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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家风是提高社会文明程度、促进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内容。新时代背景下，弘扬优良家风是精神文明建

设的应有之义，对于促进家庭和谐、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强化道德建设、培养合格公民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以研究新时代家风建设为切入点，探讨家风建设对促进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的实践进路，注重家风

建设对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的重要影响，对于促进价值观的统一、提升道德素养、塑造健康心理、丰富

文化生活、培养社会责任感具有重大意义。因此，文章旨在为新时代家风建设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参考，

以促进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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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mily tradition is an important element in raising the level of social civilization and prom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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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prosperity.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the promotion of good family tradition is a correct 
meaning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family har-
mony, creating a good social atmosphere, strengthening moral construction and cultivating quali-
fied citizens. Taking the study of family tradi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practical approach of family tradition construction to promote the construc-
tion of mass spiritual civilization, focusing on the important influence of family tradition construc-
t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mass spiritual civilization,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the unity of values, enhancing moral education, forming healthy psychology, enriching cultural life 
and cultivating a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refore, this article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family tradition in the new era to promote 
the creation of mass spiritual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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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是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永恒不变的主题”[1]，在新的历史方位下，当

物质生活需要得到充分保障后，人民对美好精神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不断产生与美好物质生活相一致

的更高层次的精神需要，更加寻求文化和信仰层面的滋养和丰盈。在这个新时代，如何满足人民群众多

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需求，引领他们的精神生活积极、全面地发展，不仅是个人发展的诉求，更

是国家和社会发展进步的关键。因此，促进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成为满足精神需求、推动精神生活向

好的关键课题。精神生活在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它涉及个体的情感、思想、文化、

价值观和幸福感等多个层面，是与物质生活相辅相成的一部分。家庭是人们精神生活的重要场所之一，

对于个人的精神状态有极大影响。家庭不仅是提供物质满足的基本单位，更是塑造价值观、培养道德情

操、提供精神寄托的重要载体。“新时代家风建设紧密结合中国实际、与时俱进，将新时代国家物质文

明、精神文明发展要求和人民思想文化发展特征贯通于整个家风建设进程之中”[2]，开辟了新时代独具

中国特色的家风文化。 

2. 新时代家风建设的概念与目标 

2.1. 新时代家风建设的概念 

新时代指当前我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对外开放的新阶段，在此背景下所展现出的新的社会特征。

家风则是一个家庭或家族在长期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家庭成员所展现的特定行为规范、价值取向及道德

风貌。进入新时代以后，对家风建设提出新的要求，要使其在尊重传统基础上结合现代文明发展，形成

开放包容、积极向上的新型家风模式。因此，新时代家风是指在新思想指导下，以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要求，形成家庭内部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和生活习惯的

总和。新时代的语境中，家风不仅是家庭成员的行为风尚，体现着一个家庭在精神层面的价值观和行为

准则，同时也是构成社会风气的重要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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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代背景下，家风建设的核心聚焦于立德树人的家庭文化建设，其内涵主要贯穿于精神引领、

价值判断和行为规范三个维度[3]。此建设过程涉及家庭价值观的塑造，涵盖了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等观念的传承与教育。此外，家风建设亦着重于道德品质的培养，包括对尊老爱幼、勤俭持家、团结互

助等传统美德的继承与发展。进一步而言，新时代家风建设还特别关注家庭成员间的沟通模式与相处方

式，强调构建平等、尊重、理解的家庭关系，以促进家庭成员形成积极健康的心理状态和行为习惯。因

此，家风建设不仅是对家庭内部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培育，也是对家庭成员个体发展和社会和谐的重

要促进因素。通过这样的家庭文化建设，家风在新时代社会发展中扮演着桥梁和纽带的角色，连接个人

成长与社会进步。 

2.2. 新时代家风建设的目标 

新时代家风建设旨在培养出具备良好品德修养和社会责任感的新一代成员，进而推动群众性精神文

明的提升。这一目标的实现主要有以下三个过程。首先，新时代家风建设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良好家风

对人的塑造是思想道德、文化素养、身心健康三方面并重的，它不仅能够引导家庭成员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念、培养其社会责任感，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还可以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

及时给予情感上的支持。其次，个体对群体影响。当家庭成功培养出具有优良道德品质和社会责任感的

成员后，这些个体将转化为社会中的积极力量。他们携带家庭传授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在社会互动和

职业活动等多个领域施加正面影响。最后，群体的积累效应。随着此类积极个体的增多并在社会中持续

发挥作用，将逐步显现出积累效应。这些众多具备高尚品德和社会责任感的个体汇聚，将有效地促进整

个社会的道德标准和文明程度的提升，从而形成一个正向的社会发展循环。 

3. 实践保障：新时代家风促进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的特性 

新时代家风建设以吸纳性、创造性和创新性为特性，旨在满足人民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

文化需求，推动群众精神文化共享繁荣。 

3.1. 吸纳性满足人民多样化精神文化需要 

随着社会的多元化发展，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家风建设要满足这些多样化的

需求，首先要具备吸纳性。 
首先，家风建设作为一种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将孝、悌、忠、信、礼、义、和等传

统美德融入现代家庭生活中，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精神寄托和价值追求。孝悌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强

调子女对父母的孝顺和兄弟姐妹之间的友爱；忠诚是人际关系中的一种基本道德要求，要求人们对国家、

社会和家庭忠诚不二；信用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的一种基本品质，要求人们遵守承诺、言行一致；礼仪

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一种行为规范，要求人们遵循社会公德、尊重他人；义利是人们处理利益关系的

一种道德准则，要求人们正确处理义利关系；和谐是人们追求的一种理想社会状态，要求人们和睦相处、

和谐发展。通过家风建设，这些传统美德得以在现代家庭生活中得到传承和弘扬，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精

神寄托和价值追求。 
其次，家风建设充分吸纳了现代社会发展的成果，注重培养家庭成员的法治意识、创新精神和社会

责任感，使家庭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现代社会，法治意识是公民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要

求人们遵守法律法规、维护社会秩序；创新精神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要求人们敢于创新、勇于

实践；社会责任感是公民应当承担的责任，要求人们关心社会、关爱他人。 
最后，家风建设吸纳了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的创新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家风的内涵和外延，使

之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家风建设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传承，更是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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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创新实践。人民群众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不断丰富和发展家风的内涵和外延，使之更加贴近实际、

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这种创新实践既包括了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爱、相互尊重，也包括了家庭成员

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和交流，使家风建设成为一种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文化。 

3.2. 创造性满足人民多层次精神文化需要 

创造性是新时代家风建设的另一个重要特性，它体现了家风建设与时俱进、不断突破的发展态势。

在新时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呈现出多层次的

特点。 
一方面，家风建设通过创造性的方式，将促进社会和谐的价值体系融入家庭生活，引导家庭成员树

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提升家庭的精神文化层次。通过在家庭教育中注重培养家庭成

员的道德观念、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以及在家庭生活中倡导文明、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使得家

风建设有助于形成积极向上、和谐稳定的家庭氛围，进而提升家庭成员的精神文化素养。 
另一方面，家风建设注重发挥家庭的教育功能，通过丰富多样的家庭教育活动，培养家庭成员的综合

素质，满足他们在道德、智力、文化等方面的需要。例如，组织家庭读书会、开展家庭艺术活动、进行家

庭体育锻炼等，旨在通过多元化的家庭教育形式，激发家庭成员的学习兴趣和创造力，促进其全面发展。 
此外，家风建设积极探索新的方式和方法，如通过优化家庭教育模式、丰富家庭文化活动等，来提

升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品质。如今，互联网、社交媒体等新媒体平台使用方式便捷，能够满足开展在线

家庭教育、家庭教育分享会等活动的需要，达到拓宽家庭教育的渠道和形式的目的。同时，可以结合地

方文化和社区资源，开展特色家庭文化活动，丰富家庭成员的精神文化生活。 
同时，家风建设还能够关注人们的心理健康，通过提供心理辅导、情感支持等服务，帮助人们解决

精神生活中的问题和困扰，使每个人都能够在家庭中得到身心的滋养。开展家庭心理咨询、建立家庭心

理沟通机制等，旨在提高家庭成员的心理素质，增强其应对生活压力和挑战的能力。 

3.3. 创新性满足人民多方面精神文化需要 

创新性的家风反映了家风建设在适应社会发展变化和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方面的活力和适应性。在新

时代，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呈现出多元化和个性化的特点。 
首先，家风建设注重发挥家庭在社会和谐稳定中的作用，通过倡导文明家风、弘扬家庭美德，促进

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尊重、关爱和理解，满足人们对于和谐家庭生活的需要。在新时代，家风建设不仅

要传承和弘扬传统美德，还要结合现代社会的发展，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如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培养环

保意识等，以适应新时代家庭发展的需求。 
其次，家风建设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推动家庭与社会的互动，为人们提供更加丰富多样的精神文化

活动，满足人们的社会交往需要。在新时代，家风建设要关注家庭成员的社会参与和社会责任，鼓励家

庭成员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公益活动等，培养良好的社会公民。同时，家风建设还要关注家庭成员的精

神文化生活，通过开展家庭读书会、家庭艺术活动等，丰富家庭成员的精神世界，提高家庭成员的文化

素养。 
此外，家风建设积极探索新的领域，来拓宽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空间。在新时代，家风建设要紧跟

科技发展的步伐，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为家庭教育和家庭生活提供智能化、便

捷化的支持。“借助媒体技术搭建传播平台，不断凝聚和转化具有地域特征的家风文化，发挥新媒体资

源在家风建设中功能发挥、宣传推广与社会化服务之间的关键桥梁作用。”[4]例如，可以利用在线教育

平台，为家庭成员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资源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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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家风建设能够及时关注人们的个性化需求，通过提供个性化的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满足人

们在精神世界中的个性化追求。在新时代，家风建设要关注家庭成员的个性化需求，尊重家庭成员的兴

趣和爱好，为家庭成员提供多样化的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例如，根据不同家庭成员的需求，提供个性

化的心理健康服务等。 

4. 实践养成：新时代家风促进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的功能 

新时代家风建设通过发挥供给功能、调节功能和培育功能，为家庭成员提供丰富的精神文化滋养，

调节社会心态，培育具有良好价值观和信仰的一代新人，为实现全社会精神文化水平的共同提升贡献

力量。 

4.1. 供给功能：精神文化的可感知财富层面 

家风建设的供给功能，在精神文化的可感知财富层面得以体现。所谓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并非指

让社会上一部分人群获得充分的精神享受，而另一部分人群却面临精神生活贫乏的问题。相反，其核心

在于满足人们个性化、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确保公众能够共享精神文明的发展成果。在此基础上，

推动民众精神世界的共同充实，有助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让人民群众共同享有精神富足的状态。 
“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是人民群众共建共享美好生活的务实管用之举，抓得准才能走得稳”[5]，

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是群众开展精神文明创建的第一场所。家风文化，作为一种精神文化资源，

为家庭成员提供了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在家庭生活中，通过传承和发扬优良家风，家庭成

员可以接触到丰富的精神文化成果，从而提升自身的精神境界，满足精神生活需求。家风建设的供给功

能，使得其在促进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我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家风文化承载

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家风建设在家庭成员传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当中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 

4.2. 调节功能：社会心态的情感与态度层面 

家风建设的调节功能体现为社会心态的情感与态度层面的调整与优化。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

其结构和氛围直接影响着社会心态的形成与发展。一个和谐、积极的家庭环境能够培养出积极向上的社

会心态，从而有助于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丰富人的精神世界。 
在新时代背景下，社会矛盾和问题呈现出复杂性和多样性，因此，促进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的目标

更加重要。这一目标旨在凝聚共识，使人们的理想信念、政治信仰、道德规范、审美能力等能够顺应文

化发展的潮流，实现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重提升。家风建设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家风建设通过引导家庭成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为社会和

谐稳定提供有力保障。这种调节功能使得家风建设成为推动社会心态积极向善的重要途径。在这个过

程中，我们应该关注人们的现实利益，化解各种矛盾，治理低俗、媚俗、庸俗之风，防止人走向精神堕

落。家风建设通过倡导积极向上的家庭生态，调节家庭成员的情感和态度，从而推动社会心态的积极

向善发展。 

4.3. 培育功能：精神状态的价值与信仰层面 

在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的维度中，价值与信仰构成其最为关键的部分，这一层面是创建群众性精

神文明的终极目标，即基于共享精神文化资源和对精神需求的满足，促进个体形成一种触及其信仰体

系的思维模式。主体性的文化信仰及其意义世界的构建并非立竿见影的，反而呈现出主观性、隐蔽性

和独特性。触及精神文明核心的精神需求，归属于文化信仰的范畴，其根本宗旨在于推动人的全面进

步。然而，人的全面进步并非自然发生，它不仅要求个体持有高尚的理想信念，并需要持续地对自身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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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领域进行塑造。 
因而，处于这个层次的精神文明创建，本质上指向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理想信念，要求人民群众以理

性的价值认知和自我实现态度追求美好生活，达至精神世界的升华。 
家庭作为个人成长的第一课堂，家风建设通过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先进文化，对家庭成员进行

价值观念和信仰的教育，培育具有良好道德品质和精神风貌的一代新人。在新时代背景下，家风建设有

助于引导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坚定信仰，为实现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这种培育功

能使得家风建设成为塑造人民精神风貌的重要手段。 

5. 实践路径：新时代家风促进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的部署 

新时代家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多个层面进行部署。强化价值引领、注重家庭需求差异化、

加强与社会的互动以及个体自觉的培养，共同构成了家风建设实践路径的四个方面。 

5.1. 家风建设需强化价值引领 

家风展现出一个家庭的本质特征和精神内核，是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家族最深层的、影响最深远的

东西，价值引领是家风建设的核心，它关乎家庭成员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的塑造。 
同时，精神层面的需求，应当映射出个体的价值取向，与个人的价值观紧密相联。社会成员的价值

观念是否健全、是否向前进，会直接决定其精神需求所指的方向和所处的层次，从而作用于精神生活的

品质和高度。为了促进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我们必须用正确且先进的价值观念来引导人民的精神追求。

群众性精神文明的观点，涵盖了“群众性”与“精神文明”两大核心要素，这意味着我们需要的价值理

念，不仅要能表达出个人的精神追求，还要反映出社会和国家的整体愿景；并且这种价值观念应当是前

瞻的、崇高的，能够指向历史的发展方向，并拥有强大的带动和激励作用。体现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念，

作为当代中国社会价值追求的共同基础，是一种符合社会发展道路的先进价值体系，它指明了人民追求

精神生活提升的方向。 
在新时代背景下，家风建设不仅是家庭美德的实践表现，也包含着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个人品德

的培养过程。因此，首先要积极倡导促进社会和谐的价值体系，通过家庭成员间的交流，长辈对晚辈的

言传身教，对个体进行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教育。同时，还需要引导家庭成员在现实生活中践行在家

庭中培养的正确价值观念，使其成为家庭成员的精神支柱。强化价值引领，能够帮助家庭成员形成正确

的价值观念，对社会风气的净化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5.2. 家风建设需注重家庭需求差异化 

经济条件、社会地位、教育背景等客观存在的个体差异，决定了不同家庭、不同个体的思想状况和

精神需求具有层次性和多样性，也存在着不同地域、不同人群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因此，在

实现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的过程中，既要进行精神生活的整体性提升，又要注重精准度的升级和独特性

的强化。这就需要家风建设充分关注不同个体的多维精神需求，提升对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的供给能力

与水平。 
家风建设作为家庭内部的精神文明建设，天然地具有满足差异化需求的优势。每个家庭都有其独特

的需求和特点，因此，一方面，立足于不同家庭实际需要的层次，家风建设不能一概而论，而应根据家

庭需要。进行差异化部署。对于有孩子的家庭，需要重视子女教育，培养其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

对于无孩子的家庭，则需要关注其精神生活的丰富性，引导其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拓展人际关系。注重

家庭需求差异化，有助于提升家风建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另一方面，根据家庭成员的思想特点和行为。每个家庭成员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和兴趣爱好，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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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应当尊重和保护家庭成员的个性发展。通过家风建设，家庭成员能够在家庭环境中得到充分的理解

和支持，从而在精神生活中实现个性化发展。个性发展作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一环，它使家庭成

员在精神生活中更加自信、独立，拥有追求美好生活的勇气和能力。 

5.3. 家风建设需加强与社会的互动 

社会环境对人的精神状态有着直接且深远的影响。人的精神需要的满足不仅取决于个体的内在因素，

也与外部环境紧密相关。“从家庭外部看，要构建家庭、学校、社会一体化的共建体系。”[6]家庭作为

社会的基本单元，其家风建设与社会风尚的形成和发展息息相关。家风建设不仅是家庭成员内部共同努

力的结果，也需要与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进行有效结合，以形成良好的互动和反馈机制。 
为了真实有效地满足人的精神需要，家风建设必须加强与社会的互动。一方面，家庭内部应积极利

用多样化的实践平台，营造鼓励共建共创共享的精神文化氛围，为家庭成员参与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创

造有利条件。这种参与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参与，更是实质上的参与，要求每个家庭成员都能够积极参与

到家庭的精神生活中，通过实际行动共同创造和分享精神成果。只有实现人人参与、人人创造、人人享

有的局面，群众精神文化共同繁荣的目标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另一方面，家庭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也至关重要。通过社区活动、家庭教育指导等方式，可以促进家

庭与社会资源的共享，提高家庭教育的质量。这种共享不仅仅是物质资源的共享，更是精神资源的共享，

包括知识、文化、价值观等。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满足人们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需要，为促进群众性精

神文明创建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 

5.4. 家风建设需要强化个体自觉的培养 

个体自觉，作为主体在思想、行为等方面的自我约束和自我提升，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实现群众性精

神文明创建的重要动力。在历史的长河中，人民不仅是推动精神文明创建的决定性力量，更是精神文明

创建成就的直接受益者和享受者。群众精神文化共同繁荣，离不开人民的共同努力与智慧累积。因此，

在家风建设方面，我们必须通过认知与行为的双重激励，唤起个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我意识，以此

加强精神层面的共同充实的动力。 
一方面，家风建设过程中要在理论层面让家庭主体树立自觉意识，深刻体会到追求高水平精神文明

的必要性。这种必要性不仅在于满足个体精神需要、促进个体发展，更在于直接关系个体精神生活的质

量和可持续性。通过深入的理论教育，家庭成员应认识到，精神世界的丰富与提升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 
另一方面，家风建设过程中要激发家庭主体的主体意识和主动精神，焕发其劳动精神、奋斗精神、

创造精神。这种主体意识和主动精神的激发，有助于提升家庭成员的精神境界，引导其认识到美好精神

生活是靠努力奋斗创造的。家庭成员应从被动等待的“躺平”状态，转向主动进取的积极姿态，以积极

的态度参与家庭和社会的精神生活，共同创造精神财富。 

6. 结语 

“家庭是社会的组成细胞，深入开展创建文明家庭活动，推进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是群众性精神文

明创建活动的重要内容，是营造良好社会风气的重要支撑。”[7]家风建设在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和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通过提升家庭成员精神文化生活水平，为实现群众性精神文明的创

建提供了动力。另外，通过深入挖掘传统家风内涵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新家风建设

路径，为国民整体精神风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未来必须持之以恒地深化家风建设实践，重视其

在实现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中的独特意义，为构建和谐社会，顺利推进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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