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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微公益活动中的感恩道德观教育与培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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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感恩道德观教育与培养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

内容。微公益活动为大学生感恩道德观教育与培养提供了很好的

机会和场域，但是，环视目前微公益活动的现实场域，对大学生

感恩道德观的教育与培养还面临很多问题。有鉴于此，高校层面

应坚持立德树人，大力开展与规范校园微公益活动，加强大学生

感恩道德观的教育引领与督导考评；学生层面应积极投身微公益

活动，加强自身感恩道德观的认同内化与践行外显；社会层面应

该多方搭建大学生感恩社会微公益活动平台，以此不断完善微公

益活动中大学生感恩道德观教育和培养的长效机制，力求微公益

事业与大学生 成长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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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公益活动考虑服务他人和社会较多，对大学生感恩道德观

的教育与培养融入不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微公益活动的育人

功能。因此研讨微公益活动中大学生感恩道德观的教育与培养具

有诸多的现实意义。在诠释微公益活动与大学生感恩道德观教育

培养的逻辑关联的基础上，分析目前微公益活动中大学生感恩道

德观教育与培养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并提出创新和规范微公益

活动，提升大学生感恩道德观教育与培养水平的对策和举措。

一、微公益活动与大学生感恩道德观教育培养的逻辑关联

感恩道德观的教育与培养能够不断丰富微公益活动的内涵和

提升微公益活动的境界。因此，微公益活动与大学生感恩道德观

的教育培养具有很多的关联性。

（一）微公益活动与大学生感恩道德观教育培养的内涵与价

值

1. 微公益活动的内涵与价值

微公益活动首先是一种公益活动，是一场旨在服务他人和大

众的活动。这个微字突出了其两个最大的特点，一是微小，看似

不足道的小小公益活动；二是借助网络技术基础上的网络媒体等

微媒体来开展的一系列公益活动。

从价值视角来讲，微公益活动具有很多意义与作用，一方面

能够促进网络公共领域的公益事业发展，促进网络文明的发展；

另一方面，能够促进提高国民的网络素养、公益素养、公民素养，

能够促进和谐社会、文明社会的构建，还能够促进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的改革发展并增强其实效性。

2. 大学生感恩道德观教育培养的内涵与价值

道德观内容丰富，感恩道德观是其中一个分支。从内涵视角

来讲，感恩道德观的教育与培养就是对大学生进行知恩、报恩、

施恩道德品质的教育与培养活动，本质上是对大学生进行仁爱美

德的教育。从价值视角来讲，感恩道德观的教育与培养具有很多

的意义与价值，一方面能够丰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提

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境界，能够促进大学生博爱品质的形成；

另一方面，能够极大促进高校校园文化、大学文化、公益文化的

发展，促进大学精神文明的建设。

（二）微公益活动与大学生感恩道德观教育培养的相关性

1. 微公益活动是大学生感恩道德观教育与培养的重要途径与

渠道。大学生感恩道德观的教育与培养可以采取很多的措施，比

如校园感恩文化的建设、校园公益活动的大力开展、感恩模范人

物的宣讲与学习、最美大学生的评选、感恩专题讲座、红色文化

的学习、志愿服务活动等。这些都是对大学生进行感恩道德观教

育与培养的好途径，其中微公益活动是一种对大学生进行感恩道

德观教育与培养的流行形式。

2. 大学生感恩道德观教育与培养是开展微公益活动的主要任

务与目标。微公益活动的开展具有多个层面的目标任务，比如服

务社会、锻炼专业、培养爱心、培养公益精神、建设和谐文明社会、

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等，这些都是大学生微公益活动开展的目标系

统中的分支。其中培养大学生拥有一颗感恩的心和付诸感恩行动

的精神就是开展大学生微公益活动重要的子目标。

二、微公益活动中大学生感恩道德观教育与培养存在的问题

及其成因

微公益活动中开展大学生感恩道德观的教育与培养具有诸多

的个人意义和社会价值，理所应当受到高度重视。不过，由于各

种条件的限制，目前开展的微公益活动中对大学生感恩道德观的

教育与培养的效果不理想，与大学生本身的成长、学校与社会的

要求还相差很远。

（一）微公益活动理念层面的问题，影响了大学生微公益活

动中感恩道德观教育与培养的健康发展

一是教育性理念坚持不足，没有很好地规划设计和开发利用

好微公益活动的教育资源，没有很好地挖掘出其中的道德教育资

源和思想文化教育资源。二是科学与系统的理念坚持不足，没有

很好地把握好微公益活动的规律、感恩道德观在其中的教育规律、

大学生成长成才的规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和高等教育

的规律；没有很好地全盘协调处理好微公益活动及其感恩道德教

育观的教育与培养的各个要素的互动协同关系。三是创新与复合

的理念坚持不足，没有很好地根据现代公民社会的建设、大学生

教育本身的诉求、高等教育的发展来不断创新微公益活动及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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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道德观的教育与培养的方式和内容。

（二）微公益活动项目与内容层面的问题，影响了大学生微

公益活动中感恩道德观教育与培养的内涵基础

一是往往还是注重一些生活、学习、工作等方面的咨询公益

服务，没有拓展到实际的公益服务活动，致使微公益活动中大学

生感恩道德观教育与培养的项目显得不实在。 二是往往注重一些

感恩地方、感恩社会和他人的活动，对于这些感恩活动的教育资

源开发不够，没有进行很好地提炼和总结，致使微公益活动中大

学生感恩道德观教育与培养的理论高度不够。三是往往注重开发

微公益活动的道德教育功能，注重这方面项目的开发，忽视了与

学生专业结合整合起来，凸显微公益活动中大学生感恩道德观教

育与培养内容的专业针对性不够。

（三）微公益活动保障与考核层面的问题，影响了大学生微

公益活动中感恩道德观教育与培养的有力保障与督导

一是学校和社会为大学生公益活动的开展提供的支持还显得

不足，比如指导老师配置缺位、经费投入不足、场地配置少、项

目供给不够、政策性支持不够等。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微公益

活动的开展，影响了微公益活动中大学生感恩道德观教育与培养

条件的有力保障。二是学校对微公益活动的考核督导不够，没有

针对性对微公益活动的开展情况出台与执行一系列的考核制度，

致使高校微公益活动的规范性与有序性还有待加强，从而极大影

响了对微公益活动中大学生感恩道德观的教育与培养的督促与引

领。

三、改革和规范微公益活动，提升大学生感恩道德观的教育

与培养水平

针对微公益活动中大学生感恩道德观的教育与培养存在的问

题，根据微公益活动与感恩道德观教育培养的相关性，各方力量

都应该介入和干预，以此形成大学生微公益活动中感恩道德观的

教育和培养机制。

（一）学校层面的举措：加强大学生感恩道德观的教育引领

与督导考评

1. 完善微公益活动的内容与项目。一是注重一些生活、学习、

工作等方面的咨询公益服务的基础上，大力拓展到实际生活的公

益服务行动，不断夯实与拓展微公益活动中大学生感恩道德观教

育与培养的项目。 二是在注重一些感恩地方、感恩社会和他人的

活动的基础上，要大力开发这些感恩活动的教育资源开发，做好

这些教育资源的提炼和总结，以此不断提升微公益活动中大学生

感恩道德观教育与培养的理论高度、深度。 三是在注重开发微公

益活动的道德教育功能和注重这方面项目的开发的基础上，注重

开展一些与学生专业相关的活动项目，以此不断提升微公益活动

中大学生感恩道德观教育与培养内容的专业针对性。

2. 加大经费、场地、政策等方面的支持力度，不断增强大学

生感恩道德观的教育与培养的保障供给与考核督导。保障和考核

督导是微公益活动中大学生感恩道德观的教育与培养的条件与引

领，因此高校务必要分析与把握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公益活

动保障与考核层面的要求，加大学校和社会为大学生公益活动的

开展提供的支持力度，以此增强微公益活动的开展及其大学生感

恩道德观教育与培养条件的有力保障，加大学校对微公益活动的

考核督导和规范管理，力求高校微公益活动规范化与有序化发展，

从而推动微公益活动中大学生感恩道德观的教育与培养的常态化

规范化发展。

（二）学生层面的举措：加强自身感恩道德观的认同内化与

践行外显

作为当代大学生，应该坚持教育自觉和道德自觉，从认知视

角上，通过各种方式不断提升对公益活动的理论学习，推动感恩

道德教育观的内化。从实践视角，积极投身公益活动，不断提升

感恩道德观的教育与培养的践行外显。

（三）社会层面的举措：搭建大学生感恩社会微公益活动平

台

社会层面应积极建设公益性社区，努力开展各类公益活动，

鼓励大学生积极参加与投入其中；积极支持大学生到社区、小区、

街道开展各种专业性与非专业性的公益活动，为大学生感恩社会

回报社会提供更多的舞台，为大学生微公益活动中感恩道德观教

育与培养提供更多的实践基地。

四、结语

大学生感恩道德观的教育与培养是一项复杂系统的长期工程，

需要学校、学生、家庭和社会的鼎力协作，更需要从不同维度和

不同视角去探索与践行。微公益活动的出现与开展为大学生感恩

道德观的教育与培养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与思路。目前重要的是相

关力量应该积极介入和参与，高校应该发挥主导作用，做好微公

益活动的规划设计，突出专业性与实用性，引领大学生感恩道德

观的教育培养可持续发展；学生应发挥主体的创造性和主动性，

积极参加各类微公益活动，不断提升感恩道德观的教育与培养的

认知与践行水平；社会应该发挥积极的支持作用，多方搭建微公

益活动的社区平台、网络平台，为大学生感恩道德观的教育与培

养提供平台与环境支持，以此形成微公益活动中大学生感恩道德

观教育与培养的强大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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