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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良家风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逻辑与现实路径

李贞瑜
!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

--!摘-要"家风是家庭和家族价值观'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的准则" 中国传统家风建设在氤
氲润化华夏文明的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架构" 优良家风文化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的一部分!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
的作用" 探索将优良家风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社会责任
感" 通过建设家庭教育平台'优化课程设置'加强家庭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等现实路径!高校可以
促进优良家风的传承!并助力学生成长为有社会责任感的栋梁之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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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的讲话*强调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
的第一所学校% 在当今时代下$应该重视家庭建
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紧密结合培育
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
统家庭美德% 由此可见$家庭教育是培养人才的重
要阶段$而思想政治教育则是高校教育的重要组成
部分% 探索将优良家风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并
在家庭中扎根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促
进学生品德的形成$并有助于学生成长为有社会责
任感的栋梁之材%

一#优良家风的内涵
家风是一个家庭和家族价值观'道德观念和行

为规范的准则$是维系家庭或家族良性运行的精神
纽带% 家风沉淀于家庭和家族的世代更替及繁衍
过程中$发展于社会演进中$并在较长的时间段内
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行为习惯'生活方式和精神风
貌% 它反映了家庭成员的品质'家庭的特色'家庭
的文化传统以及家庭的和谐与稳定$因其在家庭长
时间段内所逐渐形成$故家风在本质上具有相对稳
定性% 家风强调家庭成员之间要和睦相处'互相尊
重'孝顺长辈'诚信为本'刻苦奋进'团结协作'营造
了一种和谐的家庭氛围% 正面的家庭风气对家庭
成员的教育和成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家庭成员
提供了正确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 因此要传承
优良家风$并不断吸纳新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来
适应社会的进步和变化$并促进家庭的自我完善和

发展%

(一*克己慎独的立身之法
克己慎独意味着遵循自律'克制欲望和保持谦

虚的品质% 克己意味着自我节制$它强调人应该控
制自己的欲望和冲动$不得随意满足个体利益$这
是应该遵循的道德和伦理准则$既包括抑制淫欲'

控制嗜好'拒绝贪婪等$这也是一个人作为社会成
员能够实现自我约束$不违背社会道德和个人公德
的行为% 慎独意味着谨慎从事个人行为$它强调人
在独处时要审慎地思考和行动% 人们往往在他人
面前表现出众$但在独自一个人时却可能放松警
惕% 慎独对个人有着严格要求$即便独处$也需要
保持良好的操守和行为$坚持底线和道德% 这一准
则强调了个人的社会责任感和自律精神$是提升个
人品德和修养的重要指导原则% 它也提醒人们应
该在思想行为上保持谦虚和谨慎的原则和态度$时
刻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他人和社会的影响$以便更
好地维护社会和家庭的和谐%

(二*孝悌睦亲的伦理之责
孝悌睦亲的伦理之则主要指的是家庭成员之

间的相处规则$即家庭成员和谐共处的行为规范#

&夫有人民而后有夫妇$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
而后有兄弟/一家之亲$此三而已(% 夫妻之间$应
当做到相敬如宾$互相理解'包容和关爱% 夫妻之
间的相敬相爱是家庭稳定的基石$它可以建立良好
的夫妻关系$增进夫妻之间的感情$有助于促进夫
妻之间的沟通和合作$也可以为子女提供一个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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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庭环境$塑造健康'和谐的家庭关系% 父子之
间强调父慈子孝$父亲对子女充满爱心$以温暖和
慈爱的态度对待他们$关心子女的成长和发展$在
物质上满足子女的需求$在精神上提供对子女的支
持% 同等的$子女应当遵从父亲的悉心教导$牢记
父亲的谆谆教诲$做到对父亲恭敬有加% 兄弟之间
强调兄友弟恭'和睦相处$兄长应当爱护弟弟$树立
榜样模范$弟弟应该敬爱兄长$协助兄长构建良好
家风% 这些家庭伦理中的重要观念对促进家庭成
员之间的和谐稳定'增强亲情和信任起到了重要的
作用%

(三*天下大同的家国情怀
&天下大同(出自)礼记0大同篇*$它强调人与

人之间要和谐相处以及世界的和平共荣% )孟子0

离娄章句上*曾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
之本在身($)礼记0大学*也提到&古之欲明明德于
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
家者$先修其身(% 可见家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体
现了人们对于创造生命和生产实践的孜孜以求$也
体现了人们对于精神理想生活的美好愿望% 中华
民族自古以来都强调家国同构的理念$而实现天下
大同则是每一个中华儿女心中的夙愿% 庄子在)齐
物论*中写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天地本一体$只有消除社会的阶级差异$才能实现
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维护人类共同的利益和社会的
公共利益$真正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互助% 天
下大同追求的是一个没有战争'没有争斗和没有不
公的世界$人们在这个世界里共同生活'和谐相处$

共同追求幸福和进步$超越个人和群体利益$追求
人类共同的福祉$建立一个和平'合作'共存的美好
世界%

二#优良家风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
在逻辑

家风文化的发展离不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后
者为前者的培育提供了肥沃土壤% 通过抽取家庭
和日常生活中的片段素材对大学生进行世界观'人
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能够对大学生起到无声浸润
和深刻影响的作用% 而家风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质上和思想政治教育的
目的相同$都是以文化和德育推促个体人格的完善
和全面发展%

(一*优良家风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观
念上的契合性

家风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都强调价值观
的培育%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而优良家风则

是一个家庭内部核心的价值% 每个人从呱呱坠地
开始便开始接受家风的熏陶$父母教我们什么可以
做$什么不可以做$我们便在这春风化雨般的环境
下成长% 父母对子女长时间的影响$以及父母和子
女的长期接触$使得双方的感情愈发浓厚$家庭观
念成为父母和子女最无法割舍的牵绊$此种情感深
刻地影响到家庭教育$从而间接影响到对子女的教
育和教化% 家风文化注重培育家庭成员的道德品
质'行为规范$对塑造孩子品德和价值观起到了重
要作用% 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以全面'系统'科学
的思政内容$推促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三观$且其中
蕴含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公德'友善'和谐
等价值观能够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

促使其承担社会责任$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优良家风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成为大学生健康发
展的两架马车$齐头并进$一方面深刻影响大学生
个人的健康成长$另一方面对社会也产生深远影
响% 两者均为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塑造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

(二*优良家风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目
的上的一致性

家风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都注重人的全
面发展% 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也是个人培育
的第一个场所$它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学校教育和
社会教育的空白$并为个体早期人格的塑形起到了
关键作用% 优良家风在教育实践中加速培育个体
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沟通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媒介和桥梁% 中
华传统家风文化中所蕴含的修身观激励一代又一
代人为完善自身'提高自身道德素质而不断努力%

家庭作为社会的最基本单位$通过优良家风文化的
传承和教育$能够塑造家庭成员的健康心理'丰富
文化内涵并形成良好的个人品格% 思政教育价值
与人的根本价值有不谋而合之处$具体而言$前者
既是展现后者的重要表现$又是实现后者的重要途
径%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关注个体的思维能力'价值
观和信仰$促使个体在社会中健康成长$将优良家
风文化和高校思政教育有机结合$能够促进个体的
多面发展%

(三*优良家风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文
化上的传承性

家风文化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都十分关注传
承优秀文化% 中华文明在漫长的岁月之河中延绵
不衰$虽饱经磨难但不见衰败$并愈发历久弥新$其
重要根源来自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对优秀传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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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价值的高度认同% 家风文化植根于中华民族绵
延不绝的优秀传统文化$如优良家风传统文化中的
&五常(及&八德($既符合中华传统道德文明的核心
要素$又与高校思政教育的价值理念契合联系% 家
风文化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源头活水$扎根并生
长于日常琐碎生活的优秀家风文化$给高校思政教
育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并成为高校思政教育
的言行载体% 家风文化倡导家庭成员尊亲爱老$尊
敬长辈$继承传统美德$其成为中国传统家庭文化
的重要构成部分%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帮助大
学生更好地理解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促进大学生
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增强大学生对中华文明的自
信和自豪之情% 优良家风在素质教育的时代洪流
中成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为传播和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重要贡献$同时也成为融
入高校思政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三#优良家风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
实路径

家庭是道德观念形成的重要环境$是培养社会
责任感的关键环节$是学生心理健康的保障% 优良
的家庭教育为学生的道德观和行为准则奠定基础$

塑造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促进学生关心社会问题并积极主动参与社会公益
活动% 和谐的家庭环境则有助于学生的心理健康$

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并培养积极乐观的心态% 探索
如何将优良家风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便是一个
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建设家庭教育平台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优秀的理念不仅仅

需要我们了解知道$更重要的是牢牢地掌握并去实
践% 高校可以通过创建家庭教育平台$为家庭教育
提供相关资讯'资源以及指导$如一些在线课程'家
庭教育指导手册'家庭活动等/开展面向家长的家
庭教育培训$提升家长的育人能力和家庭教育意
识$培训内容可以包括亲子沟通'家庭价值观培养'

家庭纪律建设等$帮助家长更好地履行教育责任/

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引入家庭教育平台$包括
有关公民道德素质'法制教育'社会责任等方面的
教材'课程和案例$从而使家长及学生深刻理解和
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推促家庭教育和
高校教育有机结合/增进学校和家长的合作与沟
通$建立双方平等便捷的交流平台$搭建双方的合
作桥梁$使得家长能够明晰学校的管理日常$从而
增进家长对学校的信任和理解% 同时$建立学校教
师和家长的沟通机制$教师及时向家长反馈学习情

况$并邀请家长参与班级教育活动$从而达到共同
关系'推促学生学习的作用% 通过宣传和倡导$提
高社会对家庭教育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的认
识和重视程度$鼓励家长和学校共同肩负起培育学
生综合素质和社会责任感的责任$促进学生的全面
发展% 由此可见$家庭教育平台可以成为家长和学
生学习和交流的平台$促进家庭教育和高校教育共
同推进$同时加强对家长的培训和引入高校资源$

提高家长的教育能力并增强教育意识$更好地履行
教育责任$形成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育人的良好
氛围$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和成长%

(二*优化课程设置
应当积极更新和完善高校的思政教育课程$适

当引入家庭教育的内容#面向学生分析家庭伦理$

帮助学生厘清家庭关系$增进学生的家庭教育$丰
富学生的家庭道德知识$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和认
识家庭$从而完善学生的家庭道德伦理观$促进学
生家庭的和睦亲好% 与此同时$还可以在课程中融
入一些真实的家庭案例$通过讨论和分析$让学生
了解家庭教育对个人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影响$激发
学生对家庭教育的思考$并激发学生对家庭的责任
感和关注度$在课程中组织学生进行家庭教育实践
活动$比如进行家访'开展亲子活动等$通过实践让
学生体验和感受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和影响$促进其
形成正确的家庭观念和家庭责任感/与家庭机构合
作$共同开展优良家风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培训
和活动$通过家庭教育机构的专业理论$为家庭教
育丰富相关理论$并提供可靠的实践经验% 高校的
思想政治教育离不开家庭对学生的教育和管理$二
者相辅相成$家庭是施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的重要场地$家庭教育在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承
担了重要作用% 家庭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
育的基本单位$推促学生个人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帮助学生更好理解家庭教育在个人成长
方面所起到的独特作用% 同时$通过实践教育和家
校合作$培养学生的家庭责任感和家庭价值观$促
进优良家风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密切融合%

(三*加强家庭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首先高校应建立家庭教育师资培训机制$培养

专门从事家庭教育工作的教师和辅导员$并将他们
纳入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负责开展家庭教
育指导和辅导% 通过建立家庭教育资源库'收集整
理国内外优秀的家庭教育案例和教材资料等$让学
生参考和借鉴来提高他们的家庭教育素养% 其次
建立互信与沟通渠道#创建一个积极的师生互动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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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建立良好的互信关系% 教师应当了解学生的家
庭背景和个人情况$关注学生的学习和个人的困
惑$针对学生的家庭环境和教育背景的不同$采用
适当的教育方法和策略$解决学生在家庭教育方面
的问题% 与此同时$高校应加强家庭教育与校园文
化的融合$将家庭教育融入到校园文化建设中% 通
过与家长的交流$了解他们的期望和需求$增强高
校与家庭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营造积极'健康的良
性互动氛围% 通过课堂教学和实践活动培养学生
的社会责任感和家庭责任感$引导学生关注家庭的
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促进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紧密
融合%

四#结语
家风扎根于中华文明社会历史的最深处$集中

体现了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其以家庭和家族
为单位$扎根繁衍并成长于社会的最基层$渗透于
道德伦理文化'风俗心理习惯'语言文字结构等方
方面面$展现了新时代下我国优良的社会价值取
向$是中华民族最独特的精神慧命% 优良家风是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助力$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一道$起着传承和育人的重要作用% 同时$优良家
风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优良家风
的培育和传承$汲取家风文化精髓并融入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之中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高校应
当积极与家庭合作$共同努力$培养品德高尚'有社
会责任感的优秀人才% 融入优良家风的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将促进学生个人品格的完善和社会责任
感的提升$但仍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实践$探索

更有效的途径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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