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传后的心得体会 家风家教宣传活动个
人心得体会与感想(汇总5篇)

在平日里，心中难免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往往会写一篇心得
体会，从而不断地丰富我们的思想。优质的心得体会该怎么
样去写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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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后的心得体会篇一

阿廖沙的童年是在一个典型的俄罗斯小市民的家庭里度过的：
贪婪、残忍、愚昧；父子、兄弟、夫妻之间勾心斗角；为争
夺财产常常为一些小事争吵、斗殴……但在这个黑暗的家庭
里，有一个勤劳、坚强、善良的外祖母。她常常给阿廖沙讲
好听的神话故事，也潜移默化地教他做一个不想丑恶现象屈
膝的人。

阿廖沙的童年是黑暗的，就像他的家庭一样。周围残酷的事
情太多了，有时甚至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竟会发生那样的事
情。但好在有外祖母——全家人的精神支柱。阿廖沙也还认
识很多其他的人：搬进新房子后的几个房客、隔壁的三少爷，
等等。阿廖沙从家人的一些“奇怪”的举动中懵懂的明白了
一些道理。

和阿廖沙相比，我们的童年是灿烂的，是彩色的；是没有烦
恼痛苦的，更是无忧无虑的。有那么多的孩子甚至不懂什么
叫做“打”，因为我们从没有经历过被人打、被人拿鞭子抽
的滋味。那也许是一种无法想象的痛苦吧。当然，除此之外，
我们的生活中也很少有家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为争夺财产而
打架斗殴之类贪婪、凶狠的事情。更不会发生残忍的把某个
无辜的人无端地折磨致死这类想都没想过的“恐怖事件”。

天哪，如此比较，我们的童年和阿廖沙的有着天壤之别。我



们每天生活在蜜罐儿里，被甜水泡着，被金灿灿的钱堆
着……我们是多么幸福呀！我们从来不用考虑衣食住行，这
让大人么操心就足够了，还轮不到我们呢。

但拥有着这些，我们并不知足。我们总是奢求更多。因为，
在我们眼里，大人们挣钱是那样的容易，似乎都不费吹灰之
力。我们多天真啊。的确，我们不用像阿廖沙那样只十一岁
就到“人间”独自闯荡。但读过《童年》之后，我们应该悔
过自己曾经的奢侈，我们应该不再浪费，我们应该学会珍惜。

读完了这本书，我的感受颇深。首先，与高尔基的童年相比
较之下，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作者儿时的悲惨遭遇，我觉得自
己是幸运的，幸福的！在家里，父母宠爱着，关心着，保护
着。在学校，有老师的教导和同学们的陪伴，真正可以说是
无忧无虑。而高尔基呢？与我们恰恰相反。有人说：“环境
可以造就一个人，也可以毁灭一个人。”就是这样的环境造
就了高尔基，成就了高尔基。在如此邪恶和污_的社会中，他
那颗光明和博爱的心没有动摇，没有被污染，反而变得越加
开阔、光明。也许，这就是他成功的秘诀吧！这本书告诉我
们要坚强勇敢、正直自信。

宣传后的心得体会篇二

家是人们最温馨的港湾，给予人们温暖。但是家也要有家的
规矩，老人们常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无规矩不成方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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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承载着一个家庭或家族的生活
方式、生活态度、文化氛围、理念、价值观和人生观等，这
些建构成一个家庭或家族独特的特色。

好的家风，是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的保证，是我们立身做



人的行为准则，是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正能量。

人们常说：百善孝为先！我们家的家风便是孝字当头。小的
时候，爸爸妈妈就常常对我们讲：“一个人有孝心，要有孝
道，要爱长辈，要感谢长辈的抚养教育。一个没有孝心的人，
是可耻的人，是没有道德的人。”爸爸妈妈常常为我们讲羔
羊跪乳，乌鸦反哺等故事，让我们明白动物尚且知道感恩父
母，何况我们人类，更应该感恩父母，孝敬长辈。爸爸和妈
妈是孝敬长辈的人。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长辈都不爱，
那么他还爱什么？所以至今我们一家四代还都生活在一起，
父母年龄渐老，奶奶早已年逾耄耋，我想此时陪伴才是最好
的关爱。

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由于父亲也是教师，
所以从小父母就教育我做人做事，堂堂正正，清清白白。父
母是子女的第一任老师，榜样是最好的教育，我始终牢记父
母为我树立的榜样，他们虽然平凡普通，却给了我最宝贵的
精神财富。我从事教育工作以来，父母时常提醒我，做教育
工作，必须自身清净，洁身自好。父母的叮嘱，让我倍加珍
惜自己的工作。作为教育工作者，我深知师德的重要性，除
了主动搞好教育教学工作之外，我严格自律洁身自好，维护
教师形象。

作为教师，家风连着师德。作为教师，治好家、树立良好家
风，绝不只是个人的家务事，而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家
风虽是一家之风范，但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从这点讲家风对
国家、社会的影响也很大。

宣传后的心得体会篇三

父亲是一名受党教育、对党忠诚的老党员，他的党龄比我的
年龄还长。他总是把在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如今的幸福生活
归功于党的领导。父亲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价
值追求和人生航向。回顾自己30多年来走过的人生轨迹，从



一名农家子弟考入大学，从部队军官转业到地方机关，除了
自身努力外，与父亲的“三知”家风密不可分，它总是在我
迷茫、困惑、失落时，指引我前进的方向，给予我温暖的力
量。

知书达理。父亲常说读书使人明智。一个人能够静下心来读
书，为人做事不会差到哪儿去。对父亲最深的印象便是他求
知若渴、手不释卷。从母亲那里了解到，父亲从小就爱学习，
家里穷买不起书，他就向别人借。干完农活之余，父亲见缝
插针抄书。父亲所抄的书现在还在，我随手一翻，字迹漂亮
工整。坚持学习的他，知识面很广，对国际国内形势分析得
入木三分，对四大名著里的人物如数家珍，对“互联网+”的
理念娓娓道来……每次与他聊天都有收获。如今，父亲已年
过六十，退休在家。不爱打麻将、不爱吃喝玩乐，每次回家，
他总是手捧着书、架着眼睛、看得入神。

知恩图报。父亲时刻告诫我们，喝水不忘挖井人。父亲结婚
那会儿，要盖新房，差300元。有个亲戚知道后，冒着雨夜，
走了好几里路，把用报纸裹得严严实实的300元钱塞到父亲手
中。父亲每每讲到这眼睛总是红红的。“他是把自家辛辛苦
苦养的猪卖了换来的钱呀。”父亲说，当时接过钱的一刹那，
感到300元是如此的沉重，心里无比的温暖。时过境迁，33年
过去了，当初的300元早就还了，可这恩情却如同酒一样，越
藏越深。今年，那个亲戚的小孩要在苏州买房，那个亲戚来
我家借钱，父亲把所有的积蓄都借给了他。晚上，母亲有点
不乐意了，说当初也就借了300元，你现在却借给别人好几万。
父亲说，滴水之恩就要涌泉相报。没有当初的300元，我们婚
都可能结不成!母亲不再作声。父亲的知恩图报给我打下了深
深的烙印。在我人生道路上，指点我、帮助我、鼓励我的人，
我都铭记在心。知恩让我感到生命中充满了阳光，图报为我
前进注入了强大动力。

知足常乐。父亲常说：“愉快的心情是知足换来的，失落的
心情则是盲目攀比而来。”爷爷没有给父亲留下什么家产，



母亲经常埋怨，父亲便说，我们白手起家，不依靠上一代是
好事，我们下一代也该这样。在工作上，父亲说，我干好本
职，过好日子就行了。发现无论遇到什么问题，父亲总是能
以一种乐观豁达的心态去面对。这种知足常乐的家风常常把
我从思想的牛角尖里拔出来，从心理的阴暗面拖到阳光下。

父亲是个老实人，与母亲恩恩爱爱一辈子，踏踏实实过日子。
没有挣到多少钱，但每一分钱都挣得硬气、花得踏实。没有
为我积累多少物质财富，但“三知”家风，已经让我变成了
一个精神富翁，让我的生活充满阳光，这是多少物质财富都
无法比拟和替代的。

宣传后的心得体会篇四

教育对于种子是阳光，对于树林是水，对于稻田是肥料……
而对于我们少年儿童，是走上到的殿堂的梯子.

所以，我们要认真学好法制教育，做个有文化、讲文明的国
之栋梁。 犯罪，犯法它们是兄弟?不，不是。它们是两个完
全不同的词语。

犯法，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做，它是我们每个人都做过的一件
事。

而犯罪呢！它是一颗长满刺的玫瑰，美丽诱人，但是会让我
们流血流泪。

不要自以为是地说：“我们是未成年人，犯罪没有关系。”
在此，我要严肃地告诉你：“不，你说错了。18周岁以下的
我们是不能犯这5种罪的：杀人、放火、抢劫、投毒、故意伤
害造成他人重伤。”

不也不要满不在乎地说：“我一定不会做这些事情。”因为，



就拿我们认为离我们最遥远的投毒来说吧。

曾经有多少人这么认为过：毒品有什么了不起，我一定能抵
制它，那写吸毒的人一定是非常不坚强的人。但是，又有多
少这么认为过的人能逃出毒品的魔掌中呢?不要认为它离我们
遥远，因为它就在我们身边呀。说不定，在无意中，毒品已
经走进你的生活。

3 在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加强
对青少年的法制教育，促进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我们负有不
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为此，我们对当前青少年犯罪的现状、
特点、成因进行了调查，对如何进一步加强青少年法制教育
和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方法作了一些探索。

面对当前部分青少年法律和纪律观念淡薄，自我保护意识和
能力不强，青少年违法犯罪呈低龄化趋势的现状，进一步加
强青少年法制教育已成为当务之急。

宣传后的心得体会篇五

我国历史上，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承载
着重要的使命和职能。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的前途
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家风正，则民风淳；家风正，则
政风清；家风正，则党风端。”家风连着党风政风，家风是
抵御腐败的一道重要防线。

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
重要表现，孟子讲到：“天下之本在于国，国之本在于家，
家之本在于身。”

“正家，而天下定矣”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明。从中国特
色的农事节气，到大道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从各具



特色的宅院村落，到巧夺天工的农业景观；从乡土气息的节
庆活动，到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从耕读传承，父慈子孝的
祖传家训，到邻里守望，诚信重礼的乡风民俗，等等，都是
中华文化的鲜明标签，都承载着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
码，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和精神追求。

家风连着党风，“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
第一任老师。”择邻而居的故事代代流传，家风展现的是一
个家庭甚至家族的道德风貌，也是每位家庭成员成长、成熟的
“指向标”和“定盘星”，从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到
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从岳母刺字激励精忠
报国至朱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一个个家训故事，承载着
祖辈对后代的希望与嘱托，北宋杨家兴隆三代，将帅满门，
从忠肝义胆战功卓著，不由让人感叹“杨家儿孙，无论将宦
必以精血肝胆报国”之家风的分量。

在某种意义上，家风和家教，构成了独具家庭特色的“道德
共同体”，成长于克勤克俭，崇俭抑奢的`家风环境，自会多
一份厉行节俭，反对浪费的主动；沐浴着谦虚谨慎，律己以
严的家教熏陶也会多一些手握戒尺，心存敬畏的自觉。

从家国情怀的深明大义到知书达理的人情练达，再到品学兼
优的素质养成，无不仰赖其滋养和浸润，对党员干部来说，
加强家风建设，传承优良家风，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一方面，
党员干部廉洁修身，廉洁齐家，有利于纯正党风，端正政风，
带动民风；另一方面，党员干部带头树立好家风，可以很好
地回应人民群众对家庭建设的新期盼新需求，推动形成社会
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培养时代新人，红色传人。在培育优
良家风方面，老一辈革命家和先进模范人物为我们作出了榜
样，立起了标杆，毛泽东对家属子女的要求一向严格谨慎，
一方面要求子女努力向上，关心他人；另一方面能够坚持原
则，不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子女谋职位，在家庭成员中也
是自己以身作则，关爱他人，解危救困。周恩来夫妇没有给
亲属留下一砖一瓦，一线一物，却留下了淡泊名利、自强自



立的“十条家规”。刘少奇十分重视子女世界观的改造，要
求孩子们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要
坚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坚决同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
现象作斗争，防止“枕边风”成为贪腐的导火索，继承革命
前辈的好家风好作风，当好家庭课堂的建设者示范者。

家风影响着国家风气的养成，一个家庭的精神风貌，是社会
和国家风气的缩影，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家教家风，既是延
续中华文化血脉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应有
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