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传承家风该做 传承家风家训心得
体会(汇总8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
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
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传承家风该做篇一

“家风家训”是指家族内代代相传的一套文化和规范。任何
一个家庭都有其独特的风格和原则，贯穿其家族成员的思想
与行为中。而传承家风家训就是要让这种文化延续下去，代
代相传。在我的家族中，“孝顺”、“忠诚”、“诚实守
信”、“勤奋努力”，这几个词汇是我们最常挂在嘴边，并
潜藏在我们的行动之间，成为我们不断努力追求的目标和信
仰。

第二段：传统的家风家训

在我的家族中，祖先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财富莫过于传统的
家风家训。家族中的长辈经常会把这些传统与经验传递给我
们，诸如尊老敬幼、互帮互助、勤劳踏实等等。这些宝贵的
传统，让我们从小就知道了什么是对的与错的，也让我们树
立起了人生的目标和追求。其中，最受推崇的是强调家族成
员要保持家族纯洁和团结，时刻保持家族的尊严和荣誉。

第三段：应对现代社会的变化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不可避免地出现
了。许多传统的家风家训开始失去了原来的深刻意义。作为
后辈的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应该保持一种开
放的心态，善于去接纳和理解这些新的生活方式，但同时，



也应该保有原有的家族传统精神，以一种包容的心态去关注
他人的行为，甄别那些有益的品质和价值。

第四段：传承家风家训的方法

在传承家风家训的过程中，强调组织性和规范性是非常重要
的。具体而言，可以通过成立家族委员会或家族基金会等机
构，用数据的形式去记录与维护家族成员的关系和身份。同
时，各家庭也可以利用各种现代化科技手段，如微信、QQ和
社交媒体来加强沟通和互动。这些方法不仅有利于家族成员
之间的联络与交流，也有助于维护整个家族的形象和声誉。

第五段：结语

作为现代人，我们需要去坚守自己的传统文化，同时要去创
造新的制度和行为方式。我们要把古老的传统家风家训传承
下去，为我们的后代带来一个更好的未来。每个人都有责任
去保持良好的品质和好习惯，一旦大家都这么做，整个家族
就会永远的延续下去。在家族中，我们应该以共同的信仰和
理念去联结和团结，我们的行动与信仰将帮助我们创造一个
更美好的家族和社会。

传承家风该做篇二

我们家传承下来的好家风是：勤劳大方，孝顺节约。外婆是
我们家里的榜样“好家风”。

外婆很勤劳，每天早早的起床，出去到田里干农活，给菜翻
土，让他们长得更强壮一点，还要做种菜、摘菜、除草等很
多杂活累活，所以每天晚上都要很累很累地回家。

外婆很节约。她把用过的塑料袋子清洗一遍，再循环利用。
外婆不穿好看的新衣服，旧衣服破了，在上面补一下也能将
就着穿。她把能省的钱都省下来，攒起来到过节的时候发给



我们红包，我们深爱着外婆，将一个个红包还给外婆。我们
都知道外婆对我们很好，大方，但在自己的生活里却非常的
节省，所以我们在平时能帮外婆做的事情都做一点，让外婆
过得舒服一点。

外婆很孝顺，外祖母在世时，外婆把她照顾地可好了！给外
祖母做美味的稀饭，给她摘来许多新鲜的蔬菜水果吃；把她
的脏衣服清洗得干干净净的，让外祖母冬天穿的暖暖和和的，
每天过得舒舒服服的！外婆爱着外祖母，能为外祖母做的事
都尽量做到最好！

外婆也很大方！老家有一座大房子，里面可以住很多户人家。
外婆总是会把摘来葫芦、南瓜、包心菜还有许许多多的蔬菜
水果给租户们送一点去，那些租户也送给外婆一些自己家乡
的美味呢！我们家的租户有许多都已经在这里住了四五年了，
我想这就是让租户们一直住在这里的原因吧！

外婆把她身上的好品质都传承了下去，为我们做了一个好榜
样！我也要学着外婆，做一个勤劳、朴实、大方、孝顺
的“好家风”！

传承家风该做篇三

家风家训是指家族中代代相传的价值观、道德观和行为规范。
在今天这个多元化的社会中，家风家训的传承显得更为重要。
一个具有良好家风家训的家庭，不仅对于家族自身有着积极
的意义，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第二段：传承家风家训的方式

家风家训的传承需要有良好的方式和方法，具体包括以下几
点：

1. 建立良好的家庭文化氛围：家庭文化是家风家训传承最好



的载体。通过一系列的约束和习俗传递家族中的传统文化和
道德标准，提高家族成员的认同感和家族责任感。

2. 成人作为榜样：很多时候，儿童深受家长的影响。成人需
要在对待家庭成员和外界关系时表现出积极、和谐的态度，
并且在平时言传身教传递正面的价值观。

3. 调动大家的参与热情：传承家风家训的过程需要所有成员
的共同参与，家庭成员之间要相互协调配合，与家族其他成
员一起共同关注家庭建设和社会发展。

第三段：家风家训对家庭和社会的重要意义

家风家训的传承不仅是生活中的家庭教育，而且涉及到一个
家族的价值观及文化传承。它可以引导家庭成员追求美好的
人生，弘扬家族文化，对家族的传承和发展非常重要。同时，
家庭也是社会的基本单位，良好的家风家训也对于整个社会
有着积极的意义。

第四段：我在传承家风家训过程中的体会

在我家中，传承家风家训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探索的过程。
家族中，我是一个老大哥，带着弟弟妹妹一起成长，我很自
觉地担起了表率的角色。我不仅在言传身教中耐心教导他们，
还不断的以自己的行动示范给他们一个好的榜样。

在我成年之后，我更加意识到家风家训的重要性，这对个人
的成长和国家社会的发展都非常有益。我逐渐找到了自己的
方向，并发现通过家风家训的传承，可以使整个家族借助团
结与协作的威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第五段：总结

传承家风家训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我们不能只关注眼



前的利益和舒适，还要关注到对家庭成员的终身影响和对社
会的影响。只有深刻认识家风家训的重要性，并采用具有特
殊含义和风格的方式和方法来实现它的传承，才能创造出具
有深刻历史和文化的家族，促进国家社会和谐发展。

传承家风该做篇四

传承家风家训是每个家庭的使命，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传承家
族的优良传统，对我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任务。子孙的成长
和发展与家庭的培养息息相关，我们要总结自己的传家之道，
让下一代生生不息地传承下去。

第二段：家族文化的探索和传承

家族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它始终存在于家族中，代代相
传。我们从先辈的言传身教中学到很多有用的东西，悉心培
养和传承，使其经久不变，留给下一代后人。家族文化的传
承需要心灵的感悟和自觉的行动，需要我们从平凡见微的生
活细节中，不断挖掘出那些有价值的内容，传递给子孙后代。

第三段：家训教育的重要性

家训教育是家族文化的传承和发扬的重要渠道，家训是家族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含着家庭独有的道德标准和行为
规范，有力地推动和规范着亲情关系、人际关系和社会行为，
促进了家庭成员身心健康的发展和稳定。因此，我们要重视
家训教育，不断总结和完善家训，让其成为子孙继承家族优
良传统的基石。

第四段：个性与家训

家训不仅仅应该是一种约束，更应该成为一种力量。每个家
庭成员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价值所在，发挥自己的天赋和
个性，为家庭的幸福和繁荣做出贡献。因此，我们应该注重



个性与家训的结合，让家族文化更具活力和生命力，打造出
有个性和特点的家族品牌。

第五段：传承家风家训的方法

传承家风家训需要方法和策略。我们可以通过家庭会议、家
训宣讲、家族照片墙、家族树等形式，将家族文化传递给子
孙后代。同时，也要注重实践教育，让子孙们真正理解家训
的含义和重要性。家庭成员互相学习和借鉴，探讨家族文化
的内涵和外延，共同寻找更好的传承方式和路径。

总结：

在传承家风家训的过程中，我们要不断探索、理解、传承和
发扬家族文化，让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家庭中重生。我们可以
结合个人能力和家族特色，制定出更加适合家族的传承计划
和方案，不断完善和提高自己，为家族繁荣和发展做出贡献。
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好地传承家风家训，让优秀的家族文化
代代相传。

传承家风该做篇五

我生在农村，我的祖祖辈辈也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打小，我
的.爷爷就教我们要做一个讲诚信的人。

记得很小的时候，爷爷就给我们讲一位值得我们学习，坚守
传统美德的人物，她就是德高望重的宋庆龄。爷爷说，宋庆
龄在小的时候，有一次，准备跟爸爸妈妈到伯伯家去，可是，
她想起那天小郑要来她家学叠花篮，所以，她毅然决定留下
来，履行自己的诺言。一次小小的守约看似微不足道，却折
射出了宋庆龄诚实守信的可贵品质。诚实守信是我们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是人立世生存的根本，只有“言必信，行必
果”才能收获友谊，收获成功。所以，爷爷要我们像宋庆龄
那样，重承诺，守信用。



爷爷平时总喜欢给左邻右舍帮忙，只要有人有什么事情喊一
声，爷爷知道后肯定是要去给帮忙的，而且只要是自己答应
的事就从不食言，不管有多忙，他都会放下手里的活去帮助
他人。

而勤俭节约则是奶奶对我们的要求。吃饭时，奶奶不允许我
们剩饭剩菜，吃多少就盛多少，她常说，每一粒米都是农民
伯伯辛苦种来的。奶奶是这样要求我们，而她自己也一直坚
持这样做，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爸爸是个既坚强，又勤恳的劳动者。在他身上看不到疲惫，
为了使我们过得更好，他总是早出晚归地忙碌着。爸爸说他
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就应该为爱他的人和他爱的人付
出更多，因为这是他的责任。因为这样，生活中有再多的困
难都难不倒他。在我心中，爸爸就是这个家的建设者和守护
者。

我们家还有个家风是“孝”，孝敬父母、尊敬长辈。母亲一
直告诫我们“百善孝为先”，在生活中“孝敬无底限”。孝
顺不是体现在你能给谁买多少东西，而是体现在日常生活中
的一点一滴的关怀。比如孝顺长辈，父母下班回家，孩子主
动地送上一杯热茶；父母生病，孩子能陪在身边，尽心照顾。
还有，工作之余，常回家看看，帮父母擦擦洗洗，给父母做
顿可口的饭菜，多陪父母聊天。这些，都是孝顺的具体体现。

我今年九岁了，可妈妈来到这个大家庭已快二十年，这些年
她扮演着各种角色。妈妈是个贤妻良母，她总是无微不至地
关爱着我和姐姐。妈妈是个好妻子，日子虽然平淡如水，但
她却把平常的日子过得有声有色。妈妈是个好儿媳，平日里
跟爷爷奶奶的关系相处得非常融洽。也正因此，爷爷奶奶拿
她当女儿一样看待。母亲更是个好女儿，一有空，她就会带
我和姐姐去看望外公、外婆。

妈妈说：“他们都是我们的亲人、长辈，我们要好好对待他



们，因为，他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正因为有
了“孝”，才使我们这个大家庭其乐融融，也使我倍感温暖，
因此，我也懂得了“家和万事兴”的道理。

家风是一个家庭为人处世的优良传统，是优秀品质在家庭中
的传承。有了它，我们才可以在社会上立足，才能让自己走
得更远。铭记家风，为自己的人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
才能踏着坚定的步伐，走向社会，走向成功，成为国家的栋
梁之材。

传承家风该做篇六

我有一个幸福的家，模范的老公，两个懂事、可爱的女儿，
我们一家四口构建起了一个小小的“王国”。俗话说的
好“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在这个面积不大，人口不多
的“小国家”里，也有简单、普通，但充满着正能量的家风。

一说起家风，大女儿刘奕就会很紧张的问：“家风是什么？
还会有家法吗？”其实，她并没有发觉，家风就如春夜的喜
雨一般，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一直在默默的影响她，
滋润她。

文明礼貌就是我们的首要家风，从小我的父母就教育我尊长
辈，亲邻里，敬师友，讲礼仪。虽然我做的不够尽善尽美，
但也会时刻铭记，自查自纠。如今生活中，女儿们就象被灿
烂阳光照耀下的小树一样，在讲文明重礼仪的家风中快乐成
长，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不乱涂乱画；嚼过的口香糖一定
要吐在纸上，包起来后再扔；遇见长辈要主动问好，有好吃
的与朋友们分享等等。小女儿才2岁半就十分懂礼貌，在小区
里教她向大人问好她会十分配合，声音也响亮，为此也总会
得到表扬，小小的她也懵懂的明白主动问好是一件好事。如
今，我带着两个女儿走在小区里，周围的邻居总会笑着
说：“你这两个孩子真好！”此时的我看着两个女儿感到特
别欣慰。



家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好的家风就是幸福家庭里的维生素，
是一代代的传承，是一种无形的力量，潜移默化的引导着我
们。

在我儿时记忆中，母亲的字典里从没有“溺爱”这个词语，
还记得通往母亲工作单位有一条捷径小路，小路很难走还得
爬墙头，那时还在上小学的我，总会提着饭桶爬过墙头给上
夜班的妈妈送饭。父母工作忙，母亲很小就教会我怎样安全
使用暖水瓶，自己做简单的饭菜，遇到紧急事件怎样安全处
理等。

自己的事自己干，自己的天地自己闯，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
这就是母亲送给我的家训。今天，这句家训也传给了我的女
儿们，大女儿整理的衣柜和茶几比我还要整洁，小女儿自己
吃饭、穿衣类的自理让幼儿园的老师很是惊讶。由于自己亲
身体验劳动，她们也变得更懂事、贴心，老奶奶吃药会主动
端水，吃饭时帮大人摆碗筷，类似这些生活细节还有很多，
看似不起眼，但也足以体现家风对孩子点滴的影响。

每个幸福家庭都会有家风和家训，家风家训是长辈们一生的
经验总结，让我们受益匪浅。如今，我已到而立之年，用心
经营我的小家，尽心培养我的孩子们。我和丈夫都信奉孝敬
老人，严教子女；戒傲戒惰，保家之道。会告诫孩子，待人
真诚，为人谦虚，志存高远，锲而不舍。

有好家风，才有好民风，家风正则民风纯，她会时刻提醒、
监督、鼓励着我们，心中若有家，心中必有国，让我们一起
传承优良家风，幸福千万小家，兴建我们共同的大家！

传承家风该做篇七

家风，是每个家庭的文化符号，记录了一家人的道德准则、
品德风范、行为规范、生活习惯等一系列的价值观念。在这
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不少人越来越淡化了家风的概念，有的



甚至毫不在意。这样的现象却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家风
的重要性。今天，本文将探索如何传承优秀家风并分享一些
实践体会。

第二段：理解优秀家风

优秀家风，是指一家人所遵循的正确的家庭价值观念和规范，
是引导孩子健康成长以及家庭和睦和谐相处的基石。它承载
了家族的历史、血脉和未来。优秀的家风不仅是一种精神和
道德支撑，更是一种文化积淀，是爱和责任、尊重和和谐的
体现。它不仅可以使家庭更加团结和谐，还可以潜移默化地
影响孩子的成长和家族的传承。

第三段：如何传承优秀家风

打造优秀家风首先要从自我做起。父母要有自己的准则和标
准，并在日常生活中严格遵守，成为孩子的榜样。其次，要
制定家庭规范和准则，使全家人都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不
应该做什么。同时，父母还要进行家庭教育，通过讲故事、
读书等方式传授各种道德知识和生活技能，提高孩子的综合
素质。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传承家风的过程中，
要不断强调家族的故事和家族文化，让家族的历史、传统传
承下来，从而形成浓厚的家族文化。

第四段：实践体会

我家的家风是尊长、诚实、宽容、感恩、负责，我和父母一
直都很努力遵守这些准则。例如，在家里，我们都很注重孝
道，不管什么时候都会尊敬、关爱和帮助爷爷奶奶。还有，
在生活中尽量遵循真实、诚实的原则，不撒谎欺骗。另外，
在面对矛盾纷争的时候，我们都会包容对方，理解对方。这
些家风不仅滋润着我们的家庭，也影响了周围的人。

第五段：结尾总结



您是否已经意识到，无论对于家庭还是整个社会来说，优秀
的家风都是非常宝贵的财富。家是社会的基本单位，而家庭
中的家风以及人们遵从和坚持的基本道德和价值观念，就是
这个基础单位的核心力量。只有传承好这些美好的传统文化，
才能让我们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人生目标和社会价值。因此，
让我们努力一起传承优秀家风，让美丽的家风文化在中国继
续蓬勃发展！

传承家风该做篇八

“家风”是一个家族开展教育的起点。在传统中国，社会教
育不发达，人的成长往往依赖家庭教育。许多大的家族组织，
承担着对本家族成员的社会保障功能：有祠堂、族产、义庄、
义塾等等。家族成员之间通过礼仪性的活动取得联系，同时
也接受家族的集体约束。在这一层面，家风家训好比家
族“纲领”，指导和规训着每一位家族成员的生活和行为。

“家风”还是家族的共识性的道德观念。无锡《锦树堂钱氏
宗谱》所记载钱氏《家训》，可以概括为“孝、悌、忠、信、
礼、义、廉、耻”八字。在传统社会，家风往往是儒家核心
价值观念的具体展开，因族群的生活环境及文化传统不同，
侧重会略有不同。但无外乎是教人向善、积极进取、勤劳节
俭。

在每一个具体的家族中，家风不仅仅是道德教化的口号，还
是家族精神的体现，通过代代家族成员具体的行为而践行和
传承。有的历史人物，可能和这个家族并无直接的血缘关系，
但是因为相同姓氏往往也被说成是本族的祖先。用祖先的荣
耀和事迹，增强自身的荣誉感和尊严感，凝聚家族成员，使
他们对于姓氏家族本身产生认同。家风实际是一种经过历史
积累而形成的精神尺度。

家风的凝聚，常体现在一些祠堂的堂号上。各个家族往往选
取本族中最杰出祖先的事迹，作为本族祠堂的堂号——如弘



农杨氏家族的“四知”堂，江都卞氏家族的“忠贞”堂等。
不少家族的行第谱本身也是家风的凝聚，如义门陈氏家族的
行第谱“三恪封虞后，良家重海邦”表明该族陈姓出自虞舜，
为名门望族。无论是堂号，还是行第谱，都凝聚着古人对于
杰出祖先的崇拜，凝聚着对于后代的美好期望。即便是不识
字的族人，也可以烂熟于心，可谓用心良苦。

《礼记·大学》所列“八条目”：格物、致知、正心、诚意、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四者是为修身而做的准备，
虽未必人人都能治国、平天下，而修身、齐家却是每个人都
可以做到的。践行家风，实践德行，即为实现人的志业而做
的起码的准备，古人说“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正源于此。

今天已经不同于古代社会，我们已经没有了传统意义上的
大“家族”，三口之家、甚至两口之家已经成为最基本的社
会单元。此时重提家风，已经不再需要着力批判封建家族制
度对人性的戕害;更应当看到，家风对于人的人格养成、培养
荣誉感和责任感的积极意义。我们流淌着祖先的血液，承载
着祖先的基因，享有着祖先的姓氏，祖先能成就的德、行，
我们是否可以重现并延续下去?或许这才是重提家风时，每个
人必当有的扪心一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