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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
晖。”“哀哀父母，生我劬劳。”“百善孝为先。”关于感
恩的诗句名言数不尽数，单从这一方面可以看出中华民族传统文
化对感恩的重视程度之高。感恩不仅仅是对父母、老师、家人
的感恩，更是对社会、对自己、对生命的感恩，是由内而发
的一种敬畏之感。要发扬光大感恩这一光荣的中华民族的优良传
统，必须从小抓起，加强青少年的感恩教育。提高青少年的感
恩意识对其有终身的益处。一方面，可以帮助养成正确的价值
观和勤俭节约的习惯，从思想源头上避免“拜金主义”“功利
主义”等的侵蚀。另一方面，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感恩意识，
在追求学业和事业的道路上不断勉励自己，在缺的成就后能够不
忘初心，回报社会，为国家的发展添砖加瓦。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推进，农
村的劳动力大多选择外出务农甚至出国劳务，但又因为经济负担
等原因不能将孩子带在身边，便将孩子留在家中由老人负责照
看。留守儿童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由于长期缺乏父母的陪
伴，导致他们在心理健康、心态、价值观等方面与正常家庭结构
的孩子存在些许差异。虽然父母的外出提高了家庭的经济，给孩
子提供了更好的物质条件，但是由于孩子长期与父母分离，缺乏
亲人的关爱和陪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和极端行为。父母的养育
之恩被淡化，孝心也变得可有可无，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以自我为
中心，故加强留守儿童的感恩教育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国
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出，支持和
指导中小学校加强心理健康教育，促进学生心理、人格积极健康
发展，及早发现并纠正心理问题和不良行为。加强学生的感恩教
育是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培养学生健全人格的一条重要途径。

1　感恩教育的重要性
1.1感恩教育的概念
感恩教育，就是受教育者根据受教育目的和受教育品德形成

发展的规律，运用一定的教育内容对受教育者进行的识恩、知恩、
感恩、报恩、施恩的人文教育。具有认知、情感和实践三层次。总
的来说，就是在接受了他人的帮助或惠赠后，铭记于心，产生感
动或愉悦等积极情绪，然后将之转变会行动再去回馈他人的一种
行为。

1.2感恩教育能提高留守儿童对生命的敬畏感
感恩教育，是学校德育教育工作的一部分。感恩教育的不足，

导致留守儿童体会不到价值感和生命的意义。云南省镇雄县盐溪
村一名15岁的少年想用最后的死亡面对父亲的冷漠于是在家中留
下遗书自杀。2015年6月，贵州毕节4名儿童服毒死亡，4名儿童
都是留守儿童，其中年纪最小的仅为5岁，最大的也只有13岁，
父母均在外打工。四川广安岳池县16岁高中少年因父母早年离异
去往外地打工，长期跟着爷爷生活，于2019年9月24日在一家奶
茶店选择服药自杀，抢救6天后死亡。这一个个的案例无不在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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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着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提高迫在眉睫。教师在开展感恩教育时，
实际上就是在告诉他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都有意义，每一条
生命都值得尊重”。敬畏生命，不仅仅是激起对他人的怜悯之心，
更是对自己生命的爱惜和怜悯。

1.3提高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从而促进其全面发展
培养感恩意识可以提高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和以往心理

学流派不同的是，积极心理学关注的不仅是心理有缺陷或者需要心
理干预的群体，它主张让没有心理问题的群体变得更幸福。留守儿
童作为这个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广泛关
注，同时也接受了很多爱心人士的帮助，加强感恩意识，唤醒他们
对这些爱心人士的感激之情，让他们充分感受到来自外界的关注，
可以极大提高他们的主观幸福感，能让他们感觉到虽然缺少了父母
的陪伴，但是他们并没有被这个社会抛弃。让原来感恩意识微弱的
儿童学会感恩，原本就懂得感恩的儿童变得更加感恩。

1.4培养责任感
感恩教育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到路边的花花草草，大

到家庭、社会责任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学生在教师的
引导下，从小处着手，了解父母、老师同学、朋友等身边其他的
人以及陌生人带给自己的帮助。对于一些被社会爱心人士资助上
学的留守儿童尤为如此，通过了解他人对自己的付出，激发感恩、
善良之心，主动帮助有需要的人，成为优秀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将
这份爱心传递下去。

1.5感恩教育能助留守儿童独立思考，促进其一生的思维发展
开展感恩活动，让学生开动脑筋在一些原有的感恩活动上进

行创新，并且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创造一些切实可行的活动，在
这一过程中，能够提高其独立思考的能力，开阔思维。此前在中
小学甚至大学流行的“沉醉式”演讲，所谓的“演说家”打着感
恩教育的旗号在舞台上讲述各种夸张的故事，博取学生的眼泪，
演讲结束后学生没有丝毫收获和成长。目前存在的一些活动大多
流于形式，在发挥感恩教育的积极作用方面好存在一些限制，如
能将这一弊端改进，学生的感恩教育方面将有明显起色。

2　加强留守儿童感恩教育对策
2.1引导儿童发挥主观能动性，引导学生在学习生活中践行

感恩
现代教学理念倡导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作为引导者。对于留

守儿童尤其如此，留守儿童由于长期缺乏父母等亲人的陪伴，且
农村留守儿童的经济条件相对比较落后，导致他们性格内向且自
卑，不善于与他人沟通交流。所以对于农村留守儿童，教师更应
学会挖掘学生的优点。教师应根据学生不同的情况“对症下药”，
找到儿童身上的优点并发扬光大。比如，擅长写作的孩子就引导
他每天写一封感恩信，这封信可以是写给父母的，也可以是写给
曾经帮助过你的亲朋好友或者陌生人，并在课上分享给同学们，
这样既充分发挥了他们的优点，帮助他们建立了自信心，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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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践行了感恩行动。
2.2家长以身作则，言传身教
孩子从未出生开始就在接受着来自父母的影响，且在6岁入

学之前，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是最大的。但对于留守儿童来说，长
期远离父母，父母对其的影响是断续的，留守儿童大多是跟祖父
母一起生活，所以祖父母对其的影响要大于父母的影响。作为长
期与留守儿童生活的祖父母，应尽量发现孩子的优点并满足他们
的愿望，保护好他们的好奇心。而每年仅有短暂的时间与孩子相
处的父母，但是短暂的时间内父母作为孩子最亲近的人影响还是
巨大的，所以父母应把握好短暂的时间，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父
母学会感恩是给孩子最好的财富。

2.3创造实践活动的机会和环境
升入小学后，孩子大部分时间是生活在学校的大集体中的，

这个时候教师同学、学校环境机遇等对其的影响要大于父母，所
以在学校中组织一些集体活动还是很必要的。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学校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志愿活动，去敬老院举办歌舞表演，去大
街上帮助环卫工人打扫卫生，无亲自体验工作的辛苦，学会珍惜
他人的劳动成果。

3　结语
总而言之，感恩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应继续传承，

发扬光大。在2021 年推动脱贫攻坚政策举措和工作体系向乡村
振兴平稳过渡这样的特殊时期，农村留守儿童作为青少年的一个
的特殊群体，更应加大感恩教育，切实感受家乡的变化，学会
感恩，勤奋自勉，将来更好地建设社会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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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以个人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目的
一切教育，最终都是要推动人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建立

什么样的学习观才是合适的，视乎这种学习观能否对未来的人和
社会起积极和深远的推动作用。智能化时代的到来衍生了新的教
育业态，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教育命题：学习是为了什么？未来
社会是整个工业生态环境或生产方式的变革，意味着各类组织模
式更加扁平、供应链更加透明、平台更加整合、产品更加智
能、运营更加简化、交付更加灵活，社会生产各过程更智能，
边界也更加模糊。因此，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未来人要
成为高度复合型人才，这是学习目的其一。而人要满足的最高
层级的自我实现需要，不像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
需要、自尊需要那般可以通过外部给予，自我实现必须通过个
人内部认知的建构，并付诸实际行动才可获取。正确的学习观
指导下的学习行为可以推动人的自我实现，进而推动人的发展，
这是学习目的其二。另外，短期的发展成效不应成为引导学习
观的目标。因为当短期成效实现之后，学习又该指向哪里？相

反，为了获得人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才能在此基础上树立正
确的学习观。也只有树立了正确的学习观，才能获得人和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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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总结：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生命都有他存
在的必然价值！

【设计意图】通过对自己身份与价值的确认，对自己的生
命更加珍惜，通过倾听他人的呐喊，对其他生命个体产生同样
的认同感。通过对父母一辈人的采访，明确每个人在社会中都
有不同的角色定位，在不同的身份（角色）下，会创造出对
于自己，对于他人，对于整个社会都不一样的价值。

5　课后实践
5.1呵护豆蔻的萌芽
为学生们分发豆蔻种子和种植说明，由学生带回后在家人帮

助下进行种植。每周记录变化，发布在微博中，由班级微博进
行统一整理，大家一起呵护生命的绽放，感受“豆蔻初成”的
力量。

6　班主任寄语
芸芸众生，孰不爱生。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它是大

自然要我们自己去雕刻的璞玉。今天的你们，青春年少，你们
的未来充满着无限的可能，每一个独一无二的你，未来，又有

着无数种展开方式。但切记，只要修炼好自己的品行，只要珍
爱生命每一天都向阳而生，只要内心永远充满希望与爱，你们
的生命就一定会绽放出绝美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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