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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念界定

1.1感恩意识形态

感恩意识属于人个体道德素质的最基础层面，同时也是个

体内省程度最直接的外化表现。在《现代汉语词典》当中的解释：

对别人所给的帮助表示感激，是对他人帮助的回报。埃蒙斯将感

恩定义为“一种需要自觉性的现象，需要人们能够承认自己受益

于他人的慷慨帮助，承认给予帮助的人提供了一项通常会付出代

价的帮助，还要承认这一帮助对受益者而言具有价值。”

与此同时，感恩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自古以来就

受到人们的褒扬和传颂。我国对于感恩中最早的叙述可追溯到

《诗经 小雅 寥義》：“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抚我畜我，

长我育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我国传统文

化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将感恩体现在“忠、孝、节、义”当

中，在我们日常生活社会当中，有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之恩、

有国家社会的培育之恩、有父母无私的养育之恩等。感恩并不

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品质，它需要教育的点拨和指导，需要通过

教育来帮指人们发现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并对其回馈以感恩的眼

光，从而形成一种感恩的心态、品德和责任，进而外化为报恩的

行为。

1.2当下大学生感恩意识形态现状

感恩教育是教育者运用一定的教学方式和手段，通过一定的

感恩教育内容对受教育者实施的识恩、知恩、感恩、报恩的人文

教育活动，会"感恩"，对于大学生来说尤其重要。因为，当下大

部分学生都是家庭的中心，在他们心中只有自己，几乎不会考虑

到其他人。要让他们学会"感恩"，其实就是让他们学会懂得尊重

他人。让他们切身体会到感谢他人的善行时，第一反应常常是今

后自己也应该这样做，这就给他们一种行为上的暗示，让他们意

识到要去爱别人、帮助别人。感恩是人类的一种情感意识，是中

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所有的人都要怀有感恩之心”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高校思政会议上强调，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与教学

全过程，要将坚持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

上来说就是做人的工作，要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

德品质、文化素养，让学生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当

前，我们所面对的学生以独生子女、单亲、留守儿童、隔代教育

为主，接收到的爱多，相对付出的少，“巨婴式心态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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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想层面到生活层面对现今社会的人们产生了重大影响。儒家

倡导的“孝道”文化的根基是父系家族社会人伦道德，就是中华

传统文化的道德价值观念。演变到现今社会就是以宗族、血缘关

系为纽带的“孝”，这也便是我国传统观念“感恩”的基础核心之

一。现今社会普遍的“孝道”，也就是“感恩”，可以分为：孝道

文化与感恩父母、孝道文化与爱国、孝道文化与感恩他人。社会

层面大学生感恩意识较薄弱，整体性不完整，氛围不浓厚。当前

社会中的一些负面和消极因素影响着大学生思想的道德素质这对

正处于形成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大学生来说起着负面影响。

2.2家庭层面

家庭层面的“孝道”也就是“感恩”是以血亲为基础，在家

庭生活中就是感恩长辈。对父母的感恩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孝

道”中最重要的方面。父母给予我们生命、抚育我们长大，对我

们的一生起着深刻而又重要的作用，作为父母的子女，我们要怀

着一颗感恩之心，尊敬父母、承担起赡养父母的责任与义务，对

我们的父母“行孝”。这不仅是形式上的感恩、孝顺，更要我们躬

身而行。现在独生子女较多，父母无私地为子女奉献，忽略了教

育孩子应该对长辈的付出有所回报，缺乏对子女的感恩教育的培

养。较多的子女也遗忘了对父母的真情实感。

2.3教育层面

在整个社会感恩的大背景下，感恩教育从多方位、多层次渗

透在我们的生活中，传统文化中的孝道对当代大学生的感恩教育

提供了丰富的教育资源，对他们的感恩意识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从各个方面的有形与无形的渗透中，孝道观可以培养他们树立科

学的生命观，引导他们树立感恩意识，感恩父母、感恩家庭、感

恩祖国、感恩社会。子女从小在家庭、学校、社会中的各方位感

恩教育的欠缺是现如今大学生感恩意识欠缺的主要原因。感恩教

育的落后必然导致下一代感恩意识的缺乏。

2.4个体层面

当代大学生基本上都是00后，并且大多数都为独生子女，他

们个体自我意识浓厚，以自我的观念做事。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变

成了“啃老族”，变成了父母的“寄生虫”。如何让打破这种现实

情况，这就需要大学生的感恩意识从思想到行动上的转变，思想

上感恩意识的充沛需要与个体自身的行动相接轨，先从感恩父母

开始，再到身边的他人，最后到社会、再到国家。

3　大学生感恩意识缺失的具体表现及原因分析

3.1追求私利

私利就是个人利益，利己主义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而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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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的思想行为。《管子·禁藏》中“民

多私利者，其国贫。”也就是：如果大多数人民追求自己的利

益，这个国家就会变得贫困。而现在我们的生活中越来越多的

大学生变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社

会不正之风熏陶出来的。要减少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但要靠

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教育，更要靠具体制度和社会机制。

3.2挥霍浪费

大学生挥霍浪费的不仅仅是金钱还有青春。大学生们已经开

始接触社会，但又不完全融于社会。他们还处于学习阶段，生

活花销还需要父母的供给，对父母依赖性大。而浪费、奢侈、

挥霍的社会风气向他们蔓延，有些人为了爱面子、装大款等原

因就会养成铺张浪费的习惯。这是因为缺乏正确的家庭教育和不

良社会风气所引起的。整治这一风气就需要高校大力倡导勤俭节

约、反对铺张浪费等有意义的活动，家庭教育中要从小培养子

女的勤俭节约的习惯，大学生也要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

养成不攀比、不浪费的好的生活习惯。

3.3诚信缺失

诚信是社会的一种道德规范，它要求人们诚实无伪，言而

有信。大学生诚信确实表现在一下几方面：弄虚作假现象严

重、信用意识缺乏、人际关系淡薄等。也就是考试作弊现象屡

见不鲜，随意违约，恶语中伤他人，缺乏责任感等。出现这

些现象的背后是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学校教育的滞后性以及大

学生自律意识较差。这需要以营造诚信社会的氛围为前提，加

强大学生诚信教育为重点，完善各项机制是保证。

3.4心态失衡

消极颓废、浮躁、嫉妒、抑郁是当下大学生阶层心理状态

失衡的具体表现。他们沉溺于网络的虚拟世界，和现实生活分

不开，做事没有清醒的头脑，思想不积极进取，与老师、父

母态度强硬，不听劝谏。这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缺乏对社会、对

父母及老师的认识，对自身行为的合理性和可能性不够了解。

这需要高校开设心理健康课程，让大学生的心理健康表现进行学

习，定期进行心理健康测评，生成评估，关注重点同学。

3.5理解偏差

社会发展不断加快，各群体工作生活压力日益增加，大学

生的认知也随之发生偏差。这就导致他们对于父母及他人说的话

及行为动作产生相反面的理解，错误理解事实，进而导致与他

人关系僵化。这需要我们在交谈或在做某些行为动作时准确、

时效地传递给别人，以免引起误会。恶化双方的关系。

3.6理所当然

现在的大学生对待父母的养育不屑一顾，认为是理所应当。

他们与父母之间缺乏沟通，距离也越来越远，互相理解减少，

这就导致大学生与家庭关系的直接破裂。消除子女与家庭的隔阂

需要学校开展大学生亲情教育，进一步加大大学生对父母的感恩

文化反哺和精神赡养力度，父母也要注意跟随时代步伐，和与

子女多沟通交流。才会减少大学生心理存在理所应当的思想。

4　大学生感恩意识的形态的建立

4.1树立感恩意识

对大学生的感恩教育第一步就是要让他们在思想上树立感恩

意识，要让他们在思想上懂得感恩，养成对家庭、他人、社

会以及对祖国的感恩之心。我国传统的孝道文化中就蕴含着对家

庭、他人、社会和国家的感恩意识，这对当代大学生树立感恩

意识起着助推性作用。这就要进一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辩证

的看待传统孝道文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马克思

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传统文化的立场，坚守文化自信的立

场。我们不能简单照搬或全盘否定，而是要深挖内涵，坚持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方法辩证的看待遗留下来的传统文化。根

据大学生感恩意识形成的现实情况汲取其中有益部分，取其精

华，去其糟粕。让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孝道文化在当代大学生群

体中继承发展。

4.2系统的感恩知识教育

在网络高速发展的现今社会，文化传播形式多样纷杂，思

维更加活跃，人们的交流也愈发频繁。开展当代大学生感恩知

识教育，我们从上到下需要一条心、齐努力。在校期间，高

校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开展的大学

生感恩教育主题活动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相结合，再

加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孝道文化内涵，对孝道文化进行保留

与增添，赋予它新的时代内涵，使得传统文化与新时代相接

轨、与新社会相接轨、与新时代的新青年的感恩意识的需要相

接轨，不断推陈出新，继往开来，面向未来。让不断与时俱

进的孝道文化同大学生一起成长，互相影响，互相渗透，永葆

青春活力。感恩知识教育要结合时代背景。2020 年是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是脱贫攻坚的决胜之年，我国有一亿左

右贫困人口实现脱贫。高校可以组织大学生学习了解脱贫攻坚战

的全过程，让他们在学习中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燃起感恩的

烈火。也可以将感恩知识教育与古代孝道文化相结合融入到高校

课堂，引发大学生的共鸣，唤起感恩意识，激发感恩情感，进

一步培养大学生的感恩行为。开展孝亲文化课堂，借鉴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的孝道文化，从古典文学中发掘孝道，进一步提升

大学生的感恩意识。对古典文化进行创造性准话和创新性发展，

并增添属于大学生的印记符号，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外不断

传播。当下的大学生在学习优秀传统文化并深入了解后才能理解

孝道文化中真正蕴含的感恩思想，才会感恩父母、感恩他人、

感恩社会、感恩祖国。那么才会提高大学生感恩教育的可行性

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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