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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风家训与校风校训 
——兼谈家风与大学生思想政治建设 

◆向福贞 1  杨  伟 2  阎亚男 3 

（1、聊城大学东昌学院图书馆；2、聊城大学东昌学院教育系；3、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学术部） 

 
摘要：家风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家风熏染培育下的子弟们又

将家风带到教育领域。用他们从小接受的良好家风教育所形成的优良品

质深刻地影响学生。因此中国的文化得以一脉相承。所以师风是由家风

决定的。师风又影响着学风和校风。追根究底，校风是由家风决定的。

而当今社会，国家注重家风传承、注重家教，而学校里正好缺乏传统家

风教育，而家风正是中国所特有的既具有威信又具有效用的特色。我们

应该充分利用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一宝贵财富，加强对即将走向社会的大

学生思想政治建设。首先应该加强对大学领导者和教师的选拔与任用。

选任那些家风好、知识渊博的人担任大学生的思想教育者，像历史上著

名的孔子、孟子、朱熹、颜之推、曾国藩、蔡元培等人，利用他们自身

的学识和品行，带动全校的师生重振国学的威望。还有可以利用现代网

络技术，多采取一些易于被大学生接受的形式加强学风的学习与传承。

如利用讲好家风故事、晒家风行动等从知和行两个方面加强对大学生家

风教育。使家风精髓深入大学生身心，从而加强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

也加强校风建设。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和栋梁，中国的传统美德只要在

大学生身上保存，那么中华民族就会永远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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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风是“一个家族代代相传沿袭下来的体现家族成员精神风
貌、道德品质、审美格调和整体气质的家族文化风格”[1]。家风
以家训为主要表现形式。家训就是家族中德高望众者留给子孙后
代遵循的训导，是家风的主要外在表现形式。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 12 月 12 日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的讲话中说：
“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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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见，家风的传
承与建设意义重大，关系着世风和国运。 

校风，即学校的风气，常表现为具有行为和道德意义的风气，
往往由学校在长期办学过程中积淀而成，主要包括学校领导的工
作作风、师风、学风以及学校积淀的传统文化精神、学术探索所
形成的风气和氛围。领导的工作作风即为一校之长的作风；教风
可以理解为学校教师的作风；学生的学风往往由校长和教师的作
风决定和影响。因此校长和教师的品德与风格决定了该校的校
风。正如中国历史上的书院教育、私塾中的师徒关系。学校教育
在中国是近代以后的事情，在中国古代教育形式主要表现为私塾
与书院（当然也包括不占主导地位的官学）。在私塾和书院教育
中，书院院长和主讲讲师与私塾中的师傅对学生的人格养成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出自同一书院或同一师门的学生身上都刻着同
样的教育烙印。 

校训是一所学校校风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学校师生共同遵守
的基本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是校风的集中表现，体现学校精神
的核心内容。优良的校风是学校办学指导思想和培养目标的集中
体现，是培育优秀人才的根本保证，它全面地反映出一个学校的
精神面貌和办学水平。高校的校风校训具有丰富的德育思想和德
育价值，作为大学之魂，其内容有着鲜明的导向性，对高校的德
育工作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3]。 

孔孟的思想通过他们的弟子的推广和宣传，形成了中国历史
上的影响最大的儒家思想，孔孟也成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
开创私学先河，从教四十年，一生教出弟子三千余人，贤者七十
二人。他死后，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把他的言论编写成《论语》，
传之后世。孔子提出的“学而优则仕”、德才兼备的人才观以及
“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等以身作则，言传
身教的思想，都被弟子们继承和传承下来，影响至今。孟子成年
后也开始私人讲学，推行“仁政”思想，后世儒家认为孟子是孔
子思想的嫡传，尊称为“亚圣”。 

朱熹一生也致力于教育和研究。朱熹是儒学的集大成者，是
宋明理学的开创者。他重建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两
个书院都是宋代四大著名书院。他热心于教育事业，孜孜不倦地
授徒讲学。朱熹是继孔子孟子后的又一人，被后世尊称为朱子。
他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南宋著名的爱国丞相、民族英雄和文
坛领袖江万里就曾赴白鹿洞书院听朱熹讲学，后来，江万里依照
白鹿洞书院为榜样创办了白鹭洲书院。白鹭洲书院以“敦文化、
兴理学、明节义、育人才”的理念，培育学生。书院所在地在江
西吉安（古称庐陵），书院将庐陵“四忠一节”进行崇祀。“四忠
一节”指五位刚正不阿、坚贞不屈的杰出忠义人物，即欧阳修、
周必大、胡铨、杨邦义和杨万里。文天祥于白鹭洲书院见到庐陵
“四忠”的画像，慨然誓曰：“殁不俎豆其间，非夫也”。立志为
国尽忠，建功立业。在以后的抗元斗争中，他也表现出了大义凛
然的民族气节。留下了他的浩然正气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
丹心照汗青”。文天祥是江万里的弟子。从朱熹到江万里再到文
天祥，一脉相承。可见，学生的品行塑造受老师的道德品质和处
事风格的直接影响。 

明代东林书院的创办人顾宪成，将他的家国情怀、心忧天下
浓缩成“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传于弟子。他的这种思想被后来的东林党学者、明代清初的三大
思想家黄宗羲继承和发展成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并
直言：“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4]。 

有什么样的老师就会有什么样的学生。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老师对学生的影响甚至超过父母对孩子的影响力。到了近代，中
国的学校制度正式确立，学校也正式形成。古代的师徒关系变成
师生关系。但老师对学生的影响却依旧很大。在此，笔者再补充
说明一件事情，近代以后的学校里，校长和老师一样，对学生的
影响和学风的形成都起着重大的作用。大部分校长本身就是教育
家，校风的主要精神也体现在校长对学校、对老师的要求上。因
此学校里的师风应该包括学校主要领导和教师的品德与风格。 

蔡元培本身就是一位教育家、革命家、思想家。他任北京大
学校长期间，致力于改革封建教育，革新北大，对学生提出了树
宗旨、立德行、敬师长的要求，聘请了当时提倡学术民主，支持
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专家学者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到北大任
教。北大也因此成为中国思想活跃、学术兴盛的最高学府，也成
为新文化运动的阵地。北大的学生傅斯年继任北大代理校长，并
成为五四运动的领袖。蔡元培将自身的素养与思想推广到学校的
教育中，影响了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长期执行下去，就形
成了北大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校训校风。再后来，进入
北大的学生更是遵循着这样的校风，进行自我的完善。 

英国著名教育学家纽曼在《大学的理想》[5]中讲：“学者们云
集大学，虽然他们各自都热衷于自己的学科，又相互竞争。但是
他们为了创造和谐的学术环境而走到了一起， 亲密地相互交往，
相互调整各自的主张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他们学会了相互尊
重，相互磋商，相互帮助。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纯洁清澈的思想空
气。虽然就学生来说，他们仅仅学习众多学科中的少数几门。学
生得益于一种理智的传统，而这种传统并不依赖于特定的教师。”
这段论述深刻地指出了大学里，师风的潜移默化。个人品格如春
风化雨般滋润着学生的心田，让学生终生受益。无论是校长还是
老师，他们也是平凡的人。他们身上之所以有高风亮节，有一个
重要原因，他们从小接受了良好的家风熏染。只不过将家风中接
受的教育转化到了做老师的职业中，这个将家风转化为师风的过
程，即是一个自觉的过程、也是一个不自觉的过程。江山易改，
禀性难移。从小接受的家庭教育中所形成的做人原则，成人后做
师时自然就传染给了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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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看孔圣人。孔子三岁时父亲去世，孔子在母亲颜徵在的
教育下，自幼好礼，据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自
幼玩耍时，就会模仿大人进行祭祀游戏。孔子一生学而不厌，诲
人不倦。在教育儿子的故事中，我们还能看出孔家的家教之严。
在《论语•季氏》中有一章记载：孔子做了父亲后，无时无刻不
在观察和教育他的儿子，当他的儿子在他面前趋而过庭时，他抓
住时机询问学诗、学礼之事，强调诗礼教育的重要性。 

这则故事历史上称作过庭语。故事中孔子教育他的儿子“不
学诗无以言”和“不学礼无以立”，成为孔氏家族的家训，流传
了 2000 多年。从故事中，我们还看到，孔鲤见到父亲站在庭院
中时，趋而过庭。趋是快步小跑经过的意思。这是小辈见到长辈
时对长辈的尊敬的动作。由此可见，孔子平时对儿子的家教不仅
有督促其勤于读书，还有行为规范，真正做到言行一致。 

孟母三迁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孟母在孟子小时候就非常注
重教育环境的选择。为了激励儿子努力上进，不惜把已经织好的
布剪断。以激励孟子从小养成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树立坚强的
学习意志。 

颜之推出生于士族家庭。虽生于乱世，但颜家世代相传《周
官》《左氏春秋》等儒家经典。颜之推早年得到家学的良好熏陶，
非常注重早教对人的一生的影响。并写出了我国第一部家教著作
《颜氏家训》[6]。《颜氏家训》中涉及修身养德、教子之家、经世
为重。既有如何做人，也有如何做学问。颜氏后代家族又涌现了
颜师古、颜真卿、颜昊卿等人。 

朱熹的父亲朱松是在二程理学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所以
他对朱熹的教育十分认真。一直按照儒家王道圣贤的目标去实
行。朱熹很小的时候就立志做圣人，孜孜不倦的读四书，以后他
又教育学生说：“凡人须以圣人为己任。” 

曾国藩自幼读书就很刻苦。不仅他的父母支持鼓励他勤奋读
书，就连他的爷爷也非常重视他这个长孙的读书学习。不顾家庭
贫困也要支持孩子读书。曾国藩一生践行耕读本分。并且他留给
兄弟子侄大量的书信，书信其实就是曾家的家风家训。如“节俭
则行，人勤则健”、“盖子孙若贤，则不靠父辈，亦能自觅衣食，
子孙若不贤，则多积一钱，必将多造一孽”等。 

郑板桥将中国的传统文化融入到他的家训中，他临终留给后
代的话是：“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 

林则徐是虎门销烟的民族英雄。其民族气节和正义在他的一
幅家风家训的对联中可以看到：“子孙若如我，留钱作什么？贤
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
其过。” 

陶行知、蔡元培等大教育家也都是自幼刻苦好学，博览群书。
虽家境不好，但克服艰难，抓住学习机会。并少年就有大志。如
陶行知：在 15 岁时就挥笔写下了“我是一个中国人，应该为中
国做出一些贡献来”的豪言壮语。 

纵观中国历史，有多少这样的人物，自幼受到来自家庭、亲
人、和周围环境的耳濡目染，明智的教诲在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地
扎下了根基，如同一棵小树，从树苗开始就往正直上茁壮成长，
长大后，当然要成为栋梁之材的。因此，这样的人物如果为人父
母，受益的是子孙后代，如果为人师，受益的就是学生。由此我
们也可以得出结论：家风的风向决定师风的风向、师风的风向决
定校风的风向、校风的风向将决定世风的风向。家风家训具有强
大的教化力量，以其特有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个人的行为及
处事方式，对大学生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大学生思政
教育的原始场域和长效载体[7]。 

那么，当今高校的家风校风如何呢？ 
第一，大学生基本的礼貌缺乏。比如见面打招呼，进门敲门，

上课回答问题等。遇到这些生活细节事情时，学生不懂礼貌、不
知道是家长从未教导过还是其他原因，尊敬师长的优良传统有些
遗失。 

第二，大学生的国学基本功较差。主要表现在书写的汉字很
差，也就是汉字写的一点也不漂亮。古代经典背诵的太少，中文
写作水平也较差。 

第三，大学生理想和信仰的迷茫。 
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何在呢？ 
原因一：家庭教养的缺失。从小父母对孩子缺少严格的传统

道德教育。当代大学生家风 

教育主要是道德教育，但缺乏道德理性培育，阻碍了家风教
育的健康发展[8]。 

原因二：师风的引导和教育没有跟上。正人先正己，作为领
导和老师没有以身作则，更没有严格要求学生。 

原因三，整个社会浪潮只注重升学率，没有注意学生个人素
养的提升。因此除了一些艺术生、特长生外，大部分学生只是为
高考而高考，高分而低能，智商高于情商。 

现在，我们国家要求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建设。将优良家
风家训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有利于丰富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
的内容和形式，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提高思
想政治教育效果，对营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讲话中说：“我国有
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走自己
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扎实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 ]。”因
此，将家风教育融入到校风建设中，就是我们的特色。关键在于
师风的建设上。 

关于校风建设，建议采取以下几种措施： 
措施一：选拔师德高尚、学识渊博的人才走到领导和教师的

岗位上来。他们本身自带的师风应该就会在与学生的学习和交往
中，传递给学生。 

措施二：采取多种让学生乐于接受的方式，进行优良家风的
理念教育。大学生经过十年的寒窗苦读，终于考上了大学。在过
去的十年中，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学习各种知识，应付各种考试，
几乎没有时间阅读考试内容以外的东西，现在有时间可以补上这
节课。大学生初入大学，大学是人生的一个新阶段，是将来走向
社会和工作岗位的基础，很多人把大学视为他们的第二生命，也
有的把大学视为精神生命的发端。因此，在大学阶段对大学生进
行家风教育，传统美德教育很有必要。可以利用讲好中国家风故
事的形式，让学生了解家风，学习家风，践行家风。还可以将家
风教育分成理论课和实践课，作为学生必考的科目，强制学生学
习家风，贯彻家风。还可以利用现代的网络技术，开展形式多样，
健康向上的家风教育活动，让家风吹入学生的的头脑，将中国的
传统美德融入学生的心中，那么，学校的校风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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