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養孩童，如何到老不偏離？ 

記「基督信仰與教會辦學當下的挑戰」 

採訪：陳盈恩 / 2017年 12月 8日  

當聽到學生壓力大得透不過氣，甚至有學生輕生，我們不禁思考，那是制度出

了問題？還是學校、老師、家長的問題？香港有約一半學校由基督宗教團體開

辦，在整個教育生態面臨極大挑戰之時，信仰在教育中可以發揮著甚麼作用？

教會辦學又可會讓眾人認出不同之處？香港教育大學基督教信仰與發展中心日

前主辦學校基督教教育研討會「基督信仰與教會辦學當下的挑戰」，便聚集一

眾基督徒老師、校長一起思考相關課題，並勉勵各同工堅持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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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大學校董會主席馬時亨教授在致辭時肯定基督教信仰對教育

的重要。他分享小時候就讀天主教學校，當中的宗教經驗、聖經的教

導深入他的腦海，到長大後也不時浮現。回應現時香港教育制度下學

生學習壓力巨大的情況，他認為最重要是教育學生的品格及智慧，而

不是學業成績。他因看見有很多「虎爸虎媽」而感到不開心，認為在



整個制度和氛圍下，連家庭也把學業成績看得很重。他強調應令兒童

擁有快樂童年。他也認為，基督教學校灌輸聖經的信念是重要的，能

培養同學的品格。 

 

 

回歸以神為本的教育 

擁有多年當校長及牧會經驗的講者、基督教尖沙咀潮人生命堂主任樓恩德牧師

分享「堂校合作的建立與成果」時，提醒與會者基督教教育的意義。他指出教

育在基督信仰中是最基本的，舊約中，上帝吩咐人要將神的話告訴後代，基本

的教育是在家庭進行，現今學校則承擔部份教育工作。他認為現今基督教教育

面臨很大挑戰。信仰及教會慢慢均走向以人為本，教育也不在話下。「人若沒

有了靈就不是完全的人，而人是由神所造的，我們要看得見被造及創造者的分

別。」基督教教育應以神為本——不是要宣講令人得好處的信仰，而是讓人知

道去敬畏、榮耀、敬拜神；將神的話放在學生的心中。基督教教育不是將人帶

到教會，而是帶到神面前，讓他們跟隨耶穌。他亦提醒人的品格比能力重要，

品格涉及心的改變，需要人的認罪悔改，是神的話及聖靈的工作。 

樓恩德表示，神藉昔日宣教士的工作，在此地建立了很多學校，讓很多家庭透

過孩子有機會認識耶穌，希望透過教育改變社會。就現時香港約一半學校為教

會學校、堂校合作仍有相當空間的處境，樓恩德指出這是上帝給香港教會的獨



特地位，須重新思考現在如何以神為中心去辦學。他指堂會要支援學校，思考

如何互相發展及共用資源，也要基於聖經，發展全人教育。 

公開討論主持歐陽家強校長（左）與樓恩德（右）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專業顧問陳廷三博士以「扭轉家長思維的挑戰」

為題，帶領與會者再思教育的意義。他首先帶領眾人思考何為基督徒：在安提

阿，門徒首次被稱為基督徒，而不是由他們自稱基督徒。相比現在很多人自稱

為基督徒，或現在說的基督教教育，他認為基督徒更應思考如何令人看見並認

出基督徒的樣式。其後，他指出中國人稱子女為「骨肉」，是對家長一個重要

提醒，就是自己要「上身」，是毫不客觀、卻踏實的展示，代表子女是父母生

命的一部份、一個延續，那是權利、福份，而不是一個責任。 

以種植思維培育，不需添加劑 

他提醒，栽培子女不應抱持打鐵的思維，而應抱持種植的思維。如認定生命存

在，便不會急於求成，即使被人說沒有成果，也不會放棄，會等待其成長發芽

的一天。可是，現在的教育卻是成效為本的學習（outcome-based learning），往

往要求課堂完結後就要學生有某些成果，他批評期望學生「課程完咗就會點」

的思維荒謬，但現在教育往往是在追求這些。 



左起：盧松標、余煊、陳廷三、簡祺標 

陳廷三指出，真正的教育是雖看不到結果，仍然默默耕耘。他以栽種白果為比

喻：白果，其實是銀杏，又稱為「爺孫樹」，意思是爺爺那代種下，到孫兒那

代才有收成，而教育就像這種白果的過程。他又指，不明白何以坊間一些論述

如「贏在起跑線」會有市場，當父母從小便把子女拉得太緊，很多時會親自拉

斷子女。他提醒栽培者要相信生命存在，讓他自行成長，並且相信他會繼續長

大。他舉例指，石牆上的榕樹長大往往令人驚訝，成長的關鍵其實就是沒有人

在過程中「搞」（干擾）它們。學生的成長環境也是這樣，他們不是需要完美

的環境，而是穩定的環境；由此，他批評教改等方案，指教育政策不能常常改

變，要不然學生無論有多少機會，也不能好好學習。 

此外，他表示，栽培者必須相信孩子生命中有好的方面，教育應讓生命看見主

導自己人生的可能性。參與栽培者必須相信“growablity of life”，意即生命的

「可成長性」——就如薯仔，生命本身必然會長大，只供給基本的需要就可

以，不需要加太多添加劑。 



 

在問答環節中，當被問及如何能進一步實踐栽培的理念時，陳廷三指出，現時

學校太多親子活動，若此類活動過多，久而久之會令人看不見子女的能力，不

能讓他們自己經歷人生。此外，他提醒父母應盡量少加入太多WhatsApp群

組，以免因與他人比較而帶來恐懼及將比較意識帶到家中。 

辦學團體的角色 

除了教育的理念和提醒外，講者也有分享辦學團體及學校領導層面可做的事。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學校教育部部長簡祺標牧師分享「推動生命教育之挑戰」，

講述該會在追求成效的教育制度下，開展「優質生命教育計劃」的經驗。簡祺

標分享推動計劃面對的挑戰包括：資源的有限，團隊的流動，內容上要持續優

化，以及思考如何在成績和成效為本的氛圍下推動生命教育。他期望基督教辦

學團體可以維持作「對」的事，迎難而上堅持走下去。打從○四年起，該會已探

討生命教育的發展方向。到了今天，他們已重新製作及編寫了全套生命成長課

程，除了供屬校使用外，也有十間別會學校使用，更包括一間佛教學校。此

外，中學的生命教育也融入於不同學科當中，未來更會嘗試以電影作生命教育

的媒介。 

多年參與中華基督教會學校事工的香港教育大學教育政策與領導學系前副教授

余煊博士講述「更新領導文化的挑戰」時，指出數個轉化學校領導文化的方

向：由管理為主變為領導為主；由小組文化變為領導團隊文化；由交易管理變

為轉化領導；由強人領導變為僕人領導。他提醒教會辦學是以服務社會的精神



去做，希望培養出基督化的人格與品德。領導者需要謙卑自己，不是追求權力

欲望，而是甘願服務他人。 

 

在問答環節，有與會的基督徒教育工作者表達對教育制度不斷改變感到困惑，

問及有心人、基督徒老師可以怎樣作。樓恩德表示，基督徒老師需要找到伙伴

一起守望禱告，從捱不過中經歷生命成為見證，不是相信靠自己而是相信靠神

可以跨過，也不因普世價值左右對真理的看法。同場另一講員香港中文大學教

育學院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專業顧問鄭漢文博士則認為，基督徒老師更需要關

心他們可接觸到的非信徒家長及學生，承擔及支援他們的生命，這是一個更有

效見證福音的方法。 

研討會上，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學校社會工作服務總主任盧松標從多年處理不同

學校危機的經驗跟與會者分享「學校危機管理的挑戰」。他從經驗指出，在處

理學校危機中，發現基督教學校校牧的角色相當重要。很多學生的疑問、有關

生命的問題，社工、臨床心理學家也回答不到，但校牧可以在這些時刻教怎樣

禱告，這是重要的工作。他呼籲學校常常要居安思危、未雨綢繆。聖公會宗教

教育中心主任彭培剛法政牧師以「培育資源的配套與拓展」為題，介紹多個學

校教授宗教教育的資源，以及不同教授方向的好處與壞處。鄭漢文則分享「教

師培訓的支援與承擔」，講述教師培育的進路及策略建議，主要指出應按教師

的職涯而訂定培訓方向。 



彭培剛 

 

鄭漢文  



是次研討會於十二月二日在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舉行，上午部份約二百人參

與，下午部份則約八十人參與。 

（攝影：Sun Yeung、陳盈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