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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论坛 

感恩教育在福利机构残障儿童的效用 
◆彭倩雯 

（东莞市社会福利中心  广东东莞  523000） 

 
摘要：所谓的感恩教育，简单来说，就是教育人员采取一定的措施，对

受教育者进行有目的的识恩、知恩、报恩和施恩的人文教育。感恩教育

实质上就是一种“以德报德的道德教育”，“以情动情的情感教育”，“以

人性唤起人性的人性教育”。 本质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教育，促使受教

者能够更好的融入社会，树立正确价值观的同时，也能学会与人交流，

为今后的健康成长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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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残障儿童是指生理功能、解剖结构、心理和精神状态异常或

丧失，部分或全部丧失日常生活自理，学习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儿
童。他们中绝大多数遭受父母遗弃，而成为孤残儿童。对他们进
行更好地救助与供养，是由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属性决定的，是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一
环。社会福利机构承担着集中供养孤残儿童，保障其基本生活和
基本权益的责任。为了促使残障儿童能够在福利机构获取更好的
教育，机构采取感恩教育至关重要。 

1、转换角色，承担起家庭感恩教育那部分责任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这首诗是对伟大母爱的讴歌。是啊，父爱如山，母爱似海父母给
了我们生命，母亲用乳汁将我们哺育父亲用宽厚的肩膀将我们托
起，让我们看见外面的世界。一般情况下，在成长过程中，给予
我们 多的是父母只要儿女过得好，父母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
根本不求什么回报。然而，社会福利机构收养的孤残儿童缺少的
就是这份真诚、无私、无畏、伟大的父母之爱，造成孤残儿童心
灵创伤的是他们的亲生父母。他们渴望拥有和蔼慈祥、无私无畏
的父母之爱，但在心灵深处却不愿或无法谅解亲生父母的无情。
社会福利机构工作人员，从职能说是爱的传递者，他们把党和政
府的关怀、社会的关爱传递给孤残儿童从社会角色来说，是保育
员、管理员、医生、护士、教师等从承担的工作任务以及服务对
象的视角来说，是孤残儿童的监护人，是他们的“爸爸”、“妈妈”。
社会福利机构的保育员、管理员之所以岗位神圣、崇高、光荣，
受人敬重，是因为人们在很大程度是把保育员、管理员当作孤残
儿童的“爸爸”、“妈妈”看待。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一切社
会福利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工作岗位上理应转换角色，担当起无
私无畏的“爸爸”、“妈妈”，承担起属于家庭感恩教育的那份责
任[1]。 

2、营造感，忿气氛，培养孤残儿童感恩意识 
感恩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完成这一工程需要一个良

好的环境。人在情境中，情境对人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特别是青少年人格形成期。学会感恩，并不是要做付出与所得的
价值交换，而是要更懂得尊重和珍惜。营造一个积极向上的人文
环境，是社会福利机构实施孤残儿童感恩教育的前提。首先社会
福利机构工作人员要克服养父母难当的畏难情绪，让孤残儿童能
够体会到党和政府的温暖、社会的关爱，“爸爸”、“妈妈”的辛
苦，从而更加热爱这个大家庭，珍惜生活、感恩生活。其次社会
福利机构工作人员都要有意识地去做。如果是只知道服务与奉
献，而不知道把自己的劳动和付出呈现给孤残儿童从而教育孤残
儿童，孤残儿童就无从感受到“爸爸”、“妈妈”和社会对他的恩
爱。再次，要充分发挥特殊教育的功能，不但要教育孤残儿童学
习生活技能和文化知识，而且要帮助孤残儿童树立自尊、自强、
自立意识，懂得尊重他人就是尊重自己，学会感恩、施恩才能够
自强、自立等基本道理。 后，在社会福利机构内要倡导形成相
互施恩与感恩的人际关系体系，只有这样才能通过人与人之间的
感情互相交融，互相激励、互相感染和人与人互相关心、互相尊
重、互相帮助的熏陶作用，促进孤残儿童道德自律的发展。 

3、因事制宜，感恩教育重点放在感恩实践 
社会福利机构收养的孤残儿童受年龄、智力、知识、心理素

质、价值观等因素的影响，对感恩教育有着各自的理解、接受程
度也因人而异。因此，社会机构感恩教育要根据收养的孤残儿童
特点，制定相应的方式方法，循序渐进地开展。对于年龄在 18
岁以上的智力健全的孤残青少年，应做到“以理服人，以情感人，
情理交融，感人心灵”，让孩子们懂得识恩、知恩的基本原理和
方法意识到今天得到的一切并非是天经地义、凭空而来，是要永
远铭记于心，承担一份歉意、准备为回报而付出努力的明白报恩
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回报，而且还包括精神的回报[2]。奉献是一个
人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完善个性的重要内容，是实现人的全
面发展的重要途径。拥有一颗感恩的心，进而外化于行动，必然
会不断地涌动着诸如温暖、自尊、自信、自强、自立、善良等这
些美好的处世品格，生活中便有了一处处动人的风景。习惯决定
性格。对于社会福利机构中 12 岁以下的孤残儿童，由于受理解
能力的限制，不可能理解感恩的意义，感恩教育的重点应放在良
好习惯的培养上，把感恩教育嵌人养护、康复、教育的每一个工
作环节。当孩子们感谢他人的善行时，第一反应常常是今后自己
也应该这样做，这就给孩子一种行为暗示，让他们从小知道爱别
人、帮助别人。如果孩子手中拿着玩具、小食品，要有意识地教
孩子把东西送给小弟弟、小妹妹或分给没有的同伴们，培养孩子
帮助别人的习惯。好孩子是赞扬出来的，当孩子主动帮助小朋友
和“爸爸”、“妈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或者得到赠予表示感
谢时，一定要表扬、奖励。童话是孩子们意识的启蒙钥匙，许多
潜意识是在孩提时期形成的因而要通过“爸爸”、“妈妈”的言谈
举止，影响孩子们正确的潜意识形成，要充分发挥孩子们的模仿
能力，通过动画片、童话故事，引导孩子认识哪些是应该做的，
哪些是不应该做的以及应该怎样去做。可能是角色转换不到位，
也可能是工作忙，社会福利机构的“爸爸”、“妈妈”们与孩子们
的沟通、交流远远不如家庭，这也是孤残儿童感恩意识缺失的一
个重要原因。社会福利机构的“爸爸”和“妈妈”们，不论工作
多么忙，每天都要与孩子们有一定时间的情感交流，谈一谈孩子
的生活学习，给孩子讲一些童话故事，这对孩子正确认识人与人、
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重要的作用。 

结论： 
简而言之，社会福利机构是党和政府关心弱势群体的重要窗

口，是收养的孤残儿童的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
社会福利机构加强感恩教育刻不容缓。感恩教育作为人文精神的
一面旗帜，使孤残儿童形成一种感恩的心态、品格和责任，为他
们更好地回归社会、融人社会，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创造 佳条
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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