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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小時候

孩子在學齡前大概是親子之間最好的時刻，

小孩依賴父母，父母的教導有權威，可以有

效地下達到小孩身上。到了小學，開始有課業

的壓力時，親子之間已開始變化，雖有零星衝

突，但問題都不大，基本上，小孩還是順服於

父母的權威。

孩子青春期

進了國中，有升學的壓力，加上孩子的青春

期，帶點叛逆，開始考驗親子間的關係。小時

候父母高壓的教導方式，小孩或可順從，但青

春期就不管用。他們愛標新立異、重視外貌、

追求流行、迷戀明星、看重同儕認同等。加上

身心的發展，並非齊頭並進地成長，所以他們

的情緒不穩定、脾氣乖張。要使青春期的孩子

乖乖聽話是不可能的，於是常常爆發衝突。

家家有本難唸的經，同樣是青春期，但問題

可都不一樣。對課業的要求程度、看電視及打

電動的時間長短、穿著打扮及交友問題等，父

母與孩子要取得共識並不簡單。

結論

夫妻彼此都要尊重對方的文化。因此

本文不是要否認任何一方的習慣，而是提

供年輕夫妻更多選擇及變通方式，僅作經

營基督化婚姻的參考。最重要的是夫妻兩

人恩愛，時常溝通，一起在日常生活中同

甘共苦。

為了盡力建設基督化的家庭，可以考

慮淡化一些「大家都在做」的「儀式」，

並且不論處在中式或西式的環境，孩子的

宗教教育務必平時就用心，讓他們從小深

知自己所信的是天上獨一真神，不被周圍

的同學朋友或習俗等等影響（例如聖誕

節）。如此一提，面對習俗、要做任何事

之前，可以思考「我們是誰？」、「我們應

該做的是什麼」，以及「我們這樣做有否

符合基督化家庭的體統？」（例如，倘若真

的去參加慶祝聖誕節的活動合宜嗎？）

彼得當時有信心行走海面，目標是走

到主耶穌那邊（太十四29-31）。這海雖

象徵世界，但相信大家都有如同彼得的心

志，會目不轉睛看著主耶穌，不停努力邁

進走向祂。這雖是我們的目標，但世上仍

有許多「風浪」在干擾我們。一旦我們不

小心被這些世俗潮流影響，原本的焦點─

─主耶穌，就會變得模糊，甚至讓我們失

去正確的方向，給惡者留地步。在這個充

滿迷信的環境裡，切忌被「大家都這樣」

牽著走，落入魔鬼的圈套。

神的兒女超越世界，是行走在這些種

種「風浪」之上，內心毫不受影響，穩如

泰山（約壹五4）。不管夫妻倆是否來自不

同文化背景，總要一起攜手同行天國路，

多多溝通，每天靈修，經營婚後超越文化

「信仰上門當戶對」的生活，共承生命之

恩。                              

基督化的家庭

從親子方面來談
文／園丁  圖／聖惠

使基督因你們的信，住在你們心裡，叫你們的愛心有根有基。 

so that Christ may dwell in your hearts through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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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裡的男孩

家裡的男孩從小就聽話乖巧，學業還算不

錯，但從小就是喜歡打電動。在課業不算緊，

成績也不差時，打電動的時間，倒還能相安無

事。到了國三，課業開始繁重，成績慢慢退

步，叛逆性漸漸增加，可以打電動的時間就慢

慢成為親子之間的導火線。往往談判破裂，當

天就不用讀書了，甚至鬧離家出走。如此持續

好長一段時間，原有第一志願的願景，最後落

得前幾志願都沒有。但事情還沒結束，國三成

績的滑落，並沒有得到什麼教訓。到了高中，

仍為這個問題奮鬥。

孩子的邏輯是──「班上成績好的同學還

常常上網咖，可見成績好壞與打電動無關。而

且同學都在談某某需付費的線上遊戲，我都不

知道，插不上嘴，很遜。」「我只玩不需額外

付費的電玩，已經夠讓步了，還常常和我計

較，難怪沒心情好好讀書。況且可以進天國比

較重要，成績不好何必太在意呢?!」

從叛逆到順服

家中為打電動時間長短的爭議問題，過年

時給來家中團圓的親戚知道後，家中長輩都委

婉相勸。孩子也得知堂表親同輩打電動的限制

都比較多，我們家算是「福利」最好的，孩子

態度才漸漸軟化。後來孩子參加教員講習會，

取得正式教員的資格，賦予教導責任後，似乎

又更成熟一點，這才總算稍稍平靜下來，也比

較能用功讀書，成績漸有起色。

如何建立基督化的家庭
學業與聖工是可以兼顧的，做聖工對孩子的成長有相當大的幫助……。

▲理想的親子溝通應是每天在進行的。找機會讚美孩子，

多點寬容，少些責備；站在孩子的角度，去了解他們的

文化、世界，孩子會更樂意和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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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小孩有某種程度的自主權

父母若過於權威，要求子女完全地順從，

孩子不服之下，表現的態度就是傲慢、不尊

重、拒絕，彼此間以情緒化方式來溝通，非但

無法了解彼此的用心與想法，反而更增加彼此

間的誤會與成見。「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

兒女的氣，只要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他

們。」（弗六4）。所以規則的訂定，可讓小

孩擬定初稿，讓他有某種程度的自主權，但父

母要針對孩子定下的規則作適當的修正，其實

爭執來源就在如何取得妥協。

犯錯是孩子天經地義的權利，從錯誤中學

習，從錯誤中修正，才能塑造自己的人格。當

然，這不是縱容孩子犯錯，而是以平和的心，

與孩子共同面對錯誤，探討如何去修正，教導

孩子承擔錯誤所帶來的代價。現在的孩子，不

喜歡聽人說教，要激發孩子擁有自己的思想與

判斷力，就必須與孩子平起平坐一起討論，給

孩子充分的發言與些許犯錯的空間，只在必要

時，委婉地做一些指引，幫助孩子更釐清他的

想法，引導他做適切的修正。

訂定規則後，就要嚴格遵守，不可讓孩子

任意討價還價（若不適宜可修訂）。對小孩的

苦苦要求，要狠心拒絕；不可今天心情不好就

沒得商量，明天心情好就大發慈悲。在整個過

程中，我們發現父母有些還是要堅持的，太寵小

孩，小孩絕對會得寸進尺，不斷試探父母的底

限，如此會沒完沒了。而父母的意見與態度要先

取得一致，以免一方與孩子說好的，卻遭另一方

否決，造成孩子極大的反彈與不順從。

易子而教

「易子而教」有較大的功效，在孩子身上

也得到印證。家中其他長輩在勸孩子時，孩子

的眼神和平時我們在向孩子講話時，就是不一

樣。雖然他可能未必完全認同其他長輩的話，

最少態度會好一點，也多少聽進去一點。尤其

不只一個長輩跟他說相同的事時，雖然不會馬

上有所改變，但必定在他心中會慢慢發酵，進

而漸漸修正自己的想法。

同儕影響力

青少年是從依賴走向獨立的過度期，這時

期的孩子面臨生理、心智、人際關係的轉型，

由於自我意識的增進，通常孩子覺得自己長

大了，渴望獨立，所以會對成人的權威「反

彈」，亟思擺脫成人過多的干涉、限制。寧可

花許多時間去聽同學的七嘴八舌，也不願聽父

母的好言相勸，因為同儕認同需求增加了。

我們不知道孩子所說班上成績好的同學還

常常上網咖是否屬實，但報章中所訪問的滿級

分學生，好像沒有人打電動打得像他那麼多。

拿給他參考，他說這些人都是怪胎，絲毫不受

影響。同儕影響力是相當大的，但好像有選擇

性。或許孩子對報章所提一些優秀考生，覺得

太遙遠，但堂表親的同輩，就比較有說服力。

過年時，堂表親的同輩向孩子訴苦，打電動限

制太多，同病相憐之下，孩子就比較能讓步。

賦予責任

孩子從小參加宗教教育，知道進天國是重

要的，信仰基礎不錯，只是成績不好不必太在

意的觀念，有待修正。學業成績當然不是衡量

一個人的絕對標準，「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

元」，神給每個人的恩賜各有不同，每個孩子都

是不同的個體，自有其差異性。勿要求其像某

人一樣，或常拿別人來比較，否則過高的期望

只會讓他覺得遙不可及，甚至有放棄的念頭。

若以進天國才是重要的，屬世一切都可怠

惰，怎能期待在世上可以榮神益人呢？這種態

度真的可以進天國嗎？我們從耶穌按才幹受責

任的比喻中可以知道（太二五14-30），這個

答案是否定的。學生的本分就是要好好讀書，

使基督因你們的信，住在你們心裡，叫你們的愛心有根有基。 

so that Christ may dwell in your hearts through 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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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讀經及分享中，應多給小孩讚美、多作

意見交流，多聽聽他們的感受。父母不可隨意

打斷、申斥，以免家庭聚會變成聽訓時間，使

兒女噤若寒蟬、避之唯恐不及，那就一點效果

也沒有了。在家庭聚會中，當孩子還小時，可

以用《聖經》故事加以敘述講解。由此慢慢建

立孩子讀經、禱告的習慣並學習聚會秩序。待

孩子漸長，慢慢可以思考，懂得發問時，就可

以和他們查經、作蒙恩見證。孩子更大以後，

可以學習悟性禱告、學習談論道理、學習為人

代禱、分享事奉心得、關心教會聖工，互相勉

勵，彼此代禱，共同攜手建立基督化的家庭。

結語

「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所懷的胎是

祂所給的賞賜。」（詩一二七3），兒女是神

託付我們的產業，我們有責任養育教導他們，

使他們走當行的道。然而，每個階段的孩子有

其發展變化，所以教養方法非一成不變。要做

一個成功的父母，除了有愛，更要具備方法。

因此，必須學習和孩子一同成長，才能不負神

的託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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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事情上也是一樣，都要盡到自己的本

分，認真負責的態度是需要學習的。幸好他在

參加教員講習會及擔任正式教員後，學習到自

我要求與責任感，讀書態度比以前好多了。這

或許是他成績進步的原因之一。

要培養孩子有責任感，可讓他負責家中某

類家事，有問題唯他是問；另外，要鼓勵他積

極參與教會聖工，讓教會同靈給他壓力，促使

他更成熟、更有責任感。父母不要認為青少年

時期就是要用功讀書，不用做聖工，其實這是

剝奪了孩子學習的機會。「若不是耶和華建造

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若不是耶和華看

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儆醒。」（詩一二七

1）。只專注學業，並不見得在成績上就會有

等量的回報。學業與聖工是可以兼顧的，做聖

工對孩子的成長有相當大的幫助，而孩子的成

長對親子關係更有助益。

和孩子溝通

我們不要在衝突時，才想和孩子溝通。理

想的親子溝通應是每天在進行的。不妨每天製

造一些和孩子獨處的時間，例如：孩子讀書

時，送上一杯飲料；睡覺前陪他一起禱告；或

當個好聽眾，聽聽孩子在學校的點點滴滴。學

會傾聽孩子的心聲，才可觀察到孩子的感受和

情緒；找機會讚美孩子，多點寬容，少些責

備；站在孩子的角度，去了解他們的文化、世

界，孩子會更樂意和你分享。

另外，家庭聚會更是親子之間良好的溝通

管道。次數不用多，一個星期一次。時間不需

長，會前禱告3分鐘，唱詩2分鐘，讀經及

分享15分鐘，會後禱告5分鐘，另5

分鐘彈性時間。30分鐘即可完成，

重要的是時間要固定，並排除萬

難，列為第一優先。不可因考試將

近等因素而輕易暫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