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一诺的家风读后感(优秀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如何才能写出一篇
让人动容的读后感文章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
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一诺的家风读后感篇一

古语有云：有家规的家庭属于书香门第之家，有家规、有家
训的家庭，属于豪门贵族之家，有家规、有家训、有家风的
家庭，属于王侯将相之家。以前，我对这句话不甚理解，但
在阅读了王立群老师所著《家风家训》一书后，深有感悟。

家风是一个人精神成长的开端。有什么样的'家风，就会有什
么样的道德品性；有什么样的家风，就会有什么样的为人处
世；有什么样的家风，就会有什么样的的家教。

从小我就经常听父母告诉我们“家教”这个词，但那时是懵
懂的，只知道平时听他们在言语交谈中提到小孩子要有“家
教”，没有“家教”的孩子是不受欢迎的，是会让人讨厌的。
在以后成长的经历中，在父母言传身教中，我慢慢懂得
了“家教”的一些内涵。我的家庭，在家教上没有深刻的内
涵和华丽的道理，只有浅显的、通俗易懂的一些做法，这些
做法，甚至被我沿袭到了对女儿的教育中。从小父母就教育
我要做一个宽容的孩子，不要和别的小朋友吵嘴打架，不要
欺负别人，要有宽容忍让之心，遇事多谦让别人，不要和别
人争高低，否则既伤害他人，也会让自己吃亏。

在日常生活中，教育我要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吃有吃相。
父母这种简单直白的话语其实就是一种家教之风，这种家教
之风蕴含着对子女的点滴之情和无私的爱。这些足以指引或
影响着我三十几年的生活和工作，并且还会一直影响下去，



使我终生受益。

好家风是双向互动的，是承前启后上下联动的，他不是单一，
不是一厢情愿的，好的家风应该是有顽强生命力的，是上下
几代人之间的共识和自觉行动，是外化于形，内化于心的情
和爱。父母长辈对子女后代的教育培养其实就是世代家风传
承的过程，家风的好坏，直接影响下一代人的一言一行，我
们常说“有什么样的父母就有什么样的子女”、反之“有什
么样的子女，就能衬托有什么样的父母原型”，这是相辅相
承的、相互作用的。所以在女儿面前，我一直极力维持着一
个拥有良好家风家训的形象，毕竟父母长辈是家风的示范引
领者，而子女晚辈是家风的传承践行者。

我一直秉承着一个想法：好的家风家训，是家庭幸福、社会
稳固的基础，每一个家庭，就是社会的一个细胞，只有家庭
和谐，社会才会更加和谐。

一诺的家风读后感篇二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间也过了十四个春秋，可依然记得弟
子规中那一句耳熟能详的格言――“父母呼，应勿缓，父母
命，行勿懒。”句子的意思是父母叫时，应当及时过去，不
能缓慢；父母命令时，应当及时做到，不能想着偷懒，而这
也成为了我们家的家训。

记得有一次，我正津津有味的拿着手机玩着游戏，这时，妈
妈从小河边洗衣归来，捧着一大盆的衣服对我说：“我去烧
饭了，你把这些衣服晒了。”我心中顿时产生了一股无名之
火，对她大声吼叫道：“知道了，你每天都说同样的话，烦
不烦啊！”

那时的我满心只有愤怒，觉的自己并没有错，反而觉得都是
妈妈的错，在我的认知里，这些家务本应该是她来做，为什
么每次都要让我来做呢？凭什么呢？，我的心在呐喊！每次



我都是在愤愤不平中，完成这些“额外”的任务，但是，随
着时间的推移，我常常想起我和母亲之间的故事，沉静在母
亲和我的事件当中不能自拔，就在这不断的徘徊中，脑海里
忽然出现了小学时曾背过的弟子规，顿时醒悟过来，我知道
了自己的幼稚和不懂事，明白自己不应该对妈妈大呼小叫，
不应该为这些力所能及的小事忤逆妈妈。现在的我们，已经
有的高于自己的父母，有的甚至比父母还要强壮，我们已经
长大了，可以做一些小事了，既然有能力，我们就应该为家
庭尽一份力所能及的事，就算是一件小到不能再小的事，那
也是一份心意。父母身负各种责任，我们能做的，应该做的，
就是替他们分忧，无论是生活上还是学习上，那一刻，我释
然了，突然觉得，晴空一片明朗。

现在，我才看清自己；现在，我才懂得父母的苦，懂得父母
对自己源源不断的爱。之前，我从头到脚都是我最讨厌的不
良少年；之后，我将孝敬父母，敬爱父母，为他们分担家中
的小事，把每一件小事都看作是一件重要的事来对待。

我的学习虽然不是很好，但我会努力做一个优秀的孩子，做
一个孝顺又懂事的孩子；虽然我不是最聪明漂亮的孩子，但
是我会是一个讲文明，懂礼貌的孩子。

我会永远铭记这十二字“真言”，身体力行，努力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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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诺的家风读后感篇三

关于个人品德。古代文言家训对于个人品德的教育主要集中
在如何读书和怎样交友两方面。纵览古今家教著作，几乎没
有一部著作不教导儿孙要发奋读书和刻苦学习的。当前很多
文章把读书归到“职业道德”范畴，我觉得不妥。（如光明
日报国学版6月29日《古代家教的启示》）因为读书和学习很
多时候既不是“在公供职”，也不是“履行公职”，应该算做
“个人品德”。陆游遗训后人，“子孙才分有限，无如之何，
然不可不使读书。”《颜氏家训》中有专门的《勉学》篇。
很多家教除勉励学习儒经外，还要求学习书法、绘画、音乐、
医药和骑射等“杂艺”。

古人教育子女要慎于择友，十分重视朋友的选择。明代杨继
盛告诫儿子：“拣着老实忠厚，肯读书，肯学好的人，你就
与他肝胆相交，语言必信，逐日与他相处，你自然成个好人，
不入下流也。”建国初期，周信芳演出京剧《打严嵩》时就
曾考虑用上这段话。姚舜牧也说：“交宜亲正人，若比之匪
人，小则诱之佚游而荡其家业，大则唆之交构以戕其本枝，
甚则淫欲以丧其身命，可畏哉！”

总之，我国古代的文言家训精华是我国古代人民（尤其是士
大夫）教诲子孙立身处世的教育读本。包含了丰富深刻的人
生哲理及我国人民固有的积极进取、奋发向上、团结友爱的
可贵精神。我们回顾、认识、了解、汲取古代文言家训的价
值内涵和文化精华，对于我们今天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弘扬
良好道德风尚，对于我们完善社会教育体系和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都将起到基础性和普及性的作用。

有了好的家规家训，并不意味着子女就准能成龙成凤。好的
家规家训固然可以使人向好的方向发展，但应避免模式化、



程式化。因为家规家训只是一个相对比较浓缩的理念，而家
庭教育则是一个相对复杂的过程，要防止家规家训教育走向
形式主义。

一诺的家风读后感篇四

古语有云：“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
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家族兴衰，德行为要。
好的德行，来源于好的家风。家风实质上是一个家庭内在的
精神动力，更是生长在其中的每个人立身处世的行为准则。
好的家风，对家人，尤其是对孩子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
素养、为人处世及生活习惯等，都会产生良好的影响。

蔡元培曾说:“家庭者，人生最初之学校也。”好的.家庭教
育对一个人的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时代在变迁，世事
在流转。可那些恩泽后人的谆谆教诲、传承百世的家风永远
不会变，它们一直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为后人指明前进
的方向。不论是古代孟母择邻：子不学、断机杼的知识敬畏；
还是岳母刺字：精忠报国，舍弃小我的千古教诲；还是“生
子当如孙仲谋”的文化传承。这些千百年来积淀下来的风骨，
早已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无数仁人志士在天地间见贤
思齐，在理想中求真求善。这样一来，便有了泱泱中华儿
女“心怀天下，为生民立命”的悲悯情怀；便有了“心怀天
下、为天地立心”的国家情怀。由此，家风不止于家庭，而
是扩展至家国天下，成为对国家的忠贞、对社会的责任。

一诺的家风读后感篇五

谈到要“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通过观看公益短片
《家风传承》，感触颇多。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风的“家”是家庭的“家”，
也是国家的“家”。家庭是人生的避风港，是社会的基本细
胞。家庭的.文明进步关系到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自古



以来，“家和万事兴”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

中国传统社会高度重视家风，“孟母三迁”、“岳母刺字”、
“画荻教子”的故事广为流传，《颜氏家训》、《朱子家
训》、《温公家训》、《袁氏世范》等备受推崇。家风正，
则民风淳；家风正，则政风清；家风正，则党风端。国家的
长治久安，社会的文明进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公民的
思想道德水平的高低。优秀的家风家训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
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营造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
社会氛围，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
尚。

“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最能从家
教家风这个侧面反映出来。家庭和睦，社会才能安定；家教
良好，未来才有希望；家风纯正，社风才会纯净。无论时代
如何变化，无论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家庭的生活依托都不可
替代，家庭的社会功能都不可替代，家庭的文明作用都不可
替代，都必须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作为一名党员，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我将会始终牢记家
庭建设“三个注重”要求，树好标杆，自觉遵循“尚学崇正，
行孝守信”的八字家规家训，不断强化自己约束意识，切实
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确保自己在生活作风、个人
操守方面时时处处符合党纪国法和家庭建设规范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