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品格的塑造 

 

 

• 你如何激發孩子的積極主動性？ 

• 孩子犯錯時，你在什麼情形下會任他跌得重重的吃些苦頭？何時又會介入幫助他？ 

• 你能教導孩子作正確的決定嗎？ 

• 幫助孩子設定先後緩急的次序及目標。 

• 如何幫助孩子充分發揮潛能。 

• 給孩子成長的空間。 

 

 

我們生活在一個因果相關的世界裏，而生活中所得到的人生經驗，泰半都是在飽嘗

後果中學會的。但是涉及到較大的利害關係時，作父母的常很難坐視孩子在自食後果中跌

得鼻青臉腫。我們往往心急地插手介入，想在孩子未受到任何傷害之前阻止事情的發生。

然而，要記得，失敗是成功之母。愛迪生是在千百次失敗後，才發明了電燈泡。孩子也將

會犯許多的錯誤，我們必須容許這樣的一個成長過程。 

我們無需害怕情況糟得一塌糊塗，因神應許我們：「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

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得住。」（林前 10: 13）我

們應對孩子的本質，及他們童年時所學的功課有信心。我們應容許他們犯錯，不要為他們

訂下百分之百的絕對標準，更不可認為，若達不到其中的一、兩項，即是個失敗者。畢

竟，在職業棒球的圈子裏，只要你有三成的擊中率，就是棒球明星了！ 

 

 

什麼能激勵青少年孩子？ 

■凱思樂 Jay Kesler 



激發年輕人的心，有兩個主要的管道：一是對他們及他們從事的設計及活動表示興

趣；另一個則是父母自己顯示出對某些領域、事物的熱衷，而引發他們的興趣。 

首先，若父母能對子女的活動很感興趣的話，這對於青少年人來說意義重大。如果

大人對他們所做的事一點都不感興趣，孩子們就很難會認為那些事很重要。不管孩子們投

入的活動是什麼──集郵、模型飛機、足球或音樂，父母所顯示出的興趣會令他們做得更

起勁、更好。在過程中父母有機會幫助孩子成長、教他們收集資料、學習觀察等等。也常

能提供某些更成熟的看法，使孩子從中得到極大的鼓舞而能夠將潛能盡量發揮出來。 

其次，大人若對某些活動興致勃勃的話，也常促使孩子對那些方面產生與趣。很多

孩子都喜歡在父母所熱衷的事上有分，當父母讓他們一起參與時，更能激勵青少年孩子的

主動性。 

讓兒子分享父親的喜樂，女兒分享母親的愛好，是極具鼓舞力的。教育界中有句名

言：「在力行中學習」，我們可以再加一句「在同工中成長」。 

沒有什麼比被家人忽視更打擊學習動機了。很多父母從未曾看過他們的青少年孩子

在音樂會中的演出，或賽球，甚至觀賞他們在學校聖誕節目中的表演。難怪青少年孩子要

轉向一群對他們付出注意力的夥伴們，為了要被那群夥伴所接納，即使得做一些明知是不

對的事也在所不惜。 

我們每個人都有被注意的需要。當我們所做的被注意、被肯定，我們就會更有心進

一步地多做。只消看父母所顯示出的興趣、肯定、獎勵及鼓舞是散播在哪條道路上，就可

以預知一個年輕人將來走向什麼樣的方向。 

 

與本段有關文字 

第二冊第三章 在懶惰的孩子身下燒把火 

第四冊第一章 為何自尊自愛這麼重要？ 

第五冊第四章 如何幫助孩子獨立？ 

 



自發的動機 

■史聞道 Charles R. Swindoll 

父母可以影響青少年，激發他們追求長進而成為合神心意的人。可惜的是，父母常

用外在的剌激來勉強孩子，而這往往是行不通的。 

所謂外在的刺激，即是用外在的壓力來激發孩子。例如，孩子的成績是中下，父母

卻希望他能全得甲等，因此規定不准看電視，每晚要做三個小時的功課，結果孩子多半是

不會讀多少書的。若父母有幸的話，孩子會「忍受」這些規定，但是這種外力的勉強是無

法改變孩子內心的。 

內在的動機則是先天已經存在每個人心裏。如果父母能夠有敏銳的心，觀察到孩子

內在的一點火花，就能將之煽成大火而改變孩子的一生。 

當你讓孩子看電視，可以與他們談談電視節目，談談他們的生活目標是什麼，他們

計劃如何達到那目標，探討那些與他們的目標有關的事物。有時候，甚至一個簡單的問題

也能引發青少年的思考。留心注意那已深埋在他們內心的動機，抓住機會來激勵孩子。 

內在的動機比外在的剌激對孩子的影響要大得多了。禱告求神開你的眼，能敏銳地

察覺什麼是祂放在孩子內心的動機，煽動那火苗，看它增大成長。 

 

 

是引導？或是控制？ 

■青少年歸主協會編輯室 

「青年時光在無知中浪擲」這句熟悉的話真是說到大部分父母的心坎兒裏去了。他

們眼見自己十幾歲的孩子以無限的精力、熱情、理想及憧憬一頭撞進現實的生活中。作父

母的，依稀記得自己年輕時犯了些不必要的錯誤所帶來的痛楚，就想給孩子建議與引導，

盼望歷史不要重演。 

個中的誘惑，即是想左右孩子，告訴他們該走什麼道路（選哪一間大學，從事哪一

種事業，何時結婚等等）；然而強大的壓力，往往帶來等量的反作用。 



最令人沮喪的，就是眼見他們走的方向，將導致一團糟。此時，最難拿捏得準的，就是如

何引導他們，卻又不試圖左右他們的未來。雖不敢打包票，但以下有幾個可行的建議： 

1. 禱告！我們應不斷地將孩子交托在神的掌管中，這也涉及我們的心態及行動。 

2. 步調一致！父母雙方對於應如何教養孩子及如何處理危機，步調必須一致。要小

心又坦誠地彼此溝通。 

3. 察看！注意溝通線路是否中斷，若是，修復它。 

4. 諮商！向接觸我們子女的專家討教。例如老師、教練、學校輔導、青年團契牧師

和其他能提供寶貴心得及輔導的人。 

5. 吞下自己的驕傲！千萬不要阻擋任何孩子所能獲得的專業或其他的幫助。孩子的

福祉遠比「我們的面子」來得重要。 

6. 控制自己的反應！我們不要過於激動，或嚴加查辦。這通常會引起孩子們的強烈

反感。例如，所處理的是一個有關習慣的問題，我們就應把目標放在如何減少發生的次數

上，而不是立刻完全地根除。 

 

 

幫助孩子發揮潛能 

■傅萊頓 Leighton Ford 

兒子凱文十一歲左右時，有一次他問我：「爸爸，我的屬靈恩賜是什麼？」我說：

「爸實在不知你的恩賜是什麼，但是我知道你有幽默感及口才，還有冷靜開朗的性格。這

或許就是聖靈給你的恩賜。」 

現在凱文長大了，我比較能看清楚他的恩賜。持一種肯定、鼓勵的態度，有助於我

看清楚他所擁有的恩賜，諸如說一句真誠的謝謝，一句鼓勵的話，給一個擁抱，留一張小

紙條說他做得很好等。 



並非每一個人都適於當領袖，但是每一個人都有一項可用於服事的恩賜，諸如富創

造力、心思敏銳、滿有恩慈、數學天分、機械才能等等，這些都是恩賜。我們應在少年孩

子心中培養服事的心志，然後肯定他們所擁有的恩賜。 

有一次聽人說到，所謂的謙卑並不是說「我什麼恩賜都沒有」，而是知道我所擁有的

只是「經由我」，而非「出自我」的。肯定孩子，讓他們知道他們有恩賜，固然很重要，

但也要讓他們知道恩賜並非他們自身就有的，乃是從神領受而來的。 

要發掘孩子的潛能，首先就得了解孩子。你應以作學問的心態來研究他們及他們的

天性，注意他們在哪些方面表現得較好，在哪些事上較得心應手。 

我們觀察孩子時所遇到的最大難處，乃在於我們容易把自己投射在他們身上。但是

孩子是按著神的形像照造的。並非按著我們的形象。他們或許有一些從我們來的遺傳因

素，使得他們像或不像我們，或許在外貌上有酷似我們的，但他們畢竟是獨特的個人。 

當我 14歲時，我們開始在加拿大自己家鄉的小鎮上舉辦青少年歸主聚會。我母親幫

助我、鼓勵我，甚至還籌了一些錢，使我們能邀請外來的講員；她也鼓勵我自己上台去發

言作見證。 

當孩子接受訓練，得到鼓勵，然後放手讓他們去使用自己的屬靈恩賜時，就獲得了

成就感，這就是培養領袖才能的方法；不是單憑口說，而是看準孩子的恩賜。即使他們有

時會犯錯，也要信賴他們。 

我想，今天我們在教會中可能為青少年們做得太多了，我們卻沒有幫助他們建立起

屬靈責任感及恩賜。而是過分依靠青年團契牧師、各種節目及贊助人。我並不是反對這一

切，只是有時覺得我們剝奪了孩子參與事工的機會。 

 

與本段有關文字 

第四冊第一章 培養孩子的自尊自重 

第四冊第一章 幫助孩子發現自己的長處 

第四冊第二章 謹守廉正 



第五冊第二章 管教：家庭的朋友或敵人？ 

第五冊第四章 裝備孩子離家獨立 

 

 

如何使生活有規律？ 

■李查之 Larry Richards 

我們的兒子性格非常急躁，後來我們不得不在情況難以收拾時，採用一些暗語提醒

他。用這些暗語可避免令他在眾人前失面子。比如我說：「該是清理一下你房間的時候

了。」意即：「你該抽身離開這裏，自己一個人好好地控制一下脾氣。」這方法對他真的

有很大的幫助。 

青少年需要人幫助他們安排籌劃。當孩子們還很小時，我們就幫助他們規劃時間。

例如，我們說：「你需要多少時間，就能預備好來吃早餐？又需多久才能準備好去上學？

學校是這個時候開始上課，所以早晨你該幾點鐘起床？好啦，所以說，你在這之前的 10

小時就得入睡了。哪！別忘了睡覺前要留些時間全家共同閱讀。所以，算算看在幾點鐘

時，你就得開始準備上床了？」 

基本上，他們要在那時限內，按照自己的輕重緩急選用時間，完成每天的作息。 

父母必須認識到在這件事上，自己也得付上一些代價。父母自己的生活若不規律，

就不能要求孩子們規律。如果父母規定孩子睡前要讀經，那麼，自己就一定得放下所喜愛

的電視節目，把那段時間留給孩子。教養孩子意味著父母也得自律。 

 

 

教導孩子作正確的決定 

■康威夫婦 Jim & Sally Conway 



青少年們需要仔細考慮自己作了決定後，跟著來的一切後果。這麼做時，他們就會

成為懂得反省的人。這可以從小事情開始，例如選擇衣服，或是決定是否去看球賽等。這

樣，當遇到大的決定時，他們已有自行判斷的一些經驗了。 

那些到了青少年時期仍不能善作決定的孩子，往往是一向太受到保護，沒有機會從

一件事情的各個層面去考量。他們只採取別人現成的意見、觀點，而不曾考慮過事情的後

果，或親身體驗一下這後果所帶來的影響。 

鼓勵孩子作正確決定的方法之一是，讓他們佈置自己的房間。從這個經驗中，他們

能學習作決定，並學習承擔後果。如果他們把房間漆成紫色配上紅條子，那他們就得在裏

面住一段時間直到將來有機會時，再換其他顏色；既然作了那抉擇，就得承受它。 

經年來，如果父母與孩子建立起很好的友誼，一旦要作重大決定時，彼此就有良好

的溝通基礎。我們每一個女兒，都曾有那麼一段危機時期，似乎準備與我們認為不合適的

男孩訂婚。 

由於我們和女兒一向關係密切，因此我們不會說：「你絕不能嫁給他。」而是與他們

一起談各自內心的憂慮。我們會一起討論那男孩的長處與短處。而女兒也能毫無顧忌地

說：「我真喜歡他這一點，但不滿意他那一點。」 

有一次，我們的一個女兒傾心於某個男孩子，對之頗為袒護。她用盡心思勉強我們

接受他。儘管我們心中不是很舒服，但我們向神禱告，如果那真是神為她預備的，求神改

變我們。於是，我們儘可能真誠地接納他。 

當女兒看到我們不再反對，自己反倒退後一步，好好地以實際的眼光來觀察他。一

旦這麼做，他們之間的關係就垮了。如果我一開頭就說：「不准你再見他，他不適合

你。」她大概會更努力地去使他顯得體面一些。 

如果父母與青少年孩子一向有友好的關係及敞開的溝通，那麼作父母的就很少需要

親自干涉或禁止孩子做某些事。在密切的親子關係裏，大家彼此能體貼對方，因此是一起

解決事情，而不是各據一方，彼此對立。 



當青少年孩子開始上大學或離家獨住時，父母就應改變自己的角色，成為他們的朋

友。如果他們上了大學或工作時仍住在家裏，情形就會比較複雜。這時，親子就必須討論

一下彼此新的關係。 

如果青年孩子高中畢業後的四、五年裏，決定仍住在父母家，他們可能就得遵守一

些限制，因為他們是住在父母的家裏。但父母也需意識到，家裏多了一個大人，因此要注

意不要干涉兒子或女兒的決定。這是享受彼此如好朋友般關係的時候了。 

 

與本段有關文字 

第四冊第三章 教導孩子選擇益友 

第四冊第四章 明白神的旨意 

第五冊第四章 教導孩子作正確的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