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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家庭是构成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和谐直接关系到社会和谐，文章揭示家庭文化建设的内涵。阐明了家庭文 

化建设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意义，着重论述了推进家庭美德建设、助廉建设和慈孝文化建设是建设良好家庭文化， 

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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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在全国宣传 

部长座谈会上指出：“构建和谐社会必须着力建设和谐文化。 
一 个社会的文化及其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社会的 

精神面貌，没有和谐的文化，就没有和谐的社会。在当今中 

国，建设和谐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家庭文化 

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 

社会基础。 

一 家庭文化建设的内涵 

“家庭文化是家庭成员通过学习与生活活动所创造和形 

成的精神财富、文化氛围以及承载这些精神财富、文化氛围 

的活动形式和物质形态。"【 家庭文化是社会的基础，众多丰 

富的社会文化形态都始发于家庭。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 

家庭文化更同社区文化、校园文化、企业文化和各类专业文 

化一道，构成了我国社会文化的支柱体系。家庭文化建设的 

内容主要包含如下几个方面： 

(一)制度性文化建设。建立家庭成员最基本的行为规 

范，是家庭决策机制、信息机制、利益机制、动力机制、协调机 

制的制度化表现。家庭制度性文化，包括国家有关法律在家 

庭中的落实和积淀，以及为了维护正常家庭生活、协调家庭 

与外部关系而形成的口头约定、正式家规、基本准则等内容。 

(--)知识性文化建设。知识是文化的核心，它包括家庭 

主要成员的文化程度、知识水平、思维能力、表达能力、组织 

能力、应变能力等，是决定家庭文化层次的主要因素。进行 

家庭文化建设就必须努力改善家庭文化结构，提高家庭成员 

的知识水平。家庭教育是家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不仅未 

成年人要接受家庭教育，中、老年人也要经常学习，使家庭成 

为经常的、终身学习的学校。 

(三)情感性文化建设。家庭情感性文化，是家庭文化中 

具有决定意义的内容，也是维系家庭关系的纽带，情感是家 

庭成员对家庭人际关系和家庭事物的心理体验和心理反应， 

例如夫妻之间的爱情、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情、兄弟姊妹之 

间的友情、健康人对病残人的同情、家庭成员之间的心理相 

容等，家庭成员之间能够实现思想意识上的一致 ，理想信念 

的相投，性格气质的相容，再加上兴趣爱好的相近，无疑就会 

具有极强向心力和凝聚力。 

(四)自律性文化建设。这是搞好家庭文化建设的基础， 

他主要表现在严于律已、宽以待人、有奉献精神、遵守家庭基 

本规则、不自私自利、不贪图享受等，家庭成员之间要养成开 

展批评和 自我批评的好风气。 

(五)器物性文化建设。通过衣、食、住、行及文化设施等 

物质材料所体现出来的精神追求、审美情趣、生活风格等，通 

过器物反映出来的家庭文化现象。 

(六)娱乐保健性文化建设。指人们在家庭中利用闲暇 

时间进行的以自我娱乐、强身健体为目标的各种文娱、体育、 

保健活动等o[21 

二 家庭文化建设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意义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 

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家庭文化 

建设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意 

义。 

(一)家庭文化建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 

上至关重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由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先进文化建设三位一体，扩展为包括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这体现了科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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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观的要求，体现了我们对现代化建设规律和党执政规律认 

识的深化。而家庭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根 

本和基础，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上至关重要。 

(--)家庭文化建设表明我们党在对提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建设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在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阶段、社会主义的社会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 

和根本目的、政治保障、国际战略、党的执政基础和依靠力 

量、党的执政方式和社会管理等多个方面，丰富和发展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深化了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 

识。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是共同富裕的社 

会，到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再到社会主义必须要有高 

度的精神文明，现在，我们党进一步深刻认识到，建设社会主 

义、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家庭文化建设是一项重大的基 

础性工作。 

(--)家庭文化建设是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高对 

党的执政能力的认识的一个新突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必须坚持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意识为指导。加强家庭 

文化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 

础和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要充 

分发挥执政党的功能，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家庭 

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就必须通过提高 自 

身的能力，来激发社会活力，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 

意识 ，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四)家庭文化建设表明我们党在执政 58年后 ，更加关 

注社会建设，标志着我们党的执政理念 、治国理念和治理社 

会的理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 

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关键时期提出的治国理政的核心 

理念。说它是核心理念，不仅是因为它体现了崇高的价值目 

标和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高度统一，而且是因为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体现了最高社会目标与当前奋斗纲领的有机统 

三 建设 良好家庭文化，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途径 

孟子日：“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这 

就论述了天下、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也说明了家庭是社 

会的根本。如果没有家庭的和谐 ，就不可能有社会的和谐， 

因此，如何建设良好的家庭文化是理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的基础。 

(一)立足家庭美德建设，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道德基 

础。 

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的决定》和《公民道德实施纲要》明确规范了家庭美德建设的 

内容，即：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 

结。要实现这些内容的要求，应做好以下工作： 

1、尊敬长辈，赡养老人。尊敬和赡养老人是传统美德， 

是每一个家庭成员必须遵守的基本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 

要依照法律规定和道德规范的要求，倡导尊老、助老、养老， 

照顾老人的生活起居，尽力满足老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 

求，使老人安享晚年。要保护老人在家庭中的合法权益，坚 

决反对嫌弃老人、虐待老人的行为。 

2、关爱儿童，教子成人。儿童是祖国的未来，要大力倡 

导父母学习并掌握科学方法孕育、抚养、教育子女，使其身心 

健康成长。引导家长保证子女接受九年义务教育，掌握科学 

文化知识。要教育子女从小学会做人、做事、求知、共处，把 

他们培养成为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的有用之 

才。 

3、尊重妇女 ，男女平等。要在全社会和广大家庭中大力 

宣传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男女平等观，引导家庭成员树立男 

女平等的文明进步的妇女观 ，在思想和行为上摒弃男尊女 

卑、重男轻女等陈腐的封建主义思想道德观念；增强法律意 

识，保障妇女在政治、经济、教育、就业、家庭等社会生活中享 

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义务和法律地位 ，营造尊重妇女、爱护 

妇女、保护妇女的文明进步的家庭氛围。 

4、互敬互爱，夫妻和谐。夫妻是家庭关系中的核心，坚 

持 自主婚姻，以爱情为基础，是维系婚姻关系乃至整个家庭 

稳定的关键。要在夫妻中倡扬互敬、互爱、互信、互谅的风 

气，做到夫妻双方忠诚爱情，珍惜、保护、发展已经建立起来 

的情感。坚持共同协商家庭事务，共同分担家务劳动，建立 

和谐温馨的家庭生活环境，巩固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家庭关 

系。 

5、互相关心，家庭和睦。长幼有序、尊卑有度、关爱得 

法 、民主和睦是重要的治家之道。要建立学习型家庭。鼓励 

家庭成员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法律知识，提倡学习外语知识 

和计算机知识，提高家庭成员 的文化素养。要建立民主家 

风，倡导家庭成员正确处理相互关系，互相尊重，互相宽容， 

互相帮助。倡导家庭成员之间富能共享幸福，穷则同舟共 

济，遇有疾病及自然灾害等困难能互不遗弃。提倡家庭成员 

共同关注社会公共事务 ，积极参与扶贫济困等公益事业。 

6、勤俭持家，适度消费。勤俭持家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正是依靠勤俭持家、艰苦奋斗的精神，我们奠定了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良好基础 ，建立起许多美好富裕的家庭。在新的 

历史条件下，要继续引导家庭成员弘扬勤俭持家的风气，反 

对奢侈浪费，珍惜劳动创造的物质文明成果。同时，要引导 

家庭成员科学理财，树立正确而积极的消费理念，提高家庭 

生活水准，使生活更加富裕美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 

优越性和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给人们带来的实 

惠。 

7、邻里相帮，团结友善。邻里相识相帮、团结友善是社 

会主义新型道德关系的重要标志。良好的邻里关系不仅能 

创造安宁的生活环境，还有利于营造稳定、健康的社会交流 

环境。要倡导邻里之间相识、相知、相帮、相爱，增加沟通、加 

深友谊，共同创造 良好的生活环境。 

8、积极参与，共建社区。社区是家庭成员生活的重要依 

托。要引导广大家庭成员在共享社区资源、社区文明成果的 

同时，树立“社区是我家，人人关爱它”的意识，积极参与社区 

组织的学习、文化娱乐 、治安联防、公益建设等活动，为把社 

区建设得更加美好做出每个家庭成员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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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家庭助廉建设，以家庭和谐促进社会和谐。 

反腐倡廉，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具有重大意义。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是亲情维系、道 

德养成、文化价值观念传承和每个家庭成员健康成长的重要 

场所。家庭是预防和抵制腐败的一道不可或缺的重要关口， 

把好这个关口，使每一个家庭成员都能相互教育、相互勉 

励、相互影响、相互监督，对于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提 

高预防和抵制腐败的自觉意识，消除滋生腐败的负面因素 

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廉政文化进家庭有利于筑起预防和 

抵制腐败的第一道防线，有利于形成家庭和社会共同反腐倡 

廉的氛围和合力。通过家庭成员的自觉努力来预防和抵制 

腐败，既关系到社会稳定的大局，也关系到每一个家庭的安 

定和健康发展。因此需积极开展家庭助廉教育活动，大胆 

创新家庭廉政文化的内容和形式。具以下特点：一是鲜明的 

时代性。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大背景下，家庭助廉教育要 

以科学理论为灵魂，给家庭成员以坚定的理想信念、远大的 

目标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为此，家庭助廉教育活动的设 

计要着眼于拓展家庭成员的精神生活空间，丰富家庭文化 

生活，筑起家庭精神屏障。二是明确的目的性。家庭助廉 

教育活动要占领家庭成员的思想阵地，形成浓厚的以廉为 

荣的氛围，帮助家庭成员共同抵制形形色色的诱惑，创造良 

好的助廉环境和条件。三是较强的渗透性。家庭助廉教育 

活动的载体是廉政文化，应通过各种家庭成员喜闻乐见的 

教育形式，用廉政文化的力量武装人、感染人、塑造人、引导 

人和鼓舞人，激浊扬清，扶正祛邪。四是广泛的群众性。家 

庭助廉教育活动应以人为本，立足家庭这一特殊场所 的特 

点，做到人性化操作，做到寓教于理，寓教于文，寓教于乐， 

寓教于各种有益于家庭文明建设的活动之中，不断提高每 

个家庭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纯洁党风、政风、家风、民风， 

不断夯实反腐倡廉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o[4j 

(三)挖掘和倡导家庭慈孝文化，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家庭慈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历经数 

千年的发展，形成了内涵丰富、完整的体系，在中华民族的生 

存和繁衍过程中客观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社会 

转型进入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深刻调整，各种思潮相互 

激荡，传统文化价值观日益受到挑战和冲击，国内思想文化 

多元、多变、多样特点 日趋明显。在这样一个特定的社会转 

型时期，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发展方向的前提下，认真对慈孝文化探本溯源，剔除其 

的糟粕，吸取其内在的精华，赋予其时代精神，与时俱进弘扬 

慈孝传统美德，对于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构建和谐社会 

主义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积极作用。 

要发挥家庭慈孝文化的积极作用，就必须推陈出新，古 

为今用。要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和《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精神， 

把弘扬和培育慈孝文化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 

建设全过程，并且积极探索弘扬慈孝文化新载体，延伸慈孝 

文化新空间，把家庭、宗族的慈孝延伸到邻里、社区的和睦友 

爱、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互爱，乃至国家的团结稳定，促进邻里 

和谐、城乡和谐、社会和谐、国家和谐。通过举办各种家庭、 

社区乃至国际性活动，进一步弘扬慈孝文化，加强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素质，构建和谐的新社 

会，融会贯通海内外炎黄子孙共同的慈孝意识，培养爱国主 

义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祖国统 
一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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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ist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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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mily is the basic cell of social composition and family harmony is related to hanr~nious society directly．This paper · 

plores the implication of building up family culture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consml~i,g a harmonious socialist society and emphasizes that push- 

ins forward family virtues building，helping伽 ；乜 ng clean and honest politics and kind filial piety cultural advancement aIe the basic ways 

to promote a harmonious socialism． 

Key words： family culture； construction； a harlTlonious socialist society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