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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表明：感恩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

密切相关 [1]，有助于促进个体的亲社会行为和人际交往 [2]。

然而，在当前的中小学教育中普遍存在“重智育，轻心

育”的现象，学校和老师过于注重分数和成绩，而忽视

了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3]，致使学生最终成为情感冷

漠的学习机器。儿童教育家郭建国教授说：“感恩之心是

一种完美的情感，没有一颗感恩之心，孩子就永久不能

真正懂得孝敬父母，理解他人，热爱祖国”。因此，对学

生进行感恩教育，是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个性

品质，成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

班人的必要之举。

一、教材分析

《感恩的心》是苏教版《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六年级

下册第十七课的内容，它解决了行为实践问题，为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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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中的知识学习和行为实践奠定了基础。本课主要通

过创设活动情境、团体讨论等方式培养学生的感恩意识，

让学生学会感恩，激发学生的感恩情怀。感恩是一种人

格品质，是一种与人为善的态度，懂得感恩是培养学生

健全人格的基础，而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之一便是培养

学生健全的人格。因此，本课题的学习对于促进学生建

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形成健全的人格，激发爱的情感和

社会责任感，提升心理健康素养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学情分析

六年级是由儿童期向青春期过渡的时期，此阶段的

学生情感日益丰富，道德感有了很大发展，情绪的稳定

性也在逐渐增强，但行为的坚持性和自制性还比较差，

还需要教师的引导和监督。鉴于六年级学生的心理特点

及已有的知识经验，本次课主要采用创设情境、小组合

作、自主探究等多种教学方法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

发学生的兴趣以保证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

三、教学目标

1. 通过本次活动课，使学生认识到应该怀有一颗感

恩的心。

2. 通过情境体验、小组讨论等实践活动，引导学生

学会用恰当的方式向父母、老师及他人表达感激之情。

3. 通过故事熏陶，激发学生的感恩情怀，促使学生

怀着感恩的心面对生活。

四、教学重难点

1. 教学重点：培养学生对父母、对老师、对他人、

对社会的感恩意识。

2. 教学难点：教育学生在实际生活中学会感恩。

五、教学方法

情境体验法、小组合作讨论、故事熏陶法。

六、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歌曲《Thanks Giving Day》、教学视频。

七、教学时数

一课时

八、教学过程

（一）激趣导入

师：上课，同学们好！上课之前我们先来欣赏一首

英文歌曲，师播放英文歌曲《Thanks Giving Day》。

师：同学们，你们能猜出刚才播放的是什么歌曲

吗？（生：感恩节）

师：对，刚才大家听到的英文歌曲名叫《Thanks

Giving Day》，是一首感恩节的歌曲。那我们今天的心理

健康课就一起聊聊感恩的话题吧。（师板书课题——《感

恩的心》）

【设计意图】播放音乐，创设活动情境，奠定本课的

学习基调。将一首英文《感恩节》歌曲与本次课主题相

结合，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

过渡：在美国，人们把每年 11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

定为感恩节，在这一天，人们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对

他人的感恩之情。那同学们，我们是否也有自己想要感

恩的人？我们又该如何向他们感恩呢？

在分享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做个小游戏，下

面老师呈现一些图片，请你们说出图片中发生的故事。

（二）新知讲授

1. 感恩父母

（1）趣味游戏：看图猜故事

师：请同学举手发言，说一说图片中讲述的是什么

故事。师呈现图片（卧冰求鲤、黄香温席、怀橘遗亲）。

生：卧冰求鲤、黄香温席、怀橘遗亲。

师：大家有没有发现，刚才几个小故事其实讲的是

同一个道理，是什么道理呢？

生：要孝顺父母、感恩父母。

师：同学们说得非常好！以上几个小故事说的都是

感恩父母的故事。

过渡：常言道：父母之恩，恩重如山，情深似海。

同学们，你们的父母一定也都很爱你们，下面就请大家

各自分享一下父母是如何爱我们的，好吗？

（2）故事分享：父母之爱知多少

生踊跃发言。（有一次我生病时，爸爸半夜冒雨带我

上医院；有一次我考试没考好难过的哭了，妈妈走过来

温柔的拥抱我、安慰我……）

师总结：是呀，当我们生病时心急如焚的是父母，

当我们伤心难过时抚慰我们的是父母，当我们犯错误时

无条件地原谅我们的人是父母……

过渡：同学们，“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

那我们又该如何报答父母的恩情呢？

（3）小组讨论：感恩父母行

师：下面请大家分小组讨论：说说在今后的生活中

我们将怎样感恩父母。

生：在父母劳累后递上一杯暖茶、为父母揉揉肩；

帮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努力学习不让父母操心；

给父母送生日或节日小礼物；注意安全，不让父母担

心……

【设计意图】本环节通过故事分享、小组讨论等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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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突出活动性原则，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激发学生对父母的感恩意识，教会学生感恩。

过渡：刚才小组同学说得都很好！那除了父母，我

们还应该感谢谁呢？（生：老师）是的，古人说：天地

君亲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除了父母，我们还应该

感谢我们的老师。

2. 感恩老师

（1）教师名言感悟

师：同学们，关于教师的名言佳句你们知道多少

呢？（生发言）

师：是的，老师是春蚕，是人梯，是园丁……他们

无私地奉献，辛勤地培育着我们……

过渡：同学们，对于以上这些赞语颂词，有一位老

师可以说当之无愧！她用自己的行动乃至生命诠释着教

师的责任和担当。下面就请大家观看视频——时代楷模

张桂梅。

（2）视频：时代楷模张桂梅

师：看完张桂梅老师的事迹后，同学们有何感想？

（生发言）

师总结：张桂梅老师几十年如一日坚守在贫困山区，

无私奉献，帮助很多大山女孩圆了大学梦，受到大山里

的女孩乃至全社会的尊敬和感激，中宣部为表彰她的感

人事迹，授予她时代楷模称号，张桂梅老师是我们学习

的榜样！我们应该感恩这样的好老师！

过渡：同学们，其实，我们身边就有很多这样的好

老师，那我们应该如何感恩他们呢？

（3）感念师恩，由我践行

师：请大家分享一下自己与老师之间的故事，然后

分小组讨论，说说今后我们如何以具体行动报答老师的

恩情。（学生小组讨论发言）

师总结：同学们说的非常好！感恩老师，就是要努

力学习，以优异的成绩来回报老师；感恩老师就要尊重

老师，不给老师抹黑；感恩老师就要理解老师，无论批

评或是赞扬，老师都是为我们着想……

3. 感恩那些可爱的人

师：同学们，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有许许多多的

人都帮助过我们或是在背后为我们默默的付出，下面这

些图片中的人物和故事你们熟悉吗？（呈现图片）

生：疫情下的最美逆行者、洪水中奋力抢险的官兵、

地震灾区志愿者的背影。

师：了解了他们的故事后，你们有什么感想呢？（学

生发言）

师：对，我们之所以有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因为有

他们的负重前行和无私奉献！他们是英雄！他们是最可

爱的人！我们应该致敬英雄！感恩英雄！学习英雄！

4. 感恩党和祖国

（1）直观启迪

师：同学们，那下面这些图片中的故事你们是否也

熟悉呢？对你们又有什么启示呢？（师呈现《三毛流浪

记》及非洲战乱地区儿童悲惨生活的图片。）

生：跟他们相比，我们感到很幸福！我们要珍惜今

天的幸福生活！

师：同学们，那今天的幸福生活都是怎么来的呢？

是谁让我们拥有的这一切呢？

生：党和祖国。

师总结：说的很好！我们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我们要为自己生在今日之中国而感到幸运！我们要热爱

党和祖国！感恩党和祖国！

过渡：说到热爱党和祖国，同学们，那你们知道名

人是如何爱国的吗？

（2）故事熏陶

师：下面就请同学们说一说名人爱国的故事。（学生

发言）

师总结：正如同学们刚才所说，爱国名人有很多，

既有钱学森、邓稼先这样的爱国科学家，也有霍英东、

田家炳等爱国企业家……

过渡：听完这些名人爱国的故事以后，同学们，你

们长大以后是否也会像他们一样呢？

（3）爱国之我行

师：请同学们自由发言，说说长大以后应如何回报

祖国母亲之恩。（学生发言）

师总结：无论何时何地，要始终牢记我们是中国人，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少年强则国强！因此，我们要

努力学习，掌握本领，长大后报效祖国，为祖国的繁荣

富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设计意图】本环节通过小组讨论、故事熏陶、图片

直观教学等方法，引导学生在活动中体验感悟，真切地

生发出对老师、他人以及党和祖国的感恩之情，让他们

学会如何感恩。

（三）升华总结

师：同学们，在我们一生中，需要感恩的太多太

多。感恩父母生养了我们；感恩老师教育了我们；感恩

朋友帮助了我们；感恩祖国母亲给予我们幸福安宁的生

活……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感恩赐予我们万物的大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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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感恩生命中所有的一切！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关爱

父母、老师和同学，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永怀一颗

感恩之心，快乐地生活！

最后，让我们齐唱歌曲《感恩的心》，结束今天的心

理健康教育课。

【设计意图】齐唱感恩歌曲，引发学生的情感共鸣，

进一步将感恩的气氛推向高潮，有利于进一步升华主题，

深化学生的感恩之情。

（四）作业布置

记录三件你做的感恩事件，下节课全班分享。

九、教学反思

感恩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学生

自立意识和公共意识的重要途径 [4]，本次课遵循新课改

的教学理念、素质教育的基本理念和心理健康课的教学

原则，主要采用创设情境、故事熏陶、小组合作讨论的

方法，循着知恩—感恩—报恩的顺序展开，引导学生主

动参与、充分体验、深刻感悟，一切以学生为中心，提

高学生参与活动的兴趣和积极性，培养学生的感恩之心，

帮助学生树立感恩的责任意识。

首先创设情境用歌曲《Thanks Giving Day》导入，激

发学生兴趣，唤起学生的感恩情怀，引出本节课的主

题——感恩；然后通过趣味游戏和分享故事等活动，让

学生认识和理解什么是感恩，培养学生的感恩意识；接

着通过故事熏陶、小组合作讨论、直观教学等方法营造

良好的感恩氛围，引导学生在体验中感悟，真切地生发

出对父母、老师、社会、党和祖国的感激之情；最后在

歌曲《感恩的心》中结束本次课，进一步将感恩的气氛

推向高潮，引发学生的情感共鸣。

当然，本节课尚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比如在教学中

学生的自我探索部分有所欠缺，教师更多着眼于师生的

问答行为，对学生自己的实践行动关注较少，学生有所

感，却不深入，究其原因是体验方式太少，没有深入实

践和生活中，怎样落实以人为本，让学生养成积极主动

学习的态度，充分调动学生的主体性，在生活中学会感

恩还需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不断努力探索。感恩教育是

一种以情动情的生命教育，只有与学生实践和生活紧密

相连，让学生真切的体会感恩与生活联系的紧密性，才

能真正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感恩意识 [5]。今后的心

理健康教学也应以学生为根本，丰富感恩教育的方式和

途径，为学生搭建感恩体验的广阔平台，提升心理健康

教育的实践性和实效性，不断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

为素质教育的推进贡献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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