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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风文化融入党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与路径研究

翟慧和

中共调兵山市委党校，辽宁 铁岭 112700

摘要：家风文化建设与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息息相关。

家庭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第一个课堂，而家风则是影响

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第一因素，直接关系思想政治

教育的成效。文章研究了家风文化对于党校思想政治

教育的价值，并根据家风教育存在的重视程度不够、

教育内容不活、教育形式单一、教育氛围不浓等问题，

探讨家风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契合路径，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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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要传承中华民族的

优秀品格和党的优良传统，家风文化建设必不可少，

良好的家风是中华文明发展中的产物，是人们成长过

程中不可或缺的营养剂。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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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家风文化建设不仅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

容，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对各级党校开展

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意义，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  家风文化对党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

1.1 有助于厚植思政教育基础

家风也叫门风，是调整维系家庭成员之间情感关

系和利益关系的道德行为规范。良好家风是社会美德

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关于家和家风的重要性，《孟

子·离娄上》提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

之本在身”。中国自古重视家风教育，《朱子治家格言》

《颜氏家训》《钱氏家训》《温公家范》《曾国藩家书》《梁

启超家书》等，无不继承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

流传至今，成为优良家风推崇的典范；革命战争年代，

共产党人留下的《红色家书》《抗战家书》等革命家书

等，无不饱含着赤诚的家国情怀。古往今来，优秀家

风所蕴含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勇恭

廉”等思想结晶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精神基础，

共同构成了党员干部修身、齐家的重要指南。以《钱

氏家训》为例，其倡导的“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

行皆当无愧于圣贤”等做人思想，一直影响着钱氏后

人，涌现出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等一批杰出人才，

当代钱氏家族中，仅科学院院士国内外就有 100 多人。

优良家风是千千万万家庭世代相传的宝贵精神财富。

党员干部要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涵养良好家风，

深刻理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牢

固树立知礼仪、懂廉耻、重美德、讲规矩的良好家风，

以优秀家风带动社会风气、带动党风政风。

1.2 有助于丰富思政教育内涵

家风的核心精神来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

底蕴，倡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精忠报国、

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等，这些都是思想政

治教育的主流价值观所在。

史料记载，“家风”一词，最早出现在西晋时期，

从公元 5 年到 1949 年，关于家训的专著有 120 多部，

如《诸葛亮诫子书》《颜氏家训》等，都蕴含着爱国、

和谐、诚信、友善等主流思想价值观，衍生为尊老爱幼、

父慈子孝、勤俭持家、扶贫济弱等道德实践，与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统一的。传统家风

家训，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

着丰富的育人资源，发挥着潜移默化的育人作用。新

形势下，党员干部面临着新的挑战、新的诱惑，要解

决其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不仅需要通过制度性措施

进行整改，更需要运用优秀传统文化思想，通过创新

性转化，解决思想根源问题，达到“治本”之效。对此，

各级党校要注重家风教育，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

系，不断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教育引导党员干

部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坚持以德治家、以严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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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俭传家、以廉齐家。

1.3 有助于优化思政教育环境

荀子《劝学》云：“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

涅，与之俱黑。”家庭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场所，

对家庭成员尤其是子女的健康成长、道德行为的养成

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微观环

境有着重要的意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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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历史，中国历代都有大量关于家风的美谈，

一些杰出历史人物尤其重视家风的培养与传承。梁启

超重视家风，对待儿女教育更多是在品性、为人、立身、

处世方面给予细致入微的指导，进而创造了“一门三

院士，九子皆才俊”的家教传奇；抗美援朝老战士孙

绪海坚定“永远跟党走”信念，将“红色家风”源源

不断渗透到四位子女的内心深处，一代一代传下去。

党员干部要注重家风文化建设，把自己视作培育家庭

美德的第一责任人，将家庭建设成崇德向善、守望相助、

和谐美满、共享天伦的港湾。

1.4 有助于落实从严治党要求

党员干部的家风问题最能代表党风政风，要严格

遵守《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注重廉洁齐家，发

挥树立良好家风的带头作用。《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

生活的若干准则》中明确规定：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

干部必须注重家庭、家教、家风，教育管理好亲属和

身边人员。党中央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断加大对从

严治党和反腐败的治理力度，被调查出来的党的高级

领导干部，一部分受到了党纪政纪处分，另有一部分

被移送至司法机关承担刑事责任。究其原因，一个重

要因素就是他们家教缺失，对家人肆意纵容，甚至充

当他们违法乱纪的“保护伞”，最终被“拉下马”。

例如，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江西原省委书记苏荣

的腐败，与其妻子于丽芳密不可分；全国人大环资委

原副主任、云南省原省委书记白恩培的妻子张慧清，

不仅没成为白恩培的“廉内助”，反而充当白恩培贪腐

的“助推器”。

全面从严治党始终在路上。各级党校要加强家风

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

修身、廉洁齐家，在管理好自身的同时，严格要求配偶、

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

2  家风教育的现状 

2.1 重视程度不够

家风传承，润物无声。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忽

视家风教育，过于“功利化”，过分注重短期利益、个

人利益和局部利益，只顾小家不顾大家；不注重模范

引领、言传身教，对子女疏于管教，过分溺爱，甚至

充当子女违法乱纪的“保护伞”；社会作用不突出，甚

至对社会的发展造成阻碍。

2.2 教育内容不活

以县级党校为例，虽然已将家风教育纳入主体班

培训课程，纳入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内容，但是培

训内容以上级安排为主，还没有将家风教育作为思政

教育的重要载体以及从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角度，深挖其思想内涵、文化价值和古今意义，进

而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提升他们的党性

意识。

2.3 教育形式单一

普遍而言，基层党校在开展家风教育的过程中，

基本都是以“听大课”“灌输式”的教育方式为主，党

员干部即使参与相关学习培训，也是“骑马观花”走

过场，没有在心底形成烙印，产生情感共鸣。加之受

传统教学思维影响，部分党校教师没有在体验式、沉

浸式教学方式运用上进行过多的思考和探索，导致教

育效果不佳。

2.4 教育氛围不浓

家风教育不仅是各级党校的职责，也是全社会的

共同责任。然而，各级党政机关对家风教育认识程度

不高，在“三会一课”等各类学习活动中，有关家风

教育的内容安排较少。另外，在社会层面，对于以家

风教育为主题的宣教活动开展得也不丰富，教育氛围

不浓。

3  家风文化融入党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

2021 年 7 月，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等部门联合颁

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实施意见》

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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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每一位

党员干部都必须奉行培育和践行优良家风，加强家庭

家教家风建设，规范自己的行为，并将其作为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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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准则。

3.1 加强家风教育研究

家风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藏着中

华民族上下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精髓，这种文

化精髓成为千千万万家庭的宝贵精神财富。党的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许多场合强调家风建设的重

要性，发表了“三个注重”等一系列重要论述，要求“发

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清晰指明了新时代推

进家庭建设的重大意义与实践要求。各级党校应将家

风教育作为重大课题，组织骨干教师深入开展理论研

究，一方面要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家庭、家教和家风

建设作出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家风文化在新时代被

赋予的新内涵，不断拓展家风教育的社会功能和时代

意义；另一方面要深入挖掘优秀家风文化中蕴含的思

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充分理解家规家训家风的古今意

义，通过学习借鉴古今中外治家智慧和优秀家规家训，

为广大党员干部修身齐家提供理论指引。

3.2 纳入主体培训课程

运用家风文化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要切实抓好党员

和领导干部这个关键群体，促进党员干部把家风建设摆

在重要位置，落实“三个注重”（注重固本强基、注重问

题导向、注重深度融合），推进家庭文明建设。对此，各

级党校作为教育培训党员干部的主阵地，一方面要将家

风教育纳入主体班培训课程，作为党员干部的“必修课”。

例如，可开设“加强领导干部家风建设”“传统文化与个

人修养”等专题课程，重点讲清家风教育的古今价值和

重要意义，同时开展“送教下基层”活动，将家风教育

延伸到基层党员，最大限度扩大教育受众面。另一方面

要创新教学形式，提高党员干部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例如，可以运用参观阵地、实地学习等情景式教学，引

导党员干部学家风、立家风、传家风，推动广大党员干

部带头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成为廉洁修身、

清正齐家的表率。

3.3 营造浓厚教育氛围

目前，要使每名党员干部都意识到家风教育的重要

作用，就必须加强媒体宣传，努力形成“润物细无声”的

效果。一方面可利用手机微信等宣传载体，广泛传播普

及正确的教育思想和科学的教育方法，通过全方位、多

角度的宣传，使广大党员干部重视家风教育，树立正确

价值取向，提高思想品德素养；另一方面要深入开展家风

家训格言征集、故事征文、研讨交流等活动，鼓励广大

党员干部讲好家风故事、亮好家风格言，在全社会积极

培育知荣辱、树正气、讲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激

发人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和道德情感。

3.4 拓宽教育活动领域

党校不仅对党员干部具有教育之责，而且也要承担

面向社会的教育之责。各级党校应结合实际、因地制宜

组织开展好家风教育活动，不断拓宽学习教育领域，促

进形成崇德向善的良好社会风气。例如，可利用党日活

动等形式，组织党校教师进农村、进社区、进机关、进

企业、进学校、进家庭，宣传好家风、好家训、好家规，

促进家风家训家规深入人心。在党政机关，组织召开“传

承好家训 培育好家风”研讨活动，围绕什么是家风、家

训、家规，传承和培育良好家风的重要意义，从身边好人、

名人事迹、典型社会事件以及热点话题等内容展开讨论，

以唤醒党员干部的家风情结，不断兴起立家规、严家教、

正家风的热潮。

3.5 强化家庭家风教育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

师。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家庭教育所发挥的功能都无

可替代。党员干部要重视家庭教育，切实增强家风建

设的责任感，自觉践行家训家规的条款，将仁爱、敬业、

孝顺和诚信等价值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对晚辈

躬行身教，做出榜样。一方面，党校在开展家风教育

课程中，要向党员干部讲清楚讲透彻家风教育的重要

性，通过系统教育，使党员干部深刻认识家风教育与

其他教育同等重要，互为促进、相辅相成；另一方面

要以案促教，总结推广家风建设先进典型的经验和事

迹，同时也要选取反腐败斗争中查处的典型案件和典

型人物，总结他们放松家风建设的深刻教训，教育引

导广大党员干部以案促改，引以为戒。

4  结束语

家风是端正个人作风、滋养社会风气的重要源泉，

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党校思政课教学突

出家风文化教育，有助于引导党员干部以家庭为纽带

培育良好的行为习惯、人文素养和道德情操，弘扬传

统美德，树立家国情怀，廉洁修身齐家，进而促进醇

正家风与优秀作风、清朗党风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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