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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视域下“95后”大学生感恩教育研究

□ 王 涛 孙丽娜

摘 要：“95后”大学生是新时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在文化自信视

域下，对大学生进行感恩教育刻不容缓。但目前“95后”大学生的感恩意识淡薄、感恩教育弱化。针对

这种现状，应该从现实出发，整合社会、学校、家庭、个人四个层面的教育资源，建立“95后”大学生感恩

教育共同体，引导他们形成感恩认知、培养感恩情感、践行感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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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座谈会上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

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还多次强调，文化是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感恩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重要内容，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寄语新时代中国青年要锤炼品德修为，面对

美好岁月，要有饮水思源、懂得回报的感恩之心，感

恩党和国家，感恩社会和人民。

高校是文化传承的重要阵地，也是感恩教育的

重要场所，在校大学生是践行文化自信的重要群

体。目前在校大学生多为“95后”，其思想更活跃，更

加跟进时代潮流。这正是因为大学生处在开放的文

化环境中，他们更容易接受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影响，

而且“四二一”的家庭环境使得他们习惯了以自我为

中心，将生活中的索取与利用当作理所当然，这就导

致他们感恩意识出现弱化的问题。因此，在文化自

信视域下加强“95后”大学生的感恩教育，刻不容缓。

一、文化自信视域下“95后”大学生感恩教育现状

1.“95后”大学生的成长环境。“95后”大学生的

成长环境比较特殊，这也决定了其感恩教育的特殊

性。首先，“95后”大学生的父母们处在市场经济时

代，面临着生活压力和工作压力，不得不忙于工作，

这导致“95后”大学生的成长缺少家人的陪伴。情感

交流的缺失导致大学生教育上的迷茫，一些“95后”

大学生产生了逆反心理，甚至其心理和情感因家庭

的离合而受到创伤。其次，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

很多“95后”大学生都是独生子女，是家里的“皇上”

或“公主”，习惯了在“四二一”家庭结构中以自我为

中心，潜移默化下“95后”大学生觉得家人对自己的

付出是理所当然的，失去了感恩意识。再次，“95后”

大学生也面临着巨大的学习压力、工作压力和心理

压力，在巨大的压力之下，缺失了平衡点，不能有效

地解决人际关系中出现的问题，而被冠以“问题学

生”，加剧了教育矛盾的激化。最后，感恩教育通常

停留在言语上，虽然耳熟能详，却没有实际行动。在

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95后”大学生，感恩教育自然

面临着不少的问题。

2.“95后”大学生感恩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95
后”大学生在感恩教育上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感

恩意识的淡薄和感恩教育的严重缺失。

一是部分“95后”大学生感恩意识淡薄。“95后”

大学生的感恩意识淡薄主要表现在对父母、对老师、

对他人、对国家和社会等多方面的感恩意识缺失。

《孝经》有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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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之始也。”这是古人对感恩父母的渴望和认同。对

部分从小到大处在优越生活环境下的“95后”大学

生来说，他们习惯了以自我为中心，缺失了理想和信

仰，喜欢追求个性和自我，因此，这些学生的价值观

偏离正轨，处在精神匮乏的“悬空状态”。不体恤父

母的辛苦、给父母打电话是一种“负担”、过度依赖父

母，甚至责怪父母无能等等。可见，感恩与部分“95
后”大学生的现实生活和思想政治教育相去甚远。

清代诗人罗振玉《鸣沙石室佚书·太公家教》有

言：“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由此可见，尊师重道这一

传统的重要性。但是，部分“95后”大学生追求个性

和自我，对约束有着强烈的抵抗和反叛心理，因此，

对老师的谆谆教诲没有心存感激。大学课堂上，睡

觉、玩手机的学生大有人在；还有的学生学习倦怠，

沉溺于网络世界，辜负了家长和教师的期许；面对教

师的批评管教，还有的学生恶语回击、蓄意报复。这

说明“95后”大学生缺乏尊师重长的感恩意识，高校

的感恩教育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

“95后”大学生多数是独生子女，在长辈的疼爱

下长大，习惯了以自我为中心，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理

事情，导致其与他人情感交流的缺乏，从而产生一些

人际交往障碍问题。一旦问题出现，也很少能换位

思考，更多地表现出不忍让、不妥协的态度，不知道

从自己身上找问题，感恩心态严重缺失。这严重地

影响了他们的身心健康和个性发展。

人是社会中的一分子，“95后”大学生更是祖国

建设和发展的栋梁之材，因此，培养“95后”大学生对

国家、对社会的感恩之情必要且重要。但是受西方

价值观的影响，不少“95后”大学生出现了拜金主义

和享乐主义价值观，不愿意付出，也不愿意发挥自己

的聪明才智以实现自我价值、报效祖国，大集体主义

观念日渐淡薄，因此，其感恩国家、感恩社会的意识

亟待加强。

二是“95后”大学生感恩教育严重缺失。“95后”

大学生感恩教育严重缺失主要表现在社会、高校和

家庭对大学生的感恩教育宣传引导上。

从社会来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多元利益主

体出现，国内外思想文化碰撞交流，人们的思想和价

值观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甚至对我国几千年延

续下来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产生了质疑。一些新闻

媒体的价值观扭曲，为了吸引眼球争相报道一些不

利于社会风气的新闻，异化了社会环境。这些都导

致传统感恩价值观主导地位的动摇。

从高校来看，一些高校感恩教育内容空泛化、形

式化。目前针对大学生主要开展的是思想政治教

育，采用理论灌输、劝导法的教育方法进行，忽视了感

恩教育这一“95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突破口，

呆板、表面化、形式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也收效甚

微，甚至引起了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互逆和僵化。

从家庭教育来看，大多数“95后”大学生经受的

是“众星捧月”般的美好生活，物质上的宠溺掩盖了

精神上的引导。特殊的家庭环境和不合理的感恩教

育方式，弱化了“95后”大学生的感恩意识，严重影响

了他们健康价值观的养成。

3.“95后”大学生感恩教育存在问题的原因。“95
后”大学生之所以会出现感恩教育方面的问题，是多

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有社会氛围缺乏的原

因，也有教育形式化、功利化的原因，还有个体自我

感恩意识匮乏等主观性原因。

一是社会氛围缺乏。市场经济环境下，经济利

益至上的价值观念渗透到各个领域，西方的个人主

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价值观侵入我国，不断腐蚀

着我国青少年的价值思想。另外，互联网时代，网络

普及率大大增加，在给“95后”大学生带来极大便利

的同时也传播了负能量。在这多重不利环境的包围

下，感恩教育变得毫无根基，在思想和心智尚未成熟

的“95后”大学生群体中逐渐被淡化了。

二是教育形式化、功利化。教育的形式化和功

利化主要指的是高校教育。当前社会上的就业形势

日益严峻，一些高校过于功利化，片面地追求升学率

和就业率，将学习成绩和专业技能作为学习的重心，

科研成果、发表论文数量等成为学生学习好坏的标

准。这使得感恩教育成为形式化、任务化的内容。

感恩教育的亲和力和感染力减弱，导致“95后”大学

生的感恩意识日渐淡薄。

三是自我感恩意识匮乏。“95后”大学生喜欢求

新、求变、求异，缺乏对不良风气的正确认知，主观上

也没有将感恩教育内化为自身修养；同时缺乏外界

的监督和约束，很难自律；稍有成就感就容易盲目自

大，稍遇挫折就容易萎靡消沉，这些都使得“95后”大

学生很难接受感恩教育并将之内化为自身的修养。

二、文化自信视域下加强“95后”大学生感恩教

育的措施

1. 营造感恩的社会氛围。首先，要建立健全法

律法规，为“95后”大学生营造健康的感恩教育传播

环境，这是加强“95后”大学生感恩教育的有效手

段。其次，要充分挖掘社会上的感恩事迹，让道德模

范的示范效应、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素材在大众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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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的力量下触动“95后”大学生的心弦，引导和帮

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感恩价值观。再次，大众传播媒

介在大学生感恩价值观的形成方面有着重要的导向

作用，因此，要通过加强大众传播媒介的整合管理，

净化舆论传播环境，激发大众传播媒介的积极功能，

引导他们回归到感恩教育的价值轨道中来。最后，

全国教育大会和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立德

树人”的根本任务，这应与时代要求的价值观紧密结

合起来，加强“95后”大学生对感恩教育的感官和实

践体验，为感恩教育的开展和实践转化奠定基础。

2. 坚持高校的主阵地。校园教育为“95后”大学

生感恩教育的习得和内化创造了良好的前提，可促

进大学生感恩意志的坚定，而大学生对感恩教育和

校园教育的认同又能反过来促进感恩教育的发展。

因此，要坚持高校的教育主阵地，营造繁荣的感恩教

育文化，为“95后”大学生感恩情感和坚定意志的培

养提供保障。首先，需要学校转变教育价值理念，将

感恩教育真正纳入思想政治教育和校本课程中来，

帮助“95后”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感恩价值观；其次，要

进行教育形式和方法的创新，让学生真正接受感恩

教育，比如开展实践性教学、革命基地的红色教育、

影片教育、利用节日契机教育、社团感恩活动、自编

自演话剧和情景剧等；再次，还要建立感恩教育考核

机制，通过硬性制度保证教育的最佳效果，如学分制

度、活动登记卡等。

3. 采取正确的教育方式。感恩教育的方式可以

多样化，如家长的以身作则和榜样示范作用，对孩子

的感恩教育起着言传身教的作用，因此家长要约束

自己的行为，用“润物细无声”的力量感化“95后”大

学生的感恩意识。家长还要转变家庭教育的重心，

不能一味地强调文化成绩的学习，将之作为衡量孩

子的唯一价值尺度，而应该注重孩子情感的疏导和

道德价值观的教育。家长还要扭转过往的“奉献”精

神，要适度地向孩子“索爱”，激发孩子对自己、对周

边群体的感恩。另外，还要通过社会实践劳动的方

式，让“95后”大学生这一养尊处优的群体在亲身体

验中领悟到感恩精神，使之内化为自己的生活常态。

4. 加强学生自我教育。外因最终需要通过内因

实现转化，因此，自我教育是“95后”大学生感恩教育

的最终落脚点。这就要求社会、学校、家庭形成联动

力量，助推“95后”大学生实现自我感恩教育。这就

需要大学生在实践中践行、磨炼自己，让感恩教育朝

着知、情、意、行四位一体的模型过渡。另外，还需要

“95后”大学生这一群体认真研读传统经典著作，学

习优秀的传统文化，自觉在社会生活中践行传统美

德；同时批判地接受外来文化精髓，在取其精华去其

糟粕中实现民族文化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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