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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大家都接触过征文吧，征文要求篇

段合乎格式，字数合乎规定。还是对征文一筹莫展吗？以下是小编为

大家整理的中华好家风征文 400 字，欢迎大家分享。 

中华好家风征文 篇 1 

当好优良家风传承人说起这家风家训，听老一辈们讲，勤俭节约

可是我们家代代相传的传家宝。虽在 21 世纪的今天，物质条件相较于

老一辈们那时的生活的条件好太多，但是我们全家人仍然谨遵传家宝

的教诲，从不铺张浪费。 

勤俭节约的家风，源于我的祖辈，尤其是我已过世的爷爷。听妈

妈说，爷爷的一生坎坷。七八岁时便给地主家放牛，新中国成立后的

土地改革法，使他拥有了自己的土地。从此，爷爷就把这土地当作自

己的命根子，播种、耕种、收获，样样精掐细算，舍不得浪费一滴粮

食。直到过世时，还依旧恪守着节约的美德。爷爷曾教育我：虽然现

在生活条件好了，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以前艰苦的生活。一粥一饭，当

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爷爷虽然不在了，但勤俭节

约的精神永远存在我心中。 

爸爸妈妈这一代便传承了爷爷勤俭节约的优良品德。节约不仅只

体现在粮食上，更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用完电脑或看完喜欢看的

电视剧后不关闭电源，是一种罪过；不随手关闭水龙头，放任水龙头

中的水流，似乎就是犯了弥天大错；还能穿的衣服扔掉就是罪恶滔天。

像面包这样的零食就好像是奢侈品一般，从来不会出现在我的家里。

我曾无数次抱怨爸爸妈妈的抠门，爸爸妈妈总是笑而不语。长大后才

明白爸爸妈妈的做法，其实是一种勤俭家风之美。在爸爸妈妈潜移默

化的影响下，勤俭节约仿佛是一股无形的力量一般，早已深入我心。

每当我浪费之心开始作祟时，我总能记得爸爸妈妈的教诲与爷爷那句

语重心长的话：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作为勤俭节约家风的传承人，更应把勤俭节约的美德发扬光大。



我因此大声倡议：让节俭成为习惯，让节俭成为生活方式。让我们一

起肩负发扬这一美德的使命，让节俭深入人心，让我们一起当这优良

家风的传承人！ 

中华好家风征文 篇 2 

家风家训，是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家族的精神产物和文明素质，

并经过长时间的更新，发展，兼收并蓄而流传至今，确实值得我们传

承并发扬。 

我的家风家训，其实只是几个字“诚实守信，勤俭持家”。这短

短的八个字，却蕴含着对交往，对生活态度的道理。 

“诚实守信”，是现在交往最重要的品格。不仅让我们“对人以

和，待人和善”，更让我们“交之以信，谈之以诚”。古代有一句话

“人无信，无以立”，人若无信，的确无法在自己的交往圈中树立好

的形象。与他人交往也是一样，假设无信，在他人心中便留下不好的

印象，进而使自己无法在社会上立足。可见“诚实守信”是多么的重

要啊！正因如此，“诚实守信也便成了我的家风家训。母亲说：诚信

可以让我获得更多朋友，那么我就会非常快乐。 

“勤俭持家“，在生活中更为重要。”历览前朝国与家，成由勤

俭败由奢“勤俭持家，让自己的家庭免受饥寒，贫困；让自己的家庭

和谐，幸福。这便是家庭的根本，而这一切，是勤俭所带来

的。”“勤俭持家”使我们的生活得到了保障，便成为我的家风家训。 

正是这样的家风家训，让我不攀附权贵，不奢移度日；不撒谎骗

人，不敲诈勒索。使得我拥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谐的家庭环境。我

定会将其发光扬大，一直传承下去，让我拥有向善，向上，向美的青

春正能量。 

中华好家风征文 篇 3 

自古，我国就有尊老爱幼的中华传统美德，自小从我们上学开始，

老师先教会我们尊敬长辈、尊敬老师、孝敬父母，学会独立，长大以

后更能真正体会理解它的含义。 

家是温暖的港湾，只有在一个家庭平等、相互团结、相互谅解、

懂得包容中，才会营造出完美的自己。课堂上，我们上了感恩教育课，



课上，老师告诉了我们如何做人、懂得感恩、懂得回报、懂得付出，

老师的演讲是我们深受感动，每一个同学都流下了感动的泪水，在那

一刻起，我明白了什么是感恩。 

“传承好家训，培育好家风”，“好家训要做到，好家风要创

造”，刘奇葆曾说：“家风是一种无言的教育，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孩

子的心灵。家风就是一种由家庭所引起的风气，家庭不一样，风气不

一样。一种好的家风，不是一两天养成的，而是靠教育。平常的积累

所得。所谓的家风的好坏，不仅代表着一个人、一个家庭、一种责任。 

家训就是人活着就要自立、自强，超越社会、超越自己、敢于担

当，做事自己要做到问心无愧，做人要做到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无论做什么事，发生什么问题，都会有解决的办法，人一定要自

信，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这样无论遇到什么事，都可以微笑着去面

对，良好的解决问题。 

每个人都想成功，都想出人头地，告诉你光想是没有用的，一定

要用实际行动证明看。我一直端正自己的家风，国有国法，家有家规，

努力营造一个和谐、和睦、包容、理解享福美满的一个好的家风。让

我们每一个人都端正自己的家风，做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 

中华好家风征文 篇 4 

最近在我看微信信息时看到了老师让我们写一篇有关家风家训的

文章，我立刻提起了兴致，脑中闪过一丝灵感，我赶快马不停蹄的找

到了我的本子、笔芯和笔，正当我要提起笔全神贯注写的时候，我回

头一想，我们家的家风家训是什么呢？ 

带着这个疑问，我找到了爸爸，问：“爸爸，我们家的家风家训

是什么呀？”没想到爸爸接着就反问了我一句“咱家的家风家训是什

么呀？“我这样一想，完了，我们家没有家风家训，不过机灵的我小

脑瓜一转，立刻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不如就将计就计，就想一个家风

家训，并且立马执行。 

那想一个什么样的家风家训呢？有啦，就诚信吧，毕竟欺骗是最

不可饶恕的，那么现在我们家就开始执行吧，先是我们一家人规定了

家风家训，又制定了惩罚政策，那么我们家算是正式有了“家风家训



了”！ 

不过刚刚开始大家都不太习惯，爸爸不到两天就欺骗了我们，他

先是以饭前散步，借口出去，结果是出去喝酒，结果是他一回来就受

到了严厉的惩罚，在门口站了一个小时之后，他就再也没有欺骗过我

们。 

家风家训是一个家庭必不可少的东西，正如《古今图书集成家范

典》中所说，“传家两字，日读与耕。兴家两字，日检与勤。安家两

字，日让与忍。”家风，家训十分重要，就像房子中的框架，规范着

我们的一言一行，没有家风家训，就一定要制定一个家风家训，大家

都有家风家训吗？又发生了关于家风家训的什么事情呢？快来说一说

吧！ 

中华好家风征文 篇 5 

每个人家都有自己的家风家训和家归，说起我的家训和家归，还

得跟我小时候的几件小事说起。从我懂事起妈妈就跟我说了很多做人

的道理，首先是做人要诚实，不然，别人怎么相信你？其次要善良，

不然在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你怎么会去底帮助他呢？没有一颗善良的

心，怎么会为他人着想呢？最后还要勤学，意思是要好学，勤奋，要

不断地上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我能行。 

我五岁时就学会了做很多事，扫地，分碗筷，叠衣服，但吃饭很

挑食，并且经常会剩饭；每次洗手都要一大脸盘水，并且还不知道关

水龙头。妈妈就对我说：“饭和菜都是用爸爸妈妈的血汗钱换来的，

水也一样，浪费了它们，就是对长辈的不尊重。勤俭节约，尊重长辈

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慢慢地，我吃饭也就吃的干干净净了，

用水也不再浪费。 

去年正月初一，我到爷爷家祝爷爷新年快乐！身体健康！爷爷给

了我一个红包，并语重心常的告诉我说：“孙女啊！你已经是一个小

学生了，应该比别人更懂事了。我告诉你三句话，请你一定要记住。

第一是要尊重长辈。无论你走到哪里，看到长辈都要问个好，对长辈

要有礼貌；第二是要孝顺父母，父母将你带到人间美育你长大，你长

大一定要孝顺他们，报答他们；第三是要自强自立，无论做什么，都



不能依赖别人，要自己努力。 

现在我已经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了，我有不是这样在长辈们的关

怀和教育下，在家庭的潜移默化中长大的。 

中华好家风征文 篇 6 

很多家中都有家训家风，要说起我们家的家训家风，那就是：要

有孝心，勤俭节约了。 

爸爸妈妈从小就教育我要有孝心，要尊老爱幼。是他们告诉我怎

样孝敬长辈的。 

爸爸从小就不喜欢吃甜食，但是对奶奶做的菜从来不挑剔，总是

装作很爱吃的样子。有一次，奶奶给爸爸做了一大碗粥，里面放了很

多糖，爸爸回到家后，忍住喝了下去，说道：“好吃，可真好吃！”

奶奶以为爸爸很喜欢吃这样的粥，就经常给他做，爸爸也只好忍着喝

下，就这样，直吃得爸爸哭笑不得。在爸爸的眼中，也许这就是所谓

的——孝顺吧。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句诗表达了农民伯伯种粮食的

辛苦，同样也让大家珍惜粮食。记得我 8 岁那年的一天，吃饭时，不

小心掉到桌子上几个小米粒，当我正准备把它蹭下饭桌时，爷爷突然

大声喊道：把饭桌上的米粒捡起来吃了，你一定要珍惜粮食啊！这是

农民伯伯用汗水换来的，你不珍惜粮食是一种恶习！”从此以后，我

每次吃多少盛多少，记住了爷爷对我说过的话：一粒米就相当于农民

伯伯的一滴汗水，一片辛苦啊！ 

这些家训家风，是自古以来存在在人人心中的，但真正做到的，

却少之又少。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把他们定为家训家风，是为了让下一

代牢记中华上下五千年历史文化的璀璨，我会努力做到，也会影响周

围人，让他们也做到。 

让我们做一个有孝心、勤俭节约的人，把它作为我们的家训家风，

共同做一个新时代的优秀少年！ 

中华好家风征文 篇 7 

家风，是一个传统的家族习惯，它需要我们世世代代一直传承下



去，它体现了一个家族的道德品质，精神风貌。 

家风，人文底蕴深厚，民众素来十分重视家风！因为，良好的家

同，它是多么的重要！它能引导一个人的进步。 

我们家的家风是勤俭节约。 

古人说的好：学古训有获，勤以养德，俭以养身。不错的！ 

小时候我听爷爷奶奶说起过：他们从七岁就开始到山上放牛，九

岁就开始自己拿着小椅子站在上面烧饭。爷爷奶奶很勤劳，勤劳得双

手都起了茧，并且都不停歇一会儿，爷爷奶奶每天早上很早就起了，

明天的事情明明可以明天做，但今天他们就要做了，并且是在早上，

他们大多是在农田里干活，经常穿着草鞋，戴着草帽的。回来之后，

只是换了一套衣服，便开始打扫客厅，房间的卫生了，扫了又扫，拖

了又拖，总是有忙不完的活。 

“勤俭节约”这个好家风，使我也不断的进步着，我开始变的更

勤劳，更俭节，在吃饭时，尽管已吃的很饱，也要把碗里饭粒吃的干

净，没有一点浪费。 

“人家不论贫富贵贱，只内外勤谨，守礼谨法，尚谦和，重谦耻，

是好人家”我想，我们应该是好人家了吧，我希望，每个好家风都可

以延续传承下去。 

中华好家风征文 篇 8 

每个家庭都有各自的家风，家风如细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

声。我们家的家风就是勤劳。 

每天早上天蒙蒙亮的时候，房间外面总会传来一阵椅子移动的声

音，紧接着就有哗哗的水流声和沙沙的淘米声，厨房里奏起锅盆交错

的响声。我知道，这是爷爷在为我们做早餐。爷爷几乎包揽了家里所

有的家务，如做饭，拖地，有时还帮忙洗洗衣服，就像一头在田里辛

勤耕耘的老黄牛。 

要说家里谁最勤劳，那就要数妈妈了。每天傍晚，我回到妈妈的

学校，总能看到一大盘水果放在桌上，妈妈不是在旁边批改作业，就

是去教室辅导学生。虽然已经放学了，可妈妈的旁边总是围满了她的

学生，妈妈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的为他们讲解题目。夜深了，我已睡



下，可妈妈还在桌前备课，灯光下，她的身影疲惫却显高大。 

至于爸爸，他虽没有像爷爷和妈妈那样勤于家务，但他是家里的

顶梁柱，周末总是加班，在我看来也是非常辛苦。 

受到大家的影响，我也变得勤快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在学习

上更要加倍认真努力，这样才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勤劳是一种传统美德，它让人们变得更加幸福，值得我们传扬。 

中华好家风征文 篇 9 

白色的干净桌布上，热腾腾的饭菜看起来格外诱人，而且都是我

爱吃的菜。红壳的螃蟹新鲜又肥美，让人见了忍不住咽口水。银皮的

蒸鱼躺在盘子中间的一片菜叶上，身上浇着酱油，散发出一股大海的

原汁原味。汤里的菜也是特别的香。 

我咽了咽口水，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桌子上的菜。今年中秋节，爷

爷、奶奶两个人和姑姑、姑父一家人一块儿到我们家来过节。我知道

要按辈分的顺序入座、动筷，只能等着。 

“大家坐吧！”妈妈大方地说。然后就是爷爷奶奶先，然后是姑

姑、姑父、爸爸、妈妈坐，最后是我和两个妹妹。动筷时，是一个更

加难熬的过程，眼睁睁地看着菜被一个个地扫荡，而又无法做些什么，

真是一种特别难受的体验，尤其是对于我这样的吃货来说。 

我等得花儿都谢了——其实也就两分钟。终于，轮到我这一辈动

筷了，我抓起筷子，对准桌子上的菜，发起了猛烈进攻。我狼吞虎咽

地吃了起来，那一道道精心摆盘的菜被我弄得一团糟，真是惨不忍睹。

唉，多好的家规也改变不了我这只馋猫的天性啊！ 

我们林家的家族史我半点也不了解，我连家谱都没见过，但我时

刻记着这条家规，它时刻提醒我要礼让长辈的规矩、美德。 

中华好家风征文 篇 10 

孝顺是一种美德，是对长辈们一种起码的尊重和礼仪。其实人并

不是一定要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传承好家风，孝顺长辈，和睦

相处，家家户户洋溢着欢乐和幸福，就是人世间最美的风景。 

我从父亲口中得知，爷爷也是一个人民教师，年轻的时候是村里

出了名的孝顺，对长辈说话时，绝不会有半点不尊重。我太婆生病时，



爷爷着急万分，一个人不顾辛苦，翻山越岭从乡下老家徒步跑到新昌

城里去买药。后来，太婆终于得救了，爷爷才发现肚子饿得咕咕叫，

脚底也磨穿了一个小洞。 

我的父亲也是从小在爷爷的严格家教下生活的，尤其在对待长辈

的礼节上。每次家中只有长辈在时，我父亲总是特别彬彬有礼，甚至

开车送长辈亲戚回家。平常的爸爸总是幽默风趣，最爱开玩笑，但在

长辈面前，会收敛，一脸虔诚，和蔼可亲。 

如此孝顺的好家风，我也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当母亲开始唠叨，

我不会像往常一样立刻顶嘴，而是仔细听并牢记在心，领悟其道理，

发现错误马上改正，让她不再天天为我劳累，如果你问我家的好家风

是什么，很简单“孝”，这个字里蕴含着我家代代相传的美德，有着

感恩的快乐！ 

中华好家风征文 篇 11 

俗话说，有好家风就有好家庭。 来看看我家的家风吧。 

我的爸爸聪明，善良，勇敢，有爱心。家里的电视坏了，“啪，

啪！”又能看啦！自行车坏了，“嘎吱，嘎吱！”又能开啦！木椅断

了，“吱嘎！”又能坐啦！……瞧，我爸爸是不是很厉害呢？不止如此，

我爸爸还是个“设计师”。家里哪儿不好看，就哪天有空哪天重新装

修。 

我的妈妈助人为乐，幽默，高大。我妈妈在外面玩时，看到别人

需要帮忙，只要是自己能做的就一定会做，绝不拒绝！ 

我的妹妹可爱，谦虚，调皮。班里的跑步就数她第一，没人敢跟

她比。我的爸爸为此感到自豪。她的学习并没有为此耽误。 

我滑稽，爱做手工，爱为自己找麻烦，脑袋里的奇思妙想来之不

断。我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手，巴不得立马把作业变没，然后去制作

自己的新创意。 

而我家的家风并不是这些，是那颗善良，勇敢，坚强，不屈不挠

的永恒的心！爸爸是我们家的顶梁柱，妈妈是我们家的榜样，我和妹

妹却是家里的希望和那颗心！ 

外面的天空很湛蓝，白云很轻柔。在“这种家风”中，有谁的家



是不温暖的？我相信，每个人的家风都不是千篇一律，但有一点相同，

都要有一颗善良的心！ 

中华好家风征文 篇 12 

汕头是我的故乡，是一个美丽的侨乡。最近，汕头正在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创文”的春风吹拂着潮汕大地，给我们的城市带来了新

风貌、新气象。 

春节假期的一天，我和爸爸妈妈兴致勃勃地来到西堤公园游玩。

西堤公园在市区礐石大桥西入口，原来这里是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地。

现在，美丽的公园与波光粼粼的大海、海对面连绵起伏的礐石山、雄

伟壮观的礐石大桥交相辉映，呈现出一幅柔美秀丽的山水画，也让老

市区焕发出新的活力。 

参观完西堤公园，我们来到古香古色的同文学堂。爸爸曾在这里

度过难忘的小学生活。爸爸告诉我，这里以前因为年久失修，下雨时

屋顶经常漏水。现在这里已经修缮一新，展出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将

关于同文学堂的历史故事向我们“娓娓道来”，让更多人了解同文学

堂的历史。 

我们的汽车行驶在一条条宽阔平坦的马路上，我一边吃着零食，

一边感受着创文带给汕头的巨变。吃完零食，我把袋子放进一个小垃

圾桶里，城市环境卫生，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做文明人，

创文明城！ 

中华好家风征文 篇 13 

爸爸妈妈从小就教导我要做一个善良，自立的孩子，这就是我的

家风。 

善良是爸爸妈妈一直以来对我最基本的要求。对爷爷奶奶要尊敬，

对不认识的陌生人要力所能及的帮助，对弱小的弟弟妹妹要多多爱护，

对小动物也要保护起来。妈妈说我本来就是一个善良的孩子，但是善

良还体现在大方不计较，让我以后也多多原谅弟弟和同学们偶尔的小

事情，做一个大度开朗的女孩子。 

我有一个严厉细心的爸爸和一个毫不留情的妈妈，所以我家有很

多事情是不能做的。我是一个马虎的女孩子，经常会因为这件那件事



情被训，爸爸就教育我自己的东西要规整好，用过的东西要放回原位，

而我却经常忘记，所以每次都会挨批，我以后还要继续严格要求自己。

妈妈常说自己的义务就是照顾好自己。不让我自己受伤，作业自己认

真及时的完成，吃饭洗澡都自己好好的去做。自己的脏衣服和鞋子要

放到脏衣筐或者自己洗干净，不要到处乱放。 

我自己有很多的小问题，也会有小脾气，但是我知道爸爸妈妈都

是希望我变得更好，所以我会认真记得我们的家风，做一个越来越好

的孩子，茁壮成长。 

中华好家风征文 篇 14 

丰子恺，伟大的散文家、漫画家。他常认为童年是孩子们的黄金

时代。 

他总称在外面做事太过无聊，就在家里抱孩子、喂孩子、陪孩子

玩耍。有一次，妻子要求让年幼的子女去学堂念书。丰子恺极力反对，

应称"孩子年纪还太小了"在丰子恺的劝阻下，妻子同意了。你们肯定

不曾想到，丰子恺的七个子女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我家里有个家规：幼年时期的孩子一定要快快乐乐。我妈妈给我

讲过，外祖母有六个女儿，一个个天真活泼。她很爱她的那些女儿，

却总对她们严格管教。妈妈总是感叹，那个时候家里穷的很，柴米油

盐都很珍惜。可外祖母确省下钱来，给六个女儿买读本。要外公领着

女儿去山林里砍柴、摘野果。在空气清新的大自然里，总会传来朗朗

上口的读书声。妈妈总是会对我说"那感觉，可不是什么能比的呢！" 

到了我这个年代，山清水秀可没有了，代替的是高楼大厦。这时

候爸爸妈妈领我出去可没有什么用了，他们会带我去郊外玩耍，去旅

游圣地浏览。你可别说，这种感觉，也惟妙惟肖…… 

沙漠中涌出的一弥清泉，寒风中不经意飘来过的一缕阳光。对！

这就是家风，不经意的时候温暖拂照着你…… 

中华好家风征文 篇 15 

世上有数不尽的家庭，自然也有数不尽的家风。虽然各不相同，

但是，它们都是为了一件事——家庭幸福、富裕。我家的家风普普通

通，却令我受益匪浅！我家的家风是：尊老爱幼、勤奋好学。 



我的家里有几位老人，几个弟弟妹妹，在生活中，他们都需要大

家的帮助和爱护。在我们家里，尊老爱幼得到很好的遵守，爸爸妈妈、

伯伯大妈、姑姑等等都很孝敬爷爷奶奶，尽量的让他们生活的更好；

同时他们也很爱护我们几个兄弟姐妹，把最好的都给我们，让我们学

知识长见识。在家风的呵护下，我们家其乐融融。 

勤奋好学的例子就是爷爷奶奶了，他们没上过一天。但是，为了

生计，为了给爸爸、大伯、姑姑提供更好的教育和生活保障，他们从

零开始，学习认字、写字、计算和普通话，学做小本生意。正是这种

勤奋好学的精神，使我们现在能够丰衣足食，都能受到良好的教育。 

这就是我家的家风，普普通通，没有古法门规，更没有人生大哲

理，却让我们大家明白怎么做人，如何结交朋友，让生活变得丰富、

充实……而我就在这样的氛围中耳濡目染，一点点长大、成熟。 

中华好家风征文 篇 16 

我有一个好家风，就是尊老爱幼，尊敬师长。 

我的家里有四口人，爸爸、妈妈、奶奶和我。爸爸、妈妈都要求

我要尊老敬师。但是有一天，我却做错了。事情是这样的：一天，爸

爸、妈妈做好了饭菜放到了桌子上，奶奶还没有回家。我着急想早点

看电视，我就急忙跑到饭桌上，拿起筷子就吃起来。爸爸看见后就连

忙过来，拍了我一下说：“怎么不等着家里人一起吃呀”。我小声的

说：“我想先吃完看电视去。”可我话刚落下，爸爸就生气的说：

“你这个孩子怎么不等着奶奶回来一起吃呢”。我紧张的说不出话来。 

后来爸爸语重心长的对我说：“要尊老爱幼，如果没有特殊情况，

吃饭要等着一家人都到齐了再吃”。我说知道了。现在我们家还保持

着这样的做法。我们家现在不管吃什么好吃的，一定先让奶奶吃，然

后爸爸、妈妈，最后到我。但是每次奶奶都让我，谁让我最小呢。同

样的道理，爸爸妈妈也讲给我听，在学校要尊敬老师，团结同学。 

这就是我们家的家风，我喜欢我们家的家风。 

中华好家风征文 篇 17 

说起家风家训，那一定是爸爸妈妈经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认真

做事，好好做人，百善孝为先。 



从记事起，爸爸和妈妈就教育我要孝敬老人。记的有一天早晨，

爷爷叫我起床，我没好气的对爷爷说：“叫什么叫，让我再睡一会

儿！” 

妈妈听到了，生气的把我拉到一边，严厉的对我说：“桐桐，怎

么对爷爷说话呢！”我低下头不知道怎么好了，妈妈接着说：“爷爷、

奶奶每天给我们做饭，接送你上下学，你这样没好气的和爷爷说话，

太没礼貌了！如果换成是你，我们对你又喊又叫的你高兴吗？”听了

妈妈的话，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我马上跑到屋里，对着爷爷说：

“爷爷对不起，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爷爷看了看我笑眯

眯的说，“没事，以后听话就是好孩子。”通过这件事使我明白了，

孝是体现在我们平时生活中的一点一滴。 

爸爸妈妈不但教育我百善孝为先，他们也在身体力行为我做出榜

样。我还有个小弟弟，我也要以身作则为弟弟做出好榜样！爸爸总是

说，对长辈首先是尊重，好的美德不仅仅是尊老爱幼、有爱心、乐于

助人，还有很多很多。我会懂得越来越多的美德，我会发扬家风、传

递美德，建设和谐家园！ 

中华好家风征文 篇 18 

我现在是一名八岁的小学生了，从踏入学校的第一天开始爸爸妈

妈爷爷奶奶就教导我要做一个诚实守信并且乐观的孩子。 

记得一个星期天上午，妈妈在忙家务，让我自己温习功课，可是

头天晚上一个没有玩完的游戏内容太吸引我了，趁妈妈不注意，我偷

偷拿着游戏机躲在屋子的角落里专心的玩起了游戏，听到门外的脚步

声，第一个反应就是赶快把游戏机藏了起来，假装温习功课的样子，

妈妈走过来问我：在干嘛？我骗她说：在做功课呀。其实妈妈什么都

看到了，搜出了我的'游戏机，我以为妈妈会狠狠的骂我一顿，低着头

不敢说话，但是妈妈没有骂我，对我说：晨晨，我们是不是要做一个

诚实的好孩子，诚实就代表着做了错事也要勇于承认，知错就改。在

做好功课的前提下，妈妈是允许晨晨玩一会儿游戏的，但是需要和家

长打招呼，并且规定好时间。我知道自己做错了，向妈妈承认了错误。 

通过这么一件小事，我觉得不论在家里还是在学校里，我们都要



做一个诚实守信的好孩子，不撒谎，做了错事勇于承认，知错就改。

我也希望同学们能够和我一起在家里在学校都要做一个诚实守信的好

孩子，让老师和爸爸妈妈看到我们的努力。 

中华好家风征文 篇 19 

一个社会的和谐，一个国家的富强，可以看出每个公民的社会公

德心。每个家庭的幸福快乐，就需要我们人人都要学会付出和爱心。 

幼儿园的时侯，老师教我们读过《三字经》，看过《十四孝》，

爸爸妈妈在平时也会给我讲一些好听感人的名人故事，像《孔融让

梨》、《黄香暖席》等等。可是，现在的我们，哪里还有机会去做这

些表现这些呢？哪个孩子还会去为争抢一个梨吃而吵闹呢？谁家冬天

还会睡在凉席上？真是无法理解啊！后来，爸爸告诉我：“其实这些

道理都是来源于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情，每一个好习惯。”于是，

在我们家每天吃水果的时候，都会互相说一句：“你是吃我让的水果

呢？还是吃我让的水果呢？”虽然听着是一句玩笑话，但我每次都会

认真挑选出最好吃的水果先给爸爸妈妈吃，爸爸妈妈也会每次都要夸

我一句；“好孩子！”就是这个好习惯，才使我真正理解了好孩子的

含义。 

每一个小孩子都会成为好孩子，只要我们坚持每一个好习惯，懂

得并做到礼让，宽容，友好，并将它发扬光大，相信我们的国家也终

将会是一个和谐强大的国家！ 

中华好家风征文 篇 20 

中国是礼仪之邦，五千年的文化传承至今，深深铭刻在中国人的

心中。每个家，都有家训、家规、家风，俗话说的得好，无规矩不成

方圆，从孟母三迁到岳母刺字，好的家训、家规、家风不仅承载了祖

祖辈辈对后代的希望对后代的策鞭，也同样体现了中华民族优良的民

族之风。 

当然，我家自然也不例外。我家的家风是，我的爸爸妈妈很勤劳，

每天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每天晚上必须有一个人扫地、拖地，早

上起来把被子叠的整整齐齐，给我做饭，每天洗衣服，看孩子，教我

不会的题。 



我的家还有家训：在学校不可以骂人，要尊重老人，老师，长辈，

在家要听爸爸妈妈的话。有一次，我一回家就打开电视看动画片，姥

姥一连叫了我三次我都没开始写作业，还和姥姥顶嘴。恰好妈妈回来

了，把我叫进屋里狠狠地训了一顿。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姥姥那么

大岁数还每天送我上学，照顾我的饮食起居，每逢刮风下雨，姥姥总

是冒着风雨给我送雨具，送棉衣。可我呢？不但没用心学习，还顶撞

姥姥……悔恨的眼泪从我眼角流了出来，扑到姥姥的怀里哭了起来……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犯错类似的错误。 

这就是我家的家风和家训，它给了我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让我

懂得怎样做人，怎么处事。 

中华好家风征文 篇 21 

在这个月里，我认识了一个新名词——“家风”。 

最近，我在电脑中看到了一个有趣的话题：自己家的家风是什么？

在被接受采访的叔叔阿姨们说：家风是能影响家庭成员的精神、品德

及行为的传统风尚和德行传承，通俗来说是一个家庭的风气，包括为

人处世，待人接物业等内容。 

现在，我与大家聊一聊我家的家风。 

首先，在勤勤恳垦方面，我的大伯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的大伯

是一位农民，他不管刮风不是下雨，都要云田地里云干农活，他勤勤

恳恳从不叫苦叫累；其次，在待人有礼貌方面我跟爸爸学，我爸爸是

一名会计，每次与同事打电话时总会很有礼貌的说：“您好！”，与

朋友相处过程中，也总是说：吃亏是福。还有在阳光心态方面，奶奶

是我学习的榜样，虽然她一天学都没上过，但是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总会用阳光的心态来面对。 

家庭是最好的学校，父母是最好的老师。家风正，则“社风”正。

春节期间，央视发起了“家风”话题的采访，有点类似于“你幸福

吗”，引发了公众的关注与热议。不论是传统的仁义礼智信，还是幽

默的“妻管严”，每个家庭都用善意与正直影响着下一代。家风是充

满正能量的，我为有这样的家风而自豪。 

中华好家风征文 篇 22 



小时候，我的家人一直告诉我要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我便将诚

实守信理解为不撒谎。小学时，我学会了查字典，发现了诚实守信的

真正含义，诚是真诚，实是诚实，守是遵守，信是原则。韩非子曾说

过“小信诚则大信立”。也让我明白了诚实守信不光是不撒谎。 

读书时，看到这样一个故事。古时候，有一个人叫陶四翁，他开

了一家染布坊，在一次进货的时候买到了假的染布原料紫草，但他却

不知道自己被骗了。之后一个买布商人告诉他这是假的紫草，他便立

即试验，验证了真伪。随后，他毫不犹豫地将假紫草烧掉了。其实他

并不富有，但他宁可自己受损也不肯伤害他人，这就是诚实守信。 

幼儿园时，老师让我们做环保手工。我和爸爸妈妈用旧光盘和吸

管做了自行车，由于当晚我生病导致第二天不能按时上课，但又临近

上交作品的日期，我便提出让妈妈把我的作品按时送到幼儿园。妈妈

和爸爸听后很支持我这样做，表扬了我做事的诚实守信。 

所以一直到现在，诚实守信便成了我家的家风，不断提醒我教导

我，要一直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 

中华好家风征文 篇 23 

我的家风是：帮助别人，快乐自己。这个家风从哪儿说起呢，还

是从我姥爷说起。 

记得有一次，我午睡的时候，姥爷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

姥爷和一个年长的同事一起去北京出差。可是到火车上却没有空座位，

姥爷和年长的同事站着，姥爷想：不能让人家一直站着。于是姥爷便

去找座位，突然发现一个空位，马上就让年长的同事坐下，年长的推

辞了好半天才坐下，看着人家坐下了，姥爷也感觉到很欣慰。到了北

京，年长的同事下车的时候一直在谢姥爷，说：“谢谢你，让我有了

座位。”“不客气。”姥爷说。我听完了这个故事，我发现姥爷爱帮

助别人。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我就不一一说了，总之姥爷第一时间

想到的是别人，而不是自己。我理解了姥爷的意境。 

家风是一代传一代的，说完了姥爷就应该说我的爸爸了。有一次

姥爷把一块好的肉夹给了爸爸，爸爸又夹给了我，只见我狼吞虎咽的，

爸爸很开心。 



说完了我的爸爸，就应该说我了，呃……可是……这个……我目前

还做的不太好，不过我相信我以后一定可以向姥爷那样帮助别人，并

且会流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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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我家的规矩好像天上的繁星，数

也数不清。 

“要把碗端起来吃，这样才礼貌。”我不情不愿地把碗端起来，

慢慢悠悠地吃起来。“不要干什么都磨磨蹭蹭的，珍惜时间，要干净

利落，像你做事这么慢，怎么可以呢？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什么活

都会做了，在我们那个年代，女孩子……”妈妈一说起来就没完，真不

知道妈妈那个年代都经历了什么。 

“应该把腰挺起来，一个小孩子，一点儿精神都没有，女孩子应

该坐有坐相，站有站相，这样子才可以。”唉，妈妈总给我各种各样

的要求。 

妈妈常在我耳边说：“百善孝为先。”“无论做什么，都要讲究

一个孝字。”妈妈这句话我常记心中，因为我知道孝顺老人是一生中

最大的事情，老人们默默付出着，忙了一辈子，到年纪大了，儿孙满

堂，承欢膝下，这才是他们最大的幸福，老人们的付出也值得了。 

妈妈还对我说：“要学会节约，在我们那个时候，一元钱比现在

值钱多了，可以买许多东西。”妈妈是想让我做一个勤俭节约的人。 

我们要构建和谐的家风，父母在家中要学会树立好榜样，同样要

与孩子亲密无间，孩子也要学会理解父母，要在父母面前做最好的自

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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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最典型的好家风就是勤俭节约。 

我爸爸是很节约的一个人。他一个皮包就能用 5 年。妈妈看到爸

爸的皮包很旧了，就想给他买一个新的。爸爸说：“不用给我买了，

我还可以继续用。”妈妈担心地说：“那要是你上班的时候破了怎么

办？”爸爸却笑了笑，说：“这个包暂时不会破的。如果真的破了，

我临时找个袋子装一下东西就行。”妈妈终于放心了，“你真节约，



那这个包你就继续用吧！” 

为什么我爸爸这么节约呢？我觉得是爷爷影响他的。 

爷爷的皮鞋也穿了好久了。他的皮鞋虽然颜色看上去还很黑亮，

但是旁边的线已经有点松了。我很怕他骑车的时候，因为脱线，鞋子

底会裂开，到时候自行车的踏板踩不住，就会摔下来。爷爷平静地说：

“我会自己拿去修好的。”我又着急地说：“那你不觉得旧旧的不好

看吗？”爷爷笑笑说：“就是旧了点，但这也叫时尚。” 

爷爷的勤俭影响了爸爸，爸爸的勤俭又影响了我。你们如果看到

我的铅笔盒，总会看到一支用得很短的铅笔。因为我在向爸爸和爷爷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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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是人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无论大家、

小家，都有不同的家风家训。我的家风家训只有两个字，那就是“孝”

和“俭”了。 

首先是“孝”。“百善孝为先，百孝顺为首”这是妈妈经常教育

我们兄弟姐妹的话，也是我的家风家训。每次去姥姥或奶奶家，妈妈

总会主动帮忙；有时候，她们会抱怨一些事情，妈妈从不会顶撞她们，

而是在旁边认真地听着，即使她们的话听起来没有道理；吃饭时，妈

妈也时不时为她们夹菜……妈妈说，在众多美德之中，孝顺是首先要做

到的，如果你对父母不孝顺，那么对别人也一定不友善，孝顺，“孝”

就是善待父母，“顺”就是对父母顺从，如果父母让你去做一件事，

那么你不去做，那就不是“顺”了，所以说“百善孝为先，百孝顺为

首”。 

其次是“俭”，顾名思义“俭”就是节俭了。我们家从不铺张浪

费：钱不乱花；吃饭总是吃得一干二净，不会留下剩饭；穿的衣服不

要求名牌，只要干净、舒服就行…… 

我一定遵守我的家风家训，把这种优良品质保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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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百善孝为先”，不错，我的家乡确实是以孝当先，个个

人家的子女长大后首当其冲的一件事是：就是孝敬老人、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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