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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许多小学生都是独生子女，在家庭、社会、学
校的影响下缺乏感恩意识。小学阶段学生的三观初步形成，若
不及时加强感恩意识的培养工作，会让学生难以树立正确的
价值观及人生观。小学生感恩意识的培养是校内德育工作的

重点内容，同时也是学校落实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学校可采

用情感投入策略，引导学生积极参加活动，充分发挥榜样作用

等策略培养学生的感恩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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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在小学教育中占据着首要地位， 而德育中感恩意识

的培养可以促进学生形成良好的思想品德。 但是我国部分小

学生存在着一些思想品德问题，如以自我为中心、冷淡，缺少

感恩意识等。 因此，学校应当重视感恩教育的意义，相关领导

应当重视培养学生的感恩意识的方法和策略。
一、我国小学生缺乏感恩意识的主要因素

（一）父母缺乏对孩子进行思想教育

现如今许多父母仍然是以分数去评论孩子的表现， 只重

视孩子在校内的文化成绩， 不关心孩子思想道德行为的变化

及养成。每当孩子将满意的分数呈现给家长时，家长都会非常

高兴并给孩子买许多奖品， 有的甚至会承诺若达到多少分数

就会给予什么回报， 家长不惜任何代价只为了提高孩子的分

数，孩子其实是不知道家长的良苦用心。甚至有些孩子还会觉

得自己父母的行为是理所当然的， 这样的思想已经扎根于孩

子的心里，那么在家庭内谈何感恩？
（二）社会风气影响学生思想

社会上的不良风气会潜移默化地对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

产生影响，学生之间的盲目攀比，社会不良信息的影响等。
（三）学校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学校是培养学生综合素质能力的主阵地， 因此学校对学

生感恩意识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实际上大部分小学都

非常重视智力教育，轻视思想品德教育，未能有效落实上级要

求的“德育为先”，这样学生在校园内是很难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念的。
二、培养学生感恩意识的有效策略

（一）情感投入策略

培养学生感恩意识， 最主要的就是要动之以情， 知恩于

心，唤醒学生内心的情感。因此，应当重视情感的投入，若仅仅

利用简单的说教形式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家庭、社会以及教

师应当积极关注学生的情感需要，适当满足他们的要求，尊重

关心爱护他们，这样可以建立起与学生之间良好的关系。学生

才会更加认可他人情感的付出， 并且希望对他人对自己的关

心作出回报，这样就逐渐产生了感恩的意识。同时长时间在这

种环境氛围之下，当感恩意识更加具体之后，学生也会自觉地

去做出相应的行为，进而产生感恩行为。
教师要善于利用学科中关于感恩的资源， 通过这些学科

知识激发学生的感恩意识与情感。除此之外，还可以利用丰富

的校园文化，来对学生进行情感的熏陶。
（二）引导学生积极参加活动

感恩教育不仅仅是简单的理论学习， 更重要的是要渗透

到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去。 学校中有很多可以开展的社会实践

活动，来激发学生的感恩意识，例如：“向国旗敬礼”“为父母洗

一次脚”“红色春秋游”等等，教师要积极引导学生，让他们能

够从小事做起，将感恩的培养逐渐落实到日常生活中。让学生

能够力所能及地去用实际行动回报他人， 让感恩的行为成为

常态。语文教师引导学生进行亲情观察，让学生能够发现父母

对自己的爱，并将其记录在自己的日记本中。 除此之外，还可

以进行角色互换。 许多学生不能够深刻地体会到自己父母的

艰辛，不了解自己的父母为自己付出了多少。 所以，教师可以

鼓励学生与家长进行角色互换， 让他们去体会父母在家的工

作，这样可以更加深刻地体会到父母的不易，激发学生对父母

的感恩之心。
（三）榜样作用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因此培养学生的感恩意识应当有

优秀的榜样。 所以教师应当将感恩内化到自己的教育理念中

去，为学生树立一个优秀的榜样。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可以体现

出自己的感恩意识与行为，以身作则，学生们也会在学习过程

中潜移默化地被影响，进而加强感恩意识。 除此之外，家长也

应当树立榜样。学生除了在校内，外在时间接触最多的人就是

家长， 因此家长的言行举止对于学生感恩意识的培养是很重

要的。 家长可以通过自己的事情，去逐渐告诉自己的孩子，为

什么要感恩，如何去感恩等问题。这样学生在生活中的感恩意

识就会逐渐得到增强。除了教师和家长，社会也可以树立感恩

的榜样，教师可以引导家长与学生共同观看此类视频。
在小学阶段培养学生感恩意识是校园德育的基本要求之

一，同时也是我国素质教育的要求。学校必须要对此项工作加

以重视，将感恩教育融入到教学的各个环节中，促进学生感恩

意识的形成。同时，家长、社会与学校要相互配合、齐心协力地

去培养学生的感恩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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