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家教家风事迹分享 重家风家教心
得体会(实用6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
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家教家风事迹分享篇一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教育是培养下一代的基石。一
个家庭优秀的家风和良好的家教对孩子的成长有着重要而深
远的影响。多年来，我一直注重培养良好的家风和家教，通
过不断摸索和实践，我深刻体会到重家风家教的重要性。在
此，我愿意与大家分享我对这个主题的一些心得和体会。

首先，重家风和家教可以提供孩子们健康的成长环境。一个
良好的家风可以培养孩子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让他们具
备正确的人生导向。家庭是孩子成长的摇篮，他们在家庭中
接受到的教育和影响将对他们一生产生深远的影响。如果在
家庭中培养出了良好的家风，那么孩子们就能得到正确的引
导，形成正确的行为准则。另外，家庭氛围对孩子的情感发
展和心理健康也至关重要。孩子在温暖和谐的家庭氛围中成
长，能感受到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爱和支持，从而培养出积极
向上的情感态度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其次，重家风和家教可以塑造孩子的良好习惯和品质。在家
庭中，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他们的言传身教对孩子的
影响是至关重要的。父母的言谈举止、为人处世方式、生活
习惯等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因此，父母应以身作则，
从自身身上树立起孩子们良好的榜样。通过家风的熏陶和家
教的培养，父母可以引导孩子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品德优
良的品质。比如，父母可以让孩子坚持做家务，培养孩子的



劳动意识和责任感；父母可以给予孩子一定的奖惩制度，帮
助他们形成自律和自制力等。

此外，重家风和家教还可以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和谐与团结。
一个家庭和睦相处，亲情与爱意融洽互动，才是真正的温暖
之家。在家庭中，父母应教育孩子懂得尊重和理解家庭成员，
鼓励家庭成员之间坦诚沟通，并培养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关
心和团结合作的精神，以形成和谐的家庭氛围。只有在和谐
的家庭环境中，孩子们才能够健康成长，培养出良好的人际
关系和社交能力。

最后，重家风和家教可以传承家族文化和传统。家族文化是
家庭成员之间的精神纽带，是代代传承的宝贵财富。家庭是
文化的传承者和创造者，父母应当通过日常生活中的言传身
教，将家族的文化和传统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比如，父母
可以通过节日和重要的纪念日等活动，向孩子们传达并传承
家族传统和价值观念；父母可以让孩子学习家庭传统的手工
艺和技能，继承家庭的专属技艺等。通过这样的传承，家族
文化和传统得以延续，增强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凝聚力和归属
感。

总之，重家风家教是每个家长持续努力的方向。家庭文化和
家庭教育对于孩子的成长和发展至关重要。通过重视家风家
教，我们可以为孩子们提供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塑造他们
良好的习惯和品质，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和谐与团结，传承
家族文化和传统。我衷心希望每个家庭都能够重视家风家教，
用爱和智慧谱写出幸福家庭的美好篇章。

家教家风事迹分享篇二

小时候，家境贫寒，父母是从吃不饱穿不暖的苦日子中熬过
来的，我和弟弟虽然没受过饥寒，但是受父母的影响，节俭
成了作风，朴素成了习惯。



父母讲求俭朴。油田建设初期，父亲从利津老家招工来到东
营，成为胜利油田一名普普通通的.工人，母亲作为家属，七
十年代初来油田参加劳动。

自我懂事起，看到的便是父亲工作三班倒、白天黑夜加班干
活的敬业与艰辛，看到母亲忙碌的下稻田、一日三餐不按时
不按点儿的勤劳与不易。经常听父母讲刚来油田时，体力劳
动强度大，却吃的简单，住的简陋，条件非常艰苦，干打垒
的房子他们住过，就着咸菜只喝稀饭不舍得买馍的罪他们受
过，除了干活就是睡觉的枯燥生活他们也经历过。

刚到油田不久，生活本来就不宽裕，又遇上了家里老人生病
住院，为此还背上了不少的外债。一个月三十几元的工资，
养活着一家老小。父亲兄弟四个，都在老家，生活更是艰难。
父母重情义，自己处处节俭，但是老家的弟兄们有个大事小
情，都要无偿地援助，一家人却一年到头不舍得添件新衣服。
也许是艰苦的日子过久了，节俭便成了习惯。如今日子一天
天好起来，住上了楼房，存有了积蓄，一月几千块钱的工资
应该说该享享福了。可是父母在吃上穿上还是保持着朴素的
风格，什么剩菜剩饭都不舍得扔掉，经常说：以前这样的剩
饭剩菜都吃不上，如今的日子丰衣足食，是以前想都不敢想
的，知足喽。

家庭和睦友善。父母虽然识字不多，但是为人憨厚正直，团
结邻里，与人为善。他们的言行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们做晚
辈的，耳濡目染，让我们学会了感恩知足，懂得了和睦友善
的处世之道。我是家中的老大，还有一个弟弟，弟兄俩虽然
都变成了三口的小家，但是我们相互体谅、相互帮助，相处
融合、不分彼此。在照顾父母、家庭琐事等方面，我们也不
计较谁多谁少，各自尽着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我家儿子
每年大学放假回来，住在爷奶、叔婶家的日子多过自己的小
家，叔婶也把他当成亲生地看待，什么零花钱、逢年过节买
新衣服等都一样不少，孩子们被和睦幸福包裹着，享受着亲
情。



父母掌管的这个大家庭，虽然没有算不上是什么家风，但
是“朴素、节俭、诚信、和睦”的氛围却影响着我们这个小
家。我和妻子在工作上积极努力，对单位忠诚尽职；对待父
母也是恪守孝道，经常为他们买一些好吃好喝的东西，以尽
孝心；儿子品学兼优，懂事孝顺，在大学入了党，被推荐到
山东大学读研，还被导师信任的委以“重任”,负责主持项目
管理实践等工作。有时与儿子开玩笑：你身上的优秀品质是
怎样炼成的呢？儿子自豪加调侃地回答：一是“优秀基因”;
二是“成长环境”.是啊，我也这么认为。如今的父母教育孩
子，整天讲道理不如用健康的身心和良好的行为影响孩子。

向来都是柴米油盐的父母家，虽没有很深的文化底蕴，但是
传统美德却代代相传，传递着朴素真诚，传递着和睦友爱，
让大家庭中的每位成员无时不刻地享受着幸福一家人的亲情
与美好！

家风家教征文（四）：好家风，伴我行，要传承

郝旭光

每一个家庭都有属于自己的家风家训，而家庭的每一个成员
都在家风家训的熏陶中成长，家风家训如同雨露般滋润我们
成长。在良好家风的影响下，我健康茁壮地成长着。我的身
上已深深烙上了家风的印迹：孝敬长辈、勤劳节俭、甘于奉
献。

首先来说说我的爸爸，听别人说我的爷爷在年轻的时候，在
战场上牺牲了，当时我爸爸才十几岁，往后的日子我爸爸就
和我后来的爷爷共同生活，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在他们
相处的近四十年的时间里，我爸爸对他就像是对待亲生父亲
一样，从来没有跟他顶过嘴，甚至连一点小小的争吵都没有，
在后期爷爷生病，卧床不能自由行动的时候，是爸爸一直守
护在他的身边，照顾爷爷的饮食起居，他们两个人的和睦相
处也成为我们村里的一段的佳话。由于受到爸爸的身体力行



的影响，在我长大成人后，同样懂得了孝敬长辈是多么光荣
和骄傲的一件事，在生活和学习的过程中，主动考虑父母的
感受，()多为他们分忧解难，不让他们太为自己操心，在后
期爸爸生病的时候，我也是尽心尽力的去照顾他，只是最终
也没有得到上天的眷顾。

再来说说我的奶奶及全家，奶奶是出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人，
她经历了我们这代人想都无法想象的生活，没有吃的，没有
穿的，打我记事起，她就经常给我讲述当时生活的苦，能吃
上一口吃的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因此她在生活中是最为勤
劳节约的一个人，家里面所有想要扔的东西她都要看看，是
不是还能有什么别的作用，经常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
补补又三年”,但我当时觉得是不是有点太严重了，当我开始
上高中、大学的时候，随着学费的增长，物价的上涨，我深
深意识到节俭的重要性，虽然从小受家里的影响，自己也知
道节俭，但是在上大学的日子里，爸爸为了让我能够在大学
吃的好一点，放弃了原来比较舒适的工作环境，来到一线高
温的环境，仅仅是为了一个月多挣200元钱，为了能够让我在
大学的生活更加宽裕一些，爸爸不辞辛苦，每天下班后回家
帮妈妈干农活，而在这样的高强度劳动下，全家人甚至一年
到头只有在春节的时候才会买上一两斤肉，平时基本都是靠
着自家地里面的粮食和蔬菜过日子，到了冬天和春天没有菜
的时候，就靠着提前晒干的豆角、白菜、萝卜等来应付，并
且家里的饭菜从来都是，这顿吃不完，下顿再吃，从来没有
一个人舍得把它们倒掉，受到全家人这种勤劳节俭的生活品
质的影响，我在大学也是刻苦学习，每天在保证吃好的前提
下，节约每一分钱，在我们全家人的共同努力下，使得我们
的大学生活过的非常的顺利，最终也顺利毕业，找到工作单
位。

最后来说说我的姐姐，在我姐姐16岁初中毕业时，当时由于
中考没有考好，但也能上个中专，那时候的中专毕业是包分
配的，也是很不错的选择，但当时我11岁，马上就要上初中，
爷爷又重病在身，全家的收入只是爸爸每月的几百元钱，还



有种地卖粮食的钱，要是姐姐继续上学的话，当姐姐上大专
的时候我上高中，经济压力相当的大，就在此时，姐姐提出
自己选择不念了，说弟弟学习比较好，将来会有前途，希望
出去打工，为爸爸分担家里的负担，虽然当即遭到了爸爸的
拒绝，但是姐姐还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找家里人商量，最终家
里仍然不同意，但她还是选择了放弃学业，在城里的餐馆里
打工，和爸爸一起供我上学，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很可惜，
也觉得自己亏欠姐姐和家人的太多了，我现在只有好好工作，
才对得起姐姐及家人对我的付出。

这就是我家里的几个故事，我从爸爸身上学到了孝敬长辈，
百善孝为先；从奶奶和全家人的身上学到了勤劳节约，靠自
己的双手劳动创造财富，节约生活的一粒米、一滴水，汇聚
出更大的力量；从姐姐身上学到了甘于奉献的精神，在今后
的工作和生活中，一定要甘于奉献自己的力量，奉献自己的
才华，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这些良好的家风家训伴随
着我健康成长。

目前我也是身为爸爸的人了，我一定以身作则，将家里的优
良的家风家训展现在孩子面前，让她在成长的过程中明白孝
敬长辈、勤劳节俭、甘于奉献是多么快乐而有意义的事情。

家风家教征文（五）：让优良家风源远流长

张亮亮

中华文化传承千百年，历久弥新，恩泽了无数炎黄子孙，之
所以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沿传千百年不绝，是因为
其核心“孝”道，孝作为各大世家的家训家风，是弘扬中华
传统美德和传承优良家风必不可少的，传承中华文化必
以“孝”道为核心。

还记得央视一套的一则公益广告。劳累一天的年轻的母亲，
晚上给自己的孩子洗完脚，又大汗淋漓地端着一盆水给自己



的婆婆洗脚。孩子没有睡觉，跟在后面偷偷看到了，就仿效
着也端着一盆水走向这位年轻的妈妈。

人间自有真情在，那窄窄的楼道，那不太稳健的脚步，还有
那微波荡起的水花，孩子纯真的笑脸，再加上那句稚嫩的童
声：“妈妈，洗脚。”多么温馨与幸福啊。年轻妈妈满脸的
疲惫瞬间化成世间最美的笑容，人间的真情与天伦之乐的幸
福展露无遗。

孝敬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而孝心的培养要从娃娃抓
起，里面的两位母亲，一位慈祥可爱，一位贤惠孝顺，而里
面的两个孩子，一个以身作则，一个懂事可爱，受母亲的影
响，小小年纪就懂得孝敬父母。这则广告感动了无数人，很
好的诠释了“家风”这个词语，宣扬了中华民族的“孝”,呼
吁现在的人们要常回家看看，关爱老人与儿童。“妈妈，洗
脚”这稚嫩的童声依然回荡在我们心中，成了“孝心”的代
名词，“中华美德，代代相传”也成了我们行动的指挥棒。

我们中华民族有重视家风的传统，讲究道德，勤俭持家，看
重亲情，严于教子。随着社会的发展，应该在新的条件下，
继承和发扬这个优良传统。孩子的未来其实就掌握在成年人
的手中，所以，每一位成年人都要把握好自己的言行，为子
女的成长营造良好的家风。家庭教育是孩子成长过程的基础
性教育，良好的家风是未成年人成长的基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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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为人父要关爱教育儿子，形成子承父志的家风，这也
是构建和谐家庭达成“家和万事兴”的基本途径。

百善孝为先。孝作为中华文化的根源，有千年的渊源。子曰：
“弟子入则孝，出则悌。”家风主要是教育后人成为栋梁之



才，然做人必先学孝，羔羊尚且跪乳，乌鸦尚懂反哺，人若
不孝，何以万物灵长自诩？古人较为重视家风的作用，培养
子女以孝为核心的伦理道德体系，更兼以悌、忠、信、礼、
义、廉、耻，让继承的后人懂得进取，胸怀凌云，心系国家
民族之荣辱，会为社会创造价值，为人民谋福。这也正是我
们当代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

一个国家必须要有自己的国魂，一个民族必须要有自己的精
神，才能把全民族的智慧集中起来，形成无比强大的精神力
量和物质财富。承继传统美德弘扬民族精神，倘若我们都重
视家风的作用来重振家风，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会得
到弘扬，社会风气将会蔚然成风，让我们手拉手、心连心共
同把文明美德传承下去，弘扬我们的民族精神，让中华民族
这朵美丽的生活之花开遍世界的每个角落！

家教家风事迹分享篇三

家庭是一个人成长的温床，家风和家教是塑造一个人品德与
素质的重要因素。家庭的教育不仅能够培养孩子的品德，也
会影响孩子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经过多年的教育实践，
我深深感受到，一个良好的家风和家教对子女的成长起着不
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这里，我将分享我对于重家风家教的
心得体会，希望能够给更多的家长提供一些参考和思考。

首先，塑造良好的家风是重中之重。作为家长，我们要通过
自身的行为规范和言传身教来树立良好的家庭风气。言传身
教的教育方式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我们应该倡导正义、真
诚和友善的价值观，培养孩子的爱心和责任感。当我们在家
庭中展示出正确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范时，孩子会通过模仿
和学习来吸收这些正面的因素，并形成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其次，家教要有针对性和灵活性。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个性
和特点，因此，在进行家庭教育时，我们需要根据孩子的性
格和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对于一个比较内向的孩子，



我们要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爱和鼓励，让他们有信心表达出自
己的意见和想法；对于一个比较外向的孩子，则需要适当的
引导和教育，让他们懂得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此外，
我们也要根据孩子的年龄和成长阶段来调整教育的内容和方
式，让他们能够适应不同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再次，沟通和理解是家庭教育的基石。在进行家庭教育时，
我们要注重与孩子的沟通和交流。要给予孩子充分的表达和
发言的机会，了解他们的想法和困惑。同时，我们也要倾听
孩子的心声，理解他们内心的需求和感受。通过有效的沟通
和理解，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孩子的成长需求，并为他们提
供更有针对性的帮助和引导。

此外，鼓励和赞赏也是重要的家庭教育策略。孩子是成长中
的花朵，他们需要我们的关注和鼓励。在孩子取得进步或有
优异表现时，我们要及时给予鼓励和赞赏，让他们感受到自
己的价值和成就感。同时，我们也要理解孩子的不足和错误，
给予他们正确的引导和改正的机会，让他们从错误中学习和
成长。

最后，借助外部资源是提升家庭教育质量的有效方式。除了
家庭成员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获得外部支持和资
源，来提升家庭教育的质量。可以参与各种亲子活动，加入
亲子教育班或参加家长学校等，通过与其他家长和专家的交
流和学习，获得更多的教育经验和方法。此外，我们还可以
借助书籍、网络等资源，获取更多的教育知识和信息，以丰
富和提升自己的家庭教育水平。

总之，重家风家教不仅能够塑造孩子的品德和思维方式，也
会对他们的成长产生深远的影响。通过树立良好的家风，因
材施教，沟通理解，鼓励赞赏以及借助外部资源，我们能够
更好地培养孩子的成长需求，让他们健康、快乐地成长。家
庭教育需要我们的长期坚持和努力，但只要我们持之以恒，
付出必将有所收获。让我们共同为打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和教



育环境而努力吧。

家教家风事迹分享篇四

我家一共有四口人。我爸爸是一个比较会疼人的父亲，他很
能干，由于是在电器工厂工作的，一般的电器小故障都能修
理，所以有很多人来找爸爸修电器，我爸爸一般会先去老人
的家看看，会将老人的电器先修理好，对老人也特别尊敬，
时时刻刻愿意帮助那些老人。有一次，有几户人家的电器同
时坏了，其中有一个老人，虽然他刚下班回来，一身疲惫，
可爸爸二话不说，提起工作箱就向老人家奔去，待到夜幕降
临，才提着工作箱疲惫地回来。

我的妈妈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她总是在我面前装作
一个凶巴巴的人，却在背后细心地照顾我，将我的东西理得
好好的，这一切，是在我偶然的一次装睡中才发现的！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我健康成长，我懂得了尊老爱幼，我
懂得了关心别人，懂得了要做一个正直、诚实的人。

家教家风事迹分享篇五

家庭是人生的起点，家庭教育是每个人成长过程中的琴键。
而家风家教是家庭教育的核心。在我自己家庭教育的实践中，
我深有体会：重家风家教对于培养子女的品质和个人素养至
关重要。下面我将从家庭环境的重要性、父母身教的关键性、
合理的规矩制定、积极的激励方法以及尊重孩子的个性五个
方面，展开探讨家庭教育的心得体会。

家庭环境是一个人成长的土壤，孕育着一个人的性格和思维
方式。家庭环境的重要性可见一斑。我们夫妻俩为了给孩子
创造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争取每天能有固定的共同活动时
间，比如一起晚饭、一起看电视。我们更加注重培养孩子的
爱与关怀、友善和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店中到处摆放有家庭



成员合影，孩子经常和父母谈论家庭成员关系，逐渐感受到
家庭的温暖和团结。家庭环境的熏陶和影响，让孩子渐渐珍
视爱护家庭，注重维护亲情，提升了孩子的家庭责任感。

父母的身教是家风家教的核心。孟子曾经说过：“父母呜呼！
父母者，人之本也。”父母作为孩子最初的启蒙者，必须具
备良好的品德和道德操守。我十分注重自己的言行举止，把
好自己的形象关，力求对孩子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在孩子
面前，我们夫妇俩从来不吵架，不发脾气，不对对方说重话。
尤其是在处理问题时，我们总是以积极端正的态度去面对，
学会从问题中找到改进和提升自己的方法。孩子模仿大人的
能力是惊人的，在我们坚持点滴的身教下，孩子逐渐形成了
乐观向上、文明和善良的品质。

合理的规矩制定对于家庭教育同样至关重要。家庭经营好像
一家公司，需要有一套明确的家规家训来约束家庭成员的行
为并审慎情绪。我们夫妇制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家规，每天
都会跟孩子交流规定好的事情，并记录下来。我们建立了一
个家庭任务墙，上面列出了每个人每天的任务，并且每天晚
上我们会拿出来商量哪些任务合理、哪些任务可以调整。家
庭成员互相尊重的基础上，我们鼓励孩子参与到规矩制定中
来，培养他们的自我约束能力。

积极的激励方法是家庭教育中的一项重要工作。我们夫妇以
鼓励和奖励为主要激励方法，经常对孩子的表现给予适当的
肯定和奖励。我们给他们设定小目标，当他们完成目标时，
我们会给予适当的奖励，这样不仅能够提高孩子的自信心，
还能激励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我们还鼓励孩子参加一些
社交和义务活动，通过参与集体活动，孩子能够锻炼自己的
团队合作能力，并学会与人相处。

家庭教育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尊重孩子的个性。每个孩子都是
独一无二的，有着自己的性格特点和兴趣爱好。作为家长，
我们要尊重孩子的个性，不强加于人。我们经常询问孩子的



意见，给予他们选择自己喜欢的事物和活动的权利。与此同
时，我们也要注重引导孩子的兴趣，鼓励他们发挥自己的特
长，并给予适合的支持和培养。

总结起来，重家风家教对于培养子女的品质和个人素养至关
重要。一个温暖和谐的家庭环境，父母的表率作用，合理的
规矩制定，积极的激励方法和尊重孩子的个性是重家风家教
的核心要素。在家庭教育中，我们始终坚持以爱为基础，以
尊重为前提，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让孩子在温馨的家庭环
境中茁壮成长。

家教家风事迹分享篇六

俗话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那么什么是家规呢？

家规、家训其实就是在家庭里形成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
也是所说的家风。体现着家人的价值追求和传承。

家风也是社会风气，公民道德的源头。

家训家规也就是古时一个家族的家法。

我出生于70年代初，小的时候家里就有一些不成文的家规，
比如：家中来客人了，吃饭时小孩子是不能上桌一同用餐的，
因为习惯所以觉得很自然。

现在的小孩如果平时没有这方面的教育就因为来了客人而不
允许其上桌用餐会觉得委屈的，甚至会憎恨起无辜的客人。

这不能怨孩子，父母应该自责，“人之初，性本善”孩子都
是好孩子，只是看你如何教育。

家规家训最好从孩子小的时候抓起，从娃娃抓起才能取得事
半功倍的效果。否则，待孩子养成了不好的习惯后再去教育，



让他们改正就很有难度了。

记得当女儿还小的时候（大概四岁吧），一家三口回家过春
节。吃饭的时候，我将一块鱼籽用筷子夹给了父亲，然后将
另一块夹给了母亲，女儿端着碗在旁边眼巴巴地等着，却没
能如愿，满脸的不解和失望，我只是装作没看见。

在自己家里吃饭的时候，无疑这些东东都是她的了，事后给
女儿讲了“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的道理，孩
子听后点了点头表示明白了。

第二年再次回家过年，因为开饭的时间有点晚，家中几个一
起玩的孩子都觉得饿了，看到饭桌上摆着做好的几道菜就想
大快朵颐，被女儿拦住了，“让爷爷先吃”边说边跑到爷爷
的身边说：“爷爷你就先吃一口吧，我们都饿了，您先吃一
口我们几个就可以吃了”,大人们听了都笑着称赞说：“这孩
子真懂事！”我就是这样在生活中通过一件件小事将家规家
训无形地渗透给孩子，让她在不知不觉中学习、理解并遵守
家规，成为一个敬老孝亲、爱国奋进的好学生、好青年。

每个家庭的家规都有所不同，有成文的，也有不成文的，一
句话、一个故事、一段记忆都可能成为家规的载体。

在生活点点滴滴中影响着我们的心灵，塑造着我们的人格。
从而带动整个社会乃至整个国家向前发展。相信在这些良好
家规的影响和教育下，我们伟大祖国的未来一定是辉煌的、
灿烂的。

家风家教征文（二）：凡事靠自己的努力

邵耘

说起家风，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生活靠自己。这感受的由来
还要从父辈们的事情说起。



我爸爸兄弟三个。由于家庭贫穷，我爸老大，必须回农村老
家照顾弟弟们上学，放弃了在南海舰队留员（当年全军只有
一个名额）。我的叔叔们比较争气，都考学出去了，大叔在
潍坊电厂，小叔在河口区政府。叔叔们参加工作后，条件都
逐渐的好了起来，可是家里从来不给他们添麻烦，要求不做
违背原则上的事情，家风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形成了。

小时候，家里种苹果园，叔叔想通过单位给帮忙处理一些苹
果，爸爸每次都是拒绝了。因为他的原则是――违背原则的
事不要做，挣钱要赚踏实钱。

后来，我和我哥逐渐长大，一直没有享受到“有关系”的好
处。我大叔当时在潍坊电厂电校当校长，上完电校即可安排
在电厂上班。能有到电厂上班的机会在那时别人都很羡慕，
说我家以后孩子上班没有问题了，但是我爸不让我们去，说
别人谁去不管，你们就是不能去，要好好的学习，靠自己的
努力去生活。

在此后的几年里，我度过了艰难的求学之路。参加工作以后，
我起初也想通过长辈的关系，能够给找个好点的工作，但是
被叔叔拒绝了，自己出去闯荡吧，不然早晚就吃亏的。

当时我还非常的生气，很羡慕别人的亲戚朋友给找的“捷
径”,感觉比别人高人一头样子，特别是在我们村里也有个在
电厂上班的同姓叔叔，给老家兄弟们又是找工作，又是帮忙
做生意什么的。就在前年的时候，那个同姓的叔（正处级干
部）被检察院带走了。这时才深刻的体会到，父辈们坚持不
照顾、不走捷径，而是给予最大的支持和帮助，方乃顺利走
好人生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