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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me Style is a fashion formed on the basis of traditional thought and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heritance, diversity and independence. In this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me Style and 
Moral Behavior Self-manage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was investigated by using Home Style Ques-
tionnaire and Moral Behavior Self-management Questionnai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op five 
families are filial piety, gratitude, kindness, right from wrong and reading. There is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Home Style and Moral Awareness, Moral Behavior and Moral Prac-
tice. At the same time, the Moral Awareness, Moral Behavior and Moral Practice of students with 
good Home Style are better than those with poor Home Styl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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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家风是以传统思想为基础形成的一种风尚，具有继承性、多样性、独立性的特点。道德行为自我管理在

个体品德心理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本研究采用家风问卷和道德行为自我管理问卷，考察大学生的家

风与道德行为自我管理的关系。结果发现，大学生排名前五的家风是孝敬父母、感恩报恩、与人为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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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辨是非以及读书为本；家风与道德认知、道德行为、道德践行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同时家风好的学生

的道德认知、道德行为以及道德践行要好于家风建设不良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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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家风 

家风是一个家庭或者家族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风尚，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以中国传统思想

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产物。家风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它是一个家庭精神层面的东西，主要涉及家族或家庭

的价值理念、文化氛围、行为习惯、生活态度等内容。家风具有一下的特点。 
1) 家风具有继承性。家风是由一个个家族代代相传的，不同的家庭，其家风的内涵也各具特点。家

是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归宿，中国人一直以来都很注重家风的教育与传承，也正是由于这种经意或不经意

的传承，使得家风能够在家庭中不断延续至今，并得到不断地创新与发展。 
2) 家风具有多样性。中国人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家风，因为长期以来，每个家庭的家风家规都是在其

家族定位的基础上形成的，附有浓重的家庭色彩。由于身处的社会环境不同，再加上经济条件、文化素

养、个性特征等诸多差异的存在，我国的传统家风也就各具特色。家庭生活习惯不同，家风也就不同，

因此内涵完全相同的家风是不存在的。 
3) 家风具有独立性。家风虽然随社会的发展不断变化，但其理论基础仍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

不管是传统家风还是经过后期修改完善的新时期家风都会刻上深深的时代烙印，家风的内涵以及价值观

念往往还会因所处时代特征的不同而各有其独特的侧重之处。 

1.2. 道德行为自我管理 

道德行为是个体在道德认识的指引下，表现出的对他人或社会所履行的具有道德意义的具体行动(李
伯黍，燕国材，1993)。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评价一个人的道德面貌，不只是看他具有怎样道德认识水平，

更重要的是有没有实际的道德行动，以及履行了怎样的道德行动。道德行为在个体品德心理结构中具有

特别重要的意义。 
自我管理是指个体主动的管理自己用以促进自己或所在的团体有效地完成一项任务的行为(唐芳贵，

岑国桢，2012)。自我管理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其实质为自我监控，主体为了使客观事物达到预期目标，

将自身的活动作为监控对象，不断地对其进行积极的计划、监察、评价、反馈、控制和调节。 

1.3. 问题提出 

培养大学生的道德行为是德育工作的一个重要目标，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增强大学生的道德行为自我管

理能力，这是提高道德行为的一个关键环节，因而考察大学的道德行为自我管理现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家风与社会思想状况相联系，反映当前的社会风气，以及社会群体的价值取向。家风会影响道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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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态度和行为习惯，有研究发现被劳教的青少年中，80%都与低级趣味的家风有关(曹红战，2007)，
可见良好的家风和健康的家庭生活方式对青少年成长非常重要。 

对于大学生群体来说，家风对他们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团结、平等、和谐的家庭关系是良好家风

的基础，如果家庭成员互相指责、埋怨、争斗，那么成长在这种家庭的学生也必然会受到很深的影响，

容易产生冷淡、敌对的情绪，进而影响正常的社会交往和人际关系。在校园中，经常出现人际关系问题

的大学生，其实与他们受到不良家风的负面影响有关(黄礼峰，王雄杰，王宁宁，2015)。 
个体会对特定道德内容产生一定的认知即道德认知，道德认知进而影响道道德行为，但是有时个体

道德认识和道德行为并不会达到统一的和谐状态，也就是道德行为与道德认知存在较大的差距。本文研

究大学生的家风与道德行为自我管理的影响。 

2. 研究方法 

2.1. 样本及施测 

被试在天津师范大学抽取，利用班级正式上课的时间发放家风问卷、道德行为自我管理问卷，采用

现场作答、当场收回的方式。共发放问卷 450 份，收有效问卷 351 份，有效回收率 78%，其中男生 37
人，女生 314 人；文科 238 人，理科 112 人。 

2.2. 研究工具 

1) 家风问卷，问卷的项目来源于一下三种途径。 
文献检索与分析。参考了多篇介绍家风研究的文献资料，比如，家风研究的文献综述(胡亚玲，2016)，

家风对高校学生德育的影响与对策(黄礼峰，王雄杰，王宁宁，2015)，分析家风所涉及的各个方面。 
开放性问卷调查。通过向大学生群体派发开放性问卷 50 份，通过问卷询问学生以下问题：你认为什

么是比较好的家风传统？请尽量详细的写下您的观点。 
个人访谈。对天津师范的大学的 10 名学生(男 3 名，女 7 名)进行访谈。重点是询问学生会有哪一类的

家风传统，例如“在你的家中会有哪些对你影响很大的家教理念？”“你的父母会在哪些方面对你提出要求？” 
通过以上的三种方式获得 35 个反应项目，由经过训练并熟悉问卷评估的方法的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

和老师对这些项目进行整理、合并，最终得到 20 个题目的家风问卷，家风问卷涵盖了，家庭关系、人际

交往、个人品质等方面。问卷采用 5 点计分(1 = 完全不符合，5 = 完全符合)，分数越高表明家风建设越好。 
2) 道德行为自我管理问卷，也就是德性践行度问卷(唐芳贵，岑国桢，2009)，问卷由 30 道题目组成，

反映道德素质高的题目 15 个，反映道德素质低的题目 15 个，采用 7 点评分的方式对每个题目从认知和

行为两方面赋值，形成认知评分和行为评分，分别除以 7 得到认知度和行为度评分，认知度乘以行为度

的积是德性践行度。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α为 0.83。 

2.3. 资料处理 

对调查所得数据，首先报告调查群体的家风建设和道德行为管理的总体情况，然后考察家风、道德

行为与问卷中所涉及的三个人口学变量(性别、专业、家庭居住地)的关系，最后分析大学生家风建设与道

德行为的关系。数据采用 SPSS21.0 软件包进行整理和分析。 

3. 结果 

3.1. 家风问卷 

家风问卷中的每一道题目以 20 道题目的平均分在在三个人口学变量(性别、文理科、家庭居住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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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家风 20 道题目和所有题目的平均得分男女性别上差异均不显著；家风

20 道题目和所有题目的平均得分中除了第二题、第十一题以及第十八题在文科理科上差异不显著；家风

20 道题目和所有题目的平均得分在家庭居住地农村和城市上差异均不显著。 
把问卷中每一道题目在抽取样本上求其平均值，然后把 20 道题目的得分由低到高进行排序，得到表 1： 

 
Table 1. The subjects scored on each topic of the Home Style questionnaire 
表 1. 被试在家风问卷各个题目上的得分 

题目 得分 

T04 孝敬父母 4.46 ± 0.80 

T13 感恩报恩 4.44 ± 0.77 

T14 与人为善 4.38 ± 0.77 

T15 明辨是非 4.37 ± 0.84 

T12 读书为本 4.29 ± 0.88 

T17 遵纪守法 4.22 ± 0.85 

T03 诚实守信 4.20 ± 0.87 

T11 照顾弱小 4.18 ± 0.84 

T09 勤俭节约 4.17 ± 0.86 

T01 交友之道 4.13 ± 0.90 

T10 爱国爱党 4.12 ± 0.90 

T20 乐善好施 4.05 ± 0.94 

T08 夫妻和睦 4.01 ± 0.97 

T07 乐于助人 4.01 ± 0.92 

T19 处事灵活 3.99 ± 0.99 

T05 谦虚低调 3.99 ± 0.96 

T06 家庭民主 3.97 ± 0.99 

T18 男女有别 3.36 ± 1.22 

T16 明哲保身 3.20 ± 1.24 

T02 家庭权威 3.01 ± 1.14 

 
得分排在前五的家风是：T04 孝敬父母、T13 感恩报恩、T14 与人为善、T15 明辨是非、T12 读书为

本。得分排在后五的家风是：T02 家庭权威、T16 明哲保身、T18 男女有别、T06 家庭民主、T05 谦虚低

调。可见在中国传统的家风中最注重是孝敬父母感恩报恩与人为善，这与传统儒家文化所推崇的。 

3.2. 道德行为自我管理问卷 

选取三个人口学变量，性别、专业类别、家庭居住地，专业类别粗略的分为文科和理科，家庭居住

地为城市和农村。在三个人口学变量上，分别对认知度、行为度、践行度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考察人

口学变量的之间的差异性。 
结果表明，男生和女生在道德认知、道德行为、道德践行上差异不显著；文科和理科在道德认知、

道德行为、道德践行上差异不显著；城市和农村大学生在道德认知、道德践行上差异不显著，但在道德

行为(t = 2.475, p = 0.014)上差异显著，农村学生的道德行为高于城市学生。 
道德认知、行为、践行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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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e scores of subjects on each topic in the Moral Behavior Self-Management Questionnaire 
表 2. 被试在道德行为自我管理问卷上各个题目的得分 

 认知得分 认知度 行为倾向得分 行为度 践行度 

公共场合自觉排队 5.93 ± 1.14 0.85 6.02 ± 0.98 0.86 0.73 

过马路时走斑马线 5.67 ± 1.26 0.81 5.68 ± 1.19 0.81 0.66 

在阅览室看完书后放回原位 5.80 ± 1.17 0.83 5.90 ± 1.18 0.84 0.70 

积极打扫寝室卫生 5.60 ± 1.28 0.80 5.38 ± 1.33 0.77 0.62 

上课时主动擦黑板 5.01 ± 1.46 0.72 4.30 ± 1.59 0.61 0.44 

主动帮助自己的竞争对手 5.48 ± 1.47 0.78 4.74 ± 1.43 0.68 0.53 

救助路遇的病人 5.91 ± 1.29 0.84 4.81 ± 1.46 0.69 0.58 

公交车上积极给老人让座 5.82 ± 1.27 0.83 5.74 ± 1.26 0.82 0.68 

下雨时主动帮同学收衣服 5.55 ± 1.32 0.79 5.29 ± 1.36 0.76 0.60 

积极参加志愿者活动 5.60 ± 1.27 0.80 5.14 ± 1.32 0.73 0.58 

学习场所主动避免手机干扰旁人 6.08 ± 1.16 0.87 6.10 ± 1.10 0.87 0.76 

记得家人生日并主动问候 5.47 ± 1.40 0.78 5.28 ± 1.52 0.75 0.59 

对所承诺的事想办法做得最好 6.13 ± 1.04 0.88 5.81 ± 1.18 0.83 0.73 

主动偿还借贷 6.09 ± 1.15 0.87 6.15 ± 1.08 0.88 0.77 

见义勇为 5.87 ± 1.21 0.84 5.02 ± 1.41 0.72 0.60 

平均  0.82  0.77 0.64 

随手乱扔垃圾 5.90 ± 1.49 0.84 5.40 ± 1.88 0.77 0.65 

找关系入党 4.97 ± 1.92 0.71 4.71 ± 2.10 0.67 0.48 

在墙上桌上乱涂乱画 5.50 ± 1.55 0.79 5.14 ± 1.87 0.73 0.58 

随意弃置已选好的超市货物 5.46 ± 1.40 0.78 5.09 ± 1.74 0.73 0.57 

同时与多个异性谈恋爱 5.64 ± 1.72 0.81 5.34 ± 2.09 0.76 0.62 

上色情网站 5.03 ± 1.77 0.72 5.29 ± 2.01 0.76 0.55 

撕毁图书馆书页据为己用 5.93 ± 1.62 0.85 5.58 ± 2.00 0.80 0.68 

听报告时高声讨论 5.92 ± 1.51 0.85 5.47 ± 1.92 0.78 0.66 

考试作弊 5.81 ± 1.58 0.83 5.40 ± 1.89 0.77 0.64 

私自翻看他人东西 5.98 ± 1.47 0.85 5.44 ± 1.90 0.78 0.66 

背地议论他人是非 5.75 ± 1.51 0.82 5.10 ± 1.77 0.73 0.60 

践踏草坪 5.57 ± 1.52 0.80 5.10 ± 1.76 0.73 0.58 

很少打扫寝室卫生 5.52 ± 1.58 0.79 5.09 ± 1.83 0.73 0.58 

休息时间在宿舍喧哗 5.85 ± 1.50 0.84 5.42 ± 1.76 0.77 0.65 

上自习时讨论问题影响同学 5.78 ± 1.52 0.83 5.47 ± 1.74 0.78 0.65 

平均  0.80  0.75 0.62 

总平均  0.81  0.76 0.63 

 
1) 道德认知度：在反应道德素质高的行为中，认为最能反应一个人素质高的 5 个行为由高到低依次

为：对所承诺的事想办法做得最好(最能)、主动偿还借贷、学习场所主动避免手机干扰旁人、公共场合自

觉排队、救助路遇的病人。认为最不能反应一个人素质高的 5 个行为由高到低依次为：上课时主动擦黑

板(最不能)、记得家人生日并主动问候、主动帮助自己的竞争对手、下雨时主动帮助同学收衣服、积极参

加志愿者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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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应道德素质低的行为中，认为最能反应一个人素质低的 5 个行为由高到低依次为：私自翻看他

人东西(最能)、撕毁图书馆书页据为己用、听报告时高声讨论、随手乱扔垃圾、休息时间在宿舍喧哗。认

为最不能反应一个人素质低的 5 个行为由高到低依次为：找关系入党(最不能)、上色情网站、随意弃置已

选好的超市货物、在墙上桌上乱涂乱画、很少打扫寝室卫生。 
2) 道德行为度：在反应道德素质高的行为中，认为自己做的最好的 5 个行为由高到低依次为：主动

偿还借贷(做的做好)、学习场所主动避免手机干扰旁人、公共场合自觉排队、在阅览室看完书后放回原位、

对所承诺的事想办法做得最好。认为自己做的不好的 5 个行为由高到低：上课时主动擦黑板(最不好)、主

动帮助自己的竞争对手、救助路遇的病人、见义勇为、积极参加志愿者活动。 
在反应道德素质低的行为中，认为自己做的不好的 5 个行为由高到低依次为：找关系入党(最不好)、

随意弃置已选好的超市货物、很少打扫寝室卫生、背地议论他人是非、践踏草坪。认为自己做的好的 5
个行为由高到低：撕毁图书馆书页据为己用(最好)、听报告时高声讨论、上自习时讨论问题影响同学、私

自翻看他人东西、休息时间在宿舍喧哗。 
3) 德性践行度：在反应道德素质高的行为中，德性践行度高的 5 个行为由高到低依次为：主动偿还

借贷(最好)、学习场所主动避免手机干扰旁人、公共场合自觉排队、对所承诺的事想办法做得最好、在阅

览室看完书后放回原位德性践行度低的 5 个行为由高到低：上课时主动擦黑板(最不好)、主动帮助自己的

竞争对手、救助路遇的病人、积极参加志愿者活动、记得家人生日并主动问候。 
在反应道德素质低的行为中，德性践行度高的 5个行为由高到低依次为：撕毁图书馆书页据为己用(最

好)、听报告时高声讨论、私自翻看他人东西、休息时间在宿舍喧哗、上自习时讨论问题影响同学。德性

践行度低的 5 个行为由高到低：找关系入党(最不好)、上色情网站、随意弃置已选好的超市货物、践踏草

坪、很少打扫寝室卫生。 

3.3. 家风与道德行为的关系 

家风问卷共有 20 道题目，取这 20 道题目的平均分来可以反映家风总体状况，依照家风状况对被试

进行高低排序，取前 27%为家风状况良好，后 27%为家风状况较差，分别为 95 人，最后对前后 27%的

被试在道德认知、道德行为、道德践行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考察家风对道德认知、道德行为、道德践

行的影响，得分结果见表 3。 
 
Table 3. 27% scores on the Moral Behavior Self-Management Questionnaire before and after Home Style questionnaire 
表 3. 家风问卷前后 27%在道德行为问卷上的得分 

 认知度 行为度 践行度 

家风问卷前 27% 0.86 ± 0.11 0.83 ± 0.13 0.72 ± 0.16 

家风问卷后 27% 0.77 ± 0.15 0.71 ± 0.14 0.56 ± 0.18 

 
独立样本 T 检验的结果表明，家风前 27%的个体与家风后 27%的个体在道德认知度上差异显著，t(129) 

= 4.989, p < 0.001；家风前 27%的个体与家风后 27%的个体在道德行为度上差异显著，t(129) = 6.205, p < 
0.001；家风前 27%的个体与家风后 27%的个体在道德践行度上差异显著，t(129) = 6.584, p < 0.001。 

4. 讨论 

4.1. 家风问卷 

在所有的家风中，孝敬父母一项的得分最高，孝文化扎根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之中，孝文化涉及中国

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中国人传统文化中最核心的一部分(何建良，杨向荣，2013)，最近由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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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的一项网上调查也显示，71.7%的受访者认为家风家训应包含“孝敬父母”。 
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注重孝道，以孝为核心的道德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它贯穿了华夏上

下几千年的历史，被历代圣人先哲沿用改造，也成为个人安身立命处世的准则，中国传统文化可谓是建

立在孝的基础上。 

4.2. 道德行为管理问卷 

在反应道德素质高的行为中，大学生德性践行度高的行为有四个，主动偿还借贷(最好)、学习场所主

动避免手机干扰旁人、公共场合自觉排队、对所承诺的事想办法做得最好，说明在反应道德素质高的行

为中也是大学生践行度比较高的行为，做到了知行统一。 
在反应道德素质低的行为中，德性践行度高的 5个行为由高到低依次为：撕毁图书馆书页据为己用(最

好)、听报告时高声讨论、私自翻看他人东西、休息时间在宿舍喧哗、上自习时讨论问题影响同学。这表

明，这 5 种行为的道德特征明显，易触发大学生的道德审视，并且只有在少数人身上或在少数情景下发

生，大多数人在大多数的情景下没有此类行为表现。 
在德性践行度低的行为中，属于正面行为的有，上课时主动擦黑板(最不好)、主动帮助自己的竞争对

手、救助路遇的病人、积极参加志愿者活动、记得家人生日并主动问候。其中，救助路遇的病人是属于

认知程度高、行为水平低的知行脱节行为，表明大学生一方面认为救助路遇的病人是一种道德素质高的

行为，另一方面自己做的并不好。上课时主动擦黑板、主动帮助自己的竞争对手、积极参加志愿者活动

这三种行为属于认知水平不高，行为水平低，表明大学生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评价出现偏差，偏离社会基

本道德规范的主流认识，把这些行为看作是道德意义不明显的行为，导致德性践行度低。 
属于负面行为的有：找关系入党(最不好)、上色情网站、随意弃置已选好的超市货物、践踏草坪、很少

打扫寝室卫生。其中，找关系入党、随意弃置已选好的超市货物、很少打扫寝室卫生三种行为属于认知水平

低，行为水平低。这表明对这些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行为，大学生存在这并不把他们视作不道德行为的倾

向，似乎他们与道德无关，也不需要进行道德自我管理。可见，受社会不良风气的负面影响，一些大学生的

道德认知还存在这是非观念不清和一定程度偏差的情况，他们的道德发张尚未相对稳定和完全成熟。 

4.3. 家风问卷与道德行为管理问卷 

家风家教对大学生的道德教育有持久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父母来实施的。大学生成长过程中虽然会

在学校度过相当长的一段学习时间，而且还接纳着很多老师的学校教育，但是学校教育只是阶段性的教

育，唯独家里的父母对青少年的道德教育才是最久远的、持续性的。 
家风家教是对大学生最直接的道德教育，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育都对大学生的道德教育有着

不同程度的影响，然而家庭教育才是最基本，最直接、也是其最容易接受的教育形式。家风家教的影响

是潜移默化的，对子女的教育也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接下来具体分析家风与道德的关系。 
1) 交友之道与道德行为。同伴之间的相互作用会影响学生的道德行为，其影响通过对榜样的模仿和

同伴团体的从众实现。同伴团体是影响学生道德行为的一种典型社会力量，在一项有关在违反规则行为

的研究中，发现学生同伴团体的从众在 13 岁以前一直占优势，到 17 岁才开始降下来(陈欣银，时蓉华，

1987)，可见同伴关系在学生的行为中起到很大的作用。 
2) 家庭权威与道德行为：以家庭权威为基础的家风模式有其合理性，它让人们按照传统规范做事情，

为培育子女的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有积极作用。 
在学生道德教育的历史上，人类社会经历过习俗性德育、神秘性德育、权威式德育、民主式德育等

各种阶段，无论哪个阶段的德育，事实上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权威这个基础(万峰，林樟杰，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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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规范中的权威来自人类社会发展所传承下来的社会公共的道德规范。这种道德习惯大到社会公理、

小到家规家法，代代相传。凭借社会舆论的和人们的道德良知，很难不服从，否则就可能会付出代价。 
3) 诚实守信、乐于助人、夫妻和睦、照顾弱小、感恩报恩、与人为善、乐善好施、爱国爱党、遵纪

守法与道德行为。家风的上面几条属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范畴，党的十八大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包括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在公民道德规范方面提倡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诚实守信、

乐于助人、夫妻和睦、照顾弱小、感恩报恩、与人为善、乐善好施、爱国爱党、遵纪守法)，可以分别归

入爱国、诚信、友善三个范畴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诸如“诚信、友善、爱国”等概念，都来自

于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传统美德的凝练与发展。因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对公民层面的要求

与学生的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存在紧密的联系。 
4) 孝敬父母、谦虚低调、读书为本、明辨是非与道德行为。孝敬父母、谦虚低调、读书为本、明辨

是非，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中国传统道德特别重视“知“与”行“的统一，孔子认为衡量一

个人品德的好坏，不但要听其言更应观其行。 
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的教育，看重高尚精神境界，注重品格修养而言，对当代大学生人格的塑造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提倡的积极进取、刚健自强的人格理论是我们应当继承和吸取的。中国传统文化

中的优秀道德传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结晶，它在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改变社会

道德风尚，培养人们良好的道德品质，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作用(赵峰，2007)。 
5) 家庭民主与道德行为。在个体道德行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父母教养方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

响因素，父母的理解、关心支持会使儿童表现出更多的道德行为。 
我国研究者肖文娥等人(2002)对初中学生的品德发展状况与其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做了深入研究，结

果也发现父母教养方式对不同群体学生品德发展的影响模式不同，有利于学生品德发展的理想的父母教

养方式是父母充分的情感温暖与理解、父亲的不惩罚严厉和母亲的不拒绝否认。 
凌怀燕等(2007)以高职学生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高职学生的诚信心理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父母

教养方式与高职学生诚信心理发展密切相关，父亲的拒绝否认、偏爱被试对诚信心理发展有一定的负向

预测作用。可见的民主和谐的家庭氛围有利于学生的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的培养。 

5. 小结 

本研究运用家风问卷和道德行为自我管理问卷考察大学生家风与道德行为自我管理之间的关系。在

家风问卷上，大学生排名前五的家风是孝敬父母、感恩报恩、与人为善、明辨是非以及读书为本。 
在道德行为自我管理问卷上，在反应道德素质高的行为中，德性践行度高的行为是主动偿还借贷、

学习场所主动避免手机干扰旁人、公共场合自觉排队、对所承诺的事想办法做得最好、在阅览室看完书

后放回原位；在反应道德素质低的行为中，德性践行度高的行为有撕毁图书馆书页据为己用、听报告时

高声讨论、私自翻看他人东西、休息时间在宿舍喧哗、上自习时讨论问题影响同学。 
家风与道德认知、道德行为、道德践行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即好的家风氛围，成长与其中的子女会

梳理较好的道德观，也更趋向与知行合一。同时，家风建设好的学生的道德认知、道德行为以及道德践

行要好于家风建设不良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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