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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化学教学中渗透感恩教育
钟新娇

广东省恩平黄冈实验中学　广东恩平 429400

摘　要：在初中化学教学中，学校要以感恩教育作为培育初中生家国情怀的切入点，厚植新时代初中生家国情怀，培育家国

一体思想意识，激发初中生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志，教育引导初中生从家国情怀中汲取民族复兴的精神力量，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青春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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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教育作为重要的教学内容，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各

自存在和发展的独特性和侧重点，经过了几千年的传承与发

扬，它们也有共同的历史脉络，始终以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

进步为其根本目标，感恩父母、报效祖国作为它们共同的价

值取向，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各自内涵的丰富和发展。

一、关于感恩教育的概要分析

新时代初中生的感恩教育就是教育者在明确当前我国社

会发展目标的前提下，通过运用与时俱进的教育手段和方法，

引导初中生在感恩父母、老师、朋友、党和国家、大自然等

的过程中形成系统化的感恩体系，教育其在对一切外部福利

的感恩中提升家庭和社会责任感、民族自豪感、国家认同感

及文化自信意识，最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

供精神支撑。

（一）感恩父母的养育之恩

从传统氏族社会至今，重血缘亲情关系维系家族的族系

传承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这种观

念的存在使得中华民族历经千年经久不息，正所谓“爱亲者，

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如“母苦儿未见，儿劳

母不安”；源于父母对子女的殷切期盼，如“老母一百岁，常

念八十儿”。感恩父母的养育之恩就是要做到孝顺父母，以真

心呵护父母、担赡养父母之责，对父母做到精神和物质需求

双向满足。

（二）感恩老师的教诲之恩

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有报师恩的传统。“师者，传道授业

解惑也。”初中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和道德情感的升华需要科

学理论指导和正确“三观”的引领，而它们一定程度上来源

于老师的谆谆教导和倾囊相授。都说“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

辉的职业”，但其背后披星戴月的辛苦却是不为人所知的，熬

夜备课、为学生做好学习规划、兼顾每位学生的身体和心理

健康是老师日常的生活状态。一句“老师，您辛苦了！”看

似蜻蜓点水，但实际对老师来说却能获得心灵上的慰藉和精

神上的极大满足。

二、在化学教学中渗透感恩教育的策略

（一）从化学历史角度进行感恩教育

我们在日常工作中发现，一些老师只关注学科知识的教

学，而对重要的化学史内容进行有意无意的忽视。其实，这

种方式还是应试教育思维在干扰。化学史是化学教学中进行

立德树人的宝贵课程资源。通过化学史内容的教学，能让学

生感受到科学的发现充满了艰辛的探索，以此教育学生在学

习和生活中要不畏艰难，勇于实践，追求真理；科学知识是

人类共同的财富，没有国界之分，以此教育学生要明白自己

肩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团结协作等

等。因此，我们在讲解空气的组成这部分内容时，除了学科

本身知识，还要让学生感知到，空气这种与我们日夜相处的

物质，发现它的存在于其中包含的成分经历了一个多么复杂的

过程。从舍勒和普利斯特里发现制取氧气，突破了传统的“空

气是单一物质”的认识，到拉瓦锡发现空气由氧气、氮气组

成，再到后来更先进的仪器检测和实验手段，人们才全面认识

到空气里包含的其它物质。再如俄国著名化学家门捷列夫通过

顽强不屈的探索和学习，不畏失败，反复试验，不断总结，终

于发现了元素周期律，编制了元素周期表，让后人的化学学习

与研究能够行走在有规律的轨道上。通过这样的化学史对学生

进行引导性分析，学生充分认识到了科学探索无止境，只有我

们坚持不懈地探究，就会永远有更新、更惊奇的发现。

（二）从化学成就角度进行感恩教育

在化学教学中，我们要充分利用形象的、直观的、生动

的、具体的化学成就，对学生不失时机地加强感恩教育。如

我们可以给学生介绍优秀的传统化学工艺，使学生体会到中

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又充满智慧的古老而伟大的民族；也

可以引导学生分析新中国诞生前后钢铁和化肥等产量变化对

比、了解改革开放后纳米碳管、高分子合成材料等各方面国

际领先成就的取得，使学生切实体验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爱国之情、民族认同感油然

而生。未来的国际竞争，归根到底是科技的竞争、人才的竞

争。因此，我们要引导学生客观辩证地看到，目前，我国还

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在一些技术领域与世界发达国

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由此激励学生为了祖国未来能傲立于

世界民族之林而奋发读书，从小立志为祖国科技事业作出自

己的贡献。

三、结语

综上所述，感恩教育是学校教育不可或缺的工作内容，

也是推动社会发展与进步的伟大力量。我们在化学教学中进

行感恩教育应充分结合我国所取得的具体的化学成就和化学

历史，引导学生自主分析、自主感知、自主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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