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传世家训心得体会 传家训心得体
会(精选6篇)

在撰写心得体会时，个人需要真实客观地反映自己的思考和
感受，具体详细地描述所经历的事物，结合自身的经验和知
识进行分析和评价，注意语言的准确性和流畅性。我们如何
才能写得一篇优质的心得体会呢？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最
新心得体会范文大全，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
一看吧。

传世家训心得体会篇一

传家训是家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代表了家族的价值观
和传统。通过传承和遵守家训，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自己的
家族背景，感受祖先的智慧和经验，从而成为更好的人。在
参与家族的传承中，我体会到了传家训的重要性和它对我的
影响，以下是我对传家训的心得和体会。

首先，传家训的价值在于它能够保持家族的凝聚力。家族是
一个共同体，传承家训可以让所有家族成员都能为同一个目
标而努力。家训通常涵盖了家族的核心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它能够帮助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使得我们在面
对困难和选择时能够保持坚定和自信。通过共同遵守家训，
家族成员之间的纽带更加紧密，我们能够相互支持和帮助，
从而形成一种团结和稳定的家族力量。

其次，传承家训有助于培养家族成员的素质和能力。家训不
仅仅是简单的规则和指导，更是提供了智慧和经验的宝库。
通过学习和了解家训，我们能够从祖辈的故事中获得启示和
教益，培养自己的思考能力和判断力。家训也教会我们如何
处理各种问题和挑战，比如如何与人相处、如何处理冲突等
等。这些都是在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通过遵守家训，我
们能够更加自信和成熟地面对生活的各种困难。



此外，传家训还能够让我们了解和尊重家族的历史和传统。
每个家族都有着独特的历史和背景，了解这些历史和背景对
于我们的成长和发展至关重要。传承家训可以让我们更加深
入地了解自己的家族，从而更好地认同自己的身份。此外，
了解家族的历史和传统可以让我们更加尊重长辈和祖先的劳
动和奉献，使我们在家庭中更加关心和体贴他们，传承家族
的美德和优秀品质。

最后，传承家训还有助于我们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传家
训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通过代代相传的方式保留下来，
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展和演变。传承家训使我们有机会
了解和欣赏传统文化的丰富性和独特性，同时也能够促进文
化传承和创新。通过遵守家训，我们能够传承家族的文化瑰
宝，同时也能够根据现代社会的需求和变化对家训进行适度
的创新和更新，使其更贴近当代的生活和价值观。

总之，传家训对于家族的凝聚力、个人的成长和发展、传统
文化的保护都起着重要的作用。通过传承和遵守家训，我们
能够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家族背景，感受祖先的智慧和经验。
传家训是一种财富，它不仅仅是一份规则和准则，更是一份
传承和延续。让我们一起努力，传承好家训，用它引领我们
的生活，使我们的家族更加和谐、幸福和有意义。

传世家训心得体会篇二

腊八节是我国古老的民俗节日，它由来已久，传承至今，具
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芳香弥漫的腊八节，一碗热气腾腾的腊
八粥，不仅让凡夫俗子神往，而且也是许多文学大师的钟爱。

“腊日常年暖尚遥，今年腊日冻全消。侵陵雪色还萱草，漏
泄春光有柳条。纵酒欲谋良夜醉，还家初散紫宸朝。口脂面
药随恩泽，翠管银罂下九霄。”诗人杜甫的《腊日》算是较
早描写腊八节的诗歌。从诗句中可看出，往年的腊日天气很
冷，而当年腊日气候温和，诗人高兴之余准备辞朝还家，纵



酒狂饮欢度良宵，但此时此刻，他又因感念皇帝对他的恩泽，
不能随便走开，透漏了因不能回家淡淡的忧伤。

宋人陆游在《十二月八日步至西村》中写道：“腊月风和意
已春，时因散策过吾邻。草烟漠漠柴门里，牛迹重重野水滨。
多病所须惟药物，差科未动是闲人。今朝佛粥交相馈，更觉
江村节物新。”隆冬腊月，但已露出风和日丽的春意。柴门
里草烟漠漠，野河边有许多牛经过的痕迹。腊日里人们互赠、
食用着佛粥(即腊八粥)，更感觉到清新的气息。

清代，朝廷于腊八这天，有赐粥的风俗。清道光皇帝曾作诗
《腊八粥》:“一阳初夏中大吕，谷粟为粥和豆煮。应时献佛
矢心虔，默祝金光济众普。盈几馨香细细浮，堆盘果蔬纷纷
聚。共尝佳品达沙门，沙门色相传莲炬。童稚饱腹庆州平，
还向街头击腊鼓。”可以想见，施散腊八粥和皇家食用腊八
粥必然是万头攒动，人涌如潮。

而过腊八节、食腊八粥在现代作家的笔下更是摇曳生姿，楚
楚可爱。沈从文在《腊八粥》中这样描写孩子喝腊八粥的场
景：“初学喊爸爸的小孩子，会出门叫洋车了的大孩子，嘴
巴上长了许多白胡胡的老孩子，提到腊八粥，谁不口上就立
时生一种甜甜的腻腻的感觉呢。把小米，饭豆，枣，栗，白
糖，花生仁儿合并拢来糊糊涂涂煮成一锅，让它在锅中叹气
似的沸腾着，单看它那叹气样儿，闻闻那种香味，就够咽三
口以上的唾沫了……”天真烂漫的孩子们，高高兴兴喝腊八
粥的样子，跃然纸上。

而冰心的散文《腊八粥》一文，以清丽优美的文字，把对母
亲的怀念之情娓娓道来：“从我能记事的日子起，我就记得
每年农历十二月初八，母亲给我们煮腊八粥。母亲说：‘这
腊八粥本来是佛教寺煮来供佛的——十八种干果象征着十八
罗汉。后来这风俗便在民间通行，因为借此机会，清理橱柜，
把这些剩余杂果，煮给孩子吃，也是节约的好办法。’最后，
她叹一口气说：‘我的母亲是腊八这一天逝世的，那时我只



有十四岁。我伏在她身上痛哭之后，赶忙到厨房去给父亲和
哥哥做早饭，还看见灶上摆着一小锅她昨天煮好的腊八粥。
现在我每年还煮这腊八粥，不是为了供佛，而是为了纪念我
的母亲。’”这篇文章，质朴而感人。原来，最深的怀念，
就是平实地讲述，贴切恰当。

梁实秋的腊八粥曾被誉为是“粥类中的综艺节目”。在《粥》
一文中，他这样描写熬腊八粥的场景：“我小时候喝腊八粥
是一件大事。午夜才过，我的二舅爹爹就开始作业，搬出擦
得锃明瓦亮的大小铜锅两个，大的高一尺开外，口径约一尺。
然后把预先分别泡过的五谷杂粮如小米、红豆、老鸡头、薏
仁米以及粥果，如白果、栗子、红枣、桂圆肉之类，开始熬
煮，不住地用长柄大勺搅动，防黏锅底……等到腊八早晨，
每人一大碗，尽量加红糖，稀里呼噜的喝个尽兴。家家熬粥，
家家送粥给亲友，东一碗来，西一碗去，真是多此一举。剩
下的粥，倒在大绿釉瓦盆里，自然凝冻，留到年底也不会坏。
”在这篇文章中，腊八粥的做法，煮腊八粥的食材、器皿以
及人们吃腊八粥的热闹情景，跃然纸上，读起来令人印象深
刻。

金庸先生在《侠客行》中也曾写到过腊八粥。孤悬海外的侠
客岛派出赏善罚恶二使来到中原，强行邀请武林各大门派赴
岛喝腊八粥，不肯接受邀请的门派皆被二使斩尽杀绝，而以
往去了侠客岛的又个个杳无音信。石清闵柔夫妇在巢湖边上
听到讯息，星夜赶来上清观，最后竟不惜比武争取，正是他
们的侠义精神，唤起未曾相认的儿子石破天对母子真情的感
动踏上了去侠客岛的路。书中有这样的细节：当面对冒着绿
气的腊八粥时，众人以为是剧毒无比，必死无疑，郑光芝端
起腊八粥，一口气喝了大半碗，说道：“你我相交半生，你
当我郑光芝是什么人?”解文豹大悔，道：“大哥，是我错了，
小弟向你陪罪。”当即跪下，对着他磕了三个响头，顺手拿
起旁边席上的一碗粥来，也是一口气喝了大半碗。两人相拥
在一起，又喜又悲，都流下泪来……众侠在侠客岛上演绎了
一场叠荡起伏的生离死别大戏，由此所彰显的人性善美，却



是感人肺腑。

大师们笔下的腊八粥，透着浓浓的情意，值得我们细细赏读，
慢慢品味!

传世家训心得体会篇三

第一段：引言（200字）

家训是家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家族代代相传的宝贵财
富。无论在什么时代，家训都是帮助家族成员在繁杂的生活
中找到方向和准则的重要指南。我所属的家族也有一套传承
了几百年的家训，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了这些
家训带给我的影响和启示。通过遵循家训，在成长的过程中
我逐渐明白了一些人生的道理，成为了一个有担当、有责任
感的人。

第二段：家训的重要性（200字）

家训是家族文化的核心，是一代又一代人智慧和经验的结晶。
家训不仅是一家人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更是传承家族文
化的工具。有了家训，家庭成员可以更好地理解家族的价值
观和信仰，从而在思想、行为上形成一致，共同追求家族的
长远发展和荣誉。同时，家训也是独一无二的家族特色，代
表了家族的独特个性和魅力。传承家训，不仅能加深家族成
员间的凝聚力和归属感，还能内外沟通，扩大家族的影响力。

第三段：传家训的重要途径（200字）

要保证家训代代相传，首先要注重教育。通过家庭教育和学
校教育相结合，向家庭成员传授家训的重要性和内涵。可以
设置家庭教育时间，每周举行家庭议事会或座谈会，讨论家
训相关的话题。家长要起到榜样的作用，积极践行家训，以
身作则。同时，还可以通过文字、音频、视频等形式将家训



记录下来，存档留存。这样，家训既可以作为家族文化的重
要承载点，又能让后代更好地理解和学习家训。

第四段：我从家训中学到的启示（300字）

家训中的每一条都有其深远的含义和价值，而我从中学到了
许多启示。其中之一就是诚信为本。家训强调要恪守诚信，
做人要讲信用、守诺言。这给我灌输了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
观，让我明白了只有诚信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和信任。另一
个重要的启示是助人为乐。家训教导我们要关心他人，乐于
助人。我深信只有通过帮助他人，我们才能真正体验到人生
的意义和快乐。此外，家训还教会了我要勇于承担责任，舍
小家为大家。家庭成员在互助、合作中建立了团结和亲情，
这也影响到了我对社会上各种责任的看法和态度。

第五段：家训的传承与发展（300字）

在我看来，家训的传承与发展是一个不断更新和适应时代的
过程。随着社会的发展，价值观和道德准则也在不断改变和
进化，家训也需要跟随时代的脚步进行调整和更新。同时，
家训的传承不仅仅是交流和传达，还需要家族成员通过实践
和行动体现家训的核心价值。因此，作为一代传一代，家训
需要得到每位家庭成员的深思熟虑和实际行动来完成传承。
家训的传承和发展是一项责任和使命，值得我们每一个家庭
成员去认真对待和努力实践。

总结（100字）

家训是家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遵循家训，我在成长
的过程中受益匪浅。家训是家族凝结力和传承价值观的有力
工具，它能够帮助家族成员找到方向，明确人生目标，追求
家族的长远发展与荣誉。家训需要注重教育和传承，同时也
需要与时俱进，适应时代的变化。不论家训的形式如何，它
的核心价值和启示都应该是诚信、助人为乐和承担责任，这



是我从家训中学到的最重要的几点启示。

传世家训心得体会篇四

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及家庭成员：

良好家风是中华文化的优秀基因，是共产党人修身立德的必
修课程，也是党员干部奋进新时代、争做出彩人的基础环境。
反复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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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好自己的同时，严格要求配偶、
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为进一步倡树清廉家风，引导激励
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及家庭成员自觉投身良好家风建设，营造
争创清廉治家“最美家庭”的良好社会氛围，市妇联联合市
纪委、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直机关工委发出如下倡
议：

做以德立家的正派人。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德是“兴
国”之策，也是“立家”之本。广大党员干部要和家人一道，
以德立家，持中守正，做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加强
自身修养，锤炼优秀品质，树立良好形象；以德立家，争做
优良家风的引领者，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以德立
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养良好家风家教，培育家
庭美德之花，让新时代的清风正气，从家出发、浸润社会！

做以廉齐家的清白人。爱家当拂心灵尘土，重亲常提逆耳忠
言。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将“不重视家
风建设，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失管失教”纳入了“负面清
单”，强化了刚性约束。广大党员干部要恪守廉洁家训，传
承廉洁基因，崇尚以廉为美、以廉为乐、以廉为荣。家庭成
员要多吹廉洁“枕边风”，多念纪律“紧箍咒”，当好廉内
助，把好幸福门，筑牢家庭廉洁的。“防火墙”，争创清廉
治家的“最美家庭”，让家庭成为梦想启航的地方。

做以俭兴家的简约人。“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



奢”。持身俭，则自立自尊，不求他人；治家俭，则家业兴
隆，永世不堕；为官俭，则以俭养廉，居高不败。党员干部
要以勤养志、以俭养德、淡泊名利、不慕奢华；坚决反对讲
排场、比阔气，坚决抵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涵养艰苦朴
素、勤俭节约的思想和行动自觉。家庭成员要培养绿色节俭
的生活方式，追求移风易俗的文明新风尚，倡导俭约自守、
力戒奢华的社会风气，传承好勤俭节约这一中华民族传统美
德。

传世家训心得体会篇五

传家训是传承家族智慧和价值观的重要方式，也是弘扬传统
文化的途径之一。对我而言，传家训不仅是一种家训教育方
式，更是一种学习成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深刻体会
到了传家训的内在意义和所带来的影响。

第一段：传家训的定义和重要性

传家训是家族智慧和价值观的总结和传承，是家族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传统，而传家训就是具体
的行为规范和人生准则，是对家族价值观的具体化。传家训
可以帮助家族成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是培养优秀后代的重要途径。同时，传家训也是家族凝聚力
的象征，可以加强家族成员之间的联系和互动。

第二段：我的家族传家训的内容

我的家族对传家训的重视程度一直很高。我们的传家训包括
了许多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孝道，我们强调尊敬和孝顺父母，
尤其是长辈，认为孝道是家族道德的基础。其次是勤俭持家，
我们崇尚节约和勤劳，不浪费家族资源。另外，我们也强调
诚信和正义，认为诚实守信是家族成员的重要品质。

第三段：学习传家训的心得体会



学习家族传家训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首先，我需要了解
传家训的来龙去脉和内涵，明确自己的家族价值观和行为准
则。其次，我会在日常生活中努力践行传家训，比如尊敬父
母、节俭使用资源、始终保持诚实和正义。最后，我还会通
过读书和参加各种培训学习更多的知识，以不断提升自己的
品德和能力，进一步拓展传家训的领域。

第四段：传家训对家族成员的影响

传家训对家族成员的影响是深远而积极的。首先，传家训可
以帮助家族成员增强责任感和奉献精神，激发他们对家族事
业的热情。其次，传家训可以帮助家族成员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引领他们走向正确的人生道路，避免误入歧途。最后，
传家训可以加强家族成员之间的凝聚力，让他们在共同的价
值观和目标下形成合力，为家族的繁荣和发展做出贡献。

第五段：传家训的价值与意义

传家训是一种宝贵的家族财富，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通
过传家训，家族可以将智慧和价值观代代相传，实现文化的
传承和发展。传家训可以帮助家族成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
价值观，培养自律和坚韧，引领他们走向成功的道路。同时，
传家训也是家族凝聚力的重要体现，可以加强家族成员之间
的联系和互动，建立和谐的家族氛围。

总结起来，传家训是一种重要的家族传统，通过传承家族智
慧和价值观，帮助家族成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
学习和践行传家训的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了其内在意义和
所带来的积极影响。传家训对于家族的发展和繁荣具有不可
替代性的价值和意义。因此，我们应当珍惜传家训的传承和
发展，使其成为我们学习成长的重要准则和指引。



传世家训心得体会篇六

中华民族素以重视“家教”著称于世，有道是家和万事兴，
孔老先生也说“齐家治国平天下”，足见家庭教育、家风、
家庭氛围对下一代对我们自己和对国家的重要性。当然，人
的成长离不开学校和社会教育，但家庭教育毕竟是基础。中
国古代进行“家教”的各种文字记录，包括散文、诗歌、格
言等，通常称为“家训”，自周以来至清仅目前可见的就
有262篇、部之多，如周公的《诫伯禽》、孙叔敖的《临终诫
子》、孔子的《庭训》、曹操的《诸儿令》、刘备的《遗诏
敕后主》、诸葛亮的《诫子书》、颜之推的《颜氏家训》、
曾国藩的《谕纪泽纪鸿》、毛泽东祖先的《韶山毛氏家训家
戒》等等。可以说这是前人留给我们的一大笔珍贵遗产，研
究、筛选、吸收、利用这些家训，对于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
道德修养，从而促进社会和谐至今仍然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
作用。

《朱子家训》就是其中之一。《朱子家训》又名《朱子治家
格言》、《朱柏庐治家格言》。作者朱柏庐(1617-1688)，名
用纯，字致一，是明末清初江苏昆山人，自幼致力读书曾考
取秀才志于仕途。清入关明亡，遂不再求取功名，居乡教授
学生并潜心程朱理学，主张知行并进，一时颇负盛名。康熙
曾多次征召，然均为先生所拒绝。《朱子家训》通篇意在劝
人要勤俭持家安分守己。自问世以来流传甚广，被历代士大
夫尊为“治家之经”，清至民国年间一度成为童蒙必读课本
之一。《朱子家训》仅522字，精辟地阐明了修身治家之道是
一篇家教名著。当然其中封建性的糟粕如对女性的某种偏见、
迷信报应等是那个时代的历史局限，我们是不能苛求于前人
的。

《朱子家训》是一部家庭教育，提升自身修养，接受传统文
化的好书。在这篇家训中，你可以品味到“事师长贵乎礼也，
交朋友贵乎信也”的礼节与信义。“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
而掘井”的睿智。“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的宽阔



心胸。《朱子家训》通篇以对偶句一气呵成，言及卫生、安
全、勤俭、有备、饮食、房田、婚嫁、美色、祭祖、读书、
教育、财酒、诚信、体恤、谦和、无争、交友、自省、向善、
纳税、为官、顺应、安分等诸多内容。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对
于一顿粥或一顿饭，我们应当想着来之不易;对于衣服的半根
丝或半条线，我们也要常念着这些物资的产生是很艰难的。
对于我们来说，身旁的种种诱惑很容易让我们在对与错、是
与非中迷失方向。所以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
无。不用刻意去与他人成为朋友，因为许多朋友是无意中找
到的，那都是与自己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社会是公平的，每个人只有一次机会，时间在不经意间溜走，
而在一点一滴的实践中我们又该如何把握时间呢?在我看来，
还是要用知识来充实自我的。学海无边而韶逝，或许不少人
会认为时间还有很多，而把事情留给明天，下一个明天，再
下一个明天……人生又有多少个明天呢?但时间过去了无论怎
样都不会回来了。

“勿营华屋，勿谋良田”，“得意不宜再往”，不可否认，
欲望给了我们前进的动力，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它就像一
株生命旺盛的草，只要有适宜的条件，便会恣意生长。大千
世界，纷繁复杂，于是我们匆忙穿梭于市井繁华，为了名与
利奔走，身心疲惫，或许没有人想过也没有闲暇去想过要暂
停一下脚步，更没有多少人能明白自己究竟在苦苦追寻着什
么，他们就这样走着，得到着，得到自己认为想要或该拥有
的东西。我们追求的是比别人幸福。不错，一个小小
的“比”字，让无数架天平失衡了，让无数颗心劳累了。 应
该学会知足，知足常乐。在喧嚣奔走中留出一些时间，陪陪
为自己操劳了半辈子的双亲，体贴关爱所爱的人，问候一下
朋友……有时候，幸福就是这样。

“当忍耐三思”，“凡事当留余地”。 霪雨霏霏的季节，我



们盼望雨过天晴。与过分热情的人在一起是一种负累，与木
讷的人共处只会觉得沉闷。生命的过程本来就是一种忍耐。
忍耐使单纯的人走向成熟，使冲动的人变得理智;忍耐使好冲
动的人集中精力，使失败的人冷静思考。忍一时风平浪静，
退一步海阔天空。“心”字头上一把刀，倘若不处理好这心
与刀的距离，我们便会受到伤害。忍让了，心胸就多一份宽
厚，天地便多一分广袤。

“学而优则仕”是孔子为知识分子规定的一种行为模式，旨
在学以致用大济苍生。古往今来有许多人将追求高官厚禄当
成读书的惟一目的，而朱柏庐主张“读书志在圣贤，非图科
第。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的为官目的。他提出的“善
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的理念，正是那
种“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心理解读。要实现
道德的完善需要一种高度的自觉，就是“心存君国”的“真
善”。古往今来凡成大事业者之所以成功，正是因为他们有
这种高度的自觉，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张扬了凛然的民族正气。

朱柏庐主张“居家戒争讼，讼而终凶”，体现了和谐的理念，
“家门和顺，虽饔飧不济，亦有余欢，国课早完，即蠹蠹无
余，自得至乐。”提出了家和虽贫而有乐，还有先国后家家
乃乐的观点和认知。他主张教育子女的“教子要有义方”，
重视正确积极的教子方法。痴心父母古来多，天下没有不疼
爱子女的父母，但问题在于如何去爱?是把道德修养、人格风
范留给子孙把清白留给子孙，还是仅仅把钱财留给子孙，甚
至是把恶行留给后人，值得每一个为人母为人父的去三思。
若说处世为人最欣赏的是“轻听发言，安知非人之谮诉，当
忍耐三思;因事相争，焉知非我之不是，须平心暗想”这句，
是的，我们要善于倾听，但倾听不等于轻信。话语是人们在
工作和社会生活中的最常用最广泛的交流沟通传媒，那么怎
样对待这汹涌澎湃的话语的波涛?矛盾是无处无时不在的，大
是大非有但对于平常百姓生活究竟有多少?怎样处理?那么我
们就好好琢磨琢磨朱柏庐这句话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