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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家风是家族子孙代代恪守家训、家规而长期形成的具有鲜明家族特征的家庭文化,是一个家族最宝贵的财产。同时,

家风是民风社风的根基,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十八大以来,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加强领导干部的家风建设成为开展党风

廉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员干部的家风与作风、党风紧密相连,家风建设是党员干部的必修课。 

[关键词] 家风建设；党风廉政；干部素养 

 

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家庭、重视亲

情。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

代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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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辈革命家在培育良好家

风方面为我们作出了榜样,是我党的宝贵财富。十八大以来,

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加强领导干部的家风建设成为

开展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人云：“欲治其国者,

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可见,领导干部树立良

好的家风对党风廉政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1 家风的基本内涵 

风或曰风气、风俗、风尚、风情,是在一定社会生活条

件和时代背景下,人们共同的思想情感、价值取向、行为习

惯所形成的某种社会生活形态。“家风”又叫门风,是一个家

庭在世代繁衍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较为稳定的生活作风、生活

方式、传统习惯、道德规范和为人处世之道的总和；是家庭

或家族所秉承的道德观、价值观、生活态度和行为规范体系。 

1.1“家风”是一个家庭的传统、风气和风范。家庭是

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归宿,也社会阶层的组织细胞。历史以来,

中国人素来重视门第家风的教育和传承。西汉初年学者韩婴

《韩诗外传》中记载有孟母“断织”的故事；刘向《列女传》

亦有著名的“孟母三迁”故事。范仲淹之所以志在“先天下

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因为幼时母亲告诉他,“不为

良相,即为良医”——良相可以治国安邦,良医可以治病救

人。 

1.2“家风”是一种精神尺度。在一个具体的家族中,

“家风”不仅仅是道德教化的口号,是家庭成员自我约束和

他人监督的习惯标准,还是一个家族的精神体现、价值认同

和荣誉尊严的具体体现,这些无形中形成的习俗、标准、准

则和精神,通过一代一代家族成员具体的行为得到践行和不

断的传承。 

1.3 每个家庭都有家风。有的家庭的家风比较明确,孩

子能意识到这个问题；有的家庭可能家风不太明确,但是家

风是一直都存在的,并且会在不同家庭之间、不同地区之间、

不同时代之间呈现出差异性、时代性、实践性、传承性等特

点。 

2 家风的社会、政治意义和功能 

2.1 训育熏陶道德养成,净化社会风气。“少年若天性,

习惯成自然”,良好家风的规劝和引导功能,往往能使家庭成

员在为人处世、生活学习等方面正道直行、健康成长。“天

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好的家风孕育好的

公民,好的公民组成好的社会,好的社会推动形成好的国家

治理。 

2.2家风是政治的缩影,家风相连成民风,民风相融汇国

风。“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也是一个社会的价值缩

影。良好家风和家庭美德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现实生

活中的直观体现。”“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每个时

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念。”家风起自家庭立足于家庭,

其作用可以对社会的进步、人性的升华、民族的凝聚、文明

的拓展,都产生巨大而深刻影响的。 

3 新时代的家风面临的挑战 

3.1 社会价值观念多元化,功利主义盛行。随着我国的

改革开放和高速发展,国外的一些文化传入我国,同时,科技

的发展,使得网络的使用大大的普及,不仅加快了信息的传

播速度,更加深了文化的交流,导致目前多元的价值观念。这

些观念中有先进的内容,也有糟粕,这些价值观念交织在一

起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民众的思想,给家风建设带来了一

定难度。同时,被严重歪曲的缺乏理性的功利主义盛行以及

价值判断的标准缺乏统一,导致部分家庭过分的看重经济利

益,为了利益甚至抛弃做人的基本道德,更不记得什么是“家

风”。 

3.2 优良家风的传承日趋淡化。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快、

社会竞争剧烈,出于望子成龙成凤、出人头地等心理,多数家

长虽然认为家庭教育非常重要,但往往只关注子女的知识获

取和学习成绩,对其道德教育关注较少,更谈不上运用塑造

和谐家风的方法对子女进行教育,使得家风这种家庭德育的

教育方法和载体的传承功能日趋弱化。同时,家风传承方式

逐渐被摈弃。家风的传承必定有其特定的方式：或是长辈的

言传身教,或是通过家训家规等形式,然而这些曾经常见的

方式正逐渐被人们所摈弃。 

3.3 党政作风问题的影响。家风和党风是两个不同的范



Education research 教育研究 
第 1 卷◆第 2 期◆版本 1.0◆2018 年 10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65

畴,但在有着几千年文明传承的中国,良好的家风与执政党

的作风建设又有着内在的特殊联系。从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

件看,家风败坏往往是领导干部走向严重违纪的重要原因之

一。自古以来,“有德”是对官员群体的特殊要求,形成了良

好的“官德”传统。“上梁不正下梁歪”,党员干部贪腐无德,

攫取利益者投机钻营,必然导致普通大众争相效仿,“礼崩乐

坏”。家风连着党风,党风助推优良家风的传承。 

4 新时代加强家风建设的对策 

4.1 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以德治党与依规治党相统一。

以德治党的“德”,既是党的理想信念宗旨、优良传统作风,

也包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传统文化中所强调的“齐家”,

就是建设良好家风。这既是以德治党的基础条件,也是以德

治党的重要保障。党员、干部的良好的家风,是培育优秀人

品的源头,是涵养优秀政德的土壤。依规治党的“规”,突出

政治、组织、廉洁、群众、工作、生活六个方面的纪律和规

矩,特别是廉洁纪律、生活纪律,与良好的家风息息相关。因

而,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家风,是我们党员干

部提升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的内在

要求。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家风,对于推进党

风廉政建设,有着重大的意义。 

4.2 领导干部带头培育良好家风。《中国共产党廉洁自

律准则》规定,党员领导干部要“廉洁齐家,自觉带头树立良

好家风”。在家风建设方面,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必须

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尤其要解决好“给子女留什么”这个

根本问题。有的领导干部之所以出问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没有在观念上解决好“给子女留什么”的问题。历史和现实

一再启示人们：最重要的是给子女留精神财富。培育良好家

风,必须抓住严管亲属子女、不搞特权这个关键。俗话讲,

严是爱、松是害,不管不教要变坏。家风建设的关键是严,

严管才是厚爱。领导干部必须掌握好亲属子女经商情况,确

保不违规、不逾矩。领导干部还要守好亲情关,正确处理公

与私、情与法的关系,不要在亲情关上栽跟头。 

4.3 新时代家风建设应该贯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

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风美德,建设新时代的家风文化,要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新时

代家风建设,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想背景,提供了理论原则,

也是底线。从近年来查处的一些案件看,出问题的干部普遍

家风不正、家教不严,家属亲属相互影响、恶性循环,形成了

家族式窝案、家族式腐败。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家国一体文化模式中,良好家风是国家民族走向繁荣昌盛

的基础和力量源泉。 

4.4 完善相关制度,筑牢家风建设“防火墙”。习近平总

书记说：“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抓紧形成不想腐、不能腐、

不敢腐的有效机制,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同时,家风建设的“制度笼子”

正逐步扎紧,为了切实提高制度的执行力,可以将家庭廉洁

制度和党风廉政建设制度有机结合起来,把领导干部家庭廉

洁建设纳入党风廉政建设的考核指标,比如对领导干部家庭

的财产申报制度、不动产登记制度等作出具体要求。 

4.5 树立新时代家庭价值观夯实家庭教育基础。加强家

庭建设,重视家庭教育,养成良好家风,要树立新时代的家庭

价值观。树立崇高的家国情怀,追求个人对国家和人民的深

情大爱。树立高尚的道德风范,铸就光明伟岸的道德人格。

家庭教育是人生教育的第一课,是社会教育的基础,也是一

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基础,在人的成

长发展中、在社会风气和社会文明的形成发展中都具有强本

铸魂的重要基础作用。家风建设是一项长久的系统工程,是

各社会组织要达成重视新时期优良家风传承、培育和塑造的

共识,“不论时代、生活格局如何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风建

设,发扬中华传统美德,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

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

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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