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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文化一词，源自《易经》：“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意思是观察人类社会现象，用教育感化的手段治理天下。“人

文”中的“文”通“纹”，含“纹理”之意，指社会生

活中人与人之间关系构成的复杂网络，具有纹理表象，即人伦

社会规律。家庭作为社会的基础单位，各自结构相近，但又存

在不同。物质上，各个家庭由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而出现

收入水平不同。这些物质上的分化也导致了家庭在精神追求上存

在差异，而差异经过一代又一代的长期积累、反复沉淀，最终

形成不同的家风、门风，深刻影响着家庭内部的成员。家风文

化，即以家庭为单位，面向所有人展开教化所需利用的社会精

神生活形式的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解决一切

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是发展，而发展的关键在人，家风文化建设

意义之所以重大，是因为它旨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根本上

把握发展的动力，加快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

1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现代社会小家庭是国人获得自身认同的一个重要基点，人们

努力争取家庭中的地位同时寻求家庭成员情感上的慰藉与意义上

的肯定。家庭在个人成长中的重要作用，也决定了家风文化在

人的全面发展过程的显著地位。

1.1 家风文化育人铸魂，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一方面，家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空间层面的住所，更

是心灵的港湾。因而产生于家庭内部的家风文化对家庭成员的道

德塑造、人格养成将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是对个人发展的深远

文化背景。另一方面，家庭是人生的第一课堂，父母作为孩子的

第一任老师，应让子女在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进行潜在性熏陶，

从品行操守、信仰追求等方面加强家风文化建设，为孩子的成长

打下良好的思想道德基础和人格基础，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培

育社会有用之才，从而实现家风引导、熏陶家庭成员的社会作用。

1.2助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提升人民精神境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着社会最大范围的共识，是中华民

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文化强国战略实施的重要基石。一方

面，由血缘纽带和亲情关系所维系的家庭，是社会结构的基本组

成单位，在社会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同时绝大多数个体都身处其

中，并将家庭看作是心灵的归宿，因而家庭在个体发展的精神引

领方面具有至关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家风文化的精神内核与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通相连，家风文化建设可通过家庭使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落小、落细、落实，更加生活化、常态化，从而渗

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人们内心恪守的准绳。家风文化

建设，可通过弘扬优良家风、家训，在家庭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指导和约束个体行为，维护家庭稳定与和谐，最

终引导个体成为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的

家风文化建设的三重价值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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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公民。

2　维护国家长治久安

在儒家传统思想中，个人德行与家族发展、国家治理密切

相联。今天，虽然传统意义上庞大的血缘家族不复存在，但这

不意味着依赖其为载体的家风文化建设也将随之消逝。法律以社

会底线的形式存在，道德才是新时代人们应遵循的准则，心中

拥有崇高的道德追求，就不会轻易触碰法律的底线。新时代的

家风文化建设，正是通过培养个人品行、唤醒人民内在的道德

自觉，从而凝聚崇德向善力量、塑造风清气正社会氛围，实现

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

2.1凝聚向善向上百姓力量

家风是民风的微观缩影，要通过崇德向善、淳厚的家风文

化，给人民带去正面教育，让每个人在自己生活的小家之中潜

移默化地受到教育、受到感染。家风不同于急功近利式的强制

教育，它从人民情感最深厚的家庭入手，化有形为无形开展教

育，更易让人们对向上向善价值观念产生情感认同。同时，家

风文化积年累月的耳濡目染、父母的言传身教，也更容易使受

熏陶的人们将家风文化内化于心、外化于形，坚定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家风文化，作为一种对个人具有强约束的道德

力量，只要发挥好良好家风的辐射作用和影响力，就能达到传

播正能量、激发人民心中崇德向善力量的作用，从而推进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2.2塑造风清气正社会氛围

中华文明语境下的家国总是呈现出“同心圆”式的关联图景，

家庭伦理道德与社会伦理道德存在深刻的内在联系，这为推进社

会治理提出了崭新方案。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处于新时代，这

一历史方位不仅带来新机遇，也使人们不断面临消费主义、拜金

主义、官僚主义等不良风气的新挑战。家风作为一种由家庭认可

并且为家庭成员内化的价值尺度，面对不正之风，它可以唤起人

们心灵深处最温暖、美好的记忆。家风文化建设，将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的形成落脚到以个体家庭风气的建设为对象，提高迈向社

会的每个个体的综合素质，坚持守正笃实、久久为功。家庭是社

会、国家的基本组织单位，国家发展的根基来自于千千万万个家

庭的力量。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我们都应努力做良好家

风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助力社会形成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

3　实现民族复兴伟业

家是人们内心深处最牢固的根，而家风则在历史更迭进程中

熏陶、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家风作为一个国家精神文明

面貌、文化进步发展的重要内在尺度，影响着整个社会组织的运

作。古往今来，每一种开明、进步的文化，都提倡承继优良家庭

传统，在家庭教育中融入爱国意识、责任意识。家是最小国，国

是千万家，只有家风文化向善向上，才能激发中华民族敢拼敢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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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注入灵魂血液，以使得文章更具情感。在此过程中，写作

教学亦可与阅读充分结合起来，以读写结合的方式融入日常教学

中，通过创设情景剧等的方式，让学生在角色扮演中感受人物

情感，以借此丰富自身的情感体验。比如，在讲授七年级课文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则可让学生挑取其中感兴趣的某

一情节进行表演，让学生在情境氛围中自由发挥并设计活动，

将文中描绘的小鲁迅、寿镜吾老先生等的性格特点等充分表现出

来，进而在故事情节中感受人物的内心世界，丰富学生的情感

体验。

2.4优化练习主题——构建话题情境

普良尼施尼柯夫说：“知识不是某种完备无缺、纯净无

瑕、僵化不变的东西。它永远在创新，永远在前进。”练习

也一样，机械式的联系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需不断优化形

式。在进行初中语文写作教学时，还可以从话题情境入手，构

建真实的练习化的情境。情境作文题一般由三部分组成：话题

情境材料，呈现“从何讲起”；任务情境材料，规定“写什

么”；要求情境材料，提示“怎么写”。三者之中，话题情

境是起点，任务情境是关键，要求情境是套路，充分体现教师

限制的智慧。如 七年级“班级计划举行读书会”的活动的情

境设计，引导使学生必须联系本班最近读过热门书、考虑读者

对象的特点，推荐写出“感触最深的书目”。又如，在人物

细节描写的写作练习时，设置“期中考试后，语文老师抱着一

叠试卷走进教室”的情境，引导学生展开心理描写。再如在八

年级上册：“说明事物要抓住特征”练习中，构建说明文的练

习情境，如现场展示一个玩具熊，由学生语言描述它的特征，

看看谁的语言最简明、生动、准确。学生的思考有的放矢，可

以很好的提升学生的写作兴趣，充分活跃思维、锻炼学生的思

维能力和写作水平。

此外，在融入情感因素的写作过程中，学生语言的运用也

具有一定的影响效果，是以将自身的情感、心理有效表达的关

键所在，因而教师亦需要注重学生情感语言表达能力的训练与培

养，以促使学生的内心情感能够更加有效的注入文章中，以增

强文章的情感色彩，提高学生的写作质量效率。

3　结束语

由于初中生的写作需要具备一定的耐心、基础、素材以及

技能等，具有较强的综合性，致使目前多数学生对于实际生活

观察有限、写作的兴趣不足，且困于写作的内容与质量。对于

这一现象，教师则需加强重视，将情境教学法充分利用并促使

其发挥教育作用，借助多媒体教学平台、课内外引入生活情

境、角色扮演丰富教学情境、构建话题情境等策略，多角度展

开写作引导，切实提高学生的写作兴趣，实现高效的写作指

导，促进学生写作综合能力的提升。

参考文献：

[1]刘晓琴.创设教学情境,实现有效教学——谈情景教学在初

中语文写作教学中的应用[J].学周刊,2017(10):144-145.

[2]东思琴.初中语文写作教学中情景教学运用策略分析[J].

文渊(中学版),2019,000(001):212.

的昂扬斗志，才能动员千千万万小家为民族复兴不懈奋斗，从

而汇聚起势不可挡的磅礴力量。

3.1 激发家庭奋斗热情，汇聚磅礴力量

优秀的家风文化会让抽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变得具体、

鲜活，从而广泛动员起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奋斗热情，努力践行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观，为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汇聚起磅礴力量。通

过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家国情怀中的强烈的主体意识、担当意

识、奉献意识，使良好的家风文化，在一个个家庭中得到传

播、在社会上蔚然成风，从而转变为一种强大且磅礴的物质力

量。当人们坚定弘扬真善美、抵制假恶丑，便会积极投身于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增强文化自信、民族自信而贡献自己

的一份力量。

3.2 动员人民身体力行，迸发民族合力

个人、家庭的命运与民族发展紧密相联，我们作为中华民

族一份子，民族的兴衰荣辱关系着每个人，每个人的奋斗与幸

福也关系着民族的繁荣兴旺。新时代家风建设，要求促进小我

与大我融合，小家与大家联系，不仅要搞好小家的幸福，更要

将千万家的幸福、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国家的繁荣昌盛、民族

的伟大复兴放在心中。良好的家风文化有利于在大家族、小家

庭内部形成积极向上的风气与氛围。只有将个人发展的“小齿

轮”与国家、民族发展的“大齿轮”相嵌合，才能让人民在

关乎自身利益的发展中将一个个小目标转化为身体力行的实践，

民族才能迸发出奋斗向上的合力，而搭载着华夏儿女伟大复兴梦

的“巨轮”则能不断前行。

4　结语

家风文化建设，汲取优秀传统文化精髓、顺应新时代发展

潮流，是以家庭为单位、涵养民风的道德文明建设基地。一方

面，在家风文化建设平台上，不仅可以依赖家庭作为家风文化

传播的载体，还可通过树立优秀家风文化建设基地典型，借助

虚拟空间等网络信息技术方面的创新，扩大家风文化建设的传播

力和影响力。另一方面，要理论联系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在不同的地区宣传家风文化建设理念时，要结合当地民俗

传统展开，以人民群众能够接受、易于理解的语言开展。厘清

家风文化建设的三重价值维度，实现家庭关系不缺位、不越

位、不错位，真正使家庭发展融入社会发展，这既是对总书记

号召的积极响应，也是推动家风相关研究和家风建设不断发展的

重要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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