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家庭家教家风心得体会(大全5篇)
心得体会是指个人在经历某种事物、活动或事件后，通过思
考、总结和反思，从中获得的经验和感悟。那么我们写心得
体会要注意的内容有什么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如
何才能写好一篇心得体会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家庭家教家风心得体会篇一

有了善良之心，有了感恩之心，有一颗关怀体恤之心，才会
爱这个世界，爱周围的人，爱所有的生命。一个人活在世上，
不过是向人世借几十年光阴而已，要在有限的时光里成己达
人，才对得起自己的一生。善良可以说是我家的第一个家风。
爷爷奶奶就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他们曾这样谆谆告诫子女：
“做人千万不要去做恶事，作恶多端，会有报应。”这样的
家风也深深地影响了我，无论在哪里无论和谁打交道，我都
与人为善，不做违背良心之事。

家庭家教家风心得体会篇二

“爷爷泡的茶，有一种味道叫做家……”听着怀旧电台播放
着周杰伦的那首《爷爷泡的茶》，感受着冬日阳光映着窗户
暖暖洒进来的那份惬意，脑海里不禁浮现起从小爷爷在我身
边，一边泡着龙井茶一边给我们讲起品味人生“茶”道的斑
驳画面。

在中国人的家庭里，无论是“琴棋书画诗酒茶”的风雅门第，
还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平常人家，茶的气息早已散入各
个门户，更悄悄地融进中国人的骨子和血脉里。步入公职队
伍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阅历的不断积累，我渐渐地明白
了爷爷从小告诉我们“做人要如茶”的人生道理，也理解了
爷爷以“茶道”治家的人生智慧，更读懂了这份蕴藏在茶香
里的浓浓亲情。



塑造如茶般内敛低调、沉稳谦逊的人格品性是好家风之
本。“落尽庭梅三日雨，香风闲对一瓯茶”，上好的龙井茶
外形扁直平伏，光洁平滑，茶叶身骨重实，口感鲜爽，好似
一谦谦君子，不愠不燥，风清淡然。做人做官亦是如此，我
们作为公职人员，无论身处何种职位，手握多大权力，也依
然要像茶叶一样不骄不躁、低调内敛，不论做任何事情、在
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勤俭坦然的作
风。在工作中要务实，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
真正把百姓的急事、难事看成自己的事。在生活中要实实在
在做人，实实在在做事。要把家庭作为个人思想性格的塑造
场，把好的家教作为人生价值的奠基石，从而以个人过硬的
作风来涵养优良的家风，以点带面，带动良好的民风、社风
形成。

打磨如茶般历经沉浮、洗尽铅华的奋斗姿态是好家风之要。
一片香茗，不经沸水的洗礼，怎能“茶烟一缕轻轻扬，搅动
兰膏四座香”。浮生如茶，岁月如流，没有经历多次沸水的
洗礼，几番的浮沉，怎能品味人生的本真?那些工作在基层岗
位上的年轻人，你们是改革发展的接棒人、也是国家未来经
济社会建设的中流砥柱，你们要从强大内心、涵养家风做起，
从自己做起，以从容之心对待工作中的“苦涩”与“寂寞”。
要坚持三省吾身，永葆为民初心，保持端正的态度，以厚积
薄发的志气去干事创业，像品茶一样，从一道茶的青涩甘苦、
二道茶的醇香浓溢、三道茶的清香淡雅，来领略人生逆流而
上、回味无穷的奋斗滋味。

涵养如茶般唇齿留香、回甘绵长的气节底蕴是好家风之
基。“疏香皓齿有馀味，更觉鹤心通杳冥”，茶初入口略苦
涩，像熬了很久的中药，可等茶汤在口里多停留一会，就会
有回甘，让人顿觉唇齿留香，就如同好的家风一样让人甘之
如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是最重要的纽带，
家教也是最能融入我们血脉的东西。作为公职人员，我们更
要以家庭为单位，从树立过硬的纪律意识和规矩意识做起，
使每个家庭成员都能从小自觉承担起“慈、孝、廉、敬”的



责任和义务，以涵养正气、厚植底蕴为丰富家文化的精髓，
从家庭教育入手来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真正形成家
风正则作风正、律己严的双向互动。

如今，龙井茶已然成为我最喜爱的饮品之一，因为每次闻到
那清爽浑厚的茶香，都不禁让我想起爷爷希望我们做人要如
茶一样的深厚期望，也让我认识到良好家风传承的重要，这
也将是我今后不断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

家庭家教家风心得体会篇三

学习无止境，向书本学习，向社会学习，向他人学习，不断
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
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
的人。父亲常对我们兄弟姐妹说：“知识从哪里来，就是从
学习中来。”父亲只读了两年私塾，后来他能够在工作上有
所成就，就是因为刻苦学习，向同事学，向书本学，向实践
学。现在老父已经80多岁了，还天天坚持读书看报，可以
说“活到老，学到老”。

心灵的家风也是生命的家风，心灵的家风越亮，生命的道路
越长，生活的道路越平坦。为此，我要不断为家风加油加薪
一代一代相传，千万不能让它们熄灭了。

家庭家教家风心得体会篇四

父亲教育我，端正勤俭，是居身良法。“量其所入，度其所
出。”“能不为息患挫志，自不为安乐肆志；在官无傥来一
金，居家无浪费一金。”“振乃家声，好就孝悌一边做去；
成些事业，端从勤俭二字得来。”不能投机取巧、不劳而获，
铺张浪费。父亲在当地农行工作，勤勤恳恳干了一辈子，不
贪不占，年年被单位评为先进工作者。为了养育我们6个孩子，
母亲起早贪黑干着生产队里的重活累活苦活。



家庭家教家风心得体会篇五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国天下”的情怀深深植入每一个中
国人的骨髓血脉，家风家教也成为了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
家风，顾名思义，即为一个家庭的精神风气，也是一个家族
的处事风格，它对个人、家庭、社会乃至国家意义重大。习
总书记指出，“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
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
注重家风。”进入新时代的今天，党员领导干部更应带头培
育、传承和弘扬良善家风，让家风建设成为必修课，以此才能
“德泽源流远，家风世泽长”。

严“修”家风，方可习修身养性，立德以树人。古语
云，“将教天下，必定其家，必正其身”，自古家庭教育就以
“整齐门内，提撕子孙”作为家风家教的主要目的。从孔子
诗礼庭训“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到诸葛亮诫
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从毛主席告子女“廉洁公正，摒
弃私心”，到焦裕禄对家人的“任何时候都不能搞特殊
化”……无不闪烁着良善家风关于训诫子孙要修身立德的思
想光芒，也成为塑造子孙道德品行、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
准绳。家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党员领导干部唯有以嘉
言懿行的言传身教去培育良善家风，以自身清正为“修身齐
家”树立标杆，潜移默化播撒信仰种子，才能给子女们的人
生系上良好品性的“第一颗扣子”，涵养“修身立德”之气，
成长为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人。

广“修”家风，方可促民风淳朴，社风以清正。家训家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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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朱子的《治
家格言》、周总理的《十条家训》、怒安先生的《傅雷家
书》……这些良善家风浓缩了中华民族的美德，在社会上广
为流传、灿烂不熄，熏陶并培育了中华儿女彬彬有礼、温柔
敦厚的教养气质以及有理有据、规矩方圆的行为举止。“家
风正，则民风正;家风正，则社风淳。”现如今，严立家规、



从严治家、承续传统、启迪当下，更应成为党员领导干部的
应有表率，这也是涤风励德、淳化风俗的应有之义。唯以此，
才能以“家家之训”成“家家之风”，以“家家之风”
成“巍巍民风社风”。

长“修”家风，方可兴泱泱国风，安邦以立国。自古即倡导
先齐家而后治国。《礼记·大学》有言，“一家仁，一国兴
仁;一家让，一国兴让。”其义在于只有“一家”家风正，后
代才能正，源头才能正，国才能兴。周公诫子吐哺，礼仪达
世、天下归心;袁采教化一方，垂诸后世、兼善天下;国父尽
瘁国事，世代绵延、志在兴华。俗语说，“家是最小国，国
是千万家”，正是这千千万万个小家之风汇聚成流、薪火相
传，中华民族之国风才能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源远流长、生
生不息。站在新时代的浪尖潮头上，广大党员领导干部更应
带头模范，常思家国社稷福祉，以良善家风为基，自觉筑牢
爱国爱家、立国兴邦的精神高墙，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
以担当之责为振兴中华、家国梦圆而鞠躬尽瘁、披肝沥胆，
这才是“家国情怀”之大义。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每一位党
员领导干部都应清楚地认识到家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望务以“国计已推肝胆许”的情怀，廉洁修身、廉洁齐家，
修好涵养家风建设这门“必修课”，更好地促立身以德齐、
民风以向善，致国家行稳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