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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結書34:11-16節
主耶和華如此說：看哪，我必親自尋找我的羊，將他們尋見。

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樣尋找他的羊，我必照樣尋找我的羊。

這些羊在密雲黑暗的日子散到各處，我必從那裡救回他們來。

…… 主耶和華說：我必親自作我羊的牧人，使他們得以躺臥。

失喪的，我必尋找；

被逐的，我必領回；

受傷的，我必纏裹；

有病的，我必醫治；

只是肥的壯的，我必除滅，也要秉公牧養他。



請用三個形容詞或
句語去描述與你
相處的受助對象。

牧養他們時，你要
面對的最大憂慮和
困難是甚麼？

牧養他們時，你的
最大優勢和強項
是甚麼？

請分享一次你與
受助者傾談的
最深刻經歷。





成立期 年齡 成長任務

嬰兒期 出生至18個月 信任對懷疑

幼兒期 18個月至3歲 自主對羞怯

兒童期 3歲至6歲 自發對愧疚

學童期 6歲至12歲 奮進對自卑

青少年期 12歲至18歲 自知對混淆

成人初期 18歲至21歲 親和對孤獨

成人期 21歲至60歲 成就對停滯

老年期 60歲至死亡 完滿對遺憾

心理社交成長階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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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級
關顧



核心理論

1. 成長／發展導向
2. 系統理論為基礎
3. 強項為本
4. 建構敘事取向
5. 自然環境介入
6. 性別關注
7. 協同合作
8. 多元介入手法
9. 靈命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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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圖
一般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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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友或投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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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介入手法



青少年階段主耶穌基督的家庭

30+

10 8 24

40+

6 3個月12

Jesus
耶穌

James
雅各

Simon
⻄⾨

Joses
約⻄

Jude
猶⼤

Salome
薩樂美

Mary
⾺利亞

Joseph
約瑟

Mary
⾺利亞

馬可 6:3; 15:40
馬太 13:55
加拉太 1:19
猶大 1:1



兒童及青少年人身處的環境

延長青少年期：延長受教育, 不穩定工作及遲婚
科技變革：電腦、手機及網路資訊
物質變革：廣告及消費
教育變革：功課、成績與評核
家庭變革：以孩子為中心、離婚及單親
性倫理變革：婚前性行為及性別角色和取向的混淆
違法行為變革：毒品、暴力及援交
政治變革：社會運動、移民



輔導員的健康心態

• 是否有一些未經處理的個人成長心結？

• 是否有足夠的信仰成熟度作輔導牧養？

• 是否願意以開放、體諒、接納及不批判態度待人？

• 是否願意經常承擔壓力？

• 是否願意為令你感到討厭及反感的人付出關心？

• 是否明白不是次輔導都會帶來改變？

• 是否願意接受專業輔導訓練和督導？



輔導員的健康素質

• 健康穩定的性格
• 輔導恩賜
• 專業訓練
• 對福音委身
• 有基督信任的視野



輔導員的錯誤動機

• 饑渴與人建立關係

• 救世主情意結

• 貪戀權力及操控

• 自我投射

• 贖罪補償

• 滿足自己需要



輔導中常犯錯誤

• 急於教導

• 集中分享自己經驗

• 先入為主的假設

• 沒容讓有靜默空間

• 太快提出建議或要求

• 同情心多於同理心

• 感情過份投入

• 沒有為不合理期望設限

• 忽略性別界線



與兒童、青少年建立關係的原則

• 個別化

• 容納表達情緒

• 控制個人感情投入

• 接納

• 不批判態度

• 鼓勵自決

• 緊守保密



談生活、談心和談信仰的技巧

• 積極聆聽
• 專注

• 集中主題

• 開放式提問

• 反映內容及感受

• 綜合和總結



讓聖靈帶領的輔導過程：祈禱的運用

禱告是靈命成長的動
力，是否於輔導過程
中運用祈禱力量是建
基於輔導員自身屬靈
操練狀態。

輔導中暗地為受助者禱告

輔導時段外作靈修默想

輔導中作靈修默想

禱告作為輔導中的練習和功課

輔導中偶爾禱告

輔導中恆常禱告

輔導時段外為受助者禱告

增
加
誤
用
風
險



讓聖靈帶領的輔導過程：聖經的運用

• 當輔導糾纏於是非對錯的混淆困局中
時，經文能有力地引導受助者把焦點
集中到永恆真理上。

• 事先須評估受助者的需要、輔導關係
及守則，並考慮對受助者的影響。

• 明白聖經一方面是上帝針對個人處境
的獨特啟示，另一方亦了解不同的傳
釋和演繹都有其缺陷和限制。

• 可以不同方式進行：朗讀經文、查考
經文、背誦經文及默想經文



當青少年在試練中失足：罪的處理

以誠懇態度及同理心去協助面對

立場耍清晰，但說話耍溫柔

保持緘默：讓感受流露

一同思索：一同經歷當中掙扎提問

探究提問：了解當中是非觀念

直接督責：當有一定信任關係可直接指出錯失

不耍爭辯：引導反省悔悟比藉口強辯有月用



讓聖靈帶領的輔導過程：認罪、懺悔、贖罪
、寬恕及復和

• 認罪、懺悔、贖罪、寬恕及復和是一個整體的經歷，
當中包括自省懊悔及恩感饒恕的自發流露過程。

• 輔導中太早引入以上過程作為輔導目標，可能對輔導
關係產生負面影響。

• 以上過程是建基於個人內在心靈及行為改變。

• 明白以上是作基督徒必須經歷的過程，絕非由他人強
行擺佈。

• 緊記不是一切由輔導員主導引入，乃是上帝的作為。



互信的關係的基礎

• 委身、責任與交待

• 接納和期望

• 同理心

• 真誠

• 正能量



輔導的基本守則

• 避免雙重／多重關係

• 避免身體接觸

• 坦誠表達輔導員的局限

• 尊重受助者意向

• 有需要時須尋求外間支援

• 嚴守保密原則
• 保管清晰紀錄



牧養青少年的原則

• 耍使信仰群體必須明白上帝在青少年牧
養上的心意

• 須按上帝教導為原則牧養青少年

• 須作蒙恩的榜樣

• 為青少年創造成長空間和時間

• 容讓青少年面對自己成長的衝擊和挑戰

• 鼓勵青少年學習自律

• 有責任煥發青少年的恩賜和潛能



©2018 Hong Kong Christian Service 28

輔導因素

• 60+% 關係的建立和維繫

• 8%    專業模式和技巧

• 30+% 能讓當事人認同你
的處理手法

當事人自己的因素

輔導的成功因素

87%

13%

202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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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階段

l 個案開始 及建立關係 (Intake and Engagement)

l 資料搜集 及個案評估 (Date Collection and Assessment)

l 行動計劃 及建立契約 (Planning and Contracting)

l 個案介入 及監察進度 (Intervention and Monitoring)

l 終結檢討 及結束個案 (Final Evaluation and Termination)

202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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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開始
及

建立關係

個案評估
及

建立目標

改變計劃
及

建立契約

個案介入
及

監察進度

終結檢討
及

結束個案

開始

結束

2021/6/21

改變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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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困擾系統

家庭 學校

朋友/網友

學生



家庭生命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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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年

7年

7年

8年

15 ±年

10 to 15 ± 年

1. 新婚期
(剛結婚，尚無小孩)

2. 第一個孩子出生期
(大孩子，出生 – 30 月)

3. 孩子就學前期
(大孩子30 月– 6 歲)

4. 孩子就學期
(大孩子6 – 13歲)

5. 孩子時值青春期
(大孩子13 – 20 years)

6. 孩子成人離家期
(孩子陸續離開家庭)

7. 父母中庸年期
(空巢期到退休)

8. 父母年老期
(由退休到夫婦兩人都死亡)



家庭生活時間流

橫向壓力
成長
a. 生命週期轉變
b. 移民移
不能預期
a. 突然死亡
b. 長期病患
c. 意外
d. 失業
歷史事件
a. 戰爭
b. 經濟蕭條
c. 政治氣氛
d. 自然災害

直向壓力源
種族歧視，性別歧視，階級歧視，年齡

層歧視,恐懼同性戀，消費主義，貧窮
社區消失，工作過勞，缺乏休憩，工作

缺乏彈性，沒有時間與朋疲交往

家庭情緒形態，迷思，三角關系，祕密，
傳奇，喪親

家暴，沉溺，忽視，憂鬱, 缺乏深入交流
和夢想

先天機能, 能力與殘障

系統層面
社會文化，政治，經濟

社區: 鄰舍，工作，朋友，信仰，社團
家族

核心家庭
個人

大社會

社區

家族

核心家庭

個人

時間

家庭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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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137

Jacob
雅各

Isaac
以撒

Rebekah
利百加

Abraham
亞伯拉罕

Hagar
夏甲

亞伯拉罕家族

Keturah
基土拉

88 88

27 26 1025 20 19 17 24 23 22 21

Ishmael
以實瑪利

Sarah
撒拉

Esau
以掃

Rachel
拉結

Joseph
約瑟

Benjamin
便雅憫

Leah
利亞

Zebulun
悉帕

Bilhah
辟拉

Simeon
西緬

Levi
利未

Judah
猶大

Issachar
以薩迦

Zebulun
西布倫

Dan
但

Naphtail
拿弗他利

Gad
迦得

Asher
亞設

Rebekah
拉班

Bethuel
彼士利

1st2nd

2nd 3rd 4th 9th 10th 11th 13th 5th 6th 7th 8th

2nd 1st

28
Reuben

流便

1st

18
Dinah
底拿

12th

127



問題圈

問題癥症出現

家庭集中處理問題癥症

問題癥症加劇

忽略關係 青少年被視為
“問題”

關係惡化 青少年感到被誤解及孤

糾結
脫離

未化解的父母衝突
錯誤的解決方法



多面的自我

信念
系統



多面的自我

父親 母親

青少年

父親 母親

青少年

父親

青少年

母親

輔導員

問題



在校園危機中經常被遺忘的角色

校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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