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风家训个人感悟(优质8篇)
范文范本是提高作文质量的重要工具，它能够让我们的作文
更加规范、准确。请参考以下列举的一些岗位职责范例，希
望能够对大家的工作有所帮助。

家风家训个人感悟篇一

1、老爸说：“食不言寝不语也是家风!不过，还有其他的家
风，你练功的时候就能体会到了。”老爸说完，贼贼的阴笑
了两声，我突然背脊骨发冷，掉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好可怕!

2、半个小时踢腿、下腰、劈叉之后，我迎来了终极的考
验——靠墙劈腿!这个痛从心底里钻出来，跑到我的每个毛孔
里，我痛的说不出话，连惨叫都发不出声音，我只想赶快结
束这个魔鬼时刻!可是老妈说：“还有5分钟，坚持一下，艺
术团在向你招手哦!要不要听首歌放松一下呀?”她的声音很
温柔，但我真的很痛苦!为了进艺术团，我只有咬牙坚持，我
忍!我开始做大口的深呼吸，调整自己的情绪，请求妈妈为我
放首歌，慢慢的，我不觉得痛了，我知道已经超越了今晚的
极限——我的腿麻了!

3、总之，无形中好的家风的养成，是正能量的传递，也是以
后对自己教育的回馈，我们要世代相传，引导给予孩子好的
传统教育，不要过度的宠育孩子。

4、我无奈的翻了翻白眼，知道他们肯定是不会告诉我了。只
好自己观察吧!

5、当人，做人还要守时，虽然妈妈没有给我讲这个道理，但
却总是用行动告诉我这个道理。每次，和别人约定出行时间
时，妈妈总是要提早几分钟到达。她说，这样，才不会让别
人等我们。有一次，我还戏谑道“宁教我等天下人，休教天



下人等我”。但是，久而久之，我也耳濡目染，学着妈妈，
养成了守时的好习惯!

6、做人，肯定要做到善良。有一句话叫“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而父母也从小这样教育我，记得小时候，
有一次，我故意向一条小道扔小石头。虽然小道又窄又偏僻，
爸爸看见了，急忙上前制止了我，并教育我道：“怎么能这
样子呢?”“怎么了……”我感到爸爸在生气，但又委屈地说。
“你这样可能会让骑车的人摔倒，这等于是在陷害别人!”爸
爸激动地说着，我在一旁默默地听着，慢慢地意识到自己的
错误。看到我好像意识到了错误，爸爸的口气缓和下来了，
继续说：“儿子，你应该还记得去年摔倒的痛吧?骑车摔倒比
那样还痛!”我下意识地捂了捂左手，那道伤，令我难忘。这
时，爸爸变得和往日那般慈祥，道：“快把那些小石子捡起
来吧。”“好!”

7、我们家的家风就是这样的，你们家的呢?

8、小时候，每次上学校之前，奶奶总爱叮嘱我几句:“孩子，
到学校千万别和同学磨牙(亳州俗语，指吵架或打架)，如果
有人欺负你，就回来跟我说，我去找你们老师。”!奶奶生怕
我在学校和同学发生矛盾，老是有事没事给我上课，讲一些
经典的故事，教育我遇事要宽宏大量，在学校要和老师、同
学和睦相处，不要动不动就和其他人发生冲突。在奶奶的谆
谆教诲之下，我基本上没有和老师、同学发生过矛盾。

9、爷爷爱给我讲很多关于他当年服兵役的经历，告诫
我:“现在的年轻人没有几个能吃苦耐劳的。你要从小学会能
吃苦，否则不能干成什么大事!”爷爷还教导我：“吃得苦中
苦，方为人上人。”只有经历了常人所不能忍受的环境，才
能造就真正的人才，今后的工作和生活方可出类拔萃。也许
这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饿其体肤……”，我想。



10、这就是我家的家风，它让我从中养成了许多好品质，这
样的家风，值得传扬!

11、家风，是潜移默化的。具体的从小事做起，乘车让座给
老弱病残孕，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从小教育的能时时做到，
但是不好的教育也有不让座还大打出手的例子也有。作为家
长，从小教育孩子要与人为善，以和为贵，为人诚恳，做事
要认真，不能贪图享受，不能与人过高的攀比，更不能超越
法律道德的界限。经常告诫他们，要做对社会有用的人，要
关爱父母，尊敬师长，团结同学，遇人需要帮助时，要挺身
而出，做敢当的人。遇见长辈要有礼貌，应该主动打招呼。
做错事的时侯，要勇于承认，不能撒谎。如果家长知道孩
子“知错不改时”，也应该做到“棍棒底下出孝子”的道理
告诫他们，不要等到无法收场时后悔莫及，让他们从小知
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

12、学校发起家风调查。“家风是什么呢?”在回家的电梯里，
我迫不及待的问妈妈。

13、哦，我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家风啊!我赶紧放下筷子，
去厨房帮爷爷把最后一道菜端了出来，端正的坐在桌子前，
等爷爷坐好了，爷爷说：“吃饭了”，我开动了筷子，大口
大口的吃着饭菜。这时，老爸拍拍我的头，说：“对嘛，这
才是孝顺懂礼貌的孩子嘛!”

14、现在，我已经步入高中，成为一名高中生，早已养成了
乐于助人、艰苦朴素等好习惯。仔细想想，这些都和我们家
的家风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奶奶还是在每次去学校之前给
我上课，爷爷还是时不时在饭前饭后给我聊聊关于勤俭节约、
艰苦奋斗等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非常乐于聆听他们的
一言一语，因为那正是我们家的好家风。

15、家庭是圃，孩子是苗。家风如雨点，它随风潜入夜，润
物细无声，小苗只有在雨露的滋润下，才能健康成长。孩子



只有在优良家风的.熏陶下，才能出类拔萃。最近，随着“家
风”一词火了起来，脑海中不禁涌现出爷爷奶奶教育我的一
幅幅景象。

16、家风是一家的道德标准，如同粮食一般，是一个家必不
可少的成分。而在我们家，也有家风，它就是如何做人。

17、我心里一阵春风吹，偶也，原来这也是家风，我做得很
不错嘛!

18、妈妈微微笑着说：“你注意观察呀，其实，每天，你的
行为，都在体现我们的家风。”

19、“那我们家还有什么家风呢?”我大口嚼着饭菜，模糊不
清的说。

20、父母的一些举动，总能影响孩子。优秀的品质，就是从
中培养起来的。

21、寒假期间我参加了社区活动。活动中，学大老师讲述了
名人的家风家训故事，让我们体会到好家风、好家训离自己
的距离并不远，而且是真真实实地在我们的身边。针对“在
家庭生活中，我们平时应该具备哪些美德”这一问题，老师
让我们各抒己见。在热烈讨论的氛围中感悟出正是这些家风
家训引导自己从小要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作为新时代青少年，要争当爱国爱民的四好少年，无论
什么时候都要严格要求自己，遵守学生守则，用实际行动，
从小事做起，从我做起，铭记长辈们的鼓励和期待，以爱心、
恒心、信心和一颗感恩的心托起自己，为更加美好的未来努
力！好的家风、家训是青少年成长路上最好的人生导师，社
区希望通过开展更多的此类活动，培育青少年知荣辱、讲正
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引导社区青少年及家长们从
自身做起、从家庭做起，树立家风家规意识，让“好家风”
成为自己成长道路上的动力。同时，树立良好的和谐社区、



文明社区意识，把社区这个大家庭建设的更加美好。

22、这时，老爸推门进来了，他嘻嘻的笑着说：“今天不错
嘛，坚持的越来越久了!看你的样子，再坚持八九十分钟也是
有可能的嘛!你不是问我什么是家风吗?这就是咱们的家风，
吃得苦，有毅力!”

23、到家，爷爷已经做好了香香的饭菜，我抢先拿了筷子，
准备向美食发动强势攻击，这个时候，爸爸皱了皱眉头，说：
“家风旅游去了吗?爷爷还没上桌呢，怎么可以自己先吃
呢?”

24、我怎么没有印象呢?我使劲挠了挠脑袋，疑惑的看着爸爸，
爸爸懒懒的笑着说：“回去问问爷爷。”

25、家风伴我成长

26、很快就到8：30了，妈妈说：“幺儿，该练功了。”这声
音像天使的声音那么温柔，可我觉真得像是魔鬼在召唤我一
样!

27、家有家规，国有国法;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些警示育
人的词汇是对教育的最基本体现。社会风气的好坏，家风家
规的树立，都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是有很好的帮助的。

28、我一直在想，树立端正的家风，继承优秀的家规和家训，
是值得弘扬的民族文化。如今社会一些不良习气已逐渐退出
人民的视线，“正能量”得以传递，如再加上优良家风以打
造，那么咱们社会的风气将会更加纯洁，人民的生活将会更
加美好，国家的未来将会更加繁荣昌盛!

29、一个教训，让我知道，我应该小心地做每一个细节，我
生怕一个不经意的动作伤害到他人。



30、“o,no!”我痛苦的呻吟了一声，极不情愿的放下手里的书，
慢慢腾腾的开始换衣服。

家风家训个人感悟篇二

今天天气凉爽，我们在老师进修学校四楼有幸地倾听了范银
霞老师的有关家风家训方面的讲座，台下座无虚席，都在认
真聆听学习。

在范银霞老师的分享中，我们知道了曾国藩家训及他的《十
二日课》，知道了钱钟书夫妇、俞平伯夫妇、冯友兰、梁启
超、傅雷、汤用彤等名人的书香家庭。让我认识到了家庭建
设对孩子的成长是多么重要。

古人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欲治其国先齐其家。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人们生活的避风港，也是提供前进动
力的加油站。家和万事兴，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
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建设好自己
的小家不仅有利于家庭成员的健康幸福，也有利于社会大家
庭的和谐共荣。

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重视家庭建设必须从注重家庭、注
重家教、注重家风三大要务着手。

注重家庭，首先要奉行夫妻之道。所以说，为了在生活上互
相照顾，互相关心，为了更好地关心和照顾儿女以及双方的
父母，让小孩幸福，老人放心，欢喜夫妻。我们要以爱为根，
做到真爱无私、觉爱无价、博爱无条件、实爱无成见。家庭
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担负着培养下一人的责任。注重家教
首先要认识到：家庭教育才是真正的人生“起跑线”。教育
始于家庭，父母是人生的第一位老师。为人父母的职责与任
务不仅是让孩子吃饱、穿暖、身体好，更重要的是对孩子的
启蒙教育，立德树人，教育孩子做人的道理，增长孩子的善
心、爱心、恭敬心，纠正孩子的不良言行和过失。



家教靠的是家长的言传身教，以身作则，以道德力量潜移默
化的感化孩子的心灵。

良好的家风在人们的成长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是人们终
身的财富。注重家风，就是传承好家风，不断地释放正能量。
中华民族的传统家风可归纳为“仁义礼智信”五常和“孝悌
忠信礼义廉耻”八德。尽管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家风，但幸
福的家庭却有着相似的家风，有的讲究道德、诚实守信;有的
崇尚知识、重视学习;有的勤俭持家、尊重劳动;有的家庭和
睦、科学教子，这些都是在注重家庭和注重家教的基础上日
积月累逐步形成的。

只有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在家庭建设中紧密结
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
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
健康成长，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才能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
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重要基点。
中国梦就是人民追求幸福的梦想，在家庭建设中注重家庭是
追求梦想的幸福之基，注重家教是追求梦想的幸福之梯，注
重家风是追求梦想的幸福之谛。

家风家训个人感悟篇三

没规矩不成方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但一般家庭明列条
文的家规，并不多见，多是约定俗成的家规。

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强调指出，抓好作风建设，
在加强党性修养的同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领导干部
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

关于家风，不同家庭有不同的家风。一般农家，勤俭为本，
孝敬老人，对亲友礼尚往来，对邻里和睦相处，对社会惜老
怜贫，这便是好家风。



家风建设修身为先。打铁还需自身硬，完善个人修养，是社
会道德规范的延续，也是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传承。修身一方
面是提高个人道德素质，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另一
方面，作为领导干部要懂得知足，提高自身政治警觉性和政
治鉴别力。魏征说：“傲不可长，欲不可纵，乐不可极，志
不可满。”领导干部应将廉洁自律克己奉公的思想深深烙入
脑海，淡化个人得失，在为民务实中实现个人的价值。家风
建设重在传承。中国传统教育讲究言传身教，教育不仅是文
化知识的传播，还是道德修养的映射。在家风建设上，古语
说，母慈而子孝，兄友而弟恭。优秀的个人修养是可以通过
自身的言行举止和为人处世感染下一代的。家风

正，影响给孩子骨子里的正气和正义是必然的，这样的孩子
进入社会，释放出来的自然是正气，面对歪风邪气乃至破坏
党风政纪的贪腐投机行为，便有一种本能的拒斥。

家风的形成，靠家庭世代沿袭，靠一代代人的言传身教才能
形成。家风好，受世人称赞，家庭成员也感到自豪，家庭的
社会地位自然也高。

通过对“传家风，立家规，树新风”的学习，我会不断加强
自己的思想道德修养和党性修养，求真务实地把各项工作做
到实处，用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以实际行动树
立共产党员的良好形象，做到平常时间能看得出来，关键时
刻能冲得出来，危难时刻能站得出来，把领导交给我的各项
工作做实，做细。

家风家训个人感悟篇四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因不少亲友想谋求一官半职，周恩来曾
专门召集家庭会议，定下“十条家规”：一、晚辈不准丢下
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二、来者一律
住国务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



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四、看戏以家属身份
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五、不许请客送礼;六、不许动用
公家的汽车;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八、
生活要艰苦朴素;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
不要炫耀自己;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周总理把自己定位于人民的勤务员，以身作则，从自己做起，
从自己家里亲人做起，决不让特权发生在家属与自己身上。
总理订的十条家规，是对亲属的严格要求，更是培养干部家
风的极好教材。当代，经济高速发展，物质腐朽灵魂，享乐
主义膨胀，一些人把人民的辛苦纳税钱铺张浪费，挥霍成风。
顶着贫困县的帽子却盖着豪华办公楼，一个只是吃饭的食堂
却修建的极其豪华，配备ktv等娱乐设备，开着公车办着私事，
诸如此类现象更是数不胜数。总理“十条家规“就像一面镜
子，望时刻照醒广大党员干部，该如何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
权，端正作风。更是告诫公职人员如何掌好权、用好权，如
何过好权力关、亲情关。

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中国走过了一条漫长的路，上下求
索的中国人民始终难忘一个名字:周恩来。记得国外曾有人做
过这样的评论，新中国的设计师是毛泽东，而一砖一石地把
设计变成现实的建筑师是周恩来。虽然外国人对于中国的事
情往往很难理解得清楚，但这样来评价周恩来总理在建国以
后所起的作用，还是很确切的。

为什么周恩来总理能得到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那样广泛、挚
烈的爱戴和深切而持久的怀念?这不仅因为他为中国人民和世
界人民作出过杰出的贡献，而且还因为他具有极为高尚的品
德。他不仅是党风的楷模、治国的典范，也是治家的榜样。

可以说，周恩来总理没有给后人留下一砖一瓦、一钱一物，
却为后人留下了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家规家风，这是一笔
宝贵的精神财富，子孙为之自豪，世人为之敬仰。正如周秉
德女士所讲述的，伯父要求我们要和全国老百姓一样过简朴



日子。我们都是在伯父的教导下，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
走过来的。在我们周家兄妹中，我们就是普通老百姓，没有
人当大官，没有人经商挣大钱，没有小车子、大宅子。

由此可见，党有党风，民有民风，家有家风。正是因为周恩
来在二十多年的总理生涯中，形成了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
家规家风，才得以使他有一个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全身
心为民干事，成为人民信赖和拥戴的领导干部。

我想，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社会如何发展，这样的家规家风，
都会让人钦佩、感动、传颂。

好家规创造好家风，好家训创造好家庭。每个家，都有家风
家规，它可以让一个家积极向上，健康成长。

我们家的家规体现在孝顺上。爸爸妈妈经常说：“百善孝为
先。”孝顺长辈，孝敬老人，就是每一件事都让老人称心如
意。老人说话，我们小孩子一定要听，老人说错了，也不能
当面指责，与老人顶嘴。吃饭时，长辈没有动筷子晚辈绝对
不可以先吃。

我们的家训体现在诚信上。诚信是言而有信，说到做到，有
诺必践，有约必守，以诚待人。诚信，也是二十四字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中的一个词。诚信是从每一件小事中
看出来的，是一个人必备的品质。

每个家，都有家训、家规、家风，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好的
家训、家风不仅承载了祖祖辈辈对后代的希望对后代的策鞭，
也同样体现了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之风!好的家训、家风在平
凡生活中点滴影响着我们的心灵，塑造着我们的人格。我希
望我家的家训、家规、家风能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文档为doc格式



家风家训个人感悟篇五

如果说家是一个人成长的摇篮，那么家训就是哺育一个人成
才的精神食粮。家训是对子孙立身处世、持家治业的教诲。
它的重要性不在于是否装裱贴于墙上，或集印成册束之高阁，
它真正的意义在于铭记于心，润化于事。一个好的家训需要
世代子孙的延续和传承，并将家训当做是对自己一生中为人
处事的行为准绳和言语约束，不做逾越家训、违背家训的言
行。同时，当自己身处学业低谷或事业低潮时，家训作为一
种精神慰问剂，可以让自己反思过去，总结经验，重振信心
和恒心，以更加积极阳光的心态接纳失败，以乐观向上的勇
气锤炼自己直至成功。

家训是一种文化精髓。翻开《曾国藩家训》，能从书本中感
受到一代封疆大吏曾国藩质朴而真切的话语，那些告诫子孙
自勉的家书无不体现了我国古代儒人修身、齐家、平天下的
豪迈和智慧。作为饱含着长辈期望、凝结着家庭思想、承载
着中华哲思的家训，慢慢成为一个家族逐渐走向幸福的家族
信条。于是，以一家之言树立起的家训形成了充满文明礼仪
意味的家庭氛围，而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的优良家训在此基
础上逐渐形成了一种可以跨越历史长河的和谐家族氛围。上
小学时，爷爷奶奶年事已高，母亲将老奶奶接到我家照顾。
自从老奶奶来到我家，母亲每天变着花样给老奶奶做好吃的。
老奶奶牙齿掉光了，吃不了太硬的食物;老奶奶喜欢吃面
条……而这些，母亲全部都了解，尽心尽力照顾。老奶奶年
龄大了，喜欢拉着我重复的讲过去的事，内容几乎都是一样
的，我听的非常不耐烦，跟老奶奶讲话态度也不好。母亲发
现后训斥了我，教育我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
待，“孝顺”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最重要的首先是尊重长辈。
时至今日回首往事，母亲确实以一个榜样的身份时刻诠释
着“孝顺”二字的所有含义，我也终于懂得母亲经常所说的，
子女对长辈尽好孝道，长辈们才会延年益寿，一个家庭才会
和和气气。看着母亲鬓角的寸寸白发，作为子女，我该以她
为榜样像她孝顺老奶奶那样好好孝顺父母。



有时，我们会深究到底什么是家风?它到底在整个家族中扮演
了什么角色?它会给家庭、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其实，看
似虚无的家风在生活中扮演着“指路灯”、“航向标”的角
色。岳飞的母亲在他背部刻下的四个大字“精忠报国”，忠
于国家，报效国家是岳母对岳飞的深深教诲，为履行这一信
条，岳飞驰骋沙场，血染匈奴，用实际行动捍卫国家主权，
也诠释了家训在形成家风后在岳飞一生的立志报国中起到的
重要作用。正是在这种忠于国家、甘于奉献的信条指引下，
岳飞终成一代英雄为世人所敬仰并称颂至今。所以，作为一
种精神、信念，家训是指导一个人、一个家庭、整个家族不
断前进的动力，它在人的精神世界中起到摆正态度、端正作
风、文明举止的重要作用，使自己养成良好的处事习惯，从
而避免了违背道德、超越法律底线行为的发生。家训的产生
往往伴随家风的形成，家风的形成体现的是这个家庭的整体
文化素质，一个拥有良好家风的家庭，呈现给他人的也将是
良好的素养，这样的家庭在他人眼中才会受到褒奖和学习，
进而影响到周围的家庭，使社会这个大家庭形成良好的社风。

家风正，则子孙收益，家风不正，则祸及子孙。家是缩小的
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的传承是上一代对下一代的寄托，
家风醇厚，人必敬之，它是世界美好的源泉之一。每个家庭
都有责任和义务来重整家风，从我做起，从家做起，从平凡
事做起，让好家风代代相传，一代影响一代，一代成就一代，
促进全社会良好风气形成。

家风家训个人感悟篇六

家庭是圃，孩子是苗。家风如雨点，它随风潜入夜，润物细
无声，小苗只有在雨露的滋润下，才能健康成长。孩子只有
在优良家风的熏陶下，才能出类拔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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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家风建设是我国历史上众多



志士仁人的立家之本。从古至今，颜之推《颜氏家训》、诸
葛亮《诫子书》、周怡《勉谕儿辈》、朱子《治家格言》、
《曾国藩家书》、《傅雷家书》等等都在民间广为流传，闪
烁着良好家风的思想光芒。历史上的“孟母三迁”“岳母刺
字”等等，同样展现着良好的家风。“非淡澹无以明志、非
宁静无以致远”“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莫
贪意外之财、莫饮过量之酒”等教子中的古训至今为世人尊
崇。好的家风不但对自己有利、对子女和家人有利，也逐步
影响着大众的道德水平与社会的风气

家风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一直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每
一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原生家庭中。原生家庭家风好，这个人
就会茁壮成长;原生家庭不重视家风建设，这个人在成长中就
会走弯路。好的家风会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如：良好的道德
氛围、健康的思想氛围、积极的情感氛围、认真的学习氛围、
节俭的生活氛围等等。正是这种氛围，造就了一个个身心健
康的人、有作为的人乃至对社会有突出贡献的人。可以说，
好家风打造儿童成长的好摇篮。

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婚姻家庭领域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
问题：恋爱观上的拜金主义、婚姻中的草结草离、家教中的
过分溺爱、孝亲中的漠视老人，甚至一些有名望和社会地位
的人由于不重视家风建设致使自己尤其是子女走上了犯罪道
路，教训是沉痛的。它从反面证实了家风建设的重要性。

家风家训个人感悟篇七

家训，字典上是这样解释:指对子孙立身处世、持家治业的教
诲。家家之训，形成家家之风，由此可见家风、家训在人们
的成长过程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妈妈时常教育我:做人最基
本的品质是诚实。所以，我认为我家的家训就是以诚为本;我
家的家风便是诚信。



小时候的我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坏孩子:调皮、恶作剧、撒谎、
捣蛋，这自然是家常便饭。然而二年级时的那一次坏事改变
了我，让我这个实打实的坏孩子，不再捣蛋，不再顽皮。

记得那时，我才只有八岁，上二年级。那时学校里，我的同
学几乎每个人每天都有七八元的零花钱，天天都能买好吃的。
而我只有五元的午饭钱，每天中午买完饭也就没钱了。每天
看着同学拿着零食在那边吃边炫耀，我的心里就直痒痒。

没有，我没有拿。听到妈妈的查问，我不自不觉得紧张起来。
可不管我怎么掩饰，也掩饰不了自己的紧张，妈妈还是看出
来了。第二天，放学回来就看见妈妈板着一张脸。朱意宣妈
妈叫着我的名字，生气地说，你到底有没有拿我的钱!刚进家
门，就听到妈妈这样说，我不禁呆住了，站在妈妈面前不知
所措。吱吱唔唔地呢喃着。你说什么?听不见，大声点。我瞟
了一眼妈妈，仿佛妈妈的头上冒烟着火了。于是，我只好把
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妈妈。

我提心吊胆地写着作业，突然妈妈叫我下楼。我惊恐万分，
慌慌张张地下楼了。看见妈妈正坐在椅子上等着我，你这个
小孩，妈妈真的教不好了，只能把你交给警察。我一听，吓
得差点尿裤子:怎么办，怎么办，妈妈不要我了。

妈妈，我再也不敢了，你不要把我交给警察。

不行，妈妈打你你也不改，好好说你又不听，我实在没办法
教你了。妈妈说着，拿出手机打给了舅舅，让他冒充警察来
吓我，当时的我并不知情。妈妈和警察说了几句，就让我接
电话。

警察问我:你就是朱意宣吗?

是。我含糊地回答。



刚才你妈妈电话打给我说，你偷家里的钱，要我把你带走，
是这样吗?

嗯，警察叔叔你不要带走我，我下次会改的，不会再做坏事
了。我会好好听妈妈的话，做个好孩子。

那这次我就不带你走，但你要好好听妈妈的话，如果下次再
做坏事，我就对你不客气。警察凶巴巴地说。

挂掉电话，我伈伈睍睍地说:妈妈，警察的声音怎么和舅舅的
声音一样。

警察和舅舅都是男的，声音当然一样了。

这件事过后，我再也没做过坏事了。我家的家训就是如此，
妈妈教育了我，让我明白了做人要诚实，失信就是失败，要
想成功最基本的也是诚实。这就是我家的家训，更是我家的
家风。家风是一种正能量，我们要从每个家庭做起，弘扬民
族精神。

家风家训个人感悟篇八

那天放学我一回到家就直冲厨房，拿起碗就开吃，丝毫也不
记得爷爷平时的教育：要等长辈先动筷，后辈才能动筷。爷
爷冷不防的来了句：“你忘记我平时跟你说的话了吗?碗给我
放下!”我的身体一僵，连忙把碗筷放下，怯怯地站了起来，
低着头，小声地说：“爷爷，对不起我没等你和奶奶先
吃……”到最后我的声音几乎没了。“道歉是你这样的态度
吗?声音大点!”爷爷大声地说。我被爷爷这一声吓到了，身
体一颤，嗓音提高了：“爷爷对不起!我不应该没等你和奶奶
动碗筷之前就吃了。”“只错了这一点吗?”奶奶从阳台过来
对我说。我心虚的点了点头，又立马摇了摇头。“那你说你
错了哪儿?”奶奶似乎看穿了我，又问。爷爷对我的反应很不
满意，说：“看样子你是不知道了!出去给我站着想通了再回



来!”我低着头走了出去，瞄了一眼地下，呀，竟猜到了自己
刚刚掉下的饭粒，顿时恍然大悟。爷爷和奶奶都是农村人，
从小吃的本来就不好，有时连三天都吃不到饭，所以非常珍
惜粮食，也经常教育我要珍惜粮食，吃饭时要吃干净，不允
许有剩下的，而我却吃了一地，想着，想着我非常羞愧，我
竟然犯了这一大忌!

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剩菜剩饭了，能吃多少盛多少，吃的时候
也非常仔细，一粒粮食也不浪费。同时，我也把爷爷的教训
当成了我家的家风家训，把它们谨记心里，传承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