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培育好家风女职工在行动总结(通
用5篇)

总结是对过去一定时期的工作、学习或思想情况进行回顾、
分析，并做出客观评价的书面材料，它可使零星的、肤浅的、
表面的感性认知上升到全面的、系统的、本质的理性认识上
来，让我们一起认真地写一份总结吧。写总结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个人
今后的总结范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培育好家风女职工在行动总结篇一

大家好！

“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子，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一个好
的家风就如同一个人的气质，一个家族的品性一样。在举手
投足间，体现出这种习性。一个家庭，如果没有正确的良好
的风气和规距，那么就谈不上维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做到
和睦相处。

一个人的成长有没有受到好的家风熏陶，结果可能是完全不
一样的。因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而家庭是孩子的第
一个课堂，有时候有什么样的家风和习惯，往往就会让人有
什么样的感受。如果你是一个邋遢的人，那么很多人都会厌
恶你，而且你给他的印象绝对是差评。当然，如果你是整洁
漂亮的人，你会在他心中留下最好的印象。

在我们家，我父母从小就教导我做人要宽容，宽容在我心中
了落下了根，当别人无意中踩到了你，应该说一声“没关
系”。当别人不小心弄坏了你东西，这时你应该付之一笑。
在这些小事上，你要学会宽容。每次对别人的宽容，都会使
自己和别人感悟更多，感受更多！



我觉得，只要仔细观察和留心一下，我们就能发现在人际交
往的过程中，只要是能以宽容对待他人的人，一般都是受人
们的欢迎的人。而且在人与人交往中，有时难免会有些小摩
擦，但是只要是无恶意的，我们就应该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
如果在日常的相处中，对别人的过错能够宽容对待，就等于
给对方提供改过的机会。我们应该本着“和为贵”的精神，
绝不斤斤计较别人的过失，又多为他人考虑，既能确立起友
善的人际关系，又能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环境。

当然还有一些家族的子弟整天游手好闲，大肆花钱，然而大
多数用的都是父母的钱。

现在的许多人常常哀叹中国为什么富不起来。这当中原因固
然很多。但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知节俭。

小时候，我们都会背诵这样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
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那时候，长辈们都用
这首诗告诉我们。千万不要浪费粮食，要尊重农民伯伯的劳
动。但是现在的我们都长大了，可是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忘
记了节俭的意义。

然而在我们家里，看起来一些很小的事，像是水龙头的
水“哗哗哗”的流着水，然而在一些人看来，这些水都是取
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可他们却不知淡水资源的缺少。但是一
些山里的贫困孩子，他们能省就省，他们可能经常吃不饱饭，
也有可能连学都上不了，所以现在的人都说“穷人的孩子早
当家”。

几千年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有一条就是“尚俭”。它的意
思就是崇尚节俭，乐于节俭，甘于节俭，把节俭这件事当做是
“甘之如饴”的乐事。我们崇尚节俭，反对奢侈，是为了弘
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对自己劳动成果的尊重也是对别
人劳动成果的尊重。



然而好的家风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养成的，它需要长期的“润
物细无声”。对于青少年来讲，则是要经过长期的耳濡目染。

在一个家中，家风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在社会中，家风是
社会的新面孔；在国家里，家风是整个国家的尊严和传承。
所以我们要将好的家风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培育好家风女职工在行动总结篇二

大家好！

国有国法，家有家风，我家的家风就是好好做人，好好学习。
长辈们从小就教导我要好好做人，少惹事。

有一回，我和妈妈去新华书店买学习用品，妈妈走出店门后
数了数营业员的找零，发现多找了五元，便拿着钱回到柜台，
对着营业员说：“不好意思，你钱找错了。”而营业员则是
一脸不耐烦地说道：“离柜后一概不负责任。”妈妈却一点
也不恼，道：“你多找了五块钱。”这时营业员惭愧地接过
了钱，放回了收银机里。妈妈虽然没有告诉我要诚实的道理，
但已经用实际行动告诉了我。

俗话说：“百善孝为先。”孝敬长辈也是很重要的，这是每
个中华儿女都应该必备的传统美德。在家里，我时常孝顺我
的爸爸妈妈，每周末，我都用空余时间帮他们干一些我力所
能及的家务事。如煮饭，扫地，拖地之类的活。我的孝顺都
是爸爸妈妈的言传身教的。这么多年来，爸爸妈妈几十年如
一日地孝敬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我现在还记得爷爷生病住
院时，爸爸妈妈轮流守夜。外公住院时，妈妈也是到处跑医
院。我孝顺都是因为他们。

节俭也是很重要的。该花的钱一分都不能少花，而不该花的
钱一分都不能多花。就像我需要买学习用品或者是课外书时，
妈妈总是给我足够的钱，让我可以挑选自己需要的东西。在



我看见同学们新买的玩具时，我很羡慕，希望自己也有。但
妈妈教育我：好钢用在刀刃上，这些钱可以给你买好多东西
了。别和同学们比吃穿玩，要比比学习成绩。

爸爸妈妈还教育我要珍惜时间，俗话说一寸光阴一寸金，时
间无情，他每天从我们身边悄悄地溜走，不留下一点点的痕
迹。所以我要好好珍惜时间，每天安排好合理的时间。不要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家风如春雨，润物细无声，随风潜入我的心灵。爸爸妈妈给
我留下了这么多的精神财富，我一定会努力的地教我的家风
世世代代传承发扬。

培育好家风女职工在行动总结篇三

大家好!

妈妈曾经说过不能给陌生人开门，我牢牢地把这件事记在了
心中。

爸爸说过在人生中一定要学会互帮互助。

那一个傍晚，我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看见远处一个小弟弟
背着沉重的书包吃力地走着，也目睹了他被一个小石头绊倒
在地上，我连忙上去把他扶起来，他也连声对我说着谢谢，
我说："不客气。"帮助人使我感到十分开心，我以后要常常
帮助他人，让他人感受到温暖，也让我开心。

妈妈在我小的时候就教育我不能说谎。

那一个晚上，我一直小心翼翼，因为我在上学的时候考试考
差了，妈妈终究发现了破绽，追问着我。我紧张地把试卷拿
出来，并一直说："这次全班同学都没有考好。"，我就这样
一直隐瞒着，但是妈妈最后还是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令我惊



讶的是，妈妈并没有骂我，只是说："考试没考好没关系，但
是最重要的是不能说谎，谁都有犯错的时候，但是，只有知
错就改的人才是好孩子!"。我听了这话，十分内疚，对妈妈
说："妈妈对不起，我下次一定会实话实说，不会欺骗他人的。
"妈妈听了这话欣慰地笑了。

这些就是我的家风与家训。

培育好家风女职工在行动总结篇四

大家好!

著名法国作家罗兰曾说过："环境给一个人的影响，除了有形
的模仿以外，更重要的是无形的塑造。"是的，其实这一环境
的塑造，就是"家风"。我认为，"家风"体现的是道德，而"警
风"体现的是法律，优良的"家风"和"警风"其实紧密联系，二
者缺一不可。或者我这样说，"家风"铸就"警风"，而"警风"
则引导"家风"。

今天我的演讲不想用太多的华丽辞藻，也不想用太多的煽情
话语，面对"家风"、面对"警风"，我想都应该是严肃而庄重
的。在这里，我给大家讲两个故事，让我们从故事中体会从
良好家风中走出的人民警察们!

第一个故事，主人公是万年县公安局原巡特警大队大队长王
水明。

20__年的全省警务技能大考核，难度大、任务重，经过局里
慎重挑选，巡特警大队长王水明被局里选中参加比赛。当接
到这个任务时，大队长非常为难，因为当时他的老父亲已经
病入膏肓、危在旦夕，随时都可能永远的离开他。一边是组
织上交给自己的重担，一边是浓浓的父子亲情，他左右为难。
老父亲看出儿子的艰难，告诉他：孩子，去吧!我从小教导你，
做事要考虑大局，作为一个警察，你的心里就必须有舍小家



为大家的胸怀与担当!是啊，自古忠孝难两全，为了集体的荣
誉，在父亲的支持下、在家人的鼓励下，大队长毅然的踏上
了去省厅考核的征程。

50多岁的大队长刻苦训练，他暗暗告诫自己，一定不能辜负
老父亲的期望。然而就在他参加考核的前一天，慈父不幸病
逝。大队长强忍着眼中的泪水，心中的伤痛，最终以第一名
的成绩来告慰了父亲的在天之灵。

俗话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谁又不想在万家灯火的时候与
家人团聚?谁又不想在疲惫之后和妻子孩子一起共享天伦之
乐?但我们有的更多的是保家卫国的责任与担当。

接下来我要讲的第二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万年县公安局
刑警大队法医詹亮。

家就像根，永远是树叶的归宿;家就像阳光，永远那么温暖。
拥有一个良好家风的家庭，必定养育出一群优秀的家人。詹
亮这一家就是这样，一个在我们警营中的最美模范家庭。然
而，詹亮每次提起他的家人，眼神里充满幸福却也充满愧疚。
法医，一个神秘又崇高的职业，同时也是最让人"嫌弃"的职
业，而詹亮却一干就是十年。詹亮是南昌人，因为工作关系，
也算是背井离乡。她的妻子笑着说，最初知道詹亮是法医的
时候内心是排斥的，她觉得脏，觉得不干净，但是日久见人
心，她渐渐理解了这份工作，也开始敬畏这份职业。她放弃
了自己深爱的歌唱舞台，默默地用实际行动支持着自己的丈
夫，支持着公安工作。那一年，詹亮的父亲得了癌症，为了
不让詹亮有后顾之忧，妻子特意将公婆接到万年的家中悉心
照料。詹亮工作起来，经常一走就是十天半个月，妻子一个
人，不仅要接送刚读幼儿园的女儿、哺乳着未满周岁的儿子，
还要医院家里不停奔波照顾公婆。作为警嫂，这样的坚强是
我们难以体会的辛酸。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平凡却伟大的小事，
流露出所有警嫂、警属们背后无私的奉献、默默的牺牲。



在我们每一个警察家庭中，都谨记着这样一段家训：为国家
之公民尽义务，为尊长之晚辈奉孝道，为夫妻之伴侣共患难，
为儿女之父母严教养。"责任"、"奉献"、"担当"、"忠诚"，
这些就是公安特色的"家风"。我想，优秀的"家风"并不是高
深、玄奥、令人感到不着边际的大道理，他是一种无形的力
量，就像我今天所讲的两个故事，都是我们再日常不过的事
情，但却一直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

作为一名警察，我们始终坚定，警察的原则就是家的原则，
警察的规定就是家的规定。选择了警察就选择了奉献，选择
了警察就要舍小家顾大家，选择了警察，就永远不能忘初心，
要时刻将警察的铿锵誓言镌刻在风雨路上，把百姓的冷暖安
危牢记在大爱心间，真正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铮铮誓言!

培育好家风女职工在行动总结篇五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稳定则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古往今
来，有无数思想家从社会稳定、社会发展的高度来探讨、研
究家庭问题。历朝历代，都存在着大量社会问题，而其中有
不少都是由家庭问题引发的。因此，重视家庭问题、研究家
庭问题，事关整个社会的发展稳定。

促进家庭稳定和幸福的因素有许多。其中，家训就是一个重
要的因素。家训是中国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是中国家庭教
育的方法之一。关于家训的说法很多，有人做过统计和专述，
有包括家范、家戒、家教、家规、家法在内不下70种说法，
然而其中被使用得最为广泛的还是“家训”。

家训文化的发展历程

中国的家训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家训最早出现，是通过父母
对子女的当面训诫来体现的。

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西周政权建立以后，遍封功



臣，建立诸侯国。周武王之弟周公旦，受封于鲁国。由于周
公旦要留在京城辅佐侄子周成王，不能就封，就让自己的儿
子伯禽就封于鲁。伯禽临行之前，“周公戒伯禽曰：‘我文
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
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
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 ’”周公训子，就是父母对子女当
面进行训教，这也是一段关于中国家训文化、最早又最可信
的记载。

父母对子女面对面的训诫，用文雅的词来说，就是“庭训”。
“庭训”典出《论语·季氏》，讲的是孔子当面训诫儿子孔
鲤的故事。由此，“趋庭”、“鲤对”、“庭对”也成为中
国家训文化的代名词。后来，中国的家训通过书信、训词和
遗嘱等形式传递;再后来，家训又通过制定完整的家规、家约、
家范来体现，形成了家庭内部所有成员的行为准则。

一是训导教育子女成人成才。这是家训最基本的一个功能。
前文说到周公戒子、孔子庭训，都体现了这一点。中国的家
训文化，可分为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衰败期、蜕变期，
但不管是在哪一个时期，家训都离不开对子女的教育。

二是实行家庭的自我控制。任何一个家庭都不是孤立的。它
作为社会细胞、社会的基本单位，必须接受来自外在的社会
控制。这种社会控制包括法律控制、行政控制、道德控制以
及习俗控制。同时，为了维护家庭内部的稳定、调整和处理
好家庭内部关系、将子女培养成人，使家庭得以承继和绵延，
还必须要有家庭的内在控制及家庭的自我控制。这种自我控
制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通过家训(包括家规、家约、家范
等)，以口头或书面的各种形式来体现，从而起到对子女、对
全体家庭成员的教育、引导和约束作用。

三是确立良好的家风。家风是指一个家庭的传统风习，是人
们在长期的家庭生活中逐渐形成和世代言传下来的生活作风、
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的总和。家风的形成，是家庭长辈和主



要成员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教诲的结果，而家训和家风有着密
切的联系。隋朝初年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治家篇》中说
过这样一段话：“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
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
则妇不顺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义而妇陵，则天
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摄，非训导之所移也。 ”在这里，作者
强调了家风引导和家庭中长者、尊者的表率作用的重要性。
在近现代，江南钱姓家族人才辈出，若星汉灿烂。这和其先
祖制定的《钱氏家训》并代代相传、恪守不移、形成良好的
家风是分不开的。

从司马父子到王氏兄弟

中国古代家训内容广泛，包括伦理道德的要求、文化知识的
教育、谋生技能的传授、为人处世的告诫等，几乎涉及个人、
家庭、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对孩子的伦理道德教育
被放在第一位。而孝道是人类最基本的道德，因此，关于孝
道的教育，成为中国家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古
代家训文化成果的重要体现。关于孝道，无论是思想家、帝
王、官员以及民间的士绅读书人家庭，在他们的家训实践和
家训著作中都有大量体现。

清朝入关以后的第二任皇帝康熙对家教一贯重视，后来雍正
特将其父在世时对诸皇子的训诫编为《庭训格言》。全书
共246条，包括读书、修身、为政、待人、敬老、尽孝等内容。
该书有言，“凡人尽孝道，欲得父母之欢心者，不在衣食之
奉养也。惟持善心，行合道理，以慰父母而得其欢心，其可
谓真孝者矣。 ”该书又提出，“《孝经》一书，曲尽人子事
亲之道，为万世人伦之极，诚所谓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
也。推原孔子所以作经之意，盖深望夫后之儒者身体力行，
以助宣教化而敦厚风俗。其旨甚远，其功甚宏，学者自当留
心诵习，服膺弗失可也。”通过《庭训格言》可以看出，康
熙认为“真孝”和行孝道不能停留在书本经义上，而是
要“身体力行”、“服膺弗失”。这两点至今仍对孝道文化



的传播和实践具有现实意义。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由于是非汉族统治中国，再加之有
文字狱等统治手段，在历史的评价上，存在一些非议。但如
果用历史的、理性的眼光来看，这三位皇帝并不比历史上任
何一个皇帝差，他们开创并形成的康雍乾盛世对中国社会的
促进和发展也是不可否认的。其中，康熙、雍正等对皇族家
训的重视、对子女行孝尽孝的严格教育和要求所起到的作用
都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

在古代的名臣将相中，有两个家庭的家训和孝行是很出名且
足以垂范后世的。一个是西汉的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另一
个是东汉末年的王祥、王览兄弟。

司马迁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的作者。他在西汉
武帝时任太史令，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获罪下狱，受
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一个男子，身受腐刑，这是难以忍
受的奇耻大辱。因此，司马迁几次想到去死。但他最终还是
含垢忍辱地活了下来。为什么?据《汉书·司马迁传》记载，
司马迁认为自己之“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
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这里所说的
司马迁的'“私心”，正是他遗憾于自己一个最大的心愿尚未
完成，那就是父亲司马谈留给他的遗训——必须完成《太史
公书》。

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记录了他在父亲病榻前
接受遗训的过程，“太史公(司马谈)执迁(司马迁)手而泣曰：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
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
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
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
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
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
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



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
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
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
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
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司马谈在给儿子司马迁的遗训中，对孝道提出了一个重
要观点，即“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
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 ”这一遗训，对司马迁的日后
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

王祥在孝道方面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对子女也提出了严格的
要求。在他85岁高龄的时候，身染重病，乃“著遗令训子
孙”道：“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
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财莫
过乎让。此五者，立身之本。”信、德、孝、悌、让，这就
是中国古代家训中著名的“五德”。孝有大小之分，对父母
能养能敬，是一种孝，但只是小孝;自身修行扬名，以彰显父
母养育教诲之德，才是大孝。王祥家训中的“五德”，尤
其“扬名显亲，德之至也”这一训令，显然是继承了汉代司
马谈“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的思想，是中
国古代孝道思想的又一次升华，对后世的孝道文化产生了极
大影响。

至东晋南朝，琅琊王氏成为江南第一著名士族，涌现出很多
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和画家，诸如东晋名相王导、大书
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等。王氏家族诗书传家，人才辈出，
世系绵长，和王祥兄弟以孝悌为本，又以信、德、孝、悌、让
“五德”戒子是分不开的。

辩证看待中国孝道文化

比如，中国儒家经典之一的《孝经》。其作者经学者专家长
期反复考证，基本确立为孔子的嫡孙孔?所撰。孔?虽然受教
于曾参，但他的孝道思想的形成，不能说不受到祖父孔子、



父亲孔鲤的直接耳提面命的教育与影响。

又如，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家训文化的成熟时期。其标志就
是出现了由颜之推撰写的中国第一部专门的、成本的、完整
的家训著作《颜氏家训》。它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到
了宋元明清，家训文化进入繁荣时期，先后出现了北宋司马
光的《家范》、南宋袁采的《袁氏世范》等。这些专门的、
成本的家训，内容涉及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总体而言，
孝道都在这些家训著作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教子》中说：“父母威严而有慈，则
子女畏慎而生孝矣”，“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
可以简。简则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焉。” 《颜氏家训·勉
学》中有言，“孝为百行之首，犹须学以修饰之，况余事
乎!”司马光在《家范》中则说，“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
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指婆婆)慈而
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袁采在《袁氏世范·睦亲》
中提出，“为人父者，能以他人之不肖子喻己子，为人子者，
能以他人之不贤父喻己父，则父慈而子愈孝，子孝而父益慈，
无偏胜之患矣”。又说，“人之孝行，根于诚笃，虽繁文末
节不至，亦可以动天地、感鬼神”。

在以上这些关于“孝道”的论述中，有一点很值得重视，那
就是，他们都认为孝道是父母和子女双方的事情，而不是做
子女的单方面地行孝。中国 “孝道”大都强调了父子间双向
的良性互动，盖因有此双向互动，父慈才能子孝，子孝而父
益慈。这里面讲究父母对子女的严格要求，强调父母长辈在
孝道文化中必须以身作则，按父母的角色规范在家庭生活中
为子女树立榜样，如前文所引《颜氏家训》中的“父母威严
而有慈”所示，这句话将“威严”与“有慈”并立。换言之，
其所讲的父母对孩子的威严和慈爱从来不是对立的，而是互
为一体的。这样的家训，这样的孝道文化，有着积极的意义，
是值得提倡的。



无可否认，在中国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无论是在统治阶层
还是在民间，都出现过提倡孝道过头、使孝道文化呈现出其
消极一面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在一定时期对中国
孝道文化进行批判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正如对孝道文化
的倡导有时会过头一样，我们对孝道文化的几次猛烈批判也
早已被历史证明是过头了。过头到现在我们要“挽狂澜于既
倒”，重建孝道文化在今日几乎已成相当艰难之事。如今，
在父母膝下尽孝几成渴盼而不可及之事，以至于“常回家看
看”到了要入法的地步。而用法律来约束本应归于伦理道德
范畴的孝道究竟是否合适，是值得讨论的。

《诗经·大雅·既醉》有言，“威仪孔时，君子有孝子。孝
子不匮，永锡尔类”。这是一句将孝子和家族的幸福美满紧
密联系在一起的祝愿之辞。但这只是一句祝愿吗?历史已一次
又一次证明，在中国，孝道文化是检验和测量社会精神文明
程度的试金石，孝悌也是社会和谐、家庭和睦的基础。只要
人类存在一天，家庭和社会对孝道文化的提倡就不该须臾离
开。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至今我们还在要不要继承中华民族
的孝道文化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还在衡量中国古代的孝道文
化里，究竟是积极因素多一点，还是消极因素多一点。辩证
地看待和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传统固然是不应被忽略的必要
步骤，但如果凡此种种讨论最后只是得出一个类似“国人议
论未定，孝道仍在滑坡”这样的结论，就颇令人堪忧了。在
提倡和践行孝道文化这个问题上，我们千万不要再出现反复
和折腾了。“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若果真如此，实属中
华民族之大幸也!

从中华民族孝道文化的式微以及当下社会上存在的各种家庭
伦理困境，我们不能不看到，中国历史上的家训文化对家庭
建设是有重要作用和积极意义的。中国家训文化的起源虽然
很古老，但中国家训这一形式及其所能承载、体现的功能并
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它对我们今天的家庭建设依然可以
具有重要的引导和教育作用。与时俱进地介绍并继承中国家
训文化及其优良传统，该是新时期家庭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