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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公益心发展现状及培养建议 
任成龙 

（汾阳市英雄街初级中学  山西  032200） 

摘要：近年来公益教育越来越重视初中生的公益心，对初中生思想品德的塑造也越来越重视。初中生是推动未来社会发展的重
要力量之一，这个时期的青少年处于道德完善的最佳时期，也正是塑造个性、发展创新力的好年纪。因此，鼓励初中生参与公益事
业，培养思想道德品质，对青少年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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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各种公益工程也相继涌现，成为社会各界关注且参与的对

象。然而也正因为公益工程过多，公众的公益心理念反而逐渐滞后，
各种公益文化缺失问题也逐渐凸显。初中生作为未来参与社会形势
的群体之一，不管是参与公益活动，还是承担公益责任都是十分必
要的。 

一、初中生公益行为的基本概述 
近年来，许多学科都基本从不同的角度展开对公益行为的相对

研究，还取得了十分不错的成果。尤其在公益相关领域，这些研究
同样也为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让公益教育得到了良好的补充。公
益行为不管国内外都有基本的研究成果，因此对于各种公益行为也
有一个基本的认知概念。只是人们是否能有效辨别现实中的公益行
为，并理解公益本质的特点，从而融合更多广阔的领域和视角，才
能在拓展公益领域，更好的服务公益事业。不过在此基础上，初中
生这个特殊群体不管是生理还是心理可塑性都较强，道德体系更是
没有得到真正的完善。因此，初中生的公益行为不仅符合当今社会
的潮流，更符合约定俗成的公众良俗。一些公益行为的实际情况更
是对初中生的公益行为提供有效的理论基础，为后面的公益行为打
下坚实的基础。 

二、初中生公益心发展现状 
我国公益事业无处不在的发展现状，让我国初中生的公益心同

样也在发展当中。我国初中公益心主要的表现特点是参与平时生活
的慈善特点、人际交往活动、环境保护以及科学创新等。根据以上
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大多数初中生热心慈善活动、同情心 
慈善是出于博爱和仁义的一种公众表现方式，更是我国公众公

益和同情心的释放方式。在我国大多数慈善活动的体验与认知中，
不仅要投身慈善活动，还要懂得履行社会责任。城市的初中生虽然
对公益的认知依旧很浅薄，但对公益活动 的参与却相对比较积极。
城市很多初中生不仅会乐于参与公益活动，还会懂得帮助素不相识
的人。很多初中生甚至在道德熏陶下，将公益行为其当成是一种自
然而然的社会责任。不过公众的同情心虽然也处于情感与道德水
平，但偶尔也会出现道德缺失情况。而这种同情心和道德的缺失感
会形成不良的社会风气，最终致使更多初中生出现更多的矛盾。 

（二）大多数初中生在助人为乐后，集体助人行为会有所提升 
在人际交往活动中，公益心所体现的行为更多的其实是一件

“利他”关系。初中生从公德角度出发，在考察这帮人际交往活动
行为期间，自然可以遵守关于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务、遵
纪守法等基本公民准则。城市初中生群体基本可以做到服务他人。
不过在这个问题上，初中生还需适应人际关系，融入社会生活，才
能与整个社会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不过即便如此，依旧有一些初
中生的公益心存在不足之处，在涉及利益的基础上无法与整体同
步。在助人为乐的问题上，初中生自然不会缺乏热情。只是在涉及
利益基础上，才无法更好的融入集体当中。无法将自身利益有机融
合在一起，自然对集体利益不会太多关心。且社会上难免会有一些
社会负面因素的影响，这样反而让一些初中生对陌生人的求助难免
有疑虑。还有一些初中生面对自己不喜欢的同学，大半数人不会伸
出援手。这些初中生在对待一些情感问题时，难免会有一些助人为
乐的矛盾和纠结。当然，也有一些压根不会管自己不喜欢人的事情。 

（三）大多数初中生热心环保，参与环保行为 
环境是当今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只不过对待某些问题时，初

中生的环境意识、环保态度、践行能力等依旧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尤其对大多数城市初中生来讲，在看见许多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等
在遭遇了环境公共卫生事件后，依旧可以旗帜鲜明的表明自己的立
场。可见在这样的环境下，有这样的环境保护意识已经十分的难得
可贵。相比之下，很多人在具有环保意识基础上，对待一些行为依

旧会脱节。由于大多数人面对环保意识时，多数人会表现的十分脱
节，但少数人则会因为不愿意参与这样的组织而出现涉嫌活动，在
宣传活动时表现出来的无能便是最好的证明。 

（四）大多数初中生具有科学认知，身体力都会有所提升 
科学公益心主要体现在节能减排上，除此之外也体现在合理消

费、保护环境等这些主题上。对于这些社会活动层面的热心来讲，
初中生对社会、自然、自我之间的联系同样也作用于公益精神的体
现上。只是在进行一定的考核后，绝大多数初中生反而更习惯用自
己的智慧去看待周围人。很多初中生在思量这类问题基础上，不仅
表现在实际行动中，更让无数初中生付诸于科学行动当中。只是事
到如今，很多初中生对科学的公益认知依旧难以避免的会产生一些
误差。在整个大环境下，不管是教师、书本、影视等几乎都从不参
与该科学类活动。一些初中生在参加科学公益活动时，对科技活动
缺乏热情。长此以往，自然不利于科学公益心的发展。 

三、初中生公益心的培养建议 
（一）从家庭方面增加公益心，示范最重要 
许多初中生的公益行为不够其实也是受到父母示范行为的影

响。父母很少有类似行为，初中生自然也无法想到这点上。因此，
公益活动不仅是一种学校或者社会的教育问题，更是一种家庭的教
育问题。因此，公益问题不仅需要从家庭做起，更要从小做起。对
于未成年人来讲，家长的示范作用很容易对未成年人产生潜意识的
影响。良好的家庭氛围、优良的父母修养都会影响到初中生的公益
心，自然也就会有好的公益行为。对于未成年来说，父母的示范作
用更多的是一种从小到大的家庭方式。而这种家庭方式十分有利于
初中生公益心的养成。 

（二）从学校层面培育公益心，策划最重要 
学校是初中生从小到大待得最多的地方，自然会成为培育初中

生公益心的重要场合。正因为如此，学校也具有培育初中生公益心
的重要职责。学校可以适当举办一些具有策划意义的教育活动，让
初中生都能够参与到活动中来。初中生在活动中，可以浸透更多的
道德观点，培育出应有的公益心，从而产生自发性的公益行为。因
此，从学校层面的角度出发，培育学生公益心的方式最好是可以策
划一场公益活动。 

（三）社会层面培育公益心，参与最重要 
公益活动是一场全方位的社会活动。根据相关调查显示，初中

生公益活动、公益精神既能参与到社会活动中，也能够逐步适应社
会生活。因此，作为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素养，初中生公益心的培
育不仅可以参与到社会活动中，更可以体验风险、友爱、互助等基
本精神。社会公益教育形式不仅有着多样性，也成为初中生施展公
益心的有效途径。 

结束语 
为了更好的揭示我国青少年发展规律，首先需发现初中生在做公

益过程中的发展问题并予以解决。这样的方式既可以了解这些初中生
相关的指标关系，更可以反映当前初中生公益行为的现状。通过分析
这些可知，初中生公益行为不仅可以表现出显著差异，还会表现出不
同水平，可见培养初中生公益心还需有一定的优良培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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