，廉洁齐家，有利于纯正党风，端正政风，



带动民风；另一方面，党员干部带头树立好家风，可以很好
地回应人民群众对家庭建设的新期盼新需求，推动形成社会
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培养时代新人，红色传人。在培育优
良家风方面，老一辈革命家和先进模范人物为我们作出了榜
样，立起了标杆，毛泽东对家属子女的要求一向严格谨慎，
一方面要求子女努力向上，关心他人；另一方面能够坚持原
则，不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子女谋职位，在家庭成员中也
是自己以身作则，关爱他人，解危救困。周恩来夫妇没有给
亲属留下一砖一瓦，一线一物，却留下了淡泊名利、自强自
立的“十条家规”。刘少奇十分重视子女世界观的改造，要
求孩子们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要
坚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坚决同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
现象作斗争，防止“枕边风”成为贪腐的导火索，继承革命
前辈的好家风好作风，当好家庭课堂的建设者示范者。

家风影响着国家风气的养成，一个家庭的精神风貌，是社会
和国家风气的缩影，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家教家风，既是延
续中华文化血脉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应有
之义。

村级家风家教宣传活动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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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良家风需传承，社会正气需弘扬，这不仅是利己的“小
事”，更是利民的“大事”。在全社会弘扬家风的建设，不
仅能扬善于小，防恶于微，更能引导人们摒弃浮躁功利，重
塑文明荣辱。而家风的建设也不是轻而易举的，需要榜样力
量，社会的持续关注和人们的长期努力。

村级家风家教宣传活动篇五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要求“每一
位领导干部都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
齐家”。一个人为人处世、待人及物的原则和干事创业的态
度，都受到家风潜移默化的影响。好的家风能促进形成良好



的党风政风，对社会风气也有一定的示范效应。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风建设。由古至今流传下来很多关于家
风家训家规的经典故事，不少好的家风也在一代代的.传承中，
成了一个家族兴盛的基石，成了一个地方的特色文化。好家
风润物无声，似涓涓细流，汇聚成了良好社会风气的重要组
成部分。东汉时期，太守羊续带头抵制奢靡之风，以“悬
鱼”之举告诫前来阿谀奉承的人，“悬鱼太守”的故事流传
开来后，人们常在建筑装饰构件用“悬鱼”图案以示清廉之
意，“户户悬鱼”更成了良好社会风气的写照。由此可见，
好的家风是一股强大的正能量，能抵御不良风气的侵袭，更
能形成向上向善的社会导向。

好家风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是家庭凝聚力的根源，是
每个人工作、生活、学习的助推器。在“爱国、务实、上进、
勤俭”的家风润泽下，梁启超自幼就立下了报国之志，也以
言传身教的方式给子女树立了好榜样，子女们沿袭了他的爱
国思想和治学态度，从而有了“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
的佳话。好家风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传承和发扬，是社
会中个体立德修身、立言立行的“温床”，在好家风的熏陶
下，个人才能在良好的家庭环境中自幼养成好习惯、涵养好
品性、催生好志气，自觉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在进入
社会后才能保持良好的品德修养。千万个“小家”把爱国、
勤俭、节约、忠孝的美德融入家风，国家这个“大家”必能
和谐稳定、繁荣昌盛。

对党员干部来说，好家风犹如一道坚不可摧的屏障，能抵御
各种不良风气的影响。纵观近年来被查处官员的报道消息，
因为家风家教不严而落马的不在少数，很多官员因为忽视家
风家教的重要性，没有管好“身边人”，最终落得凄惨下场。
家风紧紧连着党风政风，随着党和国家对家风的愈发重视，
领导干部的家风建设已经成为检验其能力作风的重要参考。
涵养好家风，能让“身边人”筑起拒腐防变的坚实基础，主
动远离“围猎”陷阱，抵御各种诱惑，也能提升个人及家庭



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和美誉度，获得群众的支持和认可。好的
家风，更时刻提醒着每名党员干部都要保持良好形象和清廉
本色，在干事创业道路上行稳致远。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如果说家
庭是每个人背后的“港湾”，那么好的家风就是干事创业扬
帆起航的有力“牵引”，家风相伴，斗志满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