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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润心，为家风建设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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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采用量化与质性相结合的方法，调研了传统文化在家庭教育中的融入现状与效果。共收集有效问卷 880 份，

涵盖全国多个省份家庭，选取典型案例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多数家庭认同传统文化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性，但实践不足；

“高赋能家庭”在家庭教育理念、亲子沟通模式、学习氛围等方面展现出显著优势，形成了和谐的家庭环境和良好的家风，

对孩子的全面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相比之下，“低赋能家庭”在传统文化教育实施上表现出明显欠缺，家庭氛围紧张，

孩子成长状况不良；“云说家风”家庭父母积极参与、全家共同践行实现家庭教育良好成效；家庭环境和社区氛围对传统

文化教育实施效果显著。建议家庭明确教育目标，加强传统文化融入，同时鼓励社区整合共享传统文化教育资源，为家庭

提供更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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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家庭教育作为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教育部 2013 年发布《义

务教育学校校长专业标准》[1]，对校长联合家庭共同教育做

出要求，家校共育被社会各界高度重视，此后，全国教育大

会以及教育部也多次发文要求加强家庭教育，达到家庭、学

校、社会协同育人目标 [2,3]；2015 年 2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春节团拜会上首次提出“注重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

家教，注重家风” [4]，明确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2021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简称《家庭教育促进

法》）颁布，标志着家庭教育迈进了法制化的新台阶；习近

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加强

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推

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提高人民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 

”[5,6]。2025 年 2 月 1 日，央视新闻联播于头条再度播报《求是》

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7]，

体现了党对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高度重视。家庭家教家风建

设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国人自古就追求“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 [8]。而家庭教

育水平则影响和决定着社会风尚的养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蕴含着丰富的教育智慧和人生哲理，

对家庭教育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厚植于其中的中国家教家

风对于孩子人格塑造、价值观形成以及社会适应能力培养更

是具有深远影响。良好的家教家风能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人们

良好的行为习惯和道德观念 [9]。传统文化中的家庭教育理念

和实践案例，如同明灯一般，能够照亮家庭教育的道路，为

家长们提供宝贵的借鉴和启示 [10,11]。然而，如何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有效融入家庭教育，成为当前家庭教育领域亟待解

决的问题。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研和典型案例分析，全面剖析不同

家庭在传统文化传承中的实践策略与成效差异，揭示传统文

化在家庭教育中的实际作用，为家庭提供可借鉴的教育经

验，也为进一步推广和深化传统文化在家庭教育中的应用提

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1. 研究现状

1.1 国外研究现状

近年来，传统文化及其在家庭教育中的应用逐渐成为

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国外研究方面，传统文化教育（也

称经典教育）研究起步较早，已形成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和

实践模式。Hirsch (1987) 提出“文化素养”理论，强调经典

著作对于个体认知发展和社会融入的重要性，为经典教育提

供了理论支撑 [12]。Gardner (1999) 的多元智能理论则指出，

经典文学作品能够激发儿童的语言、音乐、空间等多种智能，

为经典教育的实践应用提供了新的视角 [13]。此外，Bloom 的

“西方正典”研究进一步明确了经典著作在文化传承和教育

中的核心地位 [14]。根据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统计，近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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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classical education”为主题的研究文献超过 5000 篇，研

究内容涵盖经典教育的理论建构、课程设计、教学方法和效

果评估等方面。

1.2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研究方面，传统文化教育研究近年来呈现蓬勃发

展的态势。朱永新 (2014) 倡导“新教育实验”，将经典诵读

作为重要内容，并在学校教育实践中取得显著成效 [15]。中

国知网数据显示，以“传统文化教育”为主题的文献数量逐

年递增，近五年累计发表相关论文超过 2000 篇，研究主题

集中于传统文化教育的价值意义、实施路径、课程开发和评

价体系等方面 。而以“家庭教育”和“传统文化”为共同

关键词的文献 585 篇，可以看出对传统文化及其融入家庭教

育的研究也越来越受重视。

传统文化教育在家庭教育中的应用研究也存在一些不

足，如研究方法多以理论探讨和个案研究为主，缺乏大规模

的实证研究，研究内容多集中于经典诵读对儿童认知发展的

影响，对儿童情感、态度、价值观、家庭整体素养等方面的

影响研究相对不足。

2. 研究方法

2.1 量化研究

（1）调研对象：全国范围内不同地域、年龄段、经济

水平、文化背景的家庭，确保调研结果的广泛性和代表性。

（2）问卷内容：涵盖家庭基本信息、家长对传统文化

的认知与态度、家庭教育实践中传统文化的融入方式、家庭

对传统文化的接受程度及效果评估等，共 24 道题目。

（3）数据收集与分析：采用问卷星平台在线发放问卷，

匿名填写，保护隐私以提升数据真实性；使用 Excel 2021 进

行数据统计、处理及图表制作。 

2.2 质性研究

（1）选取原则：兼顾城乡、经济来源等不同背景的家庭，

确保案例的多样性和可比性。

（2）案例回访：针对典型家庭进行回访，围绕“传统

文化融入的难点与突破点”、“家庭教育中的成功经验与反

思”等主题进行深入交流。 

3. 调研结果分析

3.1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分析

调研覆盖全国 17 个省、26 个城市，共收回有效问卷

880 份。以城市新建小区、工薪阶层、本科及以上学历家庭

为主，属于社会中高层次家庭，如图 1-3 所示。这些家庭

多数拥有相对稳定的职业和收入来源，父母普遍接受过高等

教育，在探讨传统文化如何润心、为家风赋能时，这一群体

的经验和做法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图 1  调研家庭居住区情况

图 2  调研家庭收入来源

图 3  调研家庭父母学历情况

3.2 家风建设意识情况分析

家风是一个家庭（族）世代传承的价值理念与精神风

貌 [16]。一个家庭通过家规和家训濡化家庭成员，约束家庭

成员的日常成为。调研中，82% 的受访者认为家风非常重

要，但仅 17% 的家庭有明确的家规家训并能严格执行，表

明，绝大多数家庭都高度认同家风在家庭成员成长过程中的

关键作用，但是仅停留在认识层面，缺乏家风建设需要付诸

的实际行动，如图 4-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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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家庭对家风重要性的认识

图 5  家庭家规家训制定及执行情况

3.3 传统文化教育实施程度分析

在学习传统文化方面，家庭中长辈直接参与学习的情

况存在差异，45% 的家庭父母都学习传统文化，有 35% 的

家庭中只有母亲学习而父亲不参与，如图 6 所示，另外，家

庭中祖辈学习传统文化的案例则更少，能够看到传统文化在

上一代已经出现断层情况。不同家庭在学习传统文化的方式

及教育实施程度上也差异较大（如图 7、8 所示），25% 的

家庭完全没有增加传统文化阅读书目，19% 的家庭基本没读，

只有 23% 的家庭有显著增加传统文化相关书目的阅读，学

习积极性有待提高。

图 6  家庭中长辈读经典情况

图 7  家庭诵读经典增加情况

图 8  家庭学习经典的方式

3.4 传统文化教育对家庭产生积极影响

融入传统文化教育后，家庭对传统美德的认可度显著

提升（81% 的家庭更加重视并践行传统美德），家庭氛围

更加和谐，亲子沟通更加顺畅。同时，孩子的学习和行为习

惯有所改善，家庭成员的文化素养也有所提升；面对困难时，

36% 的家庭会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智慧解决问题，传

统文化教育在提升家庭对传统美德的认知和践行方面发挥

了积极作用。 

4. 案例研究分析

4.1 “高赋能家庭”与“低赋能家庭”对比研究

根据问卷得分（如传统文化融入频率、传承方式、教

育实施效果等）将家庭划分“高赋能家庭”与“低赋能家庭”，

通过对比，“高赋能家庭”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有明确的

学习方向和目标，注重学习，实施措施切实可行，将经典融

入日常生活，家庭沟通顺畅，形成良好的家庭氛围；“低赋

能家庭”则缺乏传统文化传承，无共同学习方向和目标，价

值观缺乏共识，教育理念模糊，沟通不畅，家庭氛围紧张，

孩子无志，家庭出现各种问题，幸福感较弱，导致恶性循环。

具体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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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种类型家庭教育对比

类 别 低赋能家庭 具体表现 高赋能家庭 具体表现

家庭教育理念家长教育水平与参
与度

缺乏传统文化教育水平不
高，参与度低

价值观缺乏共识缺乏亲密感和归属
感

重视文化传承教育水
平高，参与度高

融入日常生活，形成良好氛围关系
紧密，相互关爱支持

家庭氛围 不 佳 紧张，沟通不畅 和 谐 沟通顺畅，相互理解支持

学习方向 缺 乏 系统性和连贯性不足 明 确 如学习并进行家风建设

家庭活动 缺 失 知识共享和情感交流受限 丰 富 促进知识共享和情感交流

孩子发展状况 不 良 无志向、懒惰、自私、孩子抑郁等 良 好 勤奋、自律、有志向等

4.2 特殊案例研究

在“高赋能家庭”中，选取跟随国学学者张建云先生“云

说家风”读书会进行家风建设学习的家庭作为特殊案例进行

深入分析，这些家庭在融入传统文化教育方面表现出色，得

分相对较高。“云说家风”读书会是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关

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为指导，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落实在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中，专注于孩子成长、家庭关系

和个人情绪修养，助力家庭完善家教、建立家规、提炼家训、

改善和建设家风的专业读书会。通过研究发现，“云说家风”

家庭在教育理念、实施策略及实施成效等方面均呈现出比一

般家庭更加显著的特点。如表 2 所示。

4.2.1 教育理念

“云说家风”家庭有明确的学习方向，注重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和实践，这为其在家庭教育中有效实施奠

定了坚实基础。家庭成员通过线上“微国学”、“云说家风”

等平台，以及线上“六点书院”、线下读书会等多种方式深

入学习并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4.2.2 实施策略

“云说家风”家庭重视发挥父母的关键作用，强调（促

进）全家总动员，通过家长课堂提升父母的教育能力和家庭

管理水平，通过“少年国学班”加强对孩子的系统培养，将

立志、沟通、礼仪等优秀传统文化贯穿在生活中每一个细节，

坚持晚上 8 点诵读 20 分钟国学经典，奠定孩子成长的坚实

基础；通过“家风训练营（技术）”共同制定并执行贴近家

庭实际情况的家规家训，增强家庭成员之间的凝聚力。

“云说家风”还注重社区的实践效果，通过与社区合作，

利用社区公共空间，为所在社区的家庭赋能，每周末召开

“云说家风”聊天室，所参加的家庭或个人都能通过自省、

择善和感恩动情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将积压心头多年的积怨

化解，尤其促进夫妻、婆媳关系。同时为社区 5—15 岁少年

开展以《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道德经》等为

载体的的剧本演绎和国学游戏，极大程度地激发了孩子对传

统文化的乐趣和获得感。

表 2  “云说家风”传统文化教育实施情况

类别 具体内容 说明 示 例 重要性

实
施
策
略

学习并践行和建设）家风 学习家风理念，并融入日常生活 跟随国学学者张建云先生学习“云说家风” 核心策略

父母参与“家长课堂”； 家长积极参与家长课堂学习，提升教育能力 参加家长课堂，训练如何做好父母 关键行动

孩子参加“少年国学班” 孩子系统学习优秀传统文化 学习立志、沟通、礼仪进行“三格”教育：涵
养性格、培育人格、锻炼体格 基础教育

家庭成员共同阅读经典、讨论制定并
执行家规家训

家庭成员同读一本书建立共同话题家庭成员
共同制定并严格执行

参加线上“六点书院”及线下读书会参加“家
风训练营（技术）”

增强凝聚力培养
自律意识

实
施
成
效

家风氛围浓厚 家庭形成和谐、积极的家庭环境 家庭成员互相关爱、尊重和理解 显著成效

亲子沟通顺畅 共同阅读和讨论促进亲子深入沟通 提供交流平台，解决家庭矛盾 重要成果

孩子成长有为 孩子在立志、礼仪、沟通、学业、品德、能
力等方面全面发展

学会自律、尊重和感恩，懂得立志、礼仪、沟
通 长期发展

家庭幸福指数提升 家庭成员情感联系紧密，享受和谐生活 幸福指数显著提升 终极目标

家
庭
变
化

家庭成员观念
的转变

家庭成员注重家庭和谐、亲子关系和个人品
德培养 摒弃不合理观念和做法 思想进步

家庭氛围
的改善 家庭氛围变得更加温馨、和谐 创造充满爱的家庭环境 环境优化

家庭教育方式
的优化

家庭注重因材施教、寓教于乐，引导孩子参
与家务和社会实践

提供更多成长机会和空间孩子有志，服务意识
增强 教育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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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实施成效

通过持续践行传统文化，“云说家风”家庭形成了和

谐积极的家庭环境，亲子沟通顺畅，孩子在学业、品德、能

力等方面均得到全面发展。

4.3 案例背后的原因分析

4.3.1 家庭背景与传统文化教育实施的关系

调研对象整体上属于社会中高层次，但传统文化教育的

实施程度并不完全受经济和父母教育背景的影响。不同家庭

在传统文化教育实施上均存在差异，说明家庭内部因素（如

家长的认识、态度等）以及所在社区氛围对实施具有更加重

要的影响。

4.3.2 特殊案例揭示成功要素

“云说家风”家庭作为特殊案例，通过明确的学习方向、

孩子以兴趣的方式学习传统文化和家风建设、父母积极参

与、家庭全员参与等策略，实现了家风氛围的浓厚、亲子沟

通的顺畅、孩子成长的全面发展以及家庭幸福指数的提升，

这些要素为其他家庭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

5. 结语

基于以上研究，家庭应明确教育目标，制定切实可行

的实施措施，将传统文化和家风建设融入家庭教育的日常，

以丰富孩子的文化知识、心志格局，塑造其品德与价值观。

同时，家长应提高自身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与参与度，为孩子

树立良好的榜样。社区应进一步加强传统文化教育资源的整

合与共享，为家庭提供更多元化、更便捷的学习机会和实践

平台，共同推动传统文化教育在家庭中的深入实施，促进家

风的良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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