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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日前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旨在发扬中华民

族重视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引导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同时

也对当前的家庭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家风通常指一种由父母或祖

辈提倡并身体力行和言传身教，用以约束和规范家庭成员的风尚和

作风。家风的传承往往不依靠刻意传授，而是通过家族成员的耳濡目

染代代传递的，具有“润物细无声”的特点。好家风能够砥砺孩子品

行、促进健康成长，因此家风的传承在家庭教育实践中具有重要意

义，将好家风传给下一代也是家庭教育的应有之义。本期《话题》分享

几位读者的经历、观点与感受。

我是一名老
师，也是一名父
亲，我深感好家风
好家训对孩子的
健康成长具有深
远的影响。

生长于农村
的 我 清 晰 地 记
得，父辈们的文
化 程 度 虽 然 不
高，但大都具有
传承家风家训的
意识。父辈对我
的家风家训教育
十分质朴，不管
是饭桌上，还是
劳动中，总是不
厌 其 烦 地 提 醒

我，要规规矩矩、认真做事、与人为
善、不拿他人一针一线……回想起
来，这些家风家训伴随我一路走
来，直到成家立业，令我受益匪浅。

有了自己的孩子后，我也在不
经意间延续着父辈的谆谆教导，在
潜移默化中把家风家训植入孩子的
心田，规范孩子的行为，让他诚实、
慎行、自律，为孩子“扣好人生第一
粒扣子”。

有人说，爱孩子与立规矩，从来
不是单选题。一个家，既要有温暖，
也要有规矩。孩子出生后，我一直非
常重视家庭教育，尤其是从小给孩
子立规矩，框定一些红线，告诫孩子
绝不能踩。同时，我努力地为孩子树
立榜样，凡事严于律己、以身作则，
身体力行地践行家风家训。当孩子
犯错时，也绝不袒护推诿，而是让孩
子学会承担责任，拥有直面错误、改
正错误的勇气。

可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难免也
会犯错，比如今年暑假的一天，我
要孩子去地里摘点辣椒。他在去地
里的路上，竟拔了邻居地里的花
生，被人家找上门来，虽然邻居只
是让我给孩子提个醒，下次别犯就
行，可得知情况的我，想起往日挂
在嘴边的家风家训，尤其是“不拿
他人一针一线”这一条，仍不由火
冒三丈。

邻居走后，我叫来孩子，直截
了当地问他：“今天，你知道自己犯
什么错误了吗？”孩子大概早已听
见我和邻居对话，低着头支支吾吾
地说：“我……我拔人家地里的花
生。”“为什么要拔？”“我一时嘴
馋，想尝尝……”“再想吃，也不能
不打招呼就拿别人的东西，你想过
这样的行为是什么性质吗？”“我，
我错了……”“现在你觉得应该怎
么做？”“应该去给人家认错，道
歉！”“好，知错能改就是好孩子，
以后千万记得，无论做什么事前，
不要忘了咱们的家风家训，做人要
规规矩矩，不能拿他人一针一线。”
随后，我带着孩子去邻居家里道
歉。此后，孩子再也没犯过类似的
错误。

教育家蔡元培先生说：“家庭
者，人生最初之学校也。”家庭教育
对人的一生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其道德品行、理想情操、性格养成、
生活习惯、动手能力、言谈举止、礼
貌规矩等方面都与家庭教育密不
可分。就我的教师经历而言，一般
来说，有好家风的熏陶，孩子在学
校的表现通常不会差，教师管理教
育起来也不会有多大困难。

好家风能砥砺孩子品行，引领
孩子向上向善、健康成长。前不久
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
促进法》明确提出了，要树立和传
承优良家风，这也对当前的家庭教
育提出了更高要求。作为家长，要
更好地承担起教育责任，利用家风
家训做好孩子的启蒙教育，促进孩
子健康成长。

女儿上初中后，也许是学习
任务比过去重了不少，在日常生
活中渐渐变懒了，很多自己能动
手的小事往往也要我们代劳，比
如叠被子、打扫房间等诸如此类
的活儿。她的生活环境和我小时
候截然不同。我家是从农村搬迁

到小城的，在乡下时，大人忙于农
活，小孩子都要自己的事情自己
做，也以劳动为荣，被大人称赞一
句勤快，就能高兴好一阵。虽然说
我也从小教育女儿要自己的事情
自己做，但成长环境的不同，使得
女儿有了“养尊处优”的条件，但

我仍希望她能传承勤劳的家风。
我家的勤劳家风由来已久。

小时候在乡下，干些简单的农活、
打扫庭院及室内的卫生，是我们
每天的必修课。每到节假日，母亲
则会带着我们给家里来个大扫
除，时间长了，这种劳动习惯逐渐
成为家里的传统，父母对于我们
的表现也颇为欣慰，朴实的他们
常劝诫我们：“人要勤快，人勤地
不懒，勤劳家兴旺……”

为了给女儿的状态纠偏，一
放暑假，我就每天早早叫醒女
儿，让她起床整理房间，做点家
务劳动。由于事先我早已指出过
她凡事总想让人代劳的做法要
不得，应该保持劳动习惯，她也
表示接受，所以喊她起床时她并
没有抗拒。但刚开始的几天，她
起床的速度明显较慢，收拾床
铺、打扫卫生时，还一边干活一
边小声嘟囔，不外乎就是“也不
让人多睡会儿”“不知道心疼
我”之类的言语，我和妻子在一
旁并不搭话。女儿见自己的抱怨
没有激起一丝波澜，尽管心里不
太高兴，可手上也没有停下来。
过了大概一个多礼拜，她逐渐适
应了这样的生活节奏，做家务的
手法也慢慢娴熟起来。

随后，我和弟妹们约好带孩
子回趟爷爷奶奶家。路上我对她
说：爷爷奶奶年岁大了，过去干活
累出了不少毛病，如今手脚都不
怎么灵便，我们有空就该来帮他
们干干活，打扫打扫房间……”其
实，我平时也一直对女儿进行爱
老敬老的教育，她也明白孝敬长
辈是传统美德，毕竟十三四岁的
年纪，已能明辨是非，这点道理还
是懂的。

父母看到我们领着孩子过来
帮他们做扫除，起先不忍，毕竟老
人大都对孙辈比较娇惯，我悄悄
地告诉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对
孩子们进行一次劳动教育、家风
教育，他们也就点头表示不再介
入。我们一大家子人分工明确、各
司其职，一边干活一边说说笑笑，
孩子们在劳动中得到了锻炼，看
着爷爷奶奶的家变得窗明几净、
一尘不染，他们自己也感觉特别
有成就感。

此后，一次、两次……随着去
爷爷奶奶家打扫次数的增加，女
儿变勤快了，对我们也更加孝顺。

良好家风是一个家庭的优秀
品质，如今，女儿已经彻底改掉了
懒惰的毛病，勤劳家风似乎也在
女儿心里悄悄扎下了根。

清晨，万物苏醒，鸟儿啁啾，
又是美好的一天！

“爷爷，我要去上学了！还有
什么事需要我做吗？”早餐后，儿
子清脆的童声自隔壁房间传出，
正收拾餐桌的我听着这熟悉的话
语，心头不禁泛起一阵暖意。循声
望去，只见十岁的儿子肩背书包，
一手扶着门框，一手扶着半开启
的房门，躬身前倾，向躺在床榻上
的爷爷问道。那认真的语气、可爱
的姿势、真诚的关切，定格在我的
眼前。霎时间，温暖在我心中荡漾

开来。
回想起来，我的公公已中风

偏瘫十多年，不仅行动不便，生
活也不能自理，我和爱人共同承
担起了照顾老人生活起居的责
任。后来，儿子出生了，这小家伙
不仅给老人带来了许多意想不
到的乐趣，随着儿子渐渐长大，
他也能为老人解决许多生活中
的难题了：端茶送水、倒便盆、买
东西，只要老人一声呼唤，儿子
便会第一时间跑到老人的身边，
力所能及地满足他的需要。在老

人的声声呼唤中，儿子一天天成
长起来，越发孝顺懂事。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儿子
已将照顾爷爷当作了自己的一份
责任，有了他的帮助，我和爱人也
轻松了不少。有几次儿子要去亲
戚家小住，临走时总会认真地交
代我，要记得给爷爷端茶，多陪他
说说话……每次遇到这种情况，
我都会很认真地接受儿子的“任
务”，并告诉他放心去玩，我一定
会把他交代的事情完成好。每每
此时，我都会发自内心地为儿子

的这份孝心和责任心感到欣慰。
我想，无需讲什么大道理，儿

子的言行已是最好的证明，好家
风正是在一点一滴的耳濡目染与
言传身教中代代传承的，在孝老
爱亲的道德养分的滋养下，这颗
幼苗正茁壮成长。

玉不能言最可人，情不必诉
最暖心。“爷爷，还有什么事需要
我做吗？”儿子已经出门，但他自
然朴实却饱含真挚关爱的话语，
还久久回荡在我耳畔，烙印在了
我的心上。

从出生到结婚生子，我都与父
母住一起。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
父亲一直以自己的孝心孝行影响
着我们。

儿时，父亲怕住在农村的外婆
缺乏照料，便让母亲接她到城里和
我们一起居住。父母生怕她老人家
生活不习惯，家中的一日三餐都按
外婆的口味制作。外婆是小脚，行动
不便，尽管当时家中经济不宽裕，但
父亲还是省下钱来为她买了一张轮
椅，一有时间便推她外出散心。

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半导体
收音机在我们所居住的小城还是
一件稀罕物，父亲特意托人在上海
买了一台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给
外婆，让她老人家没事听听，排遣
寂寞。这让爱听京剧的外婆很
开心。

父亲文化程度不高，可关于孝
道的古训却烂熟于胸，从我上小学
起，他就向我灌输“百善孝为先”的
古训，让我懂得了为什么中国人认
为在所有的善行中，孝道是第一位，
这是因为自古以来，人们就把父母
抚育子女、子女孝敬父母，看成是做
人的基本道德。子曰：“夫孝,德之本
也,教之所由生也。”首先做到孝敬
父母，才能成为一个有责任心的道
德高尚的人。

在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我
不但传承了孝老家风，而且有了孩
子后也十分注重教育儿子心中有
长辈。家中无论吃什么，我都先敬
老人，再公平分配，不让作为独生
子女的儿子养成独尊独享的不良
习惯。我认为，父母在孩子面前要
严慈相济，一味宠爱骄纵，往往会
让孩子养成自私的习性，其结果就
是孩子的眼里只有自己，根本不会
有父母，又谈何孝敬呢？

由于我的以身作则，儿子从小
就十分孝顺长辈。还记得父亲过70
岁生日那天，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儿
子早早就起了床，用铅笔刀把他精
心种植的人参草从盆里挖了出来，
洗干净后特意送给爷爷，要老人家
泡茶喝，还说祝爷爷生日快乐寿比
南山。儿子的这份心意，让我们全
家人为之感动。

如今儿子长大成家移居外地，
但仍十分关心我们，每到节假日，不
仅打来电话问候，还会用快递寄来
节日礼物。孩子的体贴，正是孝道教
育结出的果实。

如今，父亲虽离我们而去，但
孝老家风我们将永远铭记，并用心
地传承下去。

家庭教育将伴随一个人的终
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教育。然
而，家长们“上岗”，却无需经过培
训，对于家庭教育难免面临诸多
困惑。《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
法》颁布后，我专门上网搜索该法
的内容，反复阅读家庭责任方面
的规定。其中特别对未成年人的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实施家庭教
育提出了明确要求，如加强亲子
陪伴、发挥父母双方的作用、寓教
于日常生活之中、言传与身教相
结合、关心爱护与严格要求并重
等，还特别强调了要树立和传承
优良家风，这对于引导全社会注
重家庭、家教、家风意义重大。

回想17年前，我初为人母，
对于家庭教育毫无经验。但我坚

信，在温暖的陪伴中，用良好的言
行熏陶孩子、带动孩子，与孩子共
同成长进步，就是最好的家教。因
此，我决心用一点一滴的努力为
孩子树立好榜样、涵育好家风。

我从父母那里继承了勤勉上
进、踏实认真的好家风，多年来，
我在岗位上认真做好本职工作，
单位评优评先时我屡获表彰，当
我把奖状带回家后，孩子羡慕地
表示自己也想要，我告诉他：“好
好学习，好好表现，你也能获得荣
誉！”业余时间，我热爱写作，每次
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后，我也会向
孩子“晒”出自己的作品，并指着
桌上一摞练笔的废稿告诉他：“一
分耕耘一分收获。任何成绩的取
得，都离不开背后的艰苦努力。”

我还利用空闲时间坚持自学画
画，一年后，当我把自己精心绘制
的水彩画装裱后送给孩子时，他
惊讶于我画技的突飞猛进，我告
诉他：“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勤能
补拙。”为了鼓励孩子加强体育锻
炼，我每次陪他跑步后，都会将手
机记录的运动数据拿给孩子看，
看着我们的体能指标一天天改
善，我告诉他：“不积跬步无以至
千里，凡事贵在坚持。”……

我的爱人传承给孩子的家风
是孝。自从我们结婚后，每逢假
日，他都会带着我回家看望父母。
孩子一岁以后，我们就开始带着
孩子去看爷爷奶奶。一回到家，爱
人就陪着父母聊天，给父亲剪指
甲，帮母亲择菜、洗碗，这些举动，

我们的孩子都看在眼里、记在心
上。慢慢地，他也学着爸爸的样
子，陪爷爷聊天，给奶奶倒茶，非
常懂事。

时光匆匆，曾经那个总跟在
我身边、牵着我手的孩子已经成
长为翩翩少年。他成绩优异、热
爱运动，努力又上进、坚毅且乐
观，他关爱老人、孝顺父母、乐于
助人……在他身上，我看到了许
多美好的闪光点。

用心陪伴，共同成长。回望这
些年的带娃路，我最大的感受就
是，家风的传承离不开身体力行与
耳濡目染，在长久的陪伴中，用自
己的言行涵育好家风，让家庭教育
浸润日常的点点滴滴，好家风自会
代代流传。

儿子的话语
佘春华

孝
心
传
家
风

王
大
庆

勤劳家风代代传
陈裕

重 家 教 传 家 风

砥砺品行促
成长

陪伴涵养好家风
刘玉梅

《话题》近期将就以下内
容展开讨论，如果您对这方
面有自己的看法，请将稿件
发至邮箱：

jswmtl@163.com
jswmb-bjb@163.com
话题题目：
1.临近年底，“双减”政策

落地后的第一个学期也即将
落幕。从家庭作业到校外培
训，从课堂教学到课后服务，
从观念转变到技术赋能，力
度空前的“双减”给孩子的学
习、教师的工作、家长的生活
带来哪些变化，您对此有何
经历、体会或建议？欢迎来稿
与我们分享。

2.针对当前一些有关未
成年人的教育热点，您有哪
些不吐不快的感受，请将您
的关注点发给我们，我们会
根 据 具 体 情 况 安 排 专 题
策划。

要求：
字数不限，观点明确。
请在文末标明您的姓

名、电话、身份证号、银行账
号和开户行信息，并在邮件
标 题 中 注 明 参 与 讨 论 的
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