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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感恩教育对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感起着潜移默化的重要影响。文章就道德情感及其必要性、感

恩教育及其特征、感恩教育对学生道德情感培养的作用进行了阐述，并探讨了感恩教育对学生道德情感培

养的相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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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对周围的人和世界心存感恩的人，会格外珍惜生活和善待他人，学生学会感恩的过

程是其道德情感提升的过程，也是个体自我觉醒的过程。中国自古就有“感恩”的传统，《诗

经》中有“投桃报李”之说，《游子吟》中“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感人诗句，民间

更有“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谚语。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新旧价值观的冲击日

渐加剧，对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等影响很大。感恩教育的重要性已受到教育界的很大重视 ，

上海市教委 2005 年 8 月推出了第 3 版《中小学生守则》，增加了“学会感恩”等条款[1]。因

此，学校通过感恩教育这一德育的有效途径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道德情感是有必要的。

一、道德情感及其必要性

道德情感(sense of morality)，是人们根据社会的道德规范评价自己和别人的举止、

行为、思想、意图时所产生的一种情感[2]，是直接与人所具有的对于一定道德规范的需要相

联系的一种体验，是情感的一种高级形式，是激发人们思想行为的重要的内部驱动力量。道

德情感是主体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是在一定的利益关系基础上，通过自身对外界的体

验和自身情绪的认识、控制而形成的一种心理活动。道德情感活动以好恶、喜怒、爱憎等情

绪形式表现出来，但又不等于这些情绪，它是人类道德心理中最深沉而又最活跃的内容，是

一切道德活动得以进行和符合目的发展的主体保证，同时，又是人们完善自己的一个重要方

面。

道德情感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有意识、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活动，教育者在学校教育

中自觉地渗透提高道德情感的感恩教育，是有其必要性的。

1. 道德情感是道德认知发展的促进剂

现代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情感因素是人们认知信息渠道的“阀门”，是重要的动机变量[3]。

道德情感对道德认知的动力作用体现在道德认知的全过程。道德情感是学生学习道德知识的

直接动机，也是道德判断的必要条件，还是道德意识、道德信念和道德意志形成的促进因素 。

这一动力来自道德情感本身和道德情感因素与认知的相互作用。

在德育过程中，学生个体的道德情感对其道德认知行为具有肯定或否定的强化作用。道

德知识的灌输，对于学生来说只能是被动地接受，道德认知停留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

感性层面上，对道德行为规范的遵守并非出自于内在需求和自身的道德责任感，甚至可能在

不道德的动机驱使下做出符合道德规范或貌似道德的行为。而道德情感可以有力地促进学生

道德认知的发展由感性到理性，展示学生道德认知发展的全貌，在学生道德内化过程中起着

不可缺少的促进作用。

2. 道德情感是道德行为养成的培养基

道德情感之所以成为学生道德行为的培养基，在于学生从能使他人得到快乐与满足的道

德行为中体验到自我满足与幸福，获得一种自我提升的满足感。道德情感一旦在人的内心巩



固下来，就会在各种不同的情境中显示一种定势力量，对道德行为的发生具有巨大的推动作

用，有助于道德教育从道德规范的硬性要求转化为意志自由的培养 [4]。

道德情感对学生道德行为的强化和形成具有促进作用。一方面，道德情感通过对学生道

德认知的激发和引导，促进其道德认知转化为道德行为。道德认知的激发以道德情感为基础 ，

但道德认知并不一定导致道德行为，从道德认知到道德行为发生，中介是道德情感。道德情

感在其中作为作为中介工具使学生个体选择某种行为，并使它现实化。另一方面，道德情感

通过对学生道德行为的调控，强化其道德行为的发展并形成道德习惯。道德认知转化为道德

行为后，以道德情感为核心的动机系统成为道德行为发展的内在保证。

二、感恩教育及其特征

“感恩”是舶来词，最初源自基督教教义，是一个带有浓烈宗教色彩的概念。所谓“感

恩”，在《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为“对别人所给的帮助表示感激”[5]。感恩有感恩戴德之

意，亦有感谢感激的意思，指对他人、社会和自然在个人成长过程中给予自己带来的恩惠和

方便在心里产生认可并意欲产生回馈的一种认识、一种情怀和一种行为。它是一种感激的心

情，是一种关爱的表达，是做人的一种美德，也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感恩教育，指教育者运

用一定的方法和手段，通过相应的的教育内容对受教育者实施的知恩、感恩、报恩和施恩的

人文关怀教育，是一种以情动情的情感教育，以灵魂唤醒灵魂的人性教育，以德报德的道德

教育[6] 。学校开展感恩教育的目的是引导学生逐渐养成感恩的心态和习惯，使感恩成为受

教育者不自觉的思维意识和行为习惯，使其作为个人个性品质的组成部分而存在，对他人、

对周围、对社会常怀感激之心。重要的是，感恩教育使学生在认知层次能洞察自身所获得的

恩惠和方便，并得以内心的肯定；在情感层次能发出愉悦和温暖的情感，进而转化为一种自

觉的感恩意识和回报恩情的体验；在实践层次，将感恩意识转化为报恩乃至施恩的行为，并

形成习惯。具体说来，感恩教育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7]的特征。

l．情感性

感恩主要是在道德认识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道德情感体验。感恩教育通过创设丰富感人

的情境活动，运用故事教育法、实践锻炼法等方式激发学生心理和情感上的共鸣，进而达到

净化心灵，陶冶情操，提高道德情感的目的。可以说，对学生进行感恩教育，能否激发他们

“心灵的池池涟漪”是德育的一个重要因素。感恩教育最容易拨动学生那敏感的心弦，触动

其内心深处的灵魂，从而不自觉地生发出对恩人的感激，对他人的爱心，学会重视、尊重别

人对自已的付出，营造出和谐温馨的人文关怀氛围。

2．生活性

如今，强调德育回归学生的生活世界，强调德育应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来实施，已

成为人们对提高德育成效、摆脱目前德育尴尬困境的共识。诚如著名教育家鲁洁先生指出：

“道德存在于人的整体、整个生活之中，不会脱离生活的道德。品德的培养应当遵循一种生

活的逻辑，而不是一种纯学科的逻辑。”那么，回归学生生活世界的德育在实践中该怎样操

作呢？感恩教育便是一条有效的捷径。感恩教育以学生“自我”为阿基米德点，依凭个体以

往的生活体验，通过反思自己成长的历程以激发学生对有恩于“我”的人的拳拳相报之情，

因此，感恩教育最重视由学生生命践履、体验所构成的“生活世界”，具有生活性。

3．实效性

感恩教育因其能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触动其内心灵魂，克服了以往学校道德教育知性

论德育范式的统摄，学生不再被当成抽象、静止的实体，被动地接收德育教条的灌输，所以 ，

它也必然能取得良好的道德教育效果，使德育实践焕发出无穷的育人魅力和动感的生命活

力。比如，一学校通过布置家庭作业的形式让学生放学后帮助父母洗衣服等，以此来体悟父

母对自己的养育、培育之恩。事实证明，这样的道德教育迎来了学生心灵的震撼、生命的感

动和情感的回报，感恩的种子由此在他们的心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三、感恩教育对道德情感培养的作用

感恩教育是学生道德情感教育的一个重要视角，它有助于培养和发展学生丰富的道德情

感，并使他们内在的道德情感转化为道德行动。道德的本质是自律而非他律，是发自个人自

觉、自愿的行动，刚性的强制性道德教育难以培养青少年学生真正的道德情感。感恩教育以

其“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的渗透，对学生的道德情感培养起如下作用。

1. 以情育情，提高道德情感的感受能力

学生的道德情感感受能力即感动程度如何，决定了道德教育感化的效果和发展。学生在

遇到某种道德或非道德的情境或事件时，常常会在情感上产生某种即时的感受，是一种直接

的道德情感体验，使他们对情境或事件的道德性做出判断，因而具有迅速的道德定向作用。

苏联心理学家雅科布松说：“道德原则和要求应当变为受教育者的行为动机，但这只有

在这种情况下，即道德原则和要求触及学生情绪范围的时候才是可能的。”这说明教育者在

德育过程中，必须以瞒腔热情和真挚情感去感染学生，激发和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感。感恩教

育中倾注了道德情感，拨动了学生心灵深处的琴弦，以情育情，易加强和提高学生道德情感

的感受能力，比其他道德说教都要有效。

2. 以情育心，提高道德情感的调节能力

在学生个体道德情感正向发展的过程中，不良的情感因素会起影响、干扰、阻碍、甚至

破坏学生主体道德发展的负面作用，因此，培养道德情感的控制、调节能力也是感恩教育的

主要目标之一。具体说来，道德情感的控制能力一方面是指学生个体对自我不良情感的自制 ，

另一方面是指对健康、进取、向上情感的鼓励和发扬。

学生的道德情感是随着个体的认识、信念、世界观的形成和发展而产生、丰富和发展起

来的。感恩教育中的某些具有深刻道德意义的人或事物会激发学生内心深处的某种较自觉的

情感，激励其心，以情育心，实现了对“体验”的超越，使他们接受正确的价值观念的引导 ，

其道德情感就会自觉地向积极的、健康的方向发展，并有助于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

3. 以情育德，提高道德情感的适用能力

学生道德情感的适用能力[8]是指个体通过道德情感的培养，实现自我诱导、自我促进和

自我发展，同时实现对人际关系的调节，对不良社会现象的激愤、谴责和制止，解决现实生

活中的具体问题。道德情感是促使道德意识转化为道德行为的必要条件，它不仅是客观现实

的反映，也是人对客观现实的一种态度与行为方式。

感恩教育促使学生的道德认识由肤浅表面化向深层次发展；促使学生的道德情感体验转

化为道德意识，再由道德意识逐步转化为道德行为，这种自觉的、坚定的道德行为的产生需

要高尚的道德情感的支持，而这高尚的道德情感支持的背后需要感恩教育，以情育德的感恩

教育培育了学生良好的道德意识、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这正是学生提高道德情感适用能力

的关键所在。

四、感恩教育对道德情感培养的策略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教育，首先是一项树立道德信念的特殊过程，起决定作用的是学

生本身的内在精神力量以及他为实现种种道德原则而进行的积极奋斗。”[9]任何形式的思想

教育，要收到实效，必须要“入脑”、“入心”，使同学自愿接受，不带有任何强制性的因素，

否则，这种“创新的道德教育”很易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潭。那么，教师应该怎样运用“感恩

教育”来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感？其基本原则是教师要引导学生而不是强制学生，要适时适度 。

同时，教师要认识到学生道德情感的形成是一个从他律到自律过程，德育的效果要内化在人

格之中需要长期的培养。教师通过感恩教育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感的参考途径如下。

1．创设能够激起学生道德情感的感恩情境

道德情感的培养必须根据受教育者的道德修养水平，选择适合其道德情感发展的内容，

能够调动学生的情绪体验，引起情感共鸣。人的情感总是在一定的情境中产生的，特别是学



生道德情感的产生与特定的情境和氛围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创设感恩情境时应注意两点：一

是要符合学生发展的道德情感培养目标，二是要具有强烈的情感因素。

教师可以通过这些情境方式创设感恩情境：一是召开系列感恩教育的主题班会提升学生

的道德情感。教师可以围绕，如“我的成长”总主题召开“尊重生命”、“感谢父母”等系列

主题班会，让学生感受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懂得个人的成长是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支持

的结果。因此，必须要用一颗感恩的心来对待周围的一切。这样，学生的道德情感才能进一

步深化和提升。二是借助讲述感恩故事来提高学生的道德情感。很多故事中蕴含的教育哲理

和寓意很深刻，具有较强的渲染效果。教师可以让学生搜集一些富有生活哲理和感恩情节的

寓言故事、童话和伟人故事；组织专门的讨论、辩论等活动，由学生自扮自演，在这种情境

中，这类的故事容易触动学生的心灵，使学生懂得对生活、对他人心存感激，学会理解、关

爱他人，能增强学生的道德情感。

2．选择能够激起学生道德情感的交流特体

教师应将交流特体与学生本身的生活联系起来，使学生对感恩教育所蕴含的道德内涵和

道德观念有更深刻的理解，达到既明理、又激情，情理交融的目的，以更好地培养其道德情

感。能够激起学生道德情感的交流特体如下。

一是组织学生对感恩教育典型事件的分析讨论中提高道德情感。学生每天要接触周围不

同的人和事，在教育过程中，选择贴近学生生活的教育案例易引起学生的共鸣、思考和体验 。

2005 年 2 月 17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感动中国》颁奖晚会，其中有孝子田世国捐肾救母

的相关报道。这个教育事例能够起到渲染道德教育的效果，组织学生对类似感恩事件进行分

析和讨论，触动学生的心弦，升华学生内在的道德情感。

二是引导学生在完成感恩日记的过程中提高道德情感。鼓励学生把每日所见所闻的感恩

事件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来，并写出自己的此事件的感受；教师对学生的这些感恩日记要经

常批阅，多采用激励性评语加深学生对感恩的体验。对具有引起学生强烈共鸣的感恩日记鼓

励在班级或学校内展出，邀请学生家长评读学生的感恩日记。给学生布置感恩日记的目的，

是让学生学会思考，孝敬父母，尊敬师长，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对帮助过自己的人心存感

激，培养其健康心态，塑造其健全人格，提高其道德情感。

三是促使学生在节日教育中提高道德情感。在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们常会遇到有教

育意义的节日，大多数节日都有不同的内涵寓意，教育意义深刻，教师要利用好这些节日对

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如母亲节、父亲节、教师节、重阳节、中秋节、感恩节、春节等传统节

日来临之际，举行不同寓意的特殊感恩活动：教唱感恩歌曲，组织感恩教育主题班会，板书

感恩教育专题黑板报和墙报等，这些活动都能很大程度上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感。

3．模拟能够激起学生道德情感的感恩行为

模拟感恩行为是培养学生道德情感的一种更具体、更真实方式，不仅有利于学生道德情

感的加强和深化，也有利于促进其道德情感转化为道德行为。模拟感恩行为有如下方式。

一是教育学生从身边小事做起。公交车上主动给老、弱、病、残、孕者让座；班级内主

动帮助教师擦黑板；尊敬师长；理解和帮助父母；在特定的时间献给特定的人，在特定日子

为特定的人做一些令其感动的小事情等等。事不在多，事不在大，这些小小的善举、简单的

行为和诚意的行动带给他人快乐和方便，也使自己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了道德情感。

二是提供学生合适的感恩表现机会。心理学家霍曼斯早在 1974 年就提出人与人之间的

交往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交换[10]，这种交换同市场上的商品交换遵循相似的原则，即人们

都希望在交往中的所得不少于自己的付出。但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当个体所得远远

大于付出的时候，人们也会产生一种不平衡的心理。因此，在教育过程中，教师要善于为学

生提供必要的感恩图报的机会，以使学生对教师、家长、同学或他人的帮助能够积极地回报 。

这样，他们的心理就会产生一种平衡感，有利于学生自觉、主动地参与感恩实践，提高自身



的道德情感。

三是强化学生的感恩意识和感恩行为。在教育过程中，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

指导学生参加一定数量的集体劳动、社区服务和社会调查活动等，引导学生以实际行动来报

答学校和教师的关怀。譬如，鼓励学生主动为学校做好事，爱护学校的公共财物和花草树木 ，

保持校园的环境卫生等等，这使学生在承担责任的活动过程中将感恩意识逐渐转化为感恩行

动，进而加深了他们道德情感的强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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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AbstractAbstract：Gratitude education exerts a subtle influence on promoting moral sense of students. This

paper firstly sets forth moral sense and its necessity, gratitude education and its trait and the action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moral sense. Moreover, it discusses some related cultivating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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