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赵一曼家书演讲稿(汇总5篇)
演讲稿要求内容充实，条理清楚，重点突出。在社会发展不
断提速的今天，演讲稿在我们的视野里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演讲的直观性使其与听众直接交流，极易感染和打动听众。
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最新演讲稿模板范文大全，希望能够
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赵一曼家书演讲稿篇一

同学们：

大家好！

那年，我降生在现在生活的家庭里，到如今已经12年了。生
活中，父母常教育我要做一个孝敬老人、勤俭持家、会感恩、
懂礼仪的孩子。父母的耳濡目染、日常的潜意默化，使得我
家的家风在我身上逐渐凸显出来。

“百善孝为先”。孝是我家家风亘古的主题。孝顺父母，孝
敬老人。我一直懂得要孝顺父母，是父母把自己生出来并养
育长大，我们要尊重父母、孝敬父母、报答父母。不要让父
母担心，更不能让父母伤心，做一个孝敬父母的`孩子。同样
我的父母也很孝顺他们的父母。

“俭”是我家家风的第二个特点。我们家提倡不浪费一滴水，
一度电，一张纸……节俭从小事做起。记得有一次我们家的
水龙头坏了，怎么也关不紧，妈妈就在水龙头下放一个桶，
一天滴的水装了满满一大桶，妈妈就用这一桶水做饭洗菜。
并且把洗菜的水留着冲厕所。节俭这两个字深深的刻在我的
心里，从小我就懂得节约。比如纸写完正面还可以用反面来
写，写完后还可以用来折纸飞机玩，这样不仅节省了纸张，
还可以废物利用；废纸、易拉罐、矿泉水瓶收集起来拿到回



收站卖后买学习用品。从小我就养成了节俭的习惯。

嘴边。在公众场合不大声喧哗；吃饭时不狼吞虎咽；走路不
疯逗打闹。见人打招呼，对人有礼貌。良好的礼仪，不仅提
高自己的素养，也构建了良好的邻里关系，促进了社会的和
谐。

家风是祖祖辈辈一代代传下来的，它教导我们如何做人，如
何处世；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我们要让这良好的家风一直
延续下去，让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得到传承和发展。

赵一曼家书演讲稿篇二

同学们：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每个幸福的家庭里肯定都有自己
的家风和家规。我们家的家风和家规虽然很简单普通，但是
这其中会让我受益匪浅。爸爸妈妈告诉我，从小就要做一个
不能浪费的人；做人要善良、诚实；做事不能昧良心、伤天
害理。

我很小的时候，妈妈就给我讲，农民伯伯种粮食很辛苦，我
们不能随便浪费每一粒粮食。“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诗我一直都默默记在心里，
我要做一个不浪费粮食、不浪费物资、不浪费任何一个有用
有价值的东西的人。

上看到一条新闻是：

在四川达州的一个生活区中一位老奶奶自己摔倒骨折，叫喊
三个小学生帮助她，把她扶起来，她却诬陷小学生，说是他
们把她推倒的'，让学生的家长赔钱。学生的家长在得知真实
情况后，知道了孩子是被冤枉的事实，他们选择了报案，最
后经过公安局的调查和判案后对敲诈的当事人进行了拘留和



罚款。看完这则新闻后，我想起来我们家的家风：人不能做
昧良心、伤天害理的事。如果一个社会到处都是昧良心伤天
害理的事，那我们的国家就要灭亡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
应该做无私奉献、有爱心的好心人。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社会才能更加美好更加强大。

我们的国家是由千千万万个幸福家庭组成的，每个家庭都有
自己的家中的家规家风来管理的。只有我们每个人认真遵守
好自己的家风和家规我们的深灰才能更加稳定、和谐、繁荣、
强大。

赵一曼家书演讲稿篇三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不知道为什么，父亲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显得有些模糊。那时
的他是南通港务局的一名职工，和工友们一道将往来于长江
之上的一艘艘巨轮上的货物卸载到码头上，常常两三天才能
回一趟家。不要说接送我上学放学，连带我游公园、逛书店
的次数都屈指可数。依稀记得，我经常会在放学后坐上四路
车到南通港的江边，远望着江上的轮船，猜想着爸爸会在哪
艘船上工作着。

也对他竖起大拇指，连道ok。

记得那是五年级的一次放学后，逼仄的家里挤进了不少人，
连爸爸单位的一位

领导

也来到我家，而爸爸却难得在这个时间点躺在了床上。原来
当天下午，爸爸指挥工人卸载集装箱，因为担心安全问题他
亲自到堆场查看集装箱的高度。就在那时，一旁正在起吊的
一个集装箱因为挂钩松动，一端擦着爸爸的身体砸落地面。



那时的我还小，无法想象当时的'场景有多么惊险，只记得

领导

问爸爸：老何，堆场那么危险，你怎么自己下去了?爸爸艰难
地笑笑说：我是现场指挥，不到实地看一下，我不放心。他
还难得幽默了一回对

领导

说：放心，只要我带班，肯定不会占用公司伤亡指标的。

领导

笑着说：全公司上下都知道你老何工作认真负责，有你在，
我们都放心。

退休之后，爸爸先后担任市区某旅行社的兼职导游和南通博
物苑的讲解志愿者，无论是到县区讲学还是接待外地游客，
他总是干得兢兢业业、认真负责。但我有一年跳槽到南通电
视台城市日历栏目作记者时，老爷子却坚决反对甚至大光其
火。他告诫我，朱子有云专心致志，以事其业，工作也好，
做其他任何事也罢，要敬业，要干一行爱一行。如果说，我
从教实十几年来能取得一点点的成绩，其中离不开爸爸的谆
谆教导。

就在一个多月前，我作为通中高三西藏班的班主任送走了朝
夕相处三年的藏族学生。这三年里，我总是被大女儿吐槽是
西藏生的爸爸、隐形的爸爸。每天早晨6：:40的闹铃刚刚唤
醒沉睡中的女儿，我已打开家门赶赴学校;当看完晚自习回到
家中女儿早已熟睡，只有她做完的作业摊在书桌等我签字。
对妻儿，我总怀着歉疚之情。但既然38名藏娃成为我的学生，
我就是他们在南通的监护人，我就应该对他付出我的所有。
三年里，无论是农历除夕还是端午中秋，我都和我的藏族学



生陪伴在一起，让他们在学校也能感受亲情的温暖。

2019

年暑期我临危受命，护送20多名西藏昌都籍学生乘坐长途车
从成都返回家乡。那时我二女儿尚未出生，家里急需照顾，
但在父母的鼓励下我还是咬牙踏上了318国道三天两夜的征程。
也许这段1200多公里的路程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一段距离。
因为长时间坐车和严重的高反，我头疼眼花，脚肿的连皮鞋
都穿不进去了。但无论是夜宿新都桥还是勇闯七十二道拐，
我始终履行着自己的职责，照顾好这些藏娃们。因为我有一
个最简单的信念，既然学校将这些藏族学生交到我手中，我
就一定要安全地把他们送回家乡，交到他们父母手中。当车
到终点站，翘首以盼的家中看到孩子们惊喜的样子时，当听
到家长们众口一词说南通的老师真负责时，所有的不适都已
烟消云散了。

如今，大女儿已经放暑假了，小女儿已准备上小小班，我也
有时间好好陪陪自己的孩子。我又想起老爷子经常念叨的专
心致志，以事其业这几个字。也许我的女儿还不懂这句话的
意思，但我将从教导她们认真书写每一个汉字、努力回答每
一个问题开始，让她们明白只有努力与坚持才能做好每一件
事情。

赵一曼家书演讲稿篇四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稳定则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古往今
来，有无数

思想

家从社会稳定、社会发展的高度来探讨、研究家庭问题。历



朝历代，都存在着大量社会问题，而其中有不少都是由家庭
问题引发的。因此，重视家庭问题、研究家庭问题，事关整
个社会的发展稳定。

促进家庭稳定和幸福的因素有许多。其中，家训就是一个重
要的因素。家训是

中国

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是

中国

家庭教育的方法之一。关于家训的说法很多，有人做过统计
和专述，有包括家范、家戒、家教、家规、家法在内不下70
种说法，然而其中被使用得最为广泛的还是“家训”。

家训文化的发展历程

中国

的家训文化，可分为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衰败期、蜕
变期，但不管是在哪一个时期，家训都离不开对子女的教育

中国

的家训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家训最早出现，是通过父母对子
女的当面训诫来体现的。 家训文化、最早又最可信的记载。
家训文化的代名词。后来，

中国

的家训通过书信、训词和遗嘱等形式传递;再后来，家训又通
过制定完整的家规、家约、家范来体现，形成了家庭内部所
有成员的行为准则。



中国

的家训文化从一开始就有着明确的指向。综合起来，它有这
么几项基本功能—— 的家训文化，可分为萌芽期、发展期、
成熟期、衰败期、蜕变期，但不管是在哪一个时期，家训都
离不开对子女的教育。

二是实行家庭的自我控制。任何一个家庭都不是孤立的。它
作为社会细胞、社会的基本单位，必须接受来自外在的社会
控制。这种社会控制包括法律控制、行政控制、道德控制以
及习俗控制。同时，为了维护家庭内部的稳定、调整和处理
好家庭内部关系、将子女培养成人，使家庭得以承继和绵延，
还必须要有家庭的内在控制及家庭的自我控制。这种自我控
制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通过家训(包括家规、家约、家范
等)，以口头或书面的`各种形式来体现，从而起到对子女、
对全体家庭成员的教育、引导和约束作用。

》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
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
夫不义则妇不顺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义而妇陵，
则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摄，非训导之所移也。”在这里，
作者强调了家风引导和家庭中长者、尊者的表率作用的重要
性。在近现代，江南钱姓家族人才辈出，若星汉灿烂。这和
其先祖制定的《钱氏家训》并代代相传、恪守不移、形成良
好的家风是分不开的。

从司马父子到王氏兄弟

古代孝道

思想

的升华，对后世的孝道文化产生了极大影响



中国

古代家训内容广泛，包括伦理道德的要求、文化知识的教育、
谋生技能的传授、为人处世的告诫等，几乎涉及个人、家庭、
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对孩子的伦理道德教育被放在
第一位。而孝道是人类最基本的道德，因此，关于孝道的教
育，成为

中国

家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中国

古代家训文化成果的重要体现。关于孝道，无论是

思想

家、帝王、官员以及民间的士绅读书人家庭，在他们的家训
实践和家训著作中都有大量体现。
在古代帝王的家训中，对孝道很重视。三国时期魏武帝曹操，
对儿子要求严格，尤其重视儿子的慈孝。他曾发表《诸儿
令》，说“今寿春、汉中、长安，先欲使一儿各往督领之，
欲择慈孝不违吾令，亦未知用谁也。儿虽小时见爱，而长大
能善，必用之。吾非有二言也，不但不私臣吏，儿子亦不欲
有所私。”

清朝入关以后的第二任皇帝康熙对家教一贯重视，后来雍正
特将其父在世时对诸皇子的训诫编为《庭训格言》。全书
共246条，包括读书、修身、为政、待人、敬老、尽孝等内容。
该书有言，“凡人尽孝道，欲得父母之欢心者，不在衣食之
奉养也。惟持善心，行合道理，以慰父母而得其欢心，其可
谓真孝者矣。”该书又提出，“《孝经》一书，曲尽人子事
亲之道，为万世人伦之极，诚所谓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



也。推原孔子所以作经之意，盖深望夫后之儒者身体力行，
以助宣教化而敦厚风俗。其旨甚远，其功甚宏，学者自当留
心诵习，服膺弗失可也。”通过《庭训格言》可以看出，康
熙认为“真孝”和行孝道不能停留在书本经义上，而是
要“身体力行”、“服膺弗失”。这两点至今仍对孝道文化
的传播和实践具有现实意义。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由于是非汉族统治

中国

，再加之有文字狱等统治手段，在历史的

评价

上，存在一些非议。但如果用历史的、理性的眼光来看，这
三位皇帝并不比历史上任何一个皇帝差，他们开创并形成的
康雍乾盛世对

中国

社会的促进和发展也是不可否认的。其中，康熙、雍正等对
皇族家训的重视、对子女行孝尽孝的严格教育和要求所起到
的作用都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

在古代的名臣将相中，有两个家庭的家训和孝行是很出名且
足以垂范后世的。一个是西汉的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另一
个是东汉末年的王祥、王览兄弟。

司马迁是

中国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的作者。他在西汉武帝时任太史
令，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获罪下狱，受腐刑。出狱后



任中书令。一个男子，身受腐刑，这是难以忍受的奇耻大辱。
因此，司马迁几次想到去死。但他最终还是含垢忍辱地活了
下来。为什么?据《汉书·司马迁传》记载，司马迁认为自己之
“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
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这里所说的司马迁的“私心”，
正是他遗憾于自己一个最大的心愿尚未完成，那就是父亲司
马谈留给他的遗训——必须完成《太史公书》。

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记录了他在父亲病榻前
接受遗训的过程，“太史公(司马谈)执迁(司马迁)手而泣曰：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
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
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
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
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
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
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
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
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
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
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
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
阙。’”司马谈在给儿子司马迁的遗训中，对孝道提出了一
个重要观点，即“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
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这一遗训，对司马迁的
日后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

古代著名的大孝子。“二十四孝”中的“卧冰求鲤”故事说
的就是他。王览(公元206—278年)，字玄通。《晋书·王祥
传》称他“孝友恭恪，名亚于祥”。他对父母笃孝，对兄长
恭敬，名声仅次于王祥。最难得的是，他自小就不忍心看到
母亲虐待兄长，经常在母亲朱氏责骂加害兄长王祥时挺身而
出护着兄长。王览出仕以后，先后任司徒西曹掾、清河太守、
太中大夫。西晋武帝司马炎下诏表彰王览曰：“览少笃至行，



服仁履义，贞素之操，长而弥固。” 古代家训中著名的“五
德”。孝有大小之分，对父母能养能敬，是一种孝，但只是
小孝;自身修行扬名，以彰显父母养育教诲之德，才是大孝。
王祥家训中的“五德”，尤其“扬名显亲，德之至也”这一
训令，显然是继承了汉代司马谈“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
此孝之大者”的

思想

，是

中国

古代孝道

思想

的又一次升华，对后世的孝道文化产生了极大影响。

至东晋南朝，琅琊王氏成为江南第一著名士族，涌现出很多
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和画家，诸如东晋名相王导、大书
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等。王氏家族诗书传家，人才辈出，
世系绵长，和王祥兄弟以孝悌为本，又以信、德、孝、悌、让
“五德”戒子是分不开的。

辩证看待

中国

孝道文化
家训文化的一大亮点，它对于子女的教育、成才，对于家庭
成员互尊互爱、和睦，对于优良门风的确立、传承，都有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它在经典著作及其流转中有哪些体
现呢?



比如，

中国

儒家经典之一的《孝经》。其作者经学者

专家

长期反复考证，基本确立为孔子的嫡孙孔?所撰。孔?虽然受
教于曾参，但他的孝道

思想

的形成，不能说不受到祖父孔子、父亲孔鲤的直接耳提面命
的教育与影响。

又如，隋唐五代是

中国

古代家训文化的成熟时期。其标志就是出现了由颜之推撰写
的

中国

第一部专门的、成本的、完整的家训著作《颜氏家训》。它
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到了宋元明清，家训文化进入繁
荣时期，先后出现了北宋司马光的《家范》、南宋袁采的
《袁氏世范》等。这些专门的、成本的家训，内容涉及家庭
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总体而言，孝道都在这些家训著作中占
据了重要的位置。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教子》中说：“父母威严而有慈，则
子女畏慎而生孝矣”，“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
可以简。简则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焉。”《颜氏家训·勉



学》中有言，“孝为百行之首，犹须学以修饰之，况余事
乎!”司马光在《家范》中则说，“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
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指婆婆)慈而
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袁采在《袁氏世范·睦亲》
中提出，“为人父者，能以他人之不肖子喻己子，为人子者，
能以他人之不贤父喻己父，则父慈而子愈孝，子孝而父益慈，
无偏胜之患矣”。又说，“人之孝行，根于诚笃，虽繁文末
节不至，亦可以动天地、感鬼神”。

“孝道”大都强调了父子间双向的良性互动，盖因有此双向
互动，父慈才能子孝，子孝而父益慈。这里面讲究父母对子
女的严格要求，强调父母长辈在孝道文化中必须以身作则，
按父母的角色规范在家庭生活中为子女树立榜样，如前文所引
《颜氏家训》中的“父母威严而有慈”所示，这句话将“威
严”与“有慈”并立。换言之，其所讲的父母对孩子的威严
和慈爱从来不是对立的，而是互为一体的。这样的家训，这
样的孝道文化，有着积极的意义，是值得提倡的。

无可否认，在

中国

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无论是在统治阶层还是在民间，都出
现过提倡孝道过头、使孝道文化呈现出其消极一面的情况。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在一定时期对

中国

孝道文化进行批判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正如对孝道文化
的倡导有时会过头一样，我们对孝道文化的几次猛烈批判也
早已被历史证明是过头了。过头到现在我们要“挽狂澜于既
倒”，重建孝道文化在今日几乎已成相当艰难之事。如今，
在父母膝下尽孝几成渴盼而不可及之事，以至于“常回家看
看”到了要入法的地步。而用法律来约束本应归于伦理道德



范畴的孝道究竟是否合适，是值得讨论的。
，孝道文化是检验和测量社会

精神

文明程度的试金石，孝悌也是社会和谐、家庭和睦的基础。
只要人类存在一天，家庭和社会对孝道文化的提倡就不该须
臾离开。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至今我们还在要不要继承中华
民族的孝道文化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还在衡量

中国

古代的孝道文化里，究竟是积极因素多一点，还是消极因素
多一点。辩证地看待和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传统固然是不应
被忽略的必要步骤，但如果凡此种种讨论最后只是得出一个
类似“国人议论未定，孝道仍在滑坡”这样的结论，就颇令
人堪忧了。在提倡和践行孝道文化这个问题上，我们千万不
要再出现反复和折腾了。“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若果真
如此，实属中华民族之大幸也! 历史上的家训文化对家庭建
设是有重要作用和积极意义的。

中国

家训文化的起源虽然很古老，但

中国

家训这一形式及其所能承载、体现的功能并没有过时，也不
会过时。它对我们今天的家庭建设依然可以具有重要的引导
和教育作用。与时俱进地介绍并继承

中国

家训文化及其优良传统，该是新时期家庭建设的题中应有之



义。

赵一曼家书演讲稿篇五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家风家训就在父母的言行里，它充满正能量。记得小时候，
我背着书包去读书，爸妈交代的就是：要听老师的话，不要
和同学打架，别人的东西不能拿。他们还告诉我在外边碰到
长辈一定要叫人，小一点的叫哥哥、姐姐；大一点叫叔叔、
阿姨，老一点的叫爷爷、奶奶等。礼貌、友爱、诚实是爸妈
教育的主要内容，也是家风的一个体现吧。

记得有一次和同学打架，老师告诉了爸妈，爸妈一个劲的赔
不是，还让老师尽量管我，不乖就打。所以如果在外面我被
欺负，一般情况下我不敢跟家里人说，因为一说，爸妈都会
马上责备我：“一个巴掌拍不响，你肯定也惹人家了！”出
了问题，首先要从自身找原因——这对我的影响确实很大！
平民百姓家的家风大多充满正能量，是要把孩子培养成好人、
老实人，诚实做人，老实做事，还要尊敬长辈。教育我们做
一个出淤泥而不染的“莲”。好的.家风就是一所好学校。现
实在平时的学校教育中，家风体现在孩子的言行之中，我们
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这个孩子有家教，那个孩子没家教。家
教也是一个家风的体现，它是通过孩子的言行表现出来了。

大凡家庭教育良好的家庭，孩子的行为习惯作为学校是不大
需要操心的，因为家长在平时的一言一行中已经帮学校教育
好了。当然也有一些家庭教育，家风不怎么的家庭，表现在
孩子也是很难管理和教育的对象。有的时候甚至家长也拿他
没有办法。家风虽然是一些道德教育、礼貌教育、规矩教育，
它就是对我们的一种规范、一种风气、一种文化，好家风就
是一所好学校。家风教育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
手段。“培育好的‘家风’，也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有效手段。”“家风”不仅是一种规范、一种风气、一种



文化，也是主流道德价值观大众化最有效、最简洁的途
径。“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能还难
以真正的理解和领会,但通过挖掘学生‘家风’中的优良因素，
将核心价值观融入其中，可以让每一位学生通过耳濡目染，
学习和传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精髓。”学校有责任
有义务为家风传承做贡献。“家风是一种无言的教育，它在
潜移默化中影响孩子的心灵，塑造孩子的人格。学校可以把
家风教育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合起来，融入中小学
教育全过程、各方面，发挥家庭教育在学生成长中的重要作
用。

梦”，切实加强家校联系，强化“感恩父母，对父母负责”
的意识”，为孩子的健康成长营造了良好的家庭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