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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职院校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践行德育教育是关键。我校基于感恩拓延-建构理论，围绕新

时代感恩教育的实践路径，通过实施课程改革、强化师资培训、深化校园文化建设、发挥家校育人合力、

开展实践活动等深化感恩教育，帮助中职护生建立良好的人生态度、世界观和价值观，并培养其健康的

人格。 
 
关键词 

感恩拓延–建构理论，护校，德育教育 

 
 

The Application of Gratitude  
Extension-Construction Theory in  
Moral Education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Nursing School 
Lin Su, Miaoqin Wang*, Airu Wang, Liang Feng, Wenting Shui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orth Sichuan Medical College, Nanchong Sichuan 
 
Received: Oct. 7th, 2023; accepted: Nov. 21st, 2023; published: Nov. 30th, 2023 

 
 

 
Abstract 
The key to fully implementing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tal-
ents”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nursing schools is to practice moral education. Our school, based on 
the gratitude extension-construction theory, focuses on the practical paths of gratitud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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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new era. This is done through curriculum reform, teacher training enhancements, deepen-
ing the school’s cultural development, leveraging the combined efforts of home and school educa-
tion, and carrying out practical activities to deepen the gratitude education. It helps vocational 
nursing students establish excellent attitudes towards life, world view, and values, as well as cul-
tivate a healthy pers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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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人口结构变化、劳动力成本提高和产业迭代升级，对高技

能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迫切需要通过职业教育与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素养，将大量就业困难的低技

能人口转化为市场短缺的高技能人才，从而实现由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化。 
目前，中国已建立了全球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中等职业教育不仅肩负着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

重任，更是培养具备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一线劳动者和实用型人才的重要基础，是我国高中教育体系

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2019 年，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工作的

意见》，强调了中职学生在人生成长过程中应当重视德育教育，并给予他们充分的关注和培养[1]。他们

的理想抱负、价值取向、精神品格与行为准则对于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影响着国

家未来发展的重要因素。加强和改进中等职业学校的德育教育工作，不仅是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发展需要，也是为了培养出更多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型人才，同时对民族伟大复兴也具有极

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2. 感恩教育融入德育教育的必要性 

研究表明，在学校德育工作中，感恩教育对青少年的人格完善和情绪改善有着积极的作用，是青少

年理想信念教育的切入点[2]和道德建设的发力点[3] [4]，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路径[5]。通过感恩教育，

我们可以培养社会成员的核心价值观，促进他们的身心健康，提高他们的幸福感，让他们的心灵更加宁

静和和谐，激发“上游生成”的活力[6]，并且具有多重个体性和社会价值[7]，以及道德意义[8]。因此，

将感恩教育融入到对中职生群体的德育教育工作中十分必要。 

3. 感恩拓延-建构理论的内涵与功能 

传统的感恩教育只是在日常教学中传递相关的理念和价值，输出的感恩内容是碎片化和零散性的，

不够系统和完整，也不具有针对性和持续性，对学生的思维导向和行动引领的效果不明显，呈现出一定

的形式化和浅层化特征[9]。 
B.L. Fredrickson [10]通过大量的实验和应用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即积极情绪的拓展–建构

理论，并将这种理论引入到感恩研究中，他发现感恩是一种积极的情绪反应，不仅可以扩展个人瞬时的

思维–行动范畴，消除负面情绪，而且还能够构建一种长久的正面心理资本，从而帮助个人建立高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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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丰富社会资源，从而提升个人的适应性，改善对整体生活的评价，保持对未来生活的积极期待。

感恩拓延–建构理论[11]具有以下三种功能： 
(一) 拓展功能 
感恩是一种积极的情绪特征，不仅能激发和拓展个体的认知，而且还能扩大其注意范围和思维–行

动范畴，提升其灵活性，更新和拓展认知地图，从而激发学习热情、培养创造性思维、提升问题解决能

力，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二) 建构功能 
感恩能构建个体正性心理资本，可以帮助个体建构持久的身体、智力、心理和人际资源有效适应和

抵抗逆境，这种建构的功能是在“拓展”的基础上实现的[11]。拓展思维–行动范畴，为个人建设提供了

可持续资源，如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环境，激发潜能，以及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从而增加幸福体验感。

感恩是一种深刻的情感，它不仅能够给个人带来间接的、持久的回报，还能够加强个体与社会的联结，

并且成为未来社会支持的重要基础。 
(三) 缓释功能 
感恩可以消解负面情绪的影响，利于修复和缓解抑郁和 PTSD，同时也有助于促进创伤后成长。充

满感恩之心，能够让我们拥抱更多的正面情绪，减轻由疾病带来的消极、沮丧、抑郁等负面情绪，使我

们的身心健康都得以提升。 

4. 感恩拓延–建构理论在中职德育教育中的应用 

(一) 发挥感恩拓延–建构理论的拓展功能 
教学是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在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言语和行动的渗透在不知

不觉间潜移默化对学生产生积极的影响，激发正向情绪，进而完善他们的日常行为习惯。 
1. 基于感恩拓延–建构理论的课程设置 
在设置课程时，应充分挖掘感恩作为个体积极情绪特质的拓展功能，将感恩教育有机、自然、灵动

地融于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尤其是思政课程中。多维度增强中职生的认知灵活性，扩大个体的认知和思

维–行动范畴，通过感恩教育引导中职生在德育教育过程中培养学习兴趣、养成创造性思维、提高解决

问题能力以及形成良好人际关系。 
2. 厚植教师感恩教育理念 
“育人先育己”，教师的一言一行都将对学生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教师是发挥感恩拓延–建构理

论拓延功能的主要力量。首先要强化师资培训，深化教师对感恩拓延–建构理论的认识和理解，摒弃“填

鸭式”单向灌输和“照本宣科”说教，积极拓宽感恩教育途径，将感恩教育融入到从学生入学到毕业的

全过程。教师在日常教学和事务管理中言传身教，在入学教育、日常教学、学风建设、心理健康、评优

评先、内务管理、就业指导、毕业鉴定等各个环节中，通过感恩教育扩大中职生的认知范畴，更新和拓

展个体对人事物的认知。 
(二) 发挥感恩拓延–建构理论的建构功能 
校园文化是学校精神和意志的集中体现，对中职生未来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有着深厚的影响，

将感恩文化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部分，有利于个体长远和可持续身心资本的累积与构建。 
1. 加强对学校历史的传承和宣传 
通过对学校历史沿革的研究和梳理，重视校史馆的建设和维护，展示一代代前辈接力奋斗建校的历

史；在校徽、校训、校歌的设计中，融入对前辈们的感激和哀思，体现校园文化的历史传承和学校的精

神面貌，含有丰富的感恩元素，加强对学校历史、校徽、校训、校歌的宣传和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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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外化于形”的人文景观 
在校园建筑和人文景观设计中融入感恩元素，通过巧妙的构思和设计让建筑“说话”，让花木“传

情”；在教室、宿舍、图书馆、食堂等区域悬挂张贴宣传感恩的标语和挂画等，营造浓厚的感恩氛围，

耳晕目染，督促中职生常怀感恩之心，自觉养成感恩习惯。 
3. 强化感恩宣传阵地建设 
在学校官方网站开辟感恩专栏、官微设置主题板块，利用好微信、QQ、黑板报、主题班会等，将中

华优秀传统感恩文化、历史中尤其是党史中的感恩故事、社会上和校园内的感恩事迹广泛宣传，鼓励中

职生像这些事迹中的主人公学习。 
4. 家校共育形成合力 
学生的成长离不开家庭的教育和支持，尤其是中职学生，他们更加迫切地想得到家人的关注和关爱。

举办家长开放日、家长培训会、家庭教育经验交流会、开设家庭教育知识讲座，丰富和分享学校感恩教

育资源，邀请家长共同制定科学、合理、针对性强的感恩教育措施，开展家校共育感恩教育专项课题研

究，家长走进校园与教师、学生进行情感交流，发挥各自优势，形成教育合力切实增强感恩教育的主动

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三) 发挥感恩拓延–建构理论的缓释功能 
感恩拓延–建构理论的缓释功能体现在充满感恩之心的人会感到更多积极的情感，使人保持良好的

状态，积极情感获得可抵消个体因疾病困扰而产生悲观、抑郁等负性情绪，对其身心健康更为有利[10]。
研究表明，将感恩教育与实践活动有机结合，以活动为载体，以实践为第二课堂，能够使大学生对感恩

理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切实提高报恩、施恩能力[12]。 
1. 在思想政治理论学习中渗透感恩教育 
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为契机，结合“二十大精神”宣讲，组织

中职生参观。  
通过参观爱国主义、党史、国防等教育基地，我们可以缅怀那些曾经为了实现梦想而付出艰辛努力

的先烈，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他们所付出的一切，以及他们无畏的奉献精神，从而激励我们更加珍

视这段和平的历程。 
2. 多种形式实施感恩教育 
通过学生党团员大会、主题党团日活动、主题班会、黑板报、辩论赛、征文活动、演讲比赛、文艺

汇演、运动会等，结合热点话题实施感恩教育，营造良好的感恩教育氛围，提升教育成效。 
3. 特殊节点开展感恩教育 
节假日期间，我们应该向亲戚朋友致以问候，并参与志愿服务，以此来表达我们对党、国家、社会

以及家庭的深深感激。 
4. 劳动教育中融入感恩教育 
劳动教育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体现了新时期党对教育的新要求。开展好新

时代劳动教育，可以将感恩教育作为要件融入劳动教育全过程，在完成劳动教育任务的基础上，注重挖

掘劳动教育中的感恩元素，实现“润物无声”的感恩劳动育人成效。 

5. 小结 

基于感恩拓延–建构理论，在德育教育工作中融入感恩教育，能够持续、系统和有针对性地输入感

恩内容，杜绝形式化和浅层化。保持感恩高感知水平的学生个体，积极情绪更加丰富，在学习兴趣、创

造性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甚至人际关系的形成等方面都更具优势，同时感恩还能建构个体陪伴一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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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心理资本，在中职学生的理想信念、价值观、思想道德形成过程中起到积极的作用，提升了个体适

应能力和对未来生活的积极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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