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家风童谣心得体会 家教家风心得体会
(优质5篇)

心得体会是指一种读书、实践后所写的感受性文字。那么心
得体会该怎么写？想必这让大家都很苦恼吧。下面我帮大家
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心得体会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
下吧。

家风童谣心得体会篇一

家风，是一个家庭的主旋律，社会学家将其称为“家庭文
化”，心理学家则称之为“精神风貌”，其内容是指一个家
庭的所有成员共有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及言行表现的总和，
也是家庭成员品格、文化素养、道德情操、人际关系的具体
体现。

好的家风就是一所学校。因为家风虽是无形的、潜在的，但
对孩子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它对孩子的成长既是一种耳濡目
染、潜移默化的教育，又是孩子行为规范的“调节器”，更
是陶冶孩子道德情操的天然“熔炉。”好的家风和不好的家
风都会影响到后代。家风好，则人心正，父母慈，儿女孝，
婆媳睦，妯娌和，子孙贤；家风不好，则父母恶，子不肖，
孽孙生。美国的爱德华和珠克两个家庭，家风传至八代。爱
德华是博学多才的哲学家，勤奋好学，为人严谨，为子女树
立了良好的风范。他的子孙中有13位当过大学校长，100多位
教授，80多位文学家，60多位是医生，还有1人当过副总
统，1人当过大使，20多人当过议员。而珠克是远近闻名的酒
鬼和赌徒，毕生玩世不恭，浑浑噩噩，无所事事。他的子孙
有300多人当过乞丐和流浪者，400多人酗酒致残或夭亡，60
多人犯过诈骗和盗窃罪，7个人是杀人犯，总之没有一个是有
出息的。两个家庭的家风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后代，父传子，
子传孙，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相濡染，相延续，在社会的大舞
台上向两极发展着。所以说，家风的好坏直接决定着子女的



成才与否，而且不仅是一代。

家风通过日常生活影响孩子的心灵，塑造孩子的人格，是一
种无言的教育、无字的典籍、无声的力量，是最基本、最直
接、最经常的教育。因此，家长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形成一种
有利于孩子成长的良好家风。

首先要言教。古人云：养不教，父之过。鲁迅先生也曾说过：
“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地产生，尽力地教育，完全地解
放。”翻开历史，在我国不知有多少脍炙人口、生动感人的
名人家规、家训，感召来者，滋养后人，如周公的“一沐三
捉发，一饭三吐哺”；孔子的“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的
“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朱伯庐的“一粥一饭，当思
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以及周总理的10条
家规等均是。

三是要构建和谐家风。良好家风的重要基础是团结、平等、
和谐的家庭关系。家庭关系不正常，互相指责、埋怨、争斗，
孩子感受到的是冷淡、冷酷、敌对情绪，心灵深处就会留下
痛苦的伤痕。因此，家庭成员之间要相互尊重和理解，和睦
相处，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家长要理智，善于调节和控制
自己的情感，不当着孩子面吵架；要发扬民主，主动倾听孩
子的意见、平等协商；要开朗、乐观，和孩子一起玩，让家
庭充满欢乐情趣。总之，要给孩子创造和谐的家庭环境，让
他们在和谐、温暖和相亲相爱的人际关系中健康成长。

家风如春雨，润物细无声。要形成好的家风，做父母的就得
事事从自我做起，不断提高为人父母的素养，努力将自己的
家庭变成人才的学校。

家风童谣心得体会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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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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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段时间电视上一直在放着家风这个话题，说每个人的家里
都要有家风和家规。我是根据新闻上的专题，来写这篇文章
的。现在大家都很注重家里的风气，风气的范围有大有小，
有国风、也有班风，今天就来讲一下这个家风吧。

所谓的家风就是自己家里的风气，家里的风气好不好就会影
响到子孙后代，一个家庭或家族的家风要正，首先是要注重
以德立家、以德治家。家风也分为好几种，在家里做的事、
在家里做家务等等，在家里做的事情的是好家风。家风也叫
门风，是一个家庭或家族的传统风尚。

家规很严格的，所以家里的规则必须要严格遵守一个家庭所
规定的行为规范，一般是由一个家族所遗传下来的教育规范
后代子孙的准则。家规也叫家法，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就
是指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法律，一个家庭有一个家庭的规
矩，这个规矩就相当于国家的法律。指家庭的规矩，做任何
事都要懂得讲规矩。



最后，我觉得好的家风和家规每个人都要严格的遵守，我们
小学生也要自己遵守好的行为规范，讲规矩，要正义。

家风童谣心得体会篇三

我们家的家风很简单，只有六个字：诚信、孝顺、进取。我
无时无刻谨记着我家的家风，它影响着我生活的每一天，让
我受益匪浅。

人无信不立，诚信，是立人之本，无论对人还是对事都要把
诚信放在第一位。

有一个星期六，妈妈上班，爸爸有事去上海，只有我一个人
在家。妈妈出门前交待我把周末作业完成，我不假思索地答
应了。早饭吃好后，我拿出作业来写，刚写完英语作业时，
小宇打电话来让我跟他一起联机玩迷你世界。我本来想不理
他，可经不住他的软磨硬泡，和他一起玩了起来。

在妈妈的谆谆教诲下，我时刻谨记诚信比任何品质都珍贵，
努力成为一个讲诚信的人。

俗话说得好，“百善孝为先”。行善孝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也是每个儿女的义务责任。爸爸就是我们家最孝顺
的人，去年爷爷住院，爸爸怕爷爷在医院的伙食吃不习惯，
每天医院来回烧爷爷喜欢吃的菜，给爷爷按摩捶腿，还叫我
每个周末去医院陪爷爷，给爷爷端茶倒水，讲故事给爷爷解
闷，说笑话逗爷爷开心。

最近爸爸公司为奖励优秀员工，爸爸可以带一个家属坐豪华
邮轮去日本游玩。爸爸和妈妈商量后决定带爷爷去，可我很
想去见识见识，我都没去过这么远的地方呢！可是爸爸说什
么也不同意，他说：“爷爷年纪大了，以后出国的机会也不
太有了，你还小还有大把机会呢！”我听了很惭愧，心里暗
暗地发誓：我也要像爸爷一样，孝顺父母长辈，平时也要多



体谅爸爸妈妈，做一个懂事孝顺的好孩子。

晨读晚诵里有一段话：“飞禽走兽，饥知食，渴能饮，又能
营巢穴为休息之所，能为人言。惟不知读书，故终不如人。
人不读书，则于禽兽何异？”是啊，如果我们不进取读书，
那又和飞禽走兽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家最勤奋的要数爷爷了。
他虽然已经六十多岁了，每天晚上依然专注地看着论语之类
的书，就算在住院期间或外出旅行，少不了的就是他的宝贝
书，他还常常教育我“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在他的耳濡目染下我也喜欢上了看书。

这就是我家的家风，我在这种家风的熏陶下，也逐渐成长成
一个有良好品德和习惯的人，我以后也会把它好好地传承下
去。

家风童谣心得体会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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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秽尽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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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风传承》心得4

家风童谣心得体会篇五

最近在看一部电视剧，叫《虎妈猫爸》，讲的是教育孩子引
发的家庭纷争。对待孩子，“虎妈”采取高压手段，“猫
爸”则是百般顺从。分歧不仅在年轻父母之间，老一辈也各



执己见，各有招式，爷爷奶奶是极度溺爱，外公则不惜动用
暴力手段来管教。

这个家庭在教育价值观方面太混乱了，一家人根本就不在一
个频道上，结果家庭不能和谐相处，闹得鸡飞狗跳，甚至不
断制造出家庭悲剧。这种现象，现在也不是孤例。很多家庭
教育孩子，也是爷爷奶奶老一套，爸爸妈妈用新招，有的使
用土办法，有的采取洋模式。家庭价值观不同，家风也就模
糊混沌，家风不好，不止影响孩子前途，大人也难有幸福。

再往大处讲，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风不好了，社会风尚又
怎么可能清纯醇厚；家庭矛盾多了，自然也不利于社会和谐
稳定。有人说，孩子是中国的最大公约数，在教育孩子方面，
一个家庭要形成良好的家风，就得找到时代价值的公约数。

从古至今，家风和国运，也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古人说，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家风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孟
子也说过，“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现在，各地也
都在倡导“最美家风”，寻找“最美家庭”，就是因为，家
与国的命运息息相关，家风关系社会风尚，影响国家治理。

古代有很多经典都涉及家庭教育的内容，人们众所周知的
《弟子规》、《礼记》、《朱子家训》、《颜氏家训》等等，
就记载了很多家庭教育的细节，有很多家训警句，现在依然
可以作为人生应秉持的原则。去年，我市武隆的杨兴明家庭，
被全国妇联授予“全国最美家庭”荣誉称号，中宣部、全国
妇联还将杨兴明老人树为“全国教子有方先进典型”，就是
因为这个家庭传承一百多年历史的《黄氏家训》，教育了黄
家一代又一代子孙，形成良好的家风，值得更多家庭学习。

家风是传统文化，涉及到很多道德伦理和礼仪规范，在今天
需要进行传承。对待传统文化，有个常识判断，就是不能全
盘照搬，盲目拿来，而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就要求，
围绕家风，既要继承传统的优秀的文化伦理，又要积极将时



代先进的价值元素植入进来，来为每个家庭提供可以依循的
教育价值观，形成新家风。

这种教育价值观所要凝聚的，也就是时代价值的最大公约数。
比如，既要有传统家风崇尚的礼仪、仁爱、勤劳、朴素等等
基本品格，又绝不能缺少现在国家倡导的文明、和谐、自由、
平等、法治等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也只有将优秀的
传统文化和先进的现代文明进行有效融合，形成时代价值，
形成新家风，家庭教育才不会出现那种价值混乱的现象。

《礼记·学记》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当前，应该
以更加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精神，来凝聚时代价值的最大
公约数，形成符合现代社会文明需要的“最美家风”，让每
个家庭在教育孩子方面形成理性的共识，来不断催生符合现
代社会需要的“最美家庭”，让家庭更加和睦，社会更加和
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