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家庭家教家风心得体会(通用6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在成长和进步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宝贵财富。
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心得体会，可是却无从下手吗？下面小
编给大家带来关于学习心得体会范文，希望会对大家的工作
与学习有所帮助。

家庭家教家风心得体会篇一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良好的家风家教对于孩子的成长
非常重要，对于孩子我们一直秉承开心、健康、顺其自然的
成长理念。在生活中把孩子当朋友，以平等的身份尊重孩子，
倾听孩子的感受和意见，在生活和学习习惯上细心观察和培
养。下面简单谈几点我的心得体会：

一、培养孩子的专注能力。我的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就从
育儿书中了解男孩子普遍存在多动、注意力不集中的特性，
我们就比较侧重于这方面的培养。首先从饮食上小儿缺钙易
引起多动，平时多食坚果，适度补锌，可以得到有效改善，
其次从生活中只要是孩子独立在做的事情，比如：看电视，
看书，自己做手工，都做到不打扰让他安心的做任何一件事，
，看到他做完停下来后，再进行交流，慢慢的就形成了做事
不分心的习惯，其实这方面的培养不光是男孩，女孩也应该
是一样的，就是做为成年人的我们可能也会感同身受，看电
视剧正看到精彩入迷的时候，家人突然打断让去干家务，心
里也会特烦，结果情绪低落两件事情都会做不好。

二、让孩子有一个恬静祥和的`家庭氛围，不在孩子面前争吵，
关心孩子的喜怒哀乐，及时排解不良情绪，给孩子一个心无
旁骛的学习环境。在这给大家说一件小事，每天放学后爸爸
都会问：“今天在学校开心吗？有什么开心的事？”这一句
话看似没什么，时间长了，我就发现孩子学会观察，懂得描
述，而且开心的事情印象也特别深刻，写作文的时候平时发



生的事都可以利用起来，真人、真事、真感情，写起来真是
下笔如有神啊！

对于孩子的培养，其实都是在生活点滴中发现孩子的不足，
找原因、找方法、去引导，进行思维模式的培养和健全人格
的塑造，对于学习成绩，我觉得，根据孩子的个人性格、兴
趣爱好，不可一概而论，他们可以长成参天大树，可以开花，
可以结果，可以是绿绿的小草，青青的藤蔓，只有这样才能
成就五彩斑斓的森林，不是吗？只要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
我们就应该为他们的每一天喝彩！

家庭家教家风心得体会篇二

家风家训是代代相传的精神滋养。对人的成长而言，家风、
学风、社会风气的影响，有一个不断进阶的过程。家风主要
是对人生的启蒙，学风是对人生的充电，社会风气则是对人
生的淬炼。

从当前来看，家风与学风的衔接，是亟待研究的问题。只有
二者互为补充，个人才有强大的精神积淀去阅读社会。日前，
北京市西城区教育工会在北京四中举办了以“黼国黻家，栉
风沐雨”为主题的家风大家谈活动，教育专家与学校师生一
道，畅谈家庭教育心得，共论家风建设路径。现摘编几篇，
与读者分享。

别失去欣赏孩子的能力

《朱子治家格言》中有这样一句话：家门和顺，虽饔飧不继，
亦有余欢。家庭教育的前提，是有一个良好的亲子关系。否
则，再好的教育理念都无法实施。然而，许多父母随着孩子
的成长，慢慢地失去了欣赏孩子的能力，这让良好的亲子关
系也失去了依存。

父母不欣赏孩子的原因，一是现实与期望的差距，二是面子。



有人总觉得自己的孩子不如人家，久而久之，觉得孩子一无
是处。经常有家长说这样的话：你看你，都考成这样了，还
天天美!

作为过来人，教育者和家长其实都清楚，一个人未来的发展，
与小学或中学时代的考试分数不能画等号。可是做家长的，
怎么就在孩子的分数面前失去理智，让愤怒扭曲了人性，让
自己失去了欣赏孩子进步与成长的能力呢?(李雄，作者为北
京四中学生处副主任、语文高级教师)

以胸中格局行不言之教

在优秀的家长身上，能发现共同的特点：比如夫妻恩爱和谐，
带给孩子阳光心态和安全感，孩子也会对他人更信赖与亲近。
比如家长有长远的眼光和格局，更重视孩子心灵的成长，不
是光看眼前的成绩，也不只是关心孩子的物质需求。家长自
己或工作中有追求，或生活中有情趣，能行不言之教。再有，
就是尊重孩子，给孩子充分的信任，支持孩子的尝试，与孩
子沟通顺畅。

家庭和学校应该是携手的关系，方向是一致的：让孩子有一
个幸福的人生。在家庭教育层面，学校可以做一些积极的引
导，帮助孩子了解家庭，促进家庭成员间的沟通。一直以来，
我觉得最朴实也最动人的一句宣传语是：高高兴兴上班去，
平平安安回家来。我们每天都会走出去，然后又归来，起点
和终点都是家。让家成为一个最好的归宿，是我们共同的愿
望。

家对每一个成员的期许，首先就是平安，是快乐。我想和家
长共勉的是：不要太早放弃自己，从丰富自己开始创造生活，
为孩子树立榜样。



家庭家教家风心得体会篇三

教育孩子是父母的天职，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家庭
教育是孩子成长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我个认为在孩
子的成长过程中，主要应做以下几方面：

一、培养孩子良好的生活习惯

小学生活正规而有序，家长要培养孩子的时间观念，让他懂
得什么时间应该做什么事，什么时间不该做什么事。如教育
孩子养成早起、早睡，长期做下来，孩子自己也能学会独立
按一贯的生活规律来制定合适的作息时间表。一旦孩子习惯
过一种有规律的生活，那么时间观念就己内化成他自己的一
种宝贵素质，自我意识的控制力就得到了长足发展；家长不
要替孩子做他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惰，应该有意识的从小锻炼
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如自己整理书包、书桌、自己的衣
服自己晾晒……让孩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目地是是培
养孩子的责任感，自立能力、自尊心、自信心和办事情能力，
这些都是健康人格的基础，当孩子在生活中养成自己的事情
自己做的习惯，孩子的独力意识与自我责任感就增强了很多。

二、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

在这方面我们要求他做到：教师上课时要专心致志听老师讲
课，不开小差；养成定时完成作业的习惯；要养成独立完成
作业的习惯。他做作业时我们不在旁边陪他，监督他，我要
他不懂的问题自己查资料，查不到时我们才会提醒他和启发
一下，只在作业难点上和孩子一起分析，慢慢养成他独立思
考的自学习习惯。鼓励孩子刨根问底的积极性。在日常生活
中，孩子对许多事总爱刨根问底，这是好奇、求知的表现，
说明孩子爱动脑子。家长切不可嫌孩子嘴贫，冷漠对待。最
好跟孩子一块儿刨根问底，能解决的自己解决，不能解决的
请教他人或者阅资料。



三、多与孩子进行沟通

家长要做孩子的朋友，多与孩子沟通，了解孩子的想法。与
孩子沟通时，也应注意时间和环境，才能起到想要的效果、
以前我经常在全家吃饭时，教育孩子、寻问功课等，紧张的
气氛令孩子有时吃不下饭，经常是愁眉苦脸的，我气上心头，
满脸怒容，弄得好好的一桌饭菜，谁也吃不下。后来，通过
跟其他家长交流，我现在就经常利用晚饭后散步和平时在一
起的时间与孩子进行有效交流。询问孩子在学校发生了哪些
有趣的事情，及时搏捉孩子思想上的细微变化；跟老师进行
有沟通，及时了解孩子的在校情况，使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
二者有效结合，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

四、家长成员间要配合黙契

为教育孩子，作为家长成员之间要配合黙契，形成合力，对
孩子的要求、态度、引领方向要基本一致。如果彼此之间目
标一致，态度不统一，往往会对孩子的教育引导受到另一方
面的干扰，孩子在多重选择面前就会茫然失措，无所适从，
家长的心血必然付之东流。我和家庭成员都希望通过自己的
努力，使孩子逐步形成有坚强的意志、乐观向上的心态和良
好的行为习惯。

家庭家教家风心得体会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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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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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大力倡导家风建设的今天，我们要
以谷文昌家风为标杆，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风美德，建
设新时代的家风文化，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家庭中生根，
在亲情中升华。

家庭家教家风心得体会篇五

什么是家风?我理解家风是每个家庭祖祖辈辈总结积淀的.生
存、生活经验。在农耕社会，勤俭持家、尊老爱幼、以善待
人、平安是福、忍让为安等是大多数家庭的共识;在文化素养
较高的家庭讲究耕读传家、好学上进;在经营商业流通的家庭
把和气生财、诚信为本作为家训。这些都是积极向上、具有
正能量的家风。当然，还有的家庭横行霸道、恃强凌弱、坑
蒙拐骗等，这是坏家风。

在一个家族、一条血脉、一个姓氏从古至今的兴衰变化中，
家风和遗传因子一样起着主导作用。我们在历史上看到，有
的家庭因为战争、灾害、政治等外部因素家破人亡、流离失
所、背井离乡，但是只要有一个人在，这条血脉还会延续、



崛起，繁衍生息、以至兴旺发达。而有的家庭富可敌国，富
贵一时却很快轰然倒塌，家破人亡，走向衰亡。究其原因，
一个家庭的兴旺发达不在于一时的富有，不在财产的多少，
而在于良好的家风。我们不可能永久代替子女做事，却能够
帮助子孙后代懂得如何做人做事。使得一代更比一代强。

家风靠家教，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姓氏、一条血脉环环相扣的
链条中的一环，继承先祖遗风，把自己这一环抓好，并且从
幼小的孩子抓起，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把良好的家风融化
在子女的心灵和血液之中，使其懂得如何做人做事，这是一
代代祖宗的希望，也是使血脉永久延续的根本。

家风是变化的。俗话说，村看村、户看户，外甥看老舅，侄
女看亲姑。看什么?就看他们如何做人做事。把看到的故事在
家庭成员中交流、探讨，吸取其中的经验教训，这就是学习、
观摩的过程，就是充实、调整自己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做人做事的体验变成准则，变成思想观念，变成自觉，左右
着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即使外人不让你那么做都很
难。家庭每个成员的共同自觉，就是家风。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一个社区、村落中的大部分家庭共同认
知的家风内容，就是村风;一个社会共同认知做人做事的原则
就是民风。民风也是一种文化在其人民中的共同表现。民风
的水平决定着一个社会的文明水平。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中，就包含了无数家庭优秀的家风，先
哲们经过仔细观察、深入思考、高度概括优秀家风形成的
《弟子规》，把优秀家风具体化，条规化，称之为“圣人
训”，作为自己家庭和全社会的行为规范。这些规范经过历
史的横流不断冲击锤炼，至今仍显示出无穷的魅力。

优秀的家风并不是高深、玄奥，令人感到不着边际的大道理，
严格的说，只是一些做人做事的基本常识。关键是要把这些
常识性的东西变成每个家庭成员的自觉。



产生于四千多年前到五千五百多年前的世界四大古代文明，
如今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古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古印
度文明已经衰落，而中华文明其所以能够绵延至今，就是因
为以儒释道文化为根本，并包容其他文化的精髓融入在每个
家庭，世代相传的结果。这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最大软实力。

家庭家教家风心得体会篇六

假如一个家里没有了规矩，只有溺爱和包庇，那还能成为一
个家吗?家庭是一株枝繁叶茂，顶天立地的苍天大树，万一，
他被人砍了，倒了。这是谁造成的?那只有我们自己，爷爷奶
奶外公外婆的溺爱，爸爸妈妈没有了那般威严，而我们则个
个变得蛮横无理了。家的大树倒了，家人们后悔了，懊恼了，
可回头来，都变的后悔莫及。

家风，我认为是家里人的一种行为，是好是坏。我认为我家
的家风是热情，爽快和执着，因为家中的每个成员都十分热
情好客，遇到困难不退缩，说到做到，很少食言。

如果每个人都官官相护，隐藏事切，我认为就要使用杀手锏
了。如果每个人都坦诚相待，大公无私，我认为规则没有必
要了。家训，该用的时候，一定不能手下留情，不该时千万
不要用，否则会铸成大错。

家，给人以温暖。它是人们的唯一定所，是人们的避风港湾。
但是，家要有家的样子，不能乱七八糟，没有规矩。有句话
说得好：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我第一次碰到这个词偶尔一次看电视中，碰到了这个许久为
听过的新词——“家风”。这个词是在新闻联播里播出的，
他们派出的记者，到街头巷尾，随机提问路人，“什么是家
风?什么是家训?”路人回答的答案更是各不相同。

家教，我认为是家人的素质，是深是浅。家人如果不学习，



将不会学到知识，学不会文明以及礼貌待人。教育，是所有
中国父母认为最重要的一点。从小我的妈妈就跟我说，我们
做事要认真对待，知错就改，还要有志气。长大到了学校里，
老师跟我们是做人要分清黑白，踏踏实实，孝敬父母。将来，
会是社会教育我们坚持不懈，听党指挥。我们要学的太多了，
但最重要的还是诚实守信，礼貌待人。

别让家风也成为“一阵风”，徒留下“古风不再”的感慨，
今天有必要重提家风。家风的形成，无关贫富，无关文化，
只关德行。家风是潜移默化发挥的，作用更是潜力无穷。家
风这个源头清澈了，有利于涵养好的党风、政风与社风、民
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