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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联合促进高中生感恩教育的实践

【摘     要】 培养高中学生的感恩意识是一种道德培养，在当前社会的高速发展下，应该确保学生拥有一个健康积极的心理状态，感恩意识

是在爱的基础下形成一种独特的情感。高中学生感恩意识的培养在很大程度上与家庭教育有一定的关联，针对于子女教育，父

母也有直接的责任和义务，在高中的感恩教育中应该加强其内容的整合，以此推动教育的全面发展。本文围绕当前高中学生感

恩教育作出分析，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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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不仅是当前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同时也是每个公民
应该遵守的基本道德，它能够有效加强学生的感恩教育，以此
培养学生的感恩意识。在当前社会的快速发展下应该重视学生
的引导工作，通过家校共育实现对学生意识的培养，这样有利
于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以此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这样有利
于提高他们的各项能力，以此让他们更好的融入社会。

一、感恩教育的主要内容

感恩教育主要是教育者通过一定的教育手段，对学生展开
的教导，通过感恩、之恩以及其他的形式形成一种人文教育形式。
感恩教育不仅是以情动情的情感教育，还包括一些思想道德教
育方面的内容，它是当前一种人性教育。因此，在感恩教育中
应该重视两项原则：（1）感恩教育应该回归生活，感恩教育应
该让学生通过生活世界去发现丰富的德育内容。（2）用深度去
感化学生，让学生从内心中接受感恩教育，以此将内容深度结合，
以此提高德育教学整体效果。

二、高中生感恩意识与家校联合之间的关系

1.从学生感恩深浅方面
高中学生的家校教育与学生感恩意识有较为直接的关系，

父母对待子女过于温柔，而且当前大部分家长都过于溺爱自己
的孩子，导致部分高中学生的感恩意识相对比较浅。另外，父
母对于孩子的教育过程中往往过于严厉，从而使得高中学生形
成一定的逆反心理，最终形成这个局面

2.从学生感恩频率方面
高中学生在感恩频率和父母情感有一定的比例关系，父母

在对于孩子的过程中往往都会为孩子各方面着想，同时也会理
解孩子的想法与做法，并给予他们一定的正确的引导，这样的
情况下往往让孩子内心充满温暖，从而使得感恩频率也会有所
上升。相反之下，如果父母对于孩子不够理解，往往只会根据
自己的想法去安排孩子的一些做法，他们是无法感受到快乐的，
这样的情况下也会使得孩子感恩率降低。

3.从学生感恩广度方面
高中学生感恩广度与父母教育方式形成正比关系，父母需

要深入理解孩子，给孩子们提供温暖，从而使得他们自由成长，
孩子往往会能够更加深入的理解他人，从而愿意帮助他人，这
也使得感恩广度越来越广泛，相反之下如果父母总是严厉的对
待孩子，特别是子女出现错误时对其进行严厉惩戒，这样的情
况下高中学生的感恩度很低，而且范围比较狭隘。

4.从学生感恩密度方面
高中学生的感恩密度与当前父母情感温度，如果父母长期

利用严肃的态度对女子进行惩罚、严厉导致会使得他们积攒一
些负能量，这也使得学生会形成一些错误的想法和观念，从而
使得学生的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父母在情感方面的角度往往
比较低，最终导致孩子缺少正确的感恩形式。

三、当前学生感恩意识缺失的原因

1.社会环境中缺失产生感恩意识的土壤
当前，我国的社会还处于不断改善的质检，一些社会现象

以及人们的观念还在不断做出改善，在党的缺失的情况下使得
其形成比较严重的挑战。大部分人对于自我的一些现象不够关
注，而且不会在意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更不在乎社会的整体发展，
从而使得出现各式各类的问题。

2.家庭教育中缺少学生的感恩教育
学生始终是家人重视的中心，在现代教育理念的基础下对

于学生的教育不能仅依赖学校方面，家庭方面应该重视对他们
的引导，让他们明确教育的核心理念，从而重视学生的整体情
况。在具体开展教育的过程中大部分家长都比较重视学生的就
业学校以及考试成绩，从而忽视学生最为基本的道德和感恩教育，
这也导致学生缺少一定的理解，再加之部分父母过于溺爱自己
的子女，导致他们没有较好的感恩意识，学生会认为这是他人
应该为他做的，从而不知道回馈社会，这都是当前感恩缺失的
现象。

3.学校教育过于重视知识教育
各类学校在思想道德教育上往往都会拿高、大来作为学生

学习的榜样，学生所崇拜的往往都是个人英雄主义和自由主义，
他们对于生活中一些小事情缺少关注，从而使得他们没有较好
的感恩体验，这也导致感恩教育系统没有在学生的内心中没有
受到重视，最终导致大部分学生缺少感恩意识。

四、家校联合促进高中学生感恩教育的有效方法

高中学生感恩意识的培养不仅需要学生个人努力，还需要
社会以及学校和家长多方面展开，学校和家庭方面应该加强合作，
并采取有效的方法培养学生的感恩意识，让父母采取有效的方
式加强对子女的引导，从而促进孩子不断成长。

1.父母要为高中学生做好榜样
父母作为子女的“第一任教师”，在女子心目中的地位是

无法改变的。为此，父母在日常生活中应该以身作则，为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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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校方面积极做好宣传，让学生明确感恩
校园作为学生学习的重点，学校可以通过广播站、黑板报

以及校园宣传区域等，加强相关内容的宣传，从而大力宣传感
恩内容。让学生通过电报、电视、广播、图书室、网络传播等
形式，并加强以“感恩”主题的相关内容，可以利用诗文、俗语、
歌曲等进行整理，以此让学生更好的感受爱与悲哀，让他们明
白什么叫“感恩”，以此培养学生的感恩意识。

5.通过真实活动让学生明确“感恩”
充分发挥高中学生的能动性，学校方面应该定期举办一些

相关的教学活动，这样能够避免枯燥的教育使得学生厌烦，而
且长期枯燥的教学会使得学生形成懈怠心理。学校方面需要定
期进行更换形式，从而让学生始终保有热情，这样的教育显得
更加成功。在具体开展的过程中教师应该定期组织以班级为集
体的活动，从而让学生在活动中感受到感恩教育。例如，可以
让学生讲述故事也可以让他们朗诵诗文，通过“感恩”主题，
加强对他们的引导，以此促进他们不断成长。

6.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我国具有上下五千年的文化历史，有很多传承下来的民族

美德，感恩作为当前中华民族传统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
与人之间和谐共处的重要桥梁，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基本源泉，
在这样的形式应该让父母认识到培养孩子感恩意识额重要性，
从而为孩子找一个明确的教育方向，以此加强对他们的培养，
帮助他们建立良好的感恩意识，为他们的后续发展奠定基础。

五、结语

综上所述，在当前素质的教育理念下，应该重视我国传统
文化的传承，特别是在现代教育基础下，应该重视度学生的德
育教导工作，感恩教育作为当前德育教育的一部分，应该加强
对学生的引导。特别是在高中阶段的教育中，因为他们即将步
入社会，应该让他们明确感恩的重要性，并通过家校联合的形
式加强对学生的引导，以此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加强他
们的各项能力的提升，以此促进他们不断成长，为他们的后续
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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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做好榜样，在一些日常生活中通过知恩、感恩、报恩加强
对学生的正确引导。首先，父母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学会善意待人，
学会尊重每个人，让他们学会互相帮助，懂得知恩图报。其次，
在一些节假日应该带着自己的子女回到老人身边，在陪伴老人
的同时为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给老人购买一些礼物和
吃的，在闲暇的时光陪伴老人去散步，通过这样的方式对自己
的子女形成一个正确的引导。最后，作为父母应该尊重与理解
自己的子女，应该利用正确的方式的去引导，从而让他们感受
到家庭所带来的温暖。为孩子创造一个平等、民主的环境有利
于更好的培养他们的感恩意识，以此促进他们不断成长。

2.父母要转变陈旧教育理念
作为当前高中学生的家长，应该明确当前孩子压力比较大，

他们在学习方面需要面临升学，很多家长为了让学生考一个较
好的大学，往往对于学生的管理比较严格，这也使得学生进入
了一个恶性循环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父母应该给予高中学
生一个平等的生活空间，同时还要合理的与学生展开互动沟通。
首先，作为父母应该培养子女的独立性，在许多方面的事情应
该让他们自行的去完成，这样能够让他们做更多的事情，从而
磨练自己，培养他们的独立性，在孩子们做自己的事情时，可
以增添他们的生活体验，让他们不再依赖父母，从而多了一份
自信，同时也帮助他们树立感恩意识。其次，培养学生理财意识，
很多高中学生进入这个阶段，他们的攀比心不断提高，在消费
观念上发生了改变，父母应该对他们进行正确的引导，帮助他
们形成良好的意识，让他们知道钱的由来十分辛苦，应该学会
理性消费，从而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消费观念，培养他们的感
恩意识。最后，父母应该理解孩子们的新房和看法，作为父母
不能利用传统的思想和目光去看待孩子，特别是在高中阶段的
学生，他们已经拥有一定的思想和观念，父母应该学会换位思考，
多站在他们的立场考虑，从而培养高中生的情感基础。

3.培养高中学生的责任意识
在当前众多的德育内容来看，高中学生的责任意识相对比

较重要，责任意识是当前高中学生培养的基础。从一个方面来
讲，父母需要让学生学会关心他人，通过对他人的理解形成一
种表现形式，而且人与人之间情感作为双向互动，只有你用真
心对待他人的同时，他人才会真心对待你。另一个方面，父母
应该鼓励子女制定一个属于自己的计划，并让他们按照计划执行，
以此让他们明确责任意识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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