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弘扬好家教好家风个人心得体会感想 弘
扬好家教好家风个人心得体会完整(实

用8篇)
学习心得是对自己在学习过程中所获得的心得与体会进行总
结和归纳的一种书面表达方式。通过写学习心得，我们可以
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学习情况，发现问题和不足，并提出改进
措施。[实习心得范文8]

弘扬好家教好家风个人心得体会感想篇一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参考。

积极向上的家风家教，渗进子孙后代的血液，渗进社会的文
化，影响着社会风气，只有家风这个源头清澈了，才能滋养
出好的品格和民风。小编在这给大家带来最新2022年弘扬好
家教好家风个人心得体会5篇，欢迎大家借鉴参考!

弘扬好家教好家风个人心得体会【篇一】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举凡识书认字之人，莫不
熟稔这些词，其中蕴藏的人生逻辑，影响中国两千年。从个
人到国家天下，从正心诚意修身到治国平天下，一个不容忽
略、不可越过的环节就是家。正所谓“一室之不治，何家国
天下之为”，“齐家”成为步入社会、进入公堂的起点和前
提。

“治家严，家乃和;居乡恕，乡乃睦。”家是人生的“第一所
学校”，家庭通过家教培育家风，不仅给人生系上品性
的“第一粒扣子”，还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周围的人。家风是
寄托传统、盛放亲情的陈年家私，亦是文化源流的朴素沉淀、
社会价值的坚定担当，更是我们在这个时代互相激励、抱团



取暖的精神薪火。今天我们谈论家风，既是为了承续传统、
启迪当下，更是为了涤风励德、淳化风俗。

对于领导干部而言，家风并不属于私域，更不是老人“托
管”的小事、家属“自管”的私事。家风是作风的臂膀，家
风浩然敦厚，才有作风严实清廉，家风正才能作风正、律己
严、行得正。家风与作风犹如并蒂之花，互相映衬、相映生
辉。领导干部手执权力重器，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非同小
可，自当从家庭做起，以家风建设助力作风涵养，以家庭和
睦引领社会和谐。

良好家风，是抵御贪腐的无形“防火墙”。家风纯正，雨润
万物;家风一破，污_尽来。苏荣一人当官全家捞钱，上
演“全家腐”;周本顺“家风败坏”，对亲属放任纵容……一
些领导干部最终“祸起萧墙”，问题往往肇始于家风不正、
家教不严。据统计，中央纪委近年来查处的党员干部违纪案
件中，约四成与其家庭成员有关;2016年被查处通报的34名中
管干部，超六成违纪涉及亲属。正所谓“一人不廉，全家不
圆”，家风不正导致全家沦陷，教训何其深刻。培育清廉家
风，不仅是对廉洁政治的恪尽职守，更是对家庭圆满的保护。

家是浓缩的国，国是放大的家。个体从家庭走向社会，家风
的影响亦会随之远播，成为社会风气和道德水准整体拔节的
力量之源。领导干部作为党风之旗帜、社风之表率，纯正家
风、弘扬家风，无疑是党风向好、社风向善的催化剂。福建
东山县委原书记谷文昌尽管已去世30多年，但谷家“清白持
家、简朴本分、为民奉献”的家风仍在当地干部群众中传颂。
有句网络流行语说得好，“你若盛开，清风自来”。将家风
融于作风，让好家庭与好风气相得益彰，领导干部责无旁贷。

弘扬好家教好家风个人心得体会【篇二】

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6月8日-13日，公积金余杭分中
心机关支部组织开展了学习郑义门家规，正家风、立家规、



严家教活动，切实加强党员家风家规建设。

一、党员分头学。各党员开放式学习了《郑义门》家风，并
结合自家家风写体会谈感想，提高对家风重要性的全面认识。
大多家庭都包含着礼貌谦让、勤劳节俭、艰苦奋斗、尊重宽
容等普通人家的家风与传承，倡导礼义持家。

二、科室集中学。各科室负责人牵头，对郑义门家风进行讨
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有提高自身的修养，先
将家庭管理好，才能更好的为国家效力。与党员自学相比，
科室更多是对廉政廉洁的讨论。

三、持续深入学。支部借助本次活动，将家风教育纳入分中
心文化建设，逐步成为公积金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常抓
家风家规教育，牢记家和万事兴，注重家风对政风学风的带
动，营造良好氛围，厚植勤政廉政基础。

，不失公心，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弘扬好家教好家风
个人心得

体会

【篇三】周恩来的“十条家规”，我想说说自己正家风、立
家规的体会和感悟。

本人及其家属，一个是部门主要负责人，一个是单位副职干
部，多年来，约定俗成夫妻共同遵守的家规、家风就是：清
白做人，踏实干事，不谋权私，不留话柄。

我认为，正家风、立家规不是形式，不是做表面文章，重在
用自身的实际行动带头为家为人树立清白做人、踏实干事、
不谋私利、敬畏纪律的榜样。到民政局工作五年多，局里的
招投标事项，我没干预过一次，也没背地里让亲友同事参与
过一次，都是由局物品采购及工程论证领导小组进行阳光操



作;优抚安置、调残评残、城乡低保工作中，我没为一个不符
合条件的对象打过招呼、发过话。

我认为家风家规连着党风党规。作为党员领导干部，立好家
规，树好家风，更是主动适应全面从严治党新常态、推
动“两个责任”落地生根的根本要求。做官一阵子，做人一
辈子。金钱固然重要，但金钱不是万能的，品德必须高尚。
周恩来一生两袖清风、一尘不染，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艰
苦朴素，不以权力为自己、为家人、为属下谋取私利，其高
风亮节，世界敬仰，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楷模。他时刻
用“十条家规”的尺子规范自己、约束自己、规范家人的行
为，为我们党员领导干部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也为我们
党员领导干部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我认为立家规、正家风还是一种责任担当。一些党员领导干
部权高位重，正确使用手中的权力，管好家属、子女和身边
的工作人员尤其重要。为此，必须有责任担当意识。为官一
任，造福一方，虽然是句老话，但从这句老话中我也悟出了
新的道理：一个称职的党员领导干部，面对新形势、新常态,
要管理好一个单位、一个部门，就必须视那个部门、那个单
位为自己的家，这个“家”的好家风、好家规更为重要、更
应立好。诸如大到人、财、物规范管理制度，为民服务制度，
党风廉政建设制度，软环境建设评优制度;小到上下班纪律、
机关作风建设、年度考核等制度，都应不断建立，不断完善。
因为这样的“家风”、“家规”，直接关系到这个单位、这
个部门党风行风的好坏，关系到党的事业及其部门和单位工
作的兴衰。

我们家好的家风、家规，将继续保持下去，它虽然没有写在
纸上，也没有贴在墙上，但每时每刻都会在我们夫妻及家人
的心里出现。我决心做到天天常思己过、日日警钟长鸣，争
做一个家规好、家风正、受党和人民信赖的民政干部。

弘扬好家教好家风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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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扬好家教好家风个人



心得体会

【篇五】

中华民族素有“礼仪之邦”之称，向来重视家教。历见诸典
籍的家训并非鲜见，为后人称颂的也很多。而“不成文”，
也是我国家规家训的一大特点，成为日常生活行为规范的有
机部分。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一些家风家训中的精华融入
新的道德建设中，许多脍炙人口的家训，已经是“家家之
训”，形成家家之风。

约束，不得默许他们利用特殊身份谋取非法利益。一人不廉
全家不圆。领导干部自己不出事，又加强对家属子女的教育
管理，整个家庭乃至家族平平安安，这也是一种幸福。 。

好的家风才能创造出好的家庭，俗话说：家和万事兴，相互
体谅、相互宽容、相互信任、相互理解是家和的前提，在此
基础上的家庭，才是幸福美满的家庭。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只有家庭和睦，社会才会稳定。家规是春雨，润物无形。树
立美好的家风家规，传承悠久的国风国规，中国这只文明善
良勇敢的东方古国最终将让世人钦佩!

弘扬好家教好家风个人心得体会感想篇二

望着墙上的时钟永停歇的秒针绕了一圈又一圈，忘了你的离
去有多久，只知道我痛得很深很深。又得写心得了，每每这
个时刻，我的心都很痛很痛，因为我又得把结疤的伤口撕裂
开。你可知道，你的突然离去，是我一辈子无法言语的痛。
曾经想过时间是治愈伤痛的最好良药，总想着以后会好的。
总认为一切都会过去的，可是现在想来，依然是锥心的痛，
只是我现在有了可以活下去的理由———我们的女儿。女儿
啊女儿，你一直都是妈妈的动力，以前是，现在是，将来更
是。几年来在没有你的日子里，我和女儿一直共同成长着。



女儿啊女儿，为了你，我从悲伤的茧中破壳而出。家庭的变
故，犹如天崩地裂。我的世界开始倒塌了，在床上躺了一个
星期，吃不下睡不着。每天是妈妈一口口汤水地给我灌下去、
就这样在家里整整呆了快一个月，从未走出过家门。这段时
间，每天晚上临睡前，是女儿最伤心难过的时刻，也是我最
艰难的时候，6岁的女儿总是哭着要找爸爸，而我只能强忍伤
痛，安慰她说，爸爸去了美丽的天堂，他在那里一直关注着
你，你要表现好，爸爸就会很开心了。从此，女儿也越来越
懂事，常常说，妈妈我要好好吃饭，快快长大，好像爸爸一
样可在帮你做事。此时，学校的领导，同事，亲人们常常为
我送来了关心，他们关切的话语犹如一阵阵春风，温暖了我
的心灵。从他们的脸上，我也读懂了担忧，为我的现在担忧，
为我的将来担忧。想到可爱的女儿，想到你依然阳光的笑脸。
于是，我抬起头来，重拾笑脸!

女儿啊女儿，为了你，我一肩扛起了我们的家。没有了依靠，
学会了骑车，学会了交电费，学会了取款，学会了放手，学
会了坚强。学会了在工作中寻找开心的源泉，学会了在苦闷
中寻找快乐的理由!看到女儿你的笑脸，我再苦再累也值得。
看到你那么爱画画，妈妈咬咬牙，也送你去学画画，你也非
常争气，你的每一张画，是送给妈妈最好的礼物，每张画都
让我爱不释手，我总是看了又看，每次看到你的新画，我总
忍不住，拍下来，传到qq空间，闲时，总是看了又看，让我
消除疲劳。有一次，你在作文中写到：妈妈，在我心目中，
您是一位伟大的母亲。自从爸爸的离去，您一个人扛起了整
个家。虽然再苦再累，可您从未在女儿面前埋怨过，在我心
目中，您真的是一位坚强的妈妈。在生活中，您给了我双重
的爱，父爱如山，母爱如水，让我虽然缺失父爱，却依然健
康成长。我想对您说，我这有您这样的妈妈而自豪、读着读
着，我的眼眶湿润了，女儿真的长大了，懂得理解妈妈了，
妈妈依然会为你扛起一片天，虽然妈妈的肩膀没有爸爸的宽
阔，但妈妈会为你撑起一片天。

女儿啊女儿，为了你，我带着你走在阳光的路上。经历了这



些，妈妈也明白了身体健康的重要，于是，唐寨山上留下了
我们的足迹，驾云亭中洒下了我们的汗水，妈妈带着你领略
了九仙山的神秘，征服了大小险，春来寻春，冬来看雪，秋
来赏叶，夏到玩水。我们一起行走在阳光下，领略着大自然
的美丽，一路风光一路成长。

弘扬好家教好家风个人心得体会感想篇三

家风无声化“规矩”，约束我们严于律己、清白做人。很小
的时候，父母就教育我们，借别人的东西不但要还，还要记
得别人的好;教育我们不要惹是生非，不能倚强凌弱，更不能
做偷鸡摸狗、违法犯罪和违背公秩良俗之事。记得小时候，
邻居家的小鸡跑到我家菜地里，我在驱赶的时候，用石头把
小鸡砸伤了，邻居看到后非常生气，朝我大声呵斥。我回到
家，母亲把自己家的小鸡抓来，让我赔给邻居家，我认为自
己是对的，是邻居家有错在先，没必要赔东西，也不用赔不
是。母亲心平气和教育我，说邻里间和为贵，虽然邻居家的
小鸡不该到我家菜地里，但小鸡对邻居家来说，比自己家种
的菜要贵重，我们得分清轻重、明晰是非、辨准对错，别人
做错了，不用和别人吵架，要严加约束自己，才不会在生活
中对自己、对别人造成伤害。这些看似处理鸡毛蒜皮的小事，
但点点滴滴的教诲中，是父母立下的做人规矩、成事规范，
是指引我们成长成人的“指针”。

家风无声化“力量”，激励我们增长才干、担当前行。记得
小时候，父母带我到镇上赶场，最喜欢的就是带我去场上的
新华书店，帮我买一些连环画、一些故事书，让我们能够读
上书。父亲给我们讲过的故事，记忆最深的就是古人捉萤火
虫当“灯”读书的故事，以及把头发绑在梁上读书的故事，
告诉我们读书的好处。上高中时，家里为了付学费、生活费，
已经入不敷出了。正值“打工潮”兴起时期，我们提出外出
务工、减轻家里负担，父母非常严厉地批评教育我们，
说：“读书考不上大学，是我们的事，是我们对自己不负责



任!家里拿不出钱读书，是大人的事，不用我们操心，也不用
分心考虑。”在父母严肃的批评中，看着父母坚毅的眼神，
我们都静心下来学习，考上了大学。父母在我们成长路上，
用自己理解的道理，引导我们不断学习，用厚实的担当扛起
促进我们成长成人的重担。这些于无声处的引导、于无声处
展示出来的力量，教育、激励我们不断奋力前行。

家风，是一句话中蕴藏的道理;家风，是一件事中潜藏的规
范;家风，是时时处处自身言行中展示的形象;家风，是一生
一世传承和守望的精神，是激励我们成长的力量。家风，就
是父母的谆谆告诫，是父母的言传身教。家风看似朴质，看
似简略，不高深、不精美，但却受用，却能滋润我们心田，
让我们感受到无限的力量，激励我们去开拓自己人生蓝海，
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弘扬好家教好家风个人心得体会感想篇四

父母是孩子第一任老师，我们从父母身上继承得来的不只是
一个光荣的姓氏，更有父母辈走过荆棘之路的“爱”的传承。
“爱”在汉语中是个多义词，包含了爱情、亲情、友情以及
人对所有事物的根本情感。爱祖国、爱家庭、爱他人、爱岗
敬业……都是爱。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高举
“爱”的火炬，将洁身自爱、爱岗敬业，爱祖国、爱人民融
入到生活工作中，燃旺家风火焰，勇往直前。

高举“出淤泥而不染”洁身自好的“自爱”火炬，照亮坚定
前行的决心。母亲虽然目不识丁，但从我记事起，就耳提面
命地教育我：“做人要自尊自爱，忠厚纯良，要对得起自己
的良心。”小时候，我对这句话懵懵懂懂，认为只要爱自己，
不做亏心事就行了。随着年龄的增长，经历了岁月的洗礼、
社会的历练、风霜的淬炼，我才深刻地领会到“在道德的真
空里，我们仍然能洁身自好，守身如玉，以致我们现在能够
俯仰无愧。”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要努力成
为正直贤达之士，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能够洁身自好，不随



波逐流;能清醒地认识形势，忧国忧民，“心不清则无以见道，
志不确则无以立功”，用自己的微博之力，贡献出力所能及
的力量。

高举“我不担当与阿谁”爱岗敬业的“责任”火炬，燃旺事
业红红火火。父亲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为家庭、为子
女付出，在工作中亦是辛勤劳作，忠于职守。他为人处世的
作风，也影响了我对“责任和担当”的理解和诠释。树立强
烈的事业心和进取心，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埋头苦干，要有
“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担当，无论什么时候，
该做的事知重负重、攻坚克难，顶着压力也要干;该负的责，
挺身而出、冲锋在前，冒着风险也要担。爱岗敬业，在岗一
分钟，负责六十秒，认真做好手里任务，并且以最低的成本、
最高的效率、最好的质量出色地完成本职工作，做到对工作
的执着和热爱，最终达到“文经我手无差错，事交我办请放
心”的境界，让事业欣欣向荣。

高举“以天下为己任”爱国爱民的“博爱”火炬，燃旺国富
民强的火焰。“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父母最爱说
的话就是：“要好好学习，掌握本领，以后有出息。”爸妈
的叮嘱和期望虽然寥寥数语，但对我的影响却很是深远。一
个有出息的人，一定自尊自爱、独立强大、心系天下、学识
渊博、技能精湛……自己也在为这个目标勇往直前。“艰难
困苦，玉汝于成。”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风雨无阻的精
神状态，心怀国之大者，坚守初心使命，加强自身建设，提
高工作本领，攥紧手中的“接力棒”，在服务大局中更好履
职尽责，努力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

胡适在《我的母亲》中写到：“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
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
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我们从父母身上学
到的精神力量，指引我们奋勇前行。我们要高举“爱”的火
炬，代代相传，燃旺家风的火焰，照亮人生路。



弘扬好家教好家风个人心得体会感想篇五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
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故而，家风正则社风清，社风清则党
风政风明。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立家规、重家风的优良传统。“岳母刺
字”“画荻教子”等广为流传，《颜氏家训》、《傅雷家书》
等备受推崇。更多人家，虽然没有成文家训，但也在潜移默
化中形成了特有家风，有益于家族发展、社会进步。

家风影响社风。家风正不正，不仅关系家族荣辱兴衰、家庭
幸福与否，还直接关系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积小
流而成江河，积家风而成社风。社会肌体由一个个家庭细胞
组成，家规严、家风正，则家庭成员“三观”开关更紧、道
德约束更强，则社会风气清朗向上、社会文明不断进步。反
之，老人赡养无着、子女教育缺失、亲人情感淡漠不仅与家
风不正、家教不严直接关联，而且会对社会风尚、社会文明
产生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家风事关党风政风。党风政风由广大党员干部涵养，同时也
体现在每一个党员干部身上。许多贪腐案件证明，一些领导
干部最终锒铛入狱，问题往往肇始于家风不正、家教不严。
譬如，有的被“枕头风”吹下犯罪深渊，有的纵容亲人违法
乱纪，甚至有的贪腐“全家总动员”，不仅败坏党的形象，
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而且毁了自己、毁掉整个家庭，教训
深刻、发人深省。

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家风建设作为党员干部作风的
一项重要内容。

家风建设人人有责，党员干部更要高度重视。一方面，要坚
定理想信念，追求高尚情操，守规矩、慎交友、去陋习、尚
节俭，做到自身清正廉洁;一方面，要对家人划出底线红线，



加强思想道德、法律法规教育，特别要从小处入手、从小事
做起，细察家人异常之举，关注家人社交圈子，对于家人身
上苗头性的问题，要早教育、早制止、早纠正，以有形
的“铁家规”涵养无形的“好家风”，教好、管好、带好配
偶子女，做到自身清、家人清、身边清，以家庭和谐促进社
会和谐、以家庭清廉维护一生清誉，始终做到一身正气、两
袖清风。

文档为doc格式

弘扬好家教好家风个人心得体会感想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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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扬好家教好家风个人心得体会感想篇七

家庭是国家的单元、社会的细胞。良好的家庭家风往往能够
成就良好的国风、社风与民风。古今中外的事实已充分证明，
凡家风良好者，其家庭成员大多能为国家作出贡献，反之则
有可能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寄生虫甚至祸害。因此，良好家风
的养成尤为重要。而要营造良好家风，至少应做到如下“四
个抓好”。

要抓好学习。古人云：“人不学，不知义。”由于不学导致



无知无术，难免就会执意妄为，使家庭成员受到党纪国法的
惩处，家庭也因此会变得支离破碎，令人扼腕叹息。因此，
只有让家庭每位成员不断学习，多读书读好书，才能促使他
们懂得是非曲直的道理，明白应为与勿为之事，在充实自身
的同时，使自己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能够较好养成。

要抓好表率。说破嘴不如动动腿。抓好表率主要体现在言行
上。家庭中的主要成员，必须时刻注意在言行中作好表率，
具有党员干部身份之人更应如此。要将做人与做事的遵循说
清讲细，并带头认真遵守。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务必率先
做到。要求别人勿为的，自己务必坚持不为。确保自己无论
何时何地都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从而使自己诚实守信
的良好形象深深镌刻在每位家庭成员的脑海中和促成他们自
觉效仿。

要抓好和谐。家庭的和谐至关重要。一些家庭，成员之间时
常互相指责、互不相让，有些家庭甚至弥漫着冷暴力或充斥
着热暴力，使得这些家庭的其他成员长期笼罩在反击或暴力
的阴影中，缺乏和善、温暖和爱。这些不和谐的因素尤其是
暴力阴影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带到家庭成员今后的工作
单位和社会上，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整个单位的和谐，甚至
可能破坏社会的安定团结。

要抓好家教指导。良好家风不仅是国家、社会之需，也是每
一个家庭获得良好发展之需。因此，作为一个国家，应当高
度重视良好家风的营造和养成，可以采取在每个社区成立优
良家风培训学校，通过有计划地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使每
个家庭都能够根据自身实际，探索出行之有效的培育良好家
风的教育教学计划和有效方式方法，让每个家庭成员都能够
在良好家风的影响下成为遵纪守法、爱国敬业、崇德向善、
清正笃诚、立志高远之人，使整个国家和社会能够劲吹清正
向上向善之风，为更好实现个人价值和更快实现国家发展目
标打下坚实基础。



弘扬好家教好家风个人心得体会感想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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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