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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话中强调家庭建设的重要性，并强调家庭工作作为一

项长期工作要始终抓实抓好。应对青年在婚恋、生育、

家 庭 方 面 所 遇 挑 战 时 ， 应 强 化 新 型 婚 育 文 化 的 导 向 作

用，积极传承与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魂，家文化在历史长河的流淌中

形成了以家和万事兴、尊老爱幼、兄良弟悌等为主要内

容的中华民族家文化和家庭伦理道德。中国传统“家文

化”强调良好家庭、家教、家风，对个人成长、家庭福

祉、社会和谐及国家稳定至关重要。

首先，可以通过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孝亲敬老、

妻贤夫安、兄良弟悌”等优秀家庭文化，多方位深层次

地开展青年群体的家国情怀教育，让青年深刻体悟“家

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国家与个人、国家与家庭，

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有效正向影响青年婚育

观和家庭观，向青年传递优秀家庭文化和观念进而提升

青年对家庭的价值认知和家庭责任感，从而破除我国当

代青年结婚率低和生育率低的困境。其次，可以通过传

统以及新型家文化熏陶，让青年群体深刻体会到作为个

体情感来源、生命来源、素质能力来源的家庭其情感、

经济支持功能和能量保障功能是如此珍贵，是青年应对

全球化风险社会的最后堡垒。⑤

（三）充分发挥青年婚育过程中家庭教育的示范引

导功能

家 庭 是 人 生 的 第 一 所 学 校 也 是 永 远 的 学 习 场 所 ，

一个家庭的家风就是这个家庭的主旋律。马克思主义认

为家庭和谐氛围会影响到家庭中每个成员甚至是家庭氛

围的幸福，并且可以使家庭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父母

是孩子第一个也是永远的老师，为系好青年婚育的第一

粒扣子，父母应在家庭中言传身教，做好青年正向婚育

观、家庭观的代际传递工作。家庭观教育的中心是怎么

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婚育观，明白家庭的重要性，如何

持家兴家等。近年来，“原生家庭”的概念进入大众视

野并作为一种网络亚文化掀起居高不下的关注度和讨论

度，这与青年婚恋观、家庭观的代际传承息息相关。从

另一方面来说，家风连着社风民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等优秀观念的培育践行和正向家教家风所宣扬的价值

观有一定重合度，以家庭为载体引导和塑造年轻一代的

正向价值观，可以使青年人格更加立体，能从细处、实

处培育青年婚育观、家庭观。

（四）尊重个体多元化选择

在 个 体 化 盛 行 的 当 代 ， 处 理 好 青 年 非 传 统 婚 育 行

为与传统家庭关系应采取统筹兼顾和灵活多变的原则。

在保障传统家庭权益的基础上，制定相关公共政策对青

年非传统婚育模式提供支持，比如2023年初，为保障非

婚生育当事人权益以及帮助国家更好监管人口数据，四

川省卫健委最新发布生育登记服务管理办法，取消了以

往必须提交结婚证明作为登记条件的限制。在现代婚姻

中，夫妻角色应是对传统角色的继承与超越，社会应减

少对选择非传统婚育模式的青年人的舆论压力，建设包

容友好的社会环境，尊重个体多元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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