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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孩子 同走主路

用智慧引導孩子走當行的道

以往，都是男孩的媽媽們告訴我：「真

的不知道要怎麼講孩子才會聽，常覺得他

們愛理不理的，令人頭痛。」現在，不分男

孩女孩，家長們感受到的是：孩子的外在誘

惑太多，網路上什麼都有，不知道他們都看

了些什麼，即使問孩子也問不出個所以然。

叫他看書，他就是盯著書看，都過好幾分鐘

了，還停在同一頁，真的就是「看書」，什

麼都沒念進去。

當孩子無法配合家長或達不到其心目中

的「標準」，又屢勸不聽、「溝通破局」

時，直接沒收手機或限制上網時間，似乎是

最快，但也最易引發親子衝突的方式――明

知是「下策」，卻不得不如此。相較於網路

世界「生動多元」，書本那些「不動如山」

的文字，當然顯得無趣乏味得多。若孩子對

書中內容沒有興趣，考試成績落後，既無動

力又無成就感。打開書本呵欠連連，讀書找

不到重點，聽課無法專心。

長時間接觸影像和聲光刺激的孩子，本

來就很難靜下心來讀書。到校上課心思很容

易「飄」走，就算花錢補習也未必有成效。

這時沒收孩子的手機或斷網路線，會有用

嗎？說真的，只是讓他們感到爸媽莫名其

妙，因為從小就「餵手機、平板和網路」給

他，上網對他來說已是不可或缺的存在了，

不給是會翻臉的。沒手機或不給上網就會

念書？嗯，為了拿到手機或上網連線遊戲，

勉強念一下，之後又回到網路世界中了。因

為，他的朋友圈、人際網絡，生活重心都在

那裡啊！

過早讓孩子接觸手機，極易造成網路成

癮。孩子的自制力本身就不足（就連大人對

網路世界也未必有較高的自制力），在他們

尚未建立自己的學習習慣與節奏時，就用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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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餵養，讓他們自己上網看卡通、玩遊戲，

看似很方便：「要他們有多安靜就有多安

靜。」但「後患」無窮。到了國中要專心上

課，力拚升學時，這些網路早已網住孩子們

的心。從小沒習慣念書的孩子，哪會突然想

認真念書呢？

有的家長會跟老師說：「我孩子網路成

癮，都不讀書，考試都不及格。對未來也沒

有方向，要怎麼辦？」現實的教育環境中，

管教權早被政策限縮到底的老師們會回答：

「誰叫你要給他手機？網路費不也是你出

的？又沒有人強迫你給這些。小孩是你的，

你問我要怎麼辦？當然是自己看著辦啊！」

孩子從小沒有建立良好的生活習慣，對父母

的話都充耳不聞了，怎期待他會尊敬老師，

聽老師的話呢？

聖經教導我們：「通達人見禍藏躲，愚

蒙人前往受害。敬畏耶和華心存謙卑，就

得富有、尊榮、生命為賞賜。乖僻人的路上

有荊棘和網羅，保守自己生命的必要遠離。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

不偏離」（箴二二3-6）。身為父母要有遠

見，要「見禍藏躲」，看到孩子成長的路上

有「荊棘」和「網羅」要遠離。孩子年幼或

者不懂事、不知預備將來；但家長有人生的

閱歷和智慧，不應當順著孩子去，只圖自己

方便或討好小孩。

若希望自己孩子未來有穩固的信仰、健

康的身心、良好的人際互動、充足的知識與

能力，就要從「孩童」時期就開始「撒種」

了：帶到教會，聆聽真理，讓孩子有信仰根

基；帶到戶外，適時活動身體，體能就不會

太差；讀書、學習、人際應對等，父母從小

就可在日常生活教導他們規矩，而不是到哪

都發給孩子手機（電子奶嘴的概念），只求

讓他們安靜，放任他們無限制的耽溺其中。

身為父母要有遠見，要「見禍藏躲」，看到孩子

成長的路上有「荊棘」和「網羅」要遠離。不應

當順著孩子去，只圖自己方便或討好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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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從小「澆灌」什麼給孩子，他就在

哪「開花結果」：帶到主面前，他就在敬畏

神的道路上，學會謙卑，得主賞賜的富有、

尊榮與生命；餵手機和網路給他，他就在手

機與網路的世界沉迷，失去感受真實世界

的事物，也減弱了與真神的連結強度，同時

父母也一併錯過親子間的親密互動與友好關

係。更何況，基督徒的兒女是主所賞賜的產

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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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能不

用心和付出時間好好教導呢？

安息日上午聚會結束的午餐時間，常見

一群青少年聚集一處，拿起手機瘋狂地打起

手遊，旁若無人。很多長輩會來關心：「吃

過飯沒？有沒有盛飯了？」但這些孩子根本

停不下來，這就是網路成癮的症狀，而且

還說不得，為何呢？因為他們在這網路的世

界所付出的時間與心力，使他們早已無法自

拔，就算用怒吼「強制關機」，他們的心也

是向著那裡的。

既然孩子的父母都管不好了，旁人哪好

意思管束呢？要知道，現代人不比以往，

大家都很有「分寸」的，以免被人說：「誰

要你多事了？」吃力不討好啊！然而，明眼

人一看就知，若非父母和孩子自己知道要改

變，有意願並立志「回轉」、「歸向神」，

旁人說什麼都很難改變了。

用愛和榜樣陪伴孩子同走主路

福祿貝爾：「教育之道無他，唯愛與榜

樣而已。」孩子如果願意就近神，一定有人

帶他來聚會；孩子若喜歡閱讀，父母其中之

一肯定有陪他閱讀或購買、借閱書籍與親子

共讀的日常。同理，孩子若會網路成癮，肯

定有人提供這樣的物品和「做樣式」讓他可

「模仿」。

有的人會說：「你看！都不用人教，就

會搶手機、拿遙控開電視、開電腦來看影

片。」那是當然的，父母作為他的第一個老

師，在他嬰兒時期，你看手機的時間比看他

還多，他還不跟你搶嗎？幼兒需要父母，總

是要「吸引」父母的注意。在他懵懂無知

時，是父母提供的資源和榜樣，教導他認識

這個世界的。孩子的模仿力在他未能言語的

時候就開始了，父母的一言一行都是他學習

的對象。

我的孩子很小的時候，也曾跑到她爸爸

的電腦室，請爸爸讓她看卡通，ㄧ部一部

接著看。後來，要她去洗澡和睡覺，抱離椅

子就大哭。我就對她爸爸說：「你為什麼要

讓她哭呢？她那麼小，看卡通哪可能節制？

第一、近距離傷眼；第二、看時很快樂，要

她洗澡和睡覺，她就哭給你看了，還不如一

開始就不要給她進去你那間電腦室。若她現

在無法自制，未來我們就得天天叫她去寫作

業，她還可能爆氣，弄得大家都不開心，何

必？」

我對很多家長說過：「習慣沒有（網

路），就沒有（網路）成癮的問題」。自從

我對先生說：「未來她寫她的功課，我看

我的書，你忙你的事，各自按時做事，就

不須花力氣對孩子大呼小叫，這樣不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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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嗎？」後來，他就到圖書館借很多

書，和孩子一起看，讀給她們聽。就

寢時間一到，把故事書放下，她們就

乖乖去刷牙、禱告，睡得香甜。

孩子的作息和情緒穩定了，身為

父母的也會輕鬆許多。睡前，全家一

起禱告，小女兒連閩南語版的祈禱文

都背得流利。這次靈恩會，我們一家

每晚到教會聚會，也陪孩子一同到講

臺前，為她們祈求靈恩。感謝主！筆

者年僅6歲的小女兒，於今年（2024

年）4月24日晚間聚會，蒙主賞賜寶

貴聖靈。

正如聖經所應允：「你們祈求，

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

給你們開門。因為凡祈求的，就得

著；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給

他開門。你們中間誰有兒子求餅，反

給他石頭呢？求魚，反給他蛇呢？

你們雖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

兒女，何況你們在天上的父，豈不

更把好東西給求祂的人嗎？」（太七

7-11）。

相信父母善用神所賞賜的智慧和

愛，做好榜樣來教養兒女，帶領他們

就近神、來到教會，陪伴他們行在主

路上，孩子們的一生將會因此得以蒙

受真神的眷顧與祝福。                    

當烏雲遮蔽藍天 就像生命失去陽光

當深淵阻擋明天 似乎生命不再盼望

當暴雨籠罩前方 彷彿生命喪失方向

當絕望佔領周圍 感覺生命沒有力量

是祢不放手

不管再大的風浪 仍然親自陪伴度過

是祢絕不放手

不管再深的黑暗 仍然牽手同我走過

是祢永不放手

當腳步徬徨失措 仍引導我們向前走

賜福予我 牽緊著我

是祢的手 祢的靈 一直引導我      

　因為祢
不放手

文／Smallpolo

/詩情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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