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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健智、李梅芳
1

「培育子女」的基礎向度

一 引言

從九十年代初開始，香港社會的核心家庭成員人數漸漸下降，

根據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的數字，2007年香港的家庭核心成員人

數之平均值已降至3.0。
2	這個平均數字顯示出香港不少時下年輕夫

婦傾向選擇二人世界，而就算願意生育下一代，大多數父母傾向只

生一個小孩。有基督徒父母認為「現今的世代邪惡」（參路十一

29），社會的道德觀念開放，加上生活迫人，致使對培育下一代感

到乏力。話雖如此，但筆者亦佩服現今香港的父母盡心付出養育子

女，除了供應豐裕的物質予兒女，不少父母也願意參加各種教養兒

女的訓練課程等。天下父母心，作為基督徒父母，我們篤信聖經的

教導，也深知信仰的改變能力，究意應該怎樣培育下一代，既合乎

屬靈的智慧，又能培養敬虔的下一代，且適切今天的社會環境？

1	魏健智博士是建道神學院教牧系助理教授，李梅芳姑娘是基督教宣道會宣恩堂

傳道，他們夫婦二人育有兩個女兒，現分別就讀中學一年級和小學三年級。

2	 香港家庭核心成員人數的平均值由1991年的3.4，逐年遞減至2007年的3.0。

資料來自HKSAR,	Hong	Kong	Monthly	Digest	of	Statistics,	April	&	March	2007	 (Hong	
Kong: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07)。

All R
igh

t R
ese

rve
ed

©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All Right Reserved



18	 	教牧期刊

以上提出的問題，也是筆者夫婦二人在過去十多年，無論在實

戰和教導上嘗試摸索的課題。在「培育子女」的理論上，筆者認為

已經出版的相關著作可以歸納為四個進路：第一，從聖經的教導來

思想教養的原則；
3	 第二，從心理學的課題入手，將教養兒女的原

則和時下普及的心理學結合；
4	 第三，作者整理豐富的個人經驗，

以聖經的教導和信仰的原則作演繹，提供一些較容易掌握和運用的

方法；
5	 第四，以成功父母的見證或心得分享編寫成的著作。

6	 而

事實上，坊間有關於教養兒女的著作比比皆是，而不少課題已有深

入的研究，筆者實在不敢班門弄斧，彷彿有甚麼突破性的見地。但

在眾多著作中，總是以西方著作或其翻譯本佔多數，而中文的著作

來自台灣的居多。筆者在自己起起跌跌的實戰中和牧養的經驗��，

發現了一些非常基本，但是又對兒女的培育影響深遠的元素。本文

並非一篇學術文章或神學探討，筆者希望集中在實踐上的心得，透

過聖經和心理學在教養上理論的洗滌，簡略地分享我們視為在「培

育子女」方面非常重要的三個向度。

3	因著作繁多，筆者只列舉出一些較為普遍的中文著作，如華德、韓力森著，吳

文秋、蔡金玲譯：《如何按照聖經教養你的孩子》（台北：橄欖，1992）；劉志雄

夫婦：《按照聖經教導子女》（台北：道聲，2003）。

4	 較為普遍的中文著作包括：李順長：《做你兒女的好父母》（台北：校園，

2000）；宋琪嘉、郭迪舜：《探索孩子的多元智能》（香港：成長綜合服務中心，

2001）；祈思禮著，劉淑儀譯：《培育負責任的孩子》（香港：基道，1991）。

5	較為普遍的中文著作包括蔡貝蒂著，柯美玲譯：《管教愛兒有方》（香港：證

主，1990）；竹君：《愛的雕琢—如何作成功父母》（台北：畔溪，1989）。

6	較為普遍的中文著作包括葛莉亞編，楊高俐理譯：《他們做對了！五十五位名

人談爹娘》（台北：台福傳播中心，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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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子女」的基礎向度 	 19

二 向神：領受「託管」的職事

（一）「託」：受託的賞賜

聖經說：「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所懷的胎是他所給的賞

賜。」（詩一二七3）早期的以色列人是遊牧民族，後來被擄去，

他們明白大地的一切屬於耶和華，而他們所擁有的是從耶和華而

來。如果從這個角度來思想詩篇一二七篇3節，我們就明白兒女不

是父母擁有的，重點不是在「產業」上，而是在「賜予」上。所

以，兒女是神給父母的賞賜。竹君形容基督徒父母需以一個「管家

的心態」來養育孩子，
7	 而這種管家的心態使她在面對許多教養兒

女的困難和危機時，得到釋放和幫助。她認為「不是說（她）從此

不再為孩子的任何事擔憂，乃是在自己挑不起擔子的時候，就完全

的交託給主」。
8

但是「託管」不能等同於「分工」。今天，不少父母把教養的

責任分派給其他「託管者」，如將教養的責任分給家傭；將教導知

識的責任分給學校；將培育屬靈生命的責任分給教會等。在孩子長

大成人的旅程中，家庭是孩子的出發點，上帝建立家庭制度，將孩

子放在家庭中，除了確保他們得��保護、照顧和供應外，子女在父

母的教導和家庭的保護中成長，趨向成熟和學習做人的道理。

（二）「管」：教養的責任

此外，父母從神領受了管教的職事。聖經中多處提出父母

身負管教兒女的責任（申三十二46；撒上三13；箴十三24，十九

18，二十三13）。當父母能好好管教自己的兒女，父母就能得喜樂

7	竹君：《愛的雕琢—如何作成功父母》，頁32∼37。

8	竹君：《愛的雕琢—如何作成功父母》，頁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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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二十三24，二十九17）、安息（箴二十九17）和尊榮（箴十七

6）；相反，當父母未能好好教養自己的兒女，父母就毫無喜樂

（箴十七21）、父親愁煩、母親憂苦（箴十七21）。

那麼，基督徒父母應該怎樣實踐教養兒女的託付和責任？首

先，筆者於林林總總教養兒女的著作中，不能不總結聖經的教導是

教養兒女最上乘的材料，這個看法亦是不少愛主的基督徒所贊同

的。但是，怎樣才是以聖經教養兒女？是否等於幫助子女學習和明

白神的話語？劉志雄夫婦仔細地按照聖經原則，把教養子女分為四

方面，包括訓練、管教、養育和教導兒女。
9	 他們提出基督徒父母

不要靠世界把孩子養大，而需擔負起一項主動和持續不斷的工作。

而華德、韓力森則形容按照聖經教養孩子是一種門徒訓練。
10

當然，將神的話語教導子女，並使耶和華的律例典章深深地印

在子女的心版上（申三十二46）尤其重要，這樣還能得到一生之久

的功效（箴二十二6）。但筆者提出除了直接的聖經教導外，還存

在一個非常重要的間接聖經教導方式。簡單來說就是生命的教育，

是指父母將神的話語在生活中活現出來，一種以生命影響生命的教

養方式。這種教養聖經的模式並非新鮮，而早已是以色列人教養子

女的方式（申六6∼9，十一18∼20），「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要

記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無論你坐在家��，行在路上，

躺下，起來，都要談論。」（申六6∼7）這稱為「身教」。

聖經說挪亞是個完全人（創六9），他是一個與神同行的人，

但他也與一般人一樣的起居作息，然而他在生活中凡事依隨神的心

9	詳細內容請參考劉志雄夫婦：《按照聖經教導子女》。

10	 詳細內容請參考華德、韓力森：《如何按照聖經教養你的孩子》，頁12∼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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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子女」的基礎向度 	 21

意、順服神的指示。所以與神同行是一個合神心意的人生命的向

度。生活態度與模式的塑造，除了知識、原則、價值觀的灌輸外，

恆常的應用操練是不可少的。我們一向都知道身教比言教的說服力

更大，我們不可低估耳濡目染的影響力。上帝把像白紙般的孩子放

在家庭中，授予父母全權決定在這張白紙上寫些甚麼，多寫或少寫

些甚麼。神將孩子放在祂兒女的家庭中成長，相信就是要我們在這

張白紙上寫上非信徒父母不會寫的資料和塗上不會塗的色彩。

三 向自己：實踐生命的教育

（一）屬靈的榜樣

讓孩子看見那位看不見的神。孩子如何實踐他們的信仰生活？

只有每天與他們一同生活的父母能教導他們。

教會��聽到的、學到的是硬知識，孩子知道父母也是在教會

��作屬靈的學習，所以，父母是否把他們在主��所學習到的帶回

家，無論在家中，在教會外的社交圈子中，在工作中是否實踐自己

的信仰，孩子都看在眼��。並且，父母與神相交的模式成了他們的

典範。過��二分化信仰生活的父母，即只在教會��與神相交，在教

會外就自行作主的父母，選擇性地讓神介入他們生活上的領域。這

樣，父母無聲地向孩子傾吐了自己對神的看法：我可以在生活某些

層面中拒神於千里之外，神只能介入我們讓祂介入的層面中。

這樣的父母至少將對信仰的懷疑，植入了孩子的心。若父母只

是過��周期性（如一周一次）的信仰生活，子女的信仰生活就是以

這個模式為起始點。沒有人曾親身看見神，自小聽故事的孩子，很

自然地分不開聖經記載和童話故事，把一周聽一次的神、耶穌和聖

經中的人物與童話故事內的人物混淆。隨��年紀漸長，他們就會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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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的記載、人物與童話故事和其中的人物看成相同，認為那些只

是小孩子才會相信的人和事。若在日常生活中，父母正如聖經所教

導：或坐下，或起來都談論神；恆常地分享和見證天父無私的愛及

在神��面的學習（申六6∼7）；並且凡事讓神居首位，這樣，孩子

雖然看不見神，但透過父母展示在他們眼前真實的經歷、掙扎、堅

持和感恩，孩子每一天都能驗證神的實在。上帝、耶穌、聖靈再不

是每周聽一次的故事角色，而是位生活在他們當中的神。他們每天

都與這位神相遇，等候祂指引，以討祂喜悅為目標。這位神就比眼

看得見，手觸得��的東西，還要來得真實。神將孩子委託給父母，

是要透過敬虔的父母與神相交的實踐中，讓孩子從小就處處知道祂

的同在，實實在在地在成長中每天都經歷祂。

（二）生活行為的榜樣

父母有否讓信仰影響他們的生命和生活，最清楚的，莫過於兒

女了。

孩子把父母在生活上的選擇取向看在心��，從中學習以之作

生活上種種選擇的原則。如果父母只按自己的想法、喜好來決定如

何運用時間、選擇娛樂、與人相處、看待金錢、選擇朋友、計劃將

來、看待自己所有的，兒女就會推論出每次離開教會時，把所學

的、所聽到的屬靈教導留下，不用帶��離開，更不用實踐。父母對

屬靈��體的投入度、開放度、��重度，孩子都看在眼��，他們雖不

懂分析，但他們會「有樣學樣」，甚至將父母的模式極端化。例如：

有一位不斷進修的母親，總是選修有助提升自己工作能力和增

加知識的課程；平日閱讀的和關注的都是一般生活性的資訊。她的

孩子學會了選擇知識範疇時要根據兩個重點：一是要提高個人在工

作上的生產潛質；二是要令自己滿足、開心。所以，有用和好玩便

是這位母親灌輸給孩子，在作大小決定時所根據的兩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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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子女」的基礎向度 	 23

信徒要審慎地建立價值觀、選擇取向和憧憬未來等，讓我

們按��神的心意，以及聖經所教導的真理來面對我們的生活（提

後三16），作徹頭徹尾的信徒，在生命和生活上榮神益人（林後

四15；彼前二12，四11）。父母按自己心意籌算生活，抑或是圍繞

��神來建造和安排自己的生活和計劃，就成為孩子的參照。隨己意

為人生尋求方向和目標的父母，會按自己的方法和資源來建立兒女

的知識和技能，預備他們走上人看為好的人生路。明白神賜人不同

恩賜和不同人生目標的父母，會引導兒女認識神所賜獨特的自己和

恩賜，操練孩子作神忠心良善的僕人，預備兒女跟從神走上祂看為

好的人生路。

（三）忠心良善的榜樣

父母是代管，是中層管理。神是家的元首，所以全家都是向神

負責的，兒女從小在父母督導下，學習凡所作的都是向��神忠心良

善地作（太二十五21、23；路十九17）。

孩子在成長中先透過每天的學習，操練向神忠心良善。因為人

的智慧、能力都是從神而來，所以要學習運用神所賜的作祂要我們

作的。父母的角色是一個促進者，要先認識和接納神賦予給孩子的

特性，亦讓孩子認識和接納自己所有的，與孩子一同認定神是以這

些特性為基礎，建立這孩子的一生。透過神的建立，這孩子的生命

將會是讓神、他自己和認識他的人都喜悅。作為一個在神和孩子中

間的促進者，父母最大的責任是不斷地觀察，在適當時候引導、幫

助孩子，鼓勵和提醒他們。但無論如何，父母要謹記自己只是中層

管理者，所以無權自行決定孩子的方向，無權放棄孩子（在神的創

造秩序中，父母和子女的關係是以血相繫，是一個永不能改變的委

託），亦無權以任何形式傷害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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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不是要達到父母的要求，而是聖經上的要求。由於受託

者是孩子所行的路上的過來人，可以理解孩子的掙扎。父母該讓孩

子知道自己是一位受託者，並在受託者位分上忠心良善，向神負責

任，父母無論向孩子作甚麼，都並非為悅己心意而作。例如，當孩

子問我可否看電視時，我會問孩子是否已忠心良善地完成當天應作

的工，因為我若要向神作一個忠心良善的受託者，就不能按自己的

意願作決定，而是要視乎孩子若作了當天應作的，就需要休息，這

正是神造天地時樹立的典範，在這情形下我讓孩子休息，才是一個

向神忠心良善的父母應作的決定。如此的態度和進路，大大減低了

父母和兒女之間的張力，父母和子女亦因而站在同一陣線上，脣亡

齒寒，更能互相支持，互相體諒。由於父母和子女在向神交賬上息

息相關，雙方可從作對抗者的危機走出來，而成為合作者。

四 向子女：三大重點的屬靈操練

（一）經歷「真愛」

父母作為受託者，既代表神撫養所託之孩童，同時又要讓孩子

看見那看不見的神，所以父母必須用合神心意，又讓孩子看見神的

進路教育孩童。神既然是愛，所以在愛中建立孩童是一條必然的進

路，這條愛的道路一定符合那位就是「愛」的神的心意，而只有透

過父母在孩子身上展示那從神而來的愛的力量時，孩子就看見了，

並開始認識神。請注意，筆者是指聖經中所說的愛，並非溺愛。只

有透過屬神的愛的展示，人才會看見神和愛神；若是溺愛，人只會

掉進愈來愈愛自己的陷阱。如哥林多前書所論及，愛是不作害羞的

事（林前十三5），包括不同流合污，要用神的尺度來教養孩童，

所以父母不能「一味講支持、講認同和講忍耐」。「不忍用杖打兒

子的，是恨惡他；疼愛兒子的，隨時管教。」（箴十三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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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在管教和日常生活中，要讓孩子知道和經歷愛是十分重

要。父母在管教中，以神的受託者的身分來教養孩童，就要操練不

失控。失控並非一個忠心良善僕人所應有的表現，因為神並非一位

失控的神，失控不代表神。只有以「在愛中建立」（弗四16）為目

標的管教才能代表神。我們在學習作忠心良善的父母的進程中，會

遇到很多困難、失控，受託人的身分有時會令我們因不能按己意而

行，而陷入一個動彈不得的境況。其實，神就是要透過這些困難、

失控、動彈不得，操練父母變得更像主的性格和心腸。眼淚過後，

父母會發現其實神透過為人父母這委託，領導作父母進入一個更深

的境地，在屢敗屢戰的經歷中，讓父母操練從罪性主導，進入由神

主導的生活模式和性格取向。

（二）守約的操練

以色列的聖者是一位與人立約，及守約施慈愛的神（申七9；

王上八23；代下六14；尼九32）。祂把孩子放在透過婚約所建立

的家庭中，祂的心意是甚麼呢？相信神是要透過父母忠於婚約的見

證，讓孩子明白約的重要。

約一經訂立，立約雙方就必須竭盡所能履行所承諾的責任。

在神面前立婚約，神的兒女都清楚這約是不能終止，要一生一世謹

守。上帝要兒女出生在一生一世的約之體系中，是要他們認識守約

的重要，父母因在約中而需向對方忠心和負責，正是神想孩子從小

就被灌輸守約的觀念。神固然會守約，但在現今個人主義高企的社

會中，個人的好處凌駕於不能終止的約之觀念上。所以，守約的觀

念愈來愈薄弱了。家庭是唯一讓孩子認識和操練守約觀念的地方。

猶太人的家庭模式是在大家庭中不斷口述神在以色列人中所作

的事，記念神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約，和傳遞由這約所衍生出來的價

值觀和家庭傳統，孩子從小就在濃厚的家庭觀和傳統習俗的操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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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在外國社會中，當猶太人公開自己的種族身分，別人都意識

到其生活操守會有與人不同之處，並且會給予他們空間。這是由於

猶太人的家庭習俗和操守教育，使孩子成長後在社會的洪流中仍持

守某些禁戒，以致社會上的人都給他們空間（留意不是接納、認同

和尊重），接受這些是他們的特色。

今天，我們希望孩子不盲目地跟隨社會風氣，不輕易受別人

影響而作出不假思索的選擇。父母可知「跟風」，受朋友影響，是

因為孩子在��體中需要一個身分。要孩子不盲目，不受影響，不跟

風，就要先給他們一個立足點，那就是「與神立約之民」的身分。

有了這身分並非表示他們滿有抗衡風氣的力量，但這身分卻是他們

抗衡風氣的起始點。「與神立約之民」的身分賦予他們仰望、依靠

那加力量的神來抗衡壞風氣、負面影響等的特權。

父母在日常生活中以選民的身分作出選擇，營造一個看重和

珍惜藉��「與神立約」而成為神兒女的身分，以及有愛、有歸屬

感、有喜樂、給予接納和支持的家庭氣氛。自小讓孩子在父母帶領

下操練按��「與神立約之民」這身分，作出可能與社會主流不同的

選擇，使孩子在這情形下表現怡然自得，並且明白從小學習到與別

人不同是可以的，且是常常發生的，作出與別人不同的選擇也可以

感覺自然、舒適。這些操練幫助他們在獨自面對社會時勇敢地作一

些「不同的」選擇。一個能給予孩子安全感、愛、明白及支持的家

庭，也會成為孩子療傷、喘氣的地方，而他們與神的關係，就是他

們面對衝擊的得力泉源。

（三）順服的操練

個人主義高企的後現代社會鼓吹「自主」、「破格」、「爭

取」。基督徒所高舉的是「將主權交給主」、「跟隨」、「等

候」。若比較兩個模式，可見兩種南轅北轍的向性。基督徒談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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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神的心意，尋求神給我們的恩賜，履行神給我們的人生目標。

父母若想孩子在獨個兒與這個社會交手時，仍能堅持基督徒應有的

模式，就得從小操練孩子的服從性（羅十六19；林後七15，十5∼

6；腓二12；門21）。

要操練孩子的服從性，首先就要教導他們遵守一套父母也遵守

的家庭規矩，尊重和服從長輩（包括父母）。孩子懂得遵守家庭的

規矩，服從看得見的長輩，才會懂得遵守聖經的話，服從那看不見

的神。所以，父母不能輕看家規和長幼有序的重要性。

今天的父母持家模式是讓孩子從幼童開始練習按自己心意作決

定，可以為自己定界線，認為這樣可以建立他們的自信和自主。然

而，在某些情況下，成人又會突然強硬要孩子跟他們的指示行事，

造成矛盾。當這些指示與孩子原始的慾念、渴想不同時，孩子就會

感覺混淆。無論父母怎樣解釋，年紀小小的兒童沒有充足的邏輯思

維能力、推論能力，明白為甚麼在某些時候就要放下自己的自主來

服從父母，在其他時候就能自主自決。事實是每天他們都在操練按

自己心意自主、自決；突然，父母說要聽從，情況就好像機械在啟

動後，開始運作暢順，卻突然被截斷電源一樣。更弔詭的是，之後

父母又讓孩子自主自決。這樣，只會令孩子感到不明白和混淆、甚

至氣憤。

專家指出，要兒童明白一個道理，父母要貫徹地給同一個訊

息，按同一標準處理，兒童才會掌握父母想他們學習的模式。人的

本性就是在有利益衝突時保護自己；後現代的孩子就是這樣從幼童

期開始操練以自己的方法抗衡父母施予的壓迫（大哭、不作理會、

出言駁斥等），難怪現今孩子的反叛期來得愈來愈早。

透過遵守家規，先將一套父母認為可靠的基礎植根在孩子的內

心深處，待這些基礎運作自如後，再按部就班給予自由度。一旦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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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獲賦予較大的自由度，他們就會面對內心的掙扎和與父母意見不

同的衝擊，就在這時候，深藏在內心的基礎、價值觀會成為他們的

規範，大大減低了他們與父母抗衡的機會。沒有長輩的付出，我們

就無法擁有現在的一切，所以長輩是值得我們尊重的。

操練孩子順從和尊重為他們辛勞、保護他們的家人和長輩，能

幫助孩子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並懂得飲水思源。在家中，孩子學

會了尊重、服從與他們共處的人和供養他們的長輩。基督徒父母要

忠於神的委託：培育認識、敬畏及遵行神旨意的兒女，不能忽視在

家庭中建立一套包含服從、尊重和愛等元素的常規。

五 結語

兒女是主賞賜給父母的禮物（詩一二七3）、喜樂（箴十1，

二十三24，二十九17）和尊榮（箴十七6）。筆者兩人透過聖經的

教導和自身的經驗，嘗試從向神、向自己和向子女的三個向度，分

享培育子女的一些基礎而重要的元素。第一個向度，嘗試從聖經正

面地指出子女是神給父母的賞賜和託付；就隨後的兩個向度，筆者

嘗試採用一個實踐和生活化的方式來梳解一些基本的原則。父母的

屬靈生命和在日常生活��活出信仰，才是培育子女最有效的方法。

最後，在培育子女的實踐上，筆者認為，讓子女經歷愛、操練子女

守約和順服的素質是培育屬靈子女重要的基礎建設。筆者夫婦二人

當父母的經驗尚淺，希望透過粗淺的反思，與讀者溫故知新，彼此

勉勵，享受主賜下子女的福樂，同時學習培育敬虔的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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