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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校园感恩教学活动与德育工作的深化改革 
——为我国培养“责任感”人才 

◆刘思锋  

（临沂沂州实验学校  山东临沂  276000） 

 
摘要：在当代教育中，初中生由于面对着巨大的升学压力，以及受到长
期以来的应试教育的影响，其对于生活、情感的关注以及感恩意识越来
越薄弱。感恩意识薄弱的学生不仅难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其在将来的
社会生活中很有可能在家庭、工作单位等人际关系的相处中也很有可能
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感恩”作为我国优良的民族传统，其也是中学教
育中对学生情感价值观塑造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利用校园和家庭构建
一个完整的“感恩意识”培养途径，感恩教育将极大地提升我国德育工
作深化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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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感恩”一词所表示的是对给予自己帮助的人报以感激之

情，并付出回报的行为过程，在我国，“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恩欲报，怨欲忘”、“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等古语都体现
出了“感恩”在我国传统美德中的重要地位。然而在当下，中学
生处在干净明亮的教学环境中，使用着社会和国家提供的优越教
学资源，在家中由独享父母亲人的悉心照顾，他们每天都关注于
学习、考试，却对生活中给予他们帮助的人置若罔闻，不少学生
都失去了感恩意识，并将别人的帮助当做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这样的现象无一不在提醒着中学教师：“感恩教育”已然成为当
下教学改革中刻不容缓的研究命题。本篇文章就将结合本校感恩
教学活动以及家庭教学活动情况，总结本校的德育教学收获。 

二、本校的感恩教学活动总结： 
为响应国家对于“立德树人”的号召，本校在近年来进行了

多场大型感恩教学活动，主要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以节日或学校开放日为出发点的感恩教学活动： 
“感恩”一词来自西方，牛津词典将“感恩”（Thanksgiving）

解释为表达感激之情，并回馈给他人。在中西文化交融的当代，
以感恩为主题的节日也渐渐进入我国大众的视野。本校的部分感
恩教学设计就是以这些节日为契机的。例如，母亲节举办的“为
母亲献歌”活动，通过这样的活动，不少不善于表达情感的学生
通过歌曲的形式表达了对母亲的感激。又如，父亲节的“为父母
备餐”活动，学生自己动手为父母准备营养餐，在共同备餐的过
程中，学生体会到了父母平日照顾自己的辛劳。除却节日外，学
校还充分利用了开放日，例如开学季以及家长会为平台进行感恩
教育。在开学季，学校组织了“大手拉小手”活动，在这一过程
中，学生感受到了“助人”的快乐。而在家长会上，学校则安排
了“表达我的心”活动，让同学通过黑板留言来表达对父母的感
恩。 

第二类，以比赛和评选为形式的感恩教学活动： 
除却对学生进行校内的感恩教学活动，学校还同时举办了竞

赛活动来激发学生对感恩活动的兴趣，启发学生实施感恩行为。
例如，学校举办的“ 美孝心少年评选”，就通过每一年在每个
本机进行推选再进行校内宣讲和选拔比赛的形式，来宣扬发生在
学生身边的感恩事例，激发学生发掘生活中值得学习的感恩小
事。又如，每年的国庆前夕，本校都会举办“我爱我的国”歌唱
比赛，引导学生表达爱国之情。 

第三类，以社会实践活动为形式的感恩教学活动： 
除了校内活动外，学校还利用社会实践活动，来拓宽德育教

学的覆盖面。翌日，学校组织的“爱心一日捐”以及“爱心义卖”
活动，以及联系了本地区的养老院、福利院，并以班级为形式举
行定期的结对活动，通过这一系列活动启发学生感恩自己当下的
生活环境，并养成乐于助人、关心社会的良好品德。 

三、感恩活动中运用的教学策略： 
作为学生 常处于的生活环境，以及教授学生大部分生活技

能、知识和价值观的教育平台，校方在近年来本校的德育教学改
革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本校今年来举办的感恩教学活动
中，学校主要运用了一下三大教学策略： 

一、多元化细分感恩主题，引导学生发掘感恩对象：学生在

日常生活中受到了来自家庭、社会、学校多方面的帮助，因此，
其具备的感恩的情绪和对象必然是多元化的。在本校的感恩教学
活动中，学校通过将感恩主题细化为亲情、师生情、爱国爱社会
等活动来启发学生从不同的角度认知他人基于的帮助，并以自己
的能力来回报他人。 

二、充分利用教育资源，将感恩教育“具象化”：“道德内涵”
往往是依附于具体案例的抽象感念，学生单通过教师讲解很难理
解，并建立起自身的内在价值观，因此，进行感恩教育首先要避
免的就是“讲课式”的枯燥学习体验。在本校的感恩教育活动中，
教师大量运用了多媒体资源，例如纪录片、国风动画作品等来展
现“感恩”这一传统美德的由来和体现，通过观看多媒体资料，
大多数学生对感恩教育的兴趣度有了明显的提升。此外，学校还
开放了线上平台和图书馆资源，方便学生在课后依据自己的兴趣
点去搜集和阅读相关的感恩故事，更激发了学生对感恩的探索
欲。 

三、“以学生为主导”的感恩讨论活动：在传统德育课堂中，
学生大多处于“被动”接受教师思想教育的状态，这很容易造成
学生的抵触心理。而“立德树人”方针指导下的课堂更偏向于尊
重学生个性和个人价值观发展。因此，在校园的感恩教学中，本
校大量利用了课堂讨论活动，围绕某一个感恩主题来让学生基于
课本或是多媒体资源进行讨论，并组织“展示会”让小组选择自
己感兴趣的主题进行观点展示，大大提升了学生在自身道德培养
中的主动性。 

四、家庭感恩教育对德育工作的辅助： 
家长作为与学生朝夕相处的人，其在学生品德修养完善中的

影响力也是不容忽视的，因此，德育工作不能止步于校园，更应
当将校园与家庭联系起来，让德育真正融入学生的个人成长中。 

首先，学校可以通过“启发性作业”来为学生创设感恩实践
机会：例如生物学科组织的“为父母做顿饭”活动，就通过让学
生体会家人的奉献和辛苦来对家人进行感恩。教师在这一过程
中，往往是首先设定以感恩教育为目的的开放性作业，例如感想
写作、社会活动等，来启发学生思考别人帮助了自己什么？自己
又该用什么方式回报别人？等相关的感恩问题。其次，在实践过
程中，教师的指导活动以及家长的实践协作也将及时监督和引导
学生形成正确的感恩价值观。 

此外，学校还可以与家长构建交流平台，例如家校联系本，
家长与师生共同参与的讨论会和感恩活动来监督德育工作进程，
验收学生的德育学习成果。同时，家校联系平台还可以更方便地
帮助家长相学校反馈孩子的品德发展状态，并针对孩子的发展问
题及时交流，学校在这个过程中还能够为家长提供更具操作性的
教育方法，帮助家长培育孩子。 

五、结语： 
在社会高速发展的当下，学生每天都在受到不同价值观的冲

击，还是青少年的他们不具备稳定的判断能力，而在这一过程中，
学校、家庭的陪伴以及健全的感恩教育体系将是帮助学生形成正
确人生观的关键。学校需要充分调动学科教学潜能、教育资源，
通过多样化的活动形式提供给学生更具趣味性的感恩学习体验，
而家庭则要通过协助和参与学生感恩实践，也将帮助学校更深入
的了解和引导学生，确保每一个孩子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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