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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传统孝道文化视角下的大学生感恩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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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传统孝道文化对感恩教育的价值体现在养亲敬亲尊亲、博爱及生命教育3个方面。以传统孝道文

化为视角,反思大学生感恩教育缺失表现,认为大学生感恩意识的缺失是传统孝道文化在历史传承上的脱节、社
会功利化的驱使、代际关系的转变和代沟问题的加剧、家庭和学校教育的错位等共同作用的结果。提出高校加

强大学生感恩教育的途径,即在传承孝道文化精髓、拓宽孝道文化载体、构建传统孝道文化教育长效机制中加强

大学生感恩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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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感恩”是指感谢别人给予自己的恩惠。感

恩作为人类伟大的人文精神,其思想之光普照在宗

教、伦理、教育等领域。在我国古代,感恩主要以“孝
道”的形式得以体现。孝道,即人们行孝的原则,是
凝国聚家之本。中华民族是懂得感恩的民族,从儒

家的“仁义礼智信”到道家的“上善若水”,再到墨家

的“兼爱”,都是古圣先贤对感恩文化的精辟概括[1]。
大学生作为优良传统美德的继承者、发扬者和开拓

者,理应懂得知恩、学会感恩,然而不少大学生感恩

意识缺失,不少高校对大学生的感恩教育重视不够,
并引起社会关注。践行报恩是大学生重要的道德追

求,在高校中广泛开展感恩教育是加强和改进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感恩教育显得尤为重要。
许多专家学者对感恩教育进行了相关研究。朱

智红认为,大学生感恩意识缺失的主要原因是缺乏

感恩教育,感恩教育主要来自家庭、学校及社会的教

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能够发挥不同的

教育作用,重塑大学生的感恩意识,要三管齐下[3]。
杨波指出了高校感恩教育存在目标不明确,方向模

糊;内容过于理想化,不符合实际;教育方式陈旧,缺
乏针对性;评价目标不明确等问题[4]。廖石头等提

出了高校开展感恩教育的途径和对策:加强思想政

治课等相关人文学科中感恩教育的力度;改革教育

观念,强化道德情感;调整养育观念,培养感恩意识;
建立大学生的感恩行为考核制度等[5]。金妍妍等认

为,由于历史上对于感恩道德缺乏全面而客观的认

知,导致了传统感恩教育的内容、方法和效果上存在

着很多缺陷,不利于感恩教育的实施。当代感恩教

育应在汲取传统道德教育思想精华的同时,从家庭、
学校、社会道德教育领域探索新的有效路径[6]。

分析已有文献,可以发现,关于感恩教育的研究

主要还是以实践经验总结为主,内容聚焦于感恩教

育实践操作,理论研究涉及不多。但许多高校开展

以“知恩、感恩、报恩”为主题的教育活动,也为感恩

教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如济南大学开展了“忠
心献祖国、爱心献社会、关心献他人、孝心献父母、信
心留自己”的“五心”教育活动,华中农业大学开展了

“感恩”微电影DV大赛,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开展了

题为《在学校集体活动中让学生学会感恩的策略研

究》的课题研究等。基于此,本文试图以传统孝道文

化为视角,反思高校感恩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与相关

原因,提出高校加强大学生感恩教育的途径。

  一、传统孝道文化的渊源及内涵

孝道贯百代,上下五千年。孝道文化是中国传

统文化的核心,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中国历史上

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据史料记载,孝道文化萌

芽于父系氏族社会,于西周正式形成。《周易·序卦

传》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
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

君臣……”在“三德三行”(至德、敏德、孝德、学孝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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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友行、学顺行)思想的指导下,“孝”成为西周社会

占主导地位的伦理价值观念。孔子继承了商周的伦

理思想,强调“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
为仁之本与”。孟子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仁、义、
礼、智,孝、悌、忠、信。汉代的朱熹在继承儒家传统

思想的基础上,将佛道思想有效的吸收融合,系统地

提出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德规范[7]。
由此可见,孝道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百
代相传的优良传统与核心价值观。孝道文化的内涵

非常丰富,养亲敬亲尊亲、生育后代、推恩及人、忠孝

两全等思想在孝道文化中得到了集中体现,“爱敬忠

顺”是孝道文化的鲜明特征。爱敬之于家庭,忠顺之

于社会[8]。“爱敬”强调不仅要让父母老有所依,从
物质条件上养活父母,使他们吃穿不愁,还要让他们

老有所乐,心情舒畅地度过晚年生活。“忠顺”将孝

道扩展到整个社会。从最初孝道的引申含义来讲,
“忠顺”突出了弥足珍贵的民主管理思想,然而在封

建社会中,“忠顺”逐渐为统治阶级利用,成为其驾驭

统治人民的有利工具,精神内涵逐渐发生异化。随

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如今“忠顺”倡导的是要善待

他人、社会和大自然,促进人、社会和大自然的健康、
和谐发展,这对构建和谐家庭与和谐社会富有参考

价值。

  二、传统孝道文化对感恩教育的
价值

  孝道是中华民族尊奉的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

人伦道德的基础,是先辈传承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
大力弘扬传统孝道文化对加强大学生感恩教育具有

重要意义。

1.传统孝道文化体现了养亲敬亲尊亲的思想,
使感恩教育更具有亲和力

由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生育国策,人口老龄化

趋势越来越明显。许多家庭逐渐形成了“421”结构,
家庭结构的小型化造成了一个孩子要负担起两对父

母和四对祖父母的格局,年轻人养老负担逐渐加重。
基于现实的压力,一些年轻人的孝道观念受到了严

峻挑战,越发迫切需要我们重拾孝道。孝道是中华

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是感恩的根本体现。曾参曰:
“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由此可

见,用孝道文化来加强大学生感恩教育,有其肥沃的

文化土壤,更具有亲和力[9]。行孝道除了应满足长

辈们的物质需要外,还要更加注重其精神需求,只有

这样,年老的长辈们才不会觉得因为衰老而没有生

活保障,他们的心灵才不会孤独和空虚,我们的家庭

才会和谐。

2.传统孝道文化体现了博爱的思想,使感恩教

育更富有感召力

孝道除包含“养亲敬亲尊亲”外,还强调“推恩”。
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其意就是在人与人相处中,应当推恩及人,使孝道得

以升华,以求达到博爱的境界[10]。博爱思想所憧憬

的是一个高度和谐的理想社会。不同家庭、不同教

育背景、不同生活习惯的学生在一起学习和生活,不
同阅历、不同角度、不同知识背景的师生在一起接触

和交流,发生一些观念冲突或摩擦不可避免,但是

只要大家相互理解,相互关心,以博爱求理解,以
博爱求支持,哪怕陌生人的一个眼神,一次抬眉,
一个点头,都会让我们心中漾满甜蜜;哪怕同事的

一个微笑,一句鼓励,一声关怀,都会让我们梦里

充满美好。

3.传统孝道文化体现了生命教育的思想,使感

恩教育更具有说服力

在传统孝道文化中虽然没有生命教育的概念,
但无论是“孝”字中的意蕴还是孝道教育,无不鼓励

着我们要关注人的价值、关怀人的生命[11]。然而当

代大学生对生命的漠视现象令人担忧。“富士康”集
团的“十连跳”事件,中山大学博士论文未写好跳楼

自杀事件,等等,无不震撼着我们的眼睛,触动着我

们的心灵。“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

也。”这是孝子的第一件要事。传统孝道文化激励

着大学生要培养自尊自爱精神,明白珍惜生命就

是对父母最大的孝顺,这是对大学生最好的感恩

教育。

  三、大学生感恩教育缺失表现及其
原因分析

  社会处于变革时期,随着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

到来导致大学生主体意识不断膨胀。传统文化所构

建的意识世界受到了严峻挑战。大学生忽视周围家

人、朋友、师长对自己的关爱,专注于自己的世界中,
屡见不鲜[6]。

1.大学生感恩教育缺失的表现

(1)家庭生活漠视亲情。儿童是祖国未来的花

朵,应当精心培养。但是长辈们爱幼的本能,使得一

些孩子基本上没有接触艰苦环境的锻炼和熏陶,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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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父母的娇宠和溺爱,导致部分大学生从小就不懂

得生活的来之不易,许多人形成了把父母长辈的照

顾视为理所当然,而不知回报的心理。山西长治上

党老区一位“无奈的老农”在痛陈儿子不知感恩时感

慨道:“不知在大学里除了学习文化,还能否学到良

心?”从近年来媒体对此类新闻的报道来看,这种现

象绝非个别。
(2)人际交往漠视友情。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人

际关系网中,每个人的成长也都离不开人际交往。
由于受自我中心思想、自我封闭、社会功利和猜疑妒

忌等因素的影响,很多大学生在与别人沟通时很少

在意别人的感受,也不懂得换位思考。在与别人相

处时,缺乏理解、宽容和合作,遇事容易斤斤计较,容
易发生冲突。从清华大学朱令被舍友投毒,到云南

大学马加爵用铁锤敲死舍友,再到最近刚刚发生的

复旦大学林某投毒杀死舍友,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

名学生因口角捅死舍友等事件,那一颗颗漠视友情

的心,震惊的不仅仅是社会和他们的家人,更是我们

每个人的心灵。
(3)学校生活漠视恩情。“滴水之恩当涌泉相

报”,给他人提供帮助的人需要的仅仅是精神上的认

可与理解,而不是回报。但是如果好心人的一片热

心换来的是冷漠,那无疑会令人寒心,从此社会上可

能会少一个热心人。在感恩意识缺失的今天,发生

在我们身边漠视恩情的案例还少吗? 有些学生把尊

敬老师当成了达到目的的手段,在学校时对老师尊

重有加,一旦毕业跟老师形同陌路;有些学生通过社

会资助完成学业,然而当他们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时,
再去资助别人的寥寥无几。

2.大学生感恩教育缺失的原因分析

(1)传统孝道文化在历史传承上的脱节[12]。传

统孝道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最具特色的一部分,
是一笔巨大的文化遗产。对于这样一笔文化遗产,
长期以来历史上是高度重视甚至无限拔高的。如

《孝经》把孝确立为“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的最高

原则。但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特别是在十

年“文革”中,片面否定传统文化思想,让沉淀于中华

民族几千年的优秀伦理道德规范遭到了前所未有的

践踏和摧残,家庭文化的政治化倾向造成了中国传

统家庭由重视孝道向片面否定孝道转变,导致社会

人情冷漠、家庭观念不强,社会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

和家庭文化中的仁爱美德被不断削弱、消失。历来

广泛倡导的感恩思想在如此不利环境中无法得到有

效继承和发扬,对大学生进行感恩教育来说更是

如此。
(2)社会功利化的驱使。对于当代大学生而言,

一方面传统的伦理道德体系讲求知恩图报,修身立

德。但现实生活中,由于利益的驱使,造成了部分大

学生过分追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和自我需求的满

足,而忽视了彼此之间的心灵沟通和情感交流,使人

与人的交往更多带有庸俗的功利色彩。在这种环境

下,大学生难免受到社会功利思想的影响,在个人成

长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模

式。有些大学生对利益的过分追求,迫使自己丧失

了心灵的激荡和升华,感恩更是无从谈起。
(3)代际关系的转变和代沟问题的加剧。现代

社会打破了传统家庭的稳定性,使得代际关系发生

了转变。特别是年轻一代大规模涌向城市,与年老

一代城乡分居的现实,加剧了代际之间的冲突,扩大

了代沟。在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下,年轻夫妇既要

背负事业和自身小家庭的负担,又要以笑脸展示于

4位老人面前,如此种种令他们身心疲惫,往往使他

们忽视尽孝。而父母养子防老的心态较重,对子女

能否“行孝道”有着较高的要求。孔子说:“今之孝

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

乎?”这就要求子女不仅要在物质上瞻养父母,而且

要在精神上尊敬父母。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
很大一部分人已经能实现“经济上尽孝”,但也有一

部分人出现了尽孝方式上的偏差,认为钱能解决一

切,忽视了老人的内心需求。
(4)家庭和学校教育的错位。现在的大学生大

多是独生子女,家庭教育中父母把孩子视为“掌上明

珠”,逐渐养成了孩子养尊处优的习惯;怕孩子吃亏,
慢慢培养了孩子自私的心理。学校教育中注重把学

习成绩放在第一位,而忽略了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

培养。加之学校缺乏对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和道德观的有效引导,导致大学生感恩意识

弱化和湮灭。因此,“造就”了一批以自我为中心的

大学生。他们不知国家和社会的培育之恩,不知集

体的扶助之恩,更不知父母的养育之恩。

  四、以传统孝道文化加强大学生感
恩教育的途径

  中国传统孝道文化的精神实质使得其在大学生

感恩教育中更具活力,同时大学生感恩教育又是传

播传统孝道文化的重要渠道。以传统孝道教育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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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切入点,探索新形势下大学生感恩教育的新途径,
符合大学生的成长发展规律和感恩意识的形成过

程,也真正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时代要求与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结合。

1.在传承传统孝道文化精髓中加强感恩教育

中国传统孝道文化是一个复合概念,内容丰富,
涉及面广。既有文化理念,又有制度礼仪,既有精

华,又有糟粕。为此,当我们以传统孝道为切入点,
对大学生进行感恩教育时,必须对传统孝道文化进

行一些重新解读和有效梳理,提取其中精华,并结合

新形势下感恩教育的新要求进行重新诠释,进而在

继承中加强感恩教育。一是要注重吸收孝道文化精

华,主动接受传统文化熏陶,从感恩认知、感恩情感、
感恩行为和感恩习惯4个方面逐步培养大学生的感

恩意识,提升道德修养;二是注重吸收习俗文化中

“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光荣传统。例如:春
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以及被国内普

遍认同的“母亲节、父亲节”等“洋节日”都是优秀

习俗文化的体现,社会对这种节日的需求,正体现

了我们对“养亲、敬亲、尊亲”“知恩、识恩、感恩”的
渴望。

2.在拓展传统孝道文化载体中加强感恩教育

“五四”新文化运动特别是十年“文革”中,“孝道

文化”被主观地框定在“政治教育”范畴,在德育理

论、德育实践中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13]。因此,
在崇尚“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今天,高校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应吸取古代德育教育的成功经验,以现

代教育管理理念和传统孝道文化为平台,重构学校

德育教育新体系,探索校本德育新途径。一是实施

“孝道与感恩教育进课堂”计划。在《思想道德理论

与法律基础》等必修课和其它选修课课程中开展孝

道与感恩教育,实现学校德育教育与孝道教育的对

接。二是实施“孝道文化特色校园创建”计划。在学

校适当之处建立一些亭台楼阁、雕刻等具有孝道文

化特色的“艺术景点”,在图书馆、教学楼楼廊墙壁两

侧等地尽可能镶嵌上孝道文化有关的名言警句或绘

画等作品,使学生随时随地受到孝道文化的感染和

熏陶。三是实施“五个感恩”计划,即定期围绕孝道

和感恩教育主题开展感恩党、感恩社会、感恩父母、
感恩师长、感恩同学系列活动,通过主题实践活动强

化学生的感恩意识,通过主题实践活动让学生感受

到中国传统孝道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民族传统的

真谛。

3.在构建传统孝道文化教育长效机制中加强感

恩教育

德育教育既是一个复合工程,也是一次全民总

动员的过程,感恩教育只是大学生德育教育的一部

分,而传统孝道文化教育也仅仅是感恩教育的一个

视角。新形势下,如何引导大学生识恩、知恩、报恩,
需要不断丰富传统孝道文化载体,着力构建“四位一

体”的感恩文化长效机制。一是构建“明德育人”长
效机制。要使学生“明德”,家庭、学校、社会各自承

担着自身的作用和功能。家庭要以亲情为纽带,注
重学生习惯养成和道德的启蒙教育;学校要以改革

评价体系为切入点,注重知与行的有机结合;社会则

要以给予大学生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为突破口,注
重环境育人、氛围育人。二是构建“教书育人”长效

机制。要把感恩教育纳入人才培养,着力使之“进教

材、进课堂、进头脑”,让学生亲临其境,感同身受。
三是构建“管理育人”长效机制。要牢固树立“以人

为本”的教育理念,各级管理工作者要严于律己,以
身作则,对学生言传身教,以正确的思想引导学生,
以高尚的情操感染学生,以模范的行动带动学生,以
出色的工作影响学生,齐心协力推进感恩文化建设。
四是构建“服务育人”长效机制。要把握好每一个服

务环节,做好每一个服务细节,帮助学生解决思想、
学习和生活上的各种困难,营造出浓厚的“大胸怀、
大承担、大责任”的文化氛围,让学生在享受学校各

项服务的过程中感受感恩文化的熏陶,让学生在弘

扬优良传统孝道文化的过程中让崇尚感恩之风

盛行。

  五、结 语

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念既是社会价值观念变迁

的一种折射,也是社会变迁的缩影,关系到国家的命

运和前途[14]。通过在大学生中开展感恩教育,弘扬

孝道文化,倡导善良孝敬、明礼诚信、爱国守法、团结

友爱等传统美德,是不断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的一个有效载体。感恩文化与孝道文化建

设,要齐抓共管,常抓不懈。只有实现家庭、学校、社
会三者有机结合,相互衔接、相互贯通、相互渗透、相
互补充才能形成合力。家庭在关注子女学习成绩的

同时要更加注重他们的人文道德素质教育,学校要

用体现校本特色和孝道文化的校园文化活动激励大

学生自觉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熏陶,社会要搭建有效

平台宣传公民道德规范,各类媒体应当理直气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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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以孝敬父母为核心的孝道文化,使知恩、感恩、
报恩形成主流的舆论共识,多管齐下,多措并举,不
断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真正让感恩文化的

和煦温馨之风吹遍校园的每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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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givingEducationforCollegeStudentsfromPerspectives
ofTraditionalFilialPietyCulture

LIUSan-bao,GUOGang-qi
(Officeof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 Thevaluesoftraditionalfilialpietyculturetothanksgivingeducationarereflectedinthe
respectoffamilymembers,philanthropismandlifeeducation.Fromtheperspectiveoftraditionalfilial
pietyculture,thispaperrethinksthemanifestationsandreasonsfortheinadequacyofthanksgivingedu-
cationforcollegestudentsandthenpointsoutthatalienationoftraditionalfilialpietycultureinhistoric
evolution,socialmaterialization,intergenerationalrelationships,theintensificationofgenerationgapand
dislocationinfamilyandschooleducationresultinthedeficiencyofthanksgivingeducationforcollege
students.Therefore,thispaperproposesseveralwaysonhowtostrengthenthanksgivingeducationfor
collegestudents,includingabsorbingthesouloffilialpietyculture,broadeningthecarrieroffilialpiety
cultureandconstructinglong-termmechanismoftraditionalfilialpietycultureeducation.

Keywords traditionalfilialpietyculture;collegestudents;thanksgivingeducation;moraleduca-
tion;campus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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