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动新时代家庭家教家风建设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培养担当民族复兴

大任时代新人、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后继有人的高度，提出了

一系列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中宣部、中

央文明办、中央纪委机关、中组部、国家监委、教育部、全

国妇联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实施意

见》，强调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要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根本，以建设文明家庭、实施科学家教、传承优良

家风为重点，强化党员和领导干部家风建设，突出少年儿童

品德教育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

重要论述，为推动新时代家庭家教家风建设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根本遵循。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着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寄托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上下求索、

历经千辛万苦确立的理想和信念，也承载着我们每个人的美

好愿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的国家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价值取向，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个人价值准则融为一体，为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引领社会全面进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凝聚了强大正能量，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

义。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教是社会教育的关键环节，家风

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并非是孤立

的，而是整个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遵循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新时代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要



充分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功能。

具体实践中，要切实做好以下方面：一是培养爱党爱国

爱家的情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

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我们要认识到，千家万户都

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

幸福，不是抽象的，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

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同时，我们还要认

识到，国家好，民族好，家庭才能好。”有国才有家，千千

万万的家组成了国。新时代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首先父

母要引导和教育孩子树立家国情怀，将爱党爱国爱家统一起

来，在推动国家繁荣富强中实现家庭兴旺，在实现家道兴旺

中促进国家更好发展。父母要从小给孩子灌输爱国主义观念，

要教育孩子从小爱祖国大好河山、爱自己的骨肉同胞、爱祖

国的灿烂文化，让爱党爱国爱家成为一种思想自觉和行动自

觉。二是建设相亲相爱的家庭关系。家庭是构成社会的基本

单位，是人们灵魂深处最温馨的港湾。家庭以伦理为运行基

础，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蕴含着丰富的家庭伦理准则，

指引人们要孝敬父母、夫妻相爱、呵护子女、关爱亲朋等。

因此，新时代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引领，引导群众积极建设和谐温馨的家庭关系。三是

弘扬向上向善的家庭美德。向上向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友善内容的基本要求和充分体现，也是新时代家庭美德的必

然要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积极弘扬向上向善

的家庭美德，父母要通过向上向善来躬行实践，为孩子树立

学习榜样，从而为培养善良、向上、阳光、自信的下一代奠

定扎实基础。四是体现共建共享的家庭追求。家庭不仅是感



受爱、维护爱的地方，而且是创造爱和分享爱的地方。和睦

美满的家庭，需要家庭成员集体参与建设。因此，要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鼓励和引导家庭成员既要在家庭内

部通过共建共享来塑造美好家庭，也要积极融入全社会的共

建共享中，形成家庭建设与社会建设的良性互动。

围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开展家庭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

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

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立德树人是家庭教育

的根本任务，任何时候、任何家庭都应紧紧围绕这一目标开

展家庭教育。人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存在物，并不是抽象的，

而是具体的。马克思指出：“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

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人，在

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此而言，任何人

都会与周围的人发生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在这些社会关系

中，家庭关系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

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们从牙牙学语起就开始接受家教，

有什么样的家教，就有什么样的人。家庭教育涉及很多方面，

但最重要的是品德教育，是如何做人的教育。”新时代紧紧

围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开展家庭教育，要切实对“孩子

如何做人”做好正确家庭引导。家庭教育的关键是父母要具

备科学的育人知识，家长要能根据孩子的成长规律和不同年

龄段的身心特点，不断学习相应的教育知识、做足做实育人

功课，用正确思想、正确行动、正确方法培养孩子，使孩子

从小养成好思想、好品行、好习惯，以正确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积极处事，以高尚品德融入社会，以健全人格成就自

我，从而真正达到立德树人的目标要求。

家庭是人们灵魂深处最温馨的港湾，家庭和睦，青少年

才能自信阳光、积极向上。家庭是一个人成长成才的关键课

堂，家教科学严格，青少年才能三观端正、人格健全。家是

最小国，国是千万家。重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既事关一个

人、一个家庭的兴衰荣辱，又事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前

途命运。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家庭结构和生活方式正

在发生显著变化，家教家风也必然会随之发生变化。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大地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

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策马扬鞭加速推进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前景。

我们更需要通过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来构建良好党风、政风、

社风，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保障。

把家风建设作为党员和领导干部作风建设重要内容

家风又称“门风”，是一个家庭或家族在长期繁衍过程

中形成的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在世代相传中，凝结成一种稳

固的家庭或家族价值观念，进而以潜移默化的形式熏陶和影

响着家庭或家族中的每一位成员，成为家庭或家族中代代遵

循的价值准则。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家风建设

不仅事关家道兴衰，而且事关社会风气好坏，正如习近平总

书记所说：“家庭不只是人们身体的住处，更是人们心灵的

归宿。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

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

之家，必有余殃’。”可见，家风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党

风、政风、社风的重要连接点。追根溯源，一个个鲜活的人



的道德品质、价值观念、行为习惯等都来自不同家庭的家风

熏陶，由此形成了家风对社风的深刻影响。

党员和领导干部来自不同的家庭，但党员和领导干部的

特殊身份决定了他们不仅是社会风气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而

且是榜样示范者。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品行端正、道德高尚、

理想信念坚定，则党风政风会清朗，整个社会风气也会越来

越好。反之，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品行不正、道德败坏、贪

污腐败，党风政风便会浑浊不堪，最终社风日下、人心涣散，

甚至造成社会动荡。因此，新时代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

要切实抓好党员和领导干部这个关键群体，党员特别是领导

干部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严于律己、严格家教，始

终做到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对此，要积极引导党员特别是

领导干部筑牢反腐倡廉的家庭防线，将家风建设与党风政风

建设融为一体，杜绝不正家风对党风政风的侵蚀，抓严抓实

抓细家风建设，以纯正家风涵养清朗党风政风社风。

注重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

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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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道德养

成的起点，也是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基本单元。“家风是社会

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家风连着党风、政风、社风，家事

连着政事、国事、天下事。新时代推动家庭家教家风建设，

必须注重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弘扬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倡导现代家庭文明观念，推动

形成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



家庭文明新风尚，让美德在家庭中生根、在亲情中升华，为

基层社会治理提供重要思想滋养。

良好家教家风是提高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助力。家

庭建设在教育引导家庭成员的同时，还承载着很重要的社会

功能，能影响和辐射家庭成员之外的人的思想品格和行为方

式。良好家教家风对形成社会主义文明新风尚、维护社会和

谐安定具有基础性作用。新时代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要

将优良家教家风融入社会风气建设，促进基层治理走向现代

化。要积极引导人民群众参与和谐社区、美丽乡村建设。在

我国，和谐社区和美丽乡村不仅是无数家庭共同参与建设的

结果，也是影响无数家庭建设优良家教家风的重要环境基础。

新时代注重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

要作用，要着力打造和谐社区和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不断提

升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实效性，为基层社会治理作出有益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