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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感恩教育校本课程实施研究 
毕丽娇 

（吉林师范大学  130000） 

摘要：小学阶段是学生学习的起点，是造就人才的开端，在小学阶段对小学生进行感恩教育是符合学生发展的。针对现在感恩
教育的缺失，制订小学生感恩教育校本课程刻不容缓，本文将从小学生感恩教育校本课程的指导思想、小学生感恩教育校本课程目
的、小学生感恩教育校本课程实施原则、小学生感恩教育校本课程内容、小学生感恩教育校本课程设置、小学生感恩教育校本课程
评价这几个方面来论述如何构建小学生感恩教育校本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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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小学生感恩教育的对象是 7—14 岁的小学生。小

学生感恩教育是指在学校教育中，确定感恩教育目标，通过一
定的感恩教育内容，使用一系列的教学策略和教学方法，引导
小学生形成感恩意识，促进感恩意识内化为自身的感恩行为。 

校本课程就是学校根据学校的资源确定的课程。校本课程
的开发不是简单的将校本课程理念提出来。要将校本课程系统
中的各个要素合理的编排，使各个要素的编排系统化、科学化、
逻辑化、生活化。 

为了建立新时代感恩型国家、新时代感恩型学校、新时代
感恩型家庭，制定出符合我国社会发展的、符合学生身心发展
的感恩校本课程是有必要的也是紧急的，本文如下将详细叙述
如何开发小学生感恩教育校本课程。 

一．指导思想 
蔡元培道德教育思想是小学生感恩教育校本课程的指导思

想 。他主张“通过道德教育涵养道德主体的道德认知，培养道
德情感和道德意志，提高道德品质，完善道德人格从而规范社
会成员的道德行为，小学生感恩教育是道德教育的一部分，这
就要求教育者必须重视小学生感恩教育，将感恩教育为切入口，
进行感恩教育，在蔡元培指导思想下，对小学生进行感恩教育
要启发小学生的感恩意识，培养小学生的感恩情怀，形成感恩
品质，通过具体的感恩事件将内心的感恩付出行动，形成感恩
行为。 

二．教育目的 
小学生感恩教育目的是确定感恩教育目标，通过一定的感

恩教育内容，使用一系列的方法与手段，引导小学生形成感恩
意识，促进感恩意识内化为自身的感恩行为。并且建立新时代
感恩型家庭、新时代感恩型学校、新时代感恩型社会。 

三．实施原则 
小学生感恩教育的核心是爱，小学生感恩教育的宗旨是关

注每一位小学生。小学生是处于不断发展中的人，实施小学生
感恩教育也不能一层不变，小学生感恩教育要符合学生的身心
发展。因此，感恩教育应遵循以下两个原则。 

（一）感恩教育的主动性 
学校进行的小学生感恩教育不是强制学生一定要对他人进

行感恩，而是通过学校的引导小学生能够形成个性化的感恩意
识和感恩行为，小学生能够自发的对施惠者感恩。教师的作用
是根据感恩目标，选取适当的感恩内容，激发小学生感恩意识，
引导小学生建立感恩行为。 

（二）感恩对象的有限性 
学校感恩教育并不是引导小学生对施惠者无限的感恩，而

是根据自身的情况有限度的感恩。任何事物都有其自身的客观
规律，小学生对施惠者的感恩应该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进行感
恩。 

四．教育内容 
小学生感恩教育内容就是在一定的感恩教育目标指导下，

将确定的感恩教育内容系统化、生活化，协调感恩教育的各个
部分要素，形成感恩教育合力，完成感恩教育目标。笔者认为
的感恩教育内容包括五方面即小学生感恩父母、小学生感恩师
友、小学生感恩祖国、小学生感恩生命、小学生感恩大自然。
感恩教育不是表面的，以目标为主、以内容为载体，深入小学
生的心灵，将感恩的种子渗透进去根植于小学生的灵魂之中。 

五．课程多元化体系的构建 

小学生感恩教育课程是由多元化的体系构成。根据小学生
感恩教育校本课程的目的，以内容为载体，设置不同类型的感
恩教育课程。破除以往的小学生感恩教育形式化。重新编排小
学生感恩教育课程系统，即使是设置专门的感恩教育课程，要
将感恩教育课程分门别类，使整个校本课程能够系统化、层次
化的运行。 

小学生感恩教育校本课程 
（一）传递—接受式感恩教育课程 
传递—接受式感恩教育就是以传统课堂为依托进行感恩教

育，这种课程以教师讲和学生听为主。以感恩祖国为例子，教
师在课前备课，上课时传递祖国的伟大，祖国为我们每个人做
出的贡献，激发小学生爱国之情，做出回报祖国行动。 

（二）主题式感恩教育课程 
主题式感恩教育顾名思义就是以感恩教育为主题进行感恩

教育活动。以感恩父母为例，确定主题“了不起的父母”。在教
师的引导下，全班同学讨论各自父母了不起在哪里，最后教师
询问同学通过这节课的主题你收获到什么？让学生自己阐述的
见解，教师进而引导小学生感恩父母行为。 

（三）项目式学习感恩教育课程 
项目式学习又称 PBL 是以项目为载体，在教师的引导下，

小学生以小组合作的形式，呈现出一系列的学习作品。小学生
感恩教育可以采用项目式学习。以感恩教师为例，小组合作，
制作感恩教师出表示感恩教师的作品。 

（四）体验式感恩教育课程 
体验式教学就是让小学生深入到具体的情景当中，真实的

去体验要学习的知识内容。以感恩自然为例，在教师的带领下，
以班级为单位，一起去某个公园、某个自然景区，让小学生亲
自感受大自然赐予我们的美好，在体验中激发小学生对大自然
的感激之情，产生主动保护自然的想法并将保护自然的想法付
出实践。 

六．课程评价 
想要更好的实施校本课程，必须对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活

动进行评价。小学生感恩教育评价是对小学生感恩教育校本课
程的整体评价、是对小学生感恩行为的评价、是对教育者的评
价。评价能反映着小学生对感恩教育的接受程度，能反映着教
育者教的方式和效果，更能反映着整个小学感恩教育运行的系
统。评价的方式要多样化，使用不同的评价手段。对小学生还
可以建立电子感恩意识和感恩行为档案，方便记录小学生感恩
教育成长情况。 

小学生感恩教育的校本课程开发是有必要的，在校本课程
开发之前要对学校的教学资源、教师情况、学生情况进行调查。
开发时要明确小学生感恩教育校本课程的各个部分、处理好各
个部分的逻辑关系。呈现最优化的感恩教育课程对小学生进行
感恩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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