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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是立国之本，关乎到一个国家的发展。我国十分重视学生教育，出台了许多的资助政策，帮助一些家庭条件困难的学生，越来

越多的学生受到了国家的资助与关怀。但是，仍有部分的受助贫困生对于感恩的意识十分淡薄，在受到资助后没有感恩心理，认为一切都是

理所应当的。这样是不利于受助贫困生人格的发展。因此，学校应健全对于学生的资助工作，抓住受助贫困生的心理特点，开展相关的感恩

教育工作，帮助受助贫困生形成正确的三观，提高其感恩意识。基于此，本文浅谈如何抓住初中受助贫困生的心理特点开展感恩教育，使学

生学会做一个感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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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感恩，就是指社会、学校、家庭以及自然环境带给人们的恩惠，

从而引起人们通过思想、行为等方式进行回馈与感谢。而感恩教育是指教

师与学校通过开展感恩教育活动，抓住学生的心理特点，从而使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学会感恩、认知感恩，充分显现出人文教育的重要之处。因此，

教师应抓住初中受助贫困生的心里特点，有效的开展感恩教育，充分激发

出学生的感恩意识，使学生正确的认知感恩这一概念，从而提高受助贫困

生的人格建设以及思想道德品质，为学生今后成为高素质人才打下良好基

础。感恩是一种良好的品德。人们就懂得知恩图报的道理。我们也要懂得

感恩,记住社会、他人对自己的帮助。然而,随着社会发展和各种思想的冲

击,人们却不懂得感恩,不珍惜别人对自己的帮助。这就导致社会关系的冷

漠,很多人不愿意去帮助别人。基于此背景,我们要积极开展感恩教育,尤

其是在贫困资助学生中进行感恩教育
[1]
。 

1 引导学生感恩家长，领会家长养育之恩 

初中教师应抓住受助贫困生的心理特点，有效的开展感恩教育。对

于初中受助贫困生来说，没有较好的生活条件以及物质水平，使得部分受

助贫困生产生一种自卑的心理，不愿与人交流，甚至与家长的沟通也十分

有效。面对这一情况，初中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感恩教育时，可以在教学中

组织丰富的活动，增强学生对于家人的感恩意识。教师可以为学生创设出

相关的活动氛围，开展有关于感恩家长的活动，如开展有关于感恩家长的

主题班会、板报制作、感恩作文、主题演讲等，从而加深受助贫困生对于

家长的感恩之情。例如，教师在组织感恩教育活动时，可以为学生布置课

后作业:让学生为家长们做一件力所能及的事。学生们在完成作业的过程

中，感受到家长们的艰辛，增强了学生的感恩意识。同时，学生家长也行

充分利用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共同帮助学生形成一定的感恩意识，家长行

积极配合教师工作，提高学生的感恩心理，使学生以更加精神的面貌以及

心态面对今后的生活，从而健康快乐的成长。 

2 引导学生感恩教师，体会教师教育之恩 

感恩教育作为一项需长期发展的工作，在其教育过程中，需要做到

循序渐进，要让学生经历知恩、感恩、报恩、施恩这四个阶段，最后所要

达成的目标是让受助者可以变为施助者。教师若想达成这一目标，除了让

受助贫困生学会感恩，还应培养受助生的学习意识，让其建立良好的人生

态度，使学生感恩教师、感恩社会、感恩家长。因此，教师在开展感恩活

动时，可以合理应用多媒体设备进行辅助教学，将教学内容更好的呈现在

学生的眼前，从而使学生更好的感受感恩教育的意义，提高学生的道德品

质以及个人修养，让学生懂得回报他人。例如，当教师节或者是感恩节到

来的时候，学校可以组织一场感恩教育活动，让学生们制作相关的贺卡，

表达对于教师的教师之恩，提高学生的感恩意识，使学生体会到感恩教育

的真谛。另外，教师可以组织校外感恩活动、志愿活动以及校园志愿者，

为受助者提供参与感恩活动的机会，从真正意义上体会助人为乐的意义所

在，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初中受助贫困生的感恩意识，为其今后成为高素质

人才打下良好基础。 

3 引导学生感恩社会，感受社会关爱之恩 

初中受助贫困生受到了许多开资社会的帮助，教师应引导学生感恩社会，

感恩帮助过自己的人们，使学生懂得感激，培养学生的感恩心理。初中受助

贫困生由于成长环境的限制，影响着学生们综合素质的发展，部分的贫困受

助生由于物质水平较低，十分容易产生怨恨心理以及自卑心理，当面对人们

的帮助时，缺少对于感恩问题的正确认知，不愿意参与到感恩教育活动中。

对于这种现象，教师首先应了解受助贫困生的内心想法，与其建立良好的师

生关系，使受助贫困生信任自己。同时，教师在开展感恩教育时，让学生产

生感恩社会、回报社会的意识，在被人帮助同时，懂得帮助他人，利用有限

的能力报答社会。让学生感恩，回报社会，那么恩从何来？如何让学生感受

关爱，体验被爱的幸福感，培养学生正确的情感价值观，使他们健康成长，

是我们当前教育的首要任务。孩子从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到长大成人，是一个

漫长的过程
[2]
。例如，教师可以带领学生们进行社会实践活动，组织学生去

到敬老院或福利院进行慰问，通过打扫卫生、关爱儿童、与老人聊天、表演

节目等多种方式，传递出自己的爱心，回馈社会对自己的帮助，从而增强自

身的感恩意识，为社会建设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
[3]
 

4 结束语 

总而言之，初中院校资助育人的工作任重道远，要时刻把握住以资

助为基础，以育人为关键。学校与教师应抓住初中受助贫困生的心理特点，

引导学生形成诚信为本、自强不息的精神，使贫困生拥有一定的感恩意识，

懂得感恩社会、感恩父母、感恩学校、感恩老师。同时，教师还行加强对

于受助贫困生的感恩教育，不断探寻出有效的教育方法，构建出和谐美好

的社会，使初中受助生的拥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成为国家建设中的栋

梁之才，为初中受助贫困生在今后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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