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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什么是

家规呢？爸爸说：“家规就是在家里形成的

统一的规范标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家教或

者家风。”

“站坐有姿，吃饭有规；孝道为先，克己

厚人；得之不易，勤俭持家；心中有德，行中

有善。”这就是我们家的家规。这些看似简

单的家规不仅蕴含的内容多，还有点“不近

人情”。听妈妈说，小时候，外婆教家规，常

常都用“三尺竹片”打得她手心红肿，不然记

不住规矩。虽然我妈妈没打过我手心，但是

却让我记忆深刻。

就拿“吃饭有规”来说吧，简简单单的四

个字，却让我在吃饭的时候几次被打掉筷子。

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放学回家，我看见

妈妈把做好饭菜端上桌，饥肠辘辘的我悄悄

夹菜偷吃，妈妈看见后一下子就把我的筷子

给敲掉了，还严厉批评我说：“爸爸都还没回

来，怎么能自己先吃呢？不管你多饿，必须

等一家人到齐了才开饭。而且吃饭时，必须

等长辈先动筷，你才能动筷。”

吃饭时，我在菜碗里东翻西翻找我喜欢

吃的菜，也被妈妈打掉了筷子；连续夹了三

四筷子菜到自己碗里，又被妈妈打掉筷子

……饭后，爸爸妈妈给我上了一堂深刻的

“思想课”：吃饭前不能用筷子敲碗；吃饭时

左手要扶碗，两臂要收拢，两腿不能抖，更不

能跷二郎腿；夹菜时筷子上不能有残渣，也

不能乱翻，夹到什么就吃什么；一次夹少许

的菜，不能连续多次夹菜；“食不言，寝不

语”，吃饭时嘴巴不仅要闭着咀嚼，更不能发

出“啪哒啪哒”的声音；为他人添饭时不能问

“你还要饭吗？”不然就像问“乞丐”一样，要说

成“添饭”；添完饭不能隔桌子递碗，要走到面

前双手递上。……这就是我们家平常一顿饭

的规矩，妈妈说从小不把这些规矩养成习惯，

出门在外就会被别人嘲笑没有家教。

平时在学校吃午餐，有的同学就特别没

规矩，他们还说：“谁去在意这些，在家吃饭时

长辈们生怕我没吃好、吃饱，都争着给我夹

菜！”但我觉得，当我习惯了这些规矩后，才发

现有的同学吃饭确实不雅观。我想，既然外

祖母把这些规矩教给了外婆，外婆又教给了

妈妈，妈妈又教给了我，确实是有道理的。

俗话说得好：“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小

到一个家是这样，大到一个国亦是如此。

习近平爷爷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弘扬

中华传统美德，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爸

爸妈妈一直在用行动影响着我，所以，我不仅

要做好自己，更应该把这些家规变成家风传

承下去，让家风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泸州市梓橦路学校
六（10）班 徐俪睿

指导教师 朱永平 程海堰

爸爸常告诉我：“如果家是一栋房子，家

风就是支撑它最重要的柱子，柱直房才正。

只有良好的家风才能让我们健康成长。”家

风是我成长路上的一盏明灯，为我照亮了前

进的方向。

“有舍才有得，有付出才有收获”是我家

的家风。有舍才有得，想要收获，必须先付

出。是啊，正如习近平爷爷对我们的教导：

“是非明，方向清，路子正，人们付出的辛劳

才能结出果实。”

对家人，要舍得付出关爱和尊重。长辈

对我付出无微不至的关爱，让我感动而难

忘，也让我有了更多的爱心和耐心去照顾弟

弟。虽然有时弟弟也会惹我生气，但是一想

到身为姐姐的我，只要能好好教导弟弟，就

能收获一个更爱我的弟弟，我便什么气都没

有了。

对朋友，要舍得付出真诚与大度。有一

次，我最好的朋友弄坏了我最心爱的书，我

俩大吵一架。可是，回到家的我却怎么也开

心不起来，妈妈让我自己想清楚到底是书重

要还是朋友重要。后来我决定，第二天一早

就向她道歉。第二天，没等我开口，她先对

我说了“对不起”。原来，我们都想得到一个

更好的朋友。

对学习，要舍得付出时间和精力。习近平

爷爷说，“要乐于学习、勤于学习、善于学习，

在求知境界上越来越高。”平时，我喜欢和爸

爸一起探索科学与自然的奥秘；和妈妈一起

在历史知识的海洋里遨游；和弟弟一起在童

话的世界里幻想。学习上的不断付出，让我

收获了很多有趣的知识和快乐。

我要牢记习近平爷爷“乐于学习、勤于

学习、善于学习”的教导，牢记我家“有舍才

有得，有付出才有收获”的家风。我相信，只

要付出足够多的努力，就能收获更多的知

识，长大后，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

献自己的力量。

泸州市梓橦路学校
三（12）班 孙明彤

指导教师 孙静

“加油！加油！”操场上传来同学们

一阵阵呐喊助威声，拔河比赛正激烈地

进行着。

接下来上场的是我们班和六（2）班，

比赛即将开始，双方运动员个个摩拳擦

掌，跃跃欲试。有的在扭腰，伸展胳膊；

有的在活动手腕、脚腕；还有的在做开合

跳，看上去信心十足。六（2）班的运动员

高大结实，给人一种势在必得的感觉，我

们班也是卧虎藏龙，实力非凡，绝不会让

二班轻易赢下比赛。

随着裁判的一声令下，比赛正式开

始。双方队员身体拼命向后倾，都使出

了浑身力气，奋力往后拉，恨不得把脚钉

在地上不让出半分。对方最后一排的小

胖子皱着眉头，脸绷得紧紧的，牙齿咬得

咯咯响，仿佛是一头牛一般；最前面的高

个子，像熊一般吼着：“用力！”

我们班也不甘示弱，小林的脚如同

木桩一般固定不动，头上汗如雨下，脖

子上青筋暴起，不肯省下一丝力气。豪

子更是眼睛瞪得圆圆的，似乎对这场比

赛十分在意，不停地吼着：“雄起！雄

起！”再看看小茹，耳朵红得像两团燃

烧的火苗，由于用力过猛，以致于面部

露出“龇牙咧嘴”的表情。我在旁边使

劲地挥手“加油”，赛绳上的红带子一

会儿向右，一会儿向左，一时难以分出

胜负。

一旁的拉拉队员们也鼓

足了劲，紧握拳头，扯着嗓

子大喊着：“六 （1） 班加

油 ！ 加 油 ！” 声 音 此 起 彼

伏，震耳欲聋。我们的班主

任 老 师 也 在 旁 鼓 劲 指 挥 ：

“三二一，用力！”尽管嗓子

都喊哑了，也毫不在乎，只

见她两只手不停地向右挥

舞，身子向后斜着，好像参

赛的不是同学们，而是她自

己。

突然，班长小林大叫一

声，同学们猛地一起使劲，

“耶！”在一片欢呼声中我们

终于取得了第一场比赛的胜

利。

第二场比赛更是扣人心弦，但好在有

了第一场的经验，同学们齐心协力，紧握

麻绳，一鼓作气，在对方毫无防备的情况

下将麻绳拉了过来。“赢了！赢了！”同学

们激动地拥抱在一起，欢呼声响彻云霄。

通过这次拔河比赛，我看到了集体

的凝聚力，也让我深刻地明白了“人心

齐，泰山移”。不管做什么，只要团结一

心，就会战胜困难。

通江县李先念红军小学
六（1）班 高轩宇
指导教师 徐伏英

在我的心中，家风是一个家庭

的传统风尚或生活作风。它是融化

在我们血液中的气质，是沉淀在我

们骨髓里的品格，更是我们立世做

人的风范。

习近平爷爷在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指出：“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加强

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中华民族历来

重视家风建设，注重以家风传承育

人兴家。

说起家风，我的脑海里不禁

涌现出爸爸妈妈用行动教育我的

景象……

我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中，爸

爸妈妈对我的管教当然是严字当

头，我家的家风总结起来就是十二

字：孝敬长辈、珍惜时间、和气待人。

都说“百善孝为先”。尊敬长辈

是每个中华儿女必备的传统美德。

在家里，我时常利用周末或空余时间

帮妈妈和外婆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

务。如擦桌子、倒垃圾、

给花草浇水、喂小动物

等。我的孝顺都是爸爸

妈妈言传身教的，无论是对待爷爷奶

奶，还是外公外婆，他们都是恭恭敬

敬，从不嫌弃老人。

记得有一次，妈妈带我去坐公

交车，那天正值早高峰，车里挤得水

泄不通。一位衣衫褴褛的老奶奶上

车后，没有人愿意让出座位，妈妈见

老奶奶站不稳，就牵着老奶奶好不

容易挤到后面，示意我给老奶奶让

座，我立即站起来和妈妈一同扶着老

奶奶坐好。没想到，小小的举动却赢

得了车上众多赞许的目光。那一刻，

我的心里别提有多开心了，真是应了

那句话：帮助别人，快乐自己。

俗话说：一寸光阴，一寸金。时

间无情，它每天从我们身边悄悄地

溜走，不留下一点点痕迹。记得我

刚上小学时，起床拖拉，吃饭拖拉，

做作业也拖拉。妈妈对我说的最多

的一句话是：“珍惜时间，才能拥有

更多的时间。”随着年岁的增长，渐

渐地，我懂得了这句话的道理，不做

小拖拉，要做“马上小队长”。

“不学礼，无以立”，妈妈从小教

导我对人要有礼貌。生活中，见到

熟人要主动打招呼；有人对我们施

以帮助，我都会对他说“谢谢”。爸

爸妈妈还教育我要和气待人，说话

要轻言细语，做事情要有始有终，养

成节俭、珍惜粮食的好习惯。

家风如春雨，润物细无声，随风

潜入我的心灵。爸爸妈妈给我留下

这么多精神财宝，我一定要努力地

将家风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泸州师范附属小学城西学校
五（9）班 曹益嘉
指导教师 何小梅

小时候，我和爷爷奶奶一同住

在小县城里。爷爷在高考恢复后应

征入伍，成为了一名海军。爷爷退

伍后，被分配到这座小城工作。在

我的印象里，爷爷是一个不善言辞

但又很和蔼的老人。

我的奶奶，是一位平凡得不能再

平凡的妇女，她多年来经营着一家小

吃摊，未曾去过远方，但她丰富的阅

历与豁达的胸襟实在令我佩服。

她说，你爷爷啊，他年轻时本来

可以参加高考读大学的，但他就是

想到战场上保卫国家。他在海上保

卫祖国几年之后，毫无怨言地继续

服从国家安排，到地方工作，继续为

国家出力。

奶奶眼里散发着自豪的光芒，

还有对爷爷的崇敬。在我看来，无

论是甘愿毕生为国奉献的爷爷，还

是默默付出终身相随的奶奶，都是

为社会作贡献的人。

爷爷常说“位卑未敢忘忧国”，

他告诉父亲，也告诉我，一个人，无

论身在何处，身份显贵与否，都不能

忘记爱国，要时刻站在

人民的立场去考虑问

题，站在国家的立场去

思考当下。

我的母亲是一名护士。在 2008
年汶川地震时，瘦小的她主动参加

抗震救灾。她背着硕大的救援背包

在汉旺镇救灾一线，冒着随时可能

出现山体滑坡的危险，和医生一起

负责转运受伤的重症病人。

山河倾斜，石流滚滚，我很难想

象母亲那瘦弱的身躯，是如何穿梭

于一次又一次的余震之中救死扶伤

的。但我知道，作为一名护士，她传

承了爷爷告诉她和父亲的那句话：

“位卑未敢忘忧国！”

爸爸的工作我并不清楚。在外

面，我常常说他是做“保密工作”

的。虽然爸爸没有走进过黄沙漫天

的战场，但我一直认为，爸爸和爷爷

一样，都是保家卫国的人。

父母也常常对我说：“你长大以

后要成为一名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我当然也想像他们那样，做一名无

论是在一线，还是在背后，都能为国

家和人民默默付出的人。

现在的我是一名普通学生，是

一个小小少年，但我有我的“青衿之

志”，我将立志读书，为国家、社会、

人民作出贡献。这不是我的一时兴

起，家中浓厚的氛围感染着我，引领

着我成为一个默默付出，积极学习

的人。一个好的家庭，是需要言传

身教的，而我的祖辈父辈们正在践

行着这一点。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

家风不变，世代不渝！它将引领我

和我的家人不断前行，而我将载着

梦想，在这广阔的大海之中奋楫笃

行，不负长辈的嘱托，不负时代赋予

的使命。

泸州高中附属学校
七（5）班 兰翔博
指导教师 张琦

在所有人来到世界上以前，

时间翻过外太空的山，

经过软软的空气，

穿过大海，来到地球上。

慢慢地，人类就要来了，

这就是时间的冒险。

水中的世界
往水里看的时候，

我看到了另一个世界。

有泡泡，有灯光，

有浮在水面的陆地。

也许

水里的人也在看我们。

他们玩游戏，吃饭，

各回各的家，

我们的陆地就是他们的天空。

成都市龙江路小学
三（4）班 匡苇杭

编 者 按编 者 按
家风家训家规，到底是什么？每个家庭，都有一个不同的答案。它们的含义包罗万象，似乎就在嘴边却很

难说清楚，但它所表现出来的又是清晰可见的。本期，就让我们走进孩子的作文，感受不同家庭的家风故事。

国有国法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家有家规

好家风伴我成长好家风伴我成长

家风引领我前行家风引领我前行

家风家训代代传家风家训代代传

作者的家风故事从始
至终渗透着浓厚的家国情
怀，祖孙三代看似平凡，却
因为拥有着“天下兴亡，匹
夫有责”的大情怀，从平凡
中升华出伟大。这一脉相
承的家风，由祖辈兴起，激
励着子孙后代奋楫笃行，勇
为人先。

点
评

作者通过生活中的小
事呈现优良的家风，分段陈
述，详略得当。好家风本就
在生活的细微处，需要我们
细细去感知、体味、传承和
发扬。

点
评

作者用朴实的语言回忆了父母
在日常生活中对自己的教育和影响，
通过细腻地描写“吃饭有规”一事，把
看似简单的生活习惯升华为一个家
庭的家风家训，润物无声地让作者感
受到中华传统的影响力。

点
评

作者结合具体事例从三个方面
讲述自己在良好家风熏陶下明白的
道理及收获，语言简练，主题鲜明，
让读者深刻体会到良好家风对孩子
成长的重要性。

点
评

诗二首诗二首

时间的冒险

作者脑洞大开，角度新
奇，带着丰富的想象力写下
对于时间和空间的思考。

点
评

激动人心的拔河比赛激动人心的拔河比赛

文章写出了拔河比赛的激烈场面，人物的动作、神情描写得淋
漓尽致，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可见作者观察仔细，语言生动、
形象。

点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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