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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属灵层面的看见 

主耶稣曾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约三 3）祂所说的重生，乃是

指因向神悔改而借着圣灵得到神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便有了属灵眼光，能

见世人所不能见的（神的国）。世人常以为从他们的世界观而来的见解高明，但是重

生的人却能看见神的心意并从神的角度看世界；神在上而世界在下，唯有合神心意

的见解才是真高明。 

那么让我借用主耶稣的重生论，来说明人若不从神的角度看基督教教育，便不

能明白合神心意的基督教教育是怎样的。纵然努力钻研世上教育家的理论，也不能

实践真正的基督教教育，因为没有属神的眼光便不能引领人见神的国，也看不到进

入神国的方向指引。这不是说唯有基督徒才会明白基督教教育的观念，乃是要表明

人若单从人的教学经验或当代的教育研究去探讨教育问题，却缺乏正确的基督教教

育观，纵然他是一名基督徒教育工作者，也无法提供优良的基督教教育。人要重生，

才得见神的国；教育工作者也要被合神心意的基督教教育观更新，才可以提供优良

的基督教教育服务。 

另一方面，人可以看那由基督教会或机构提供的教育服务（如办学）就是基督

教教育。在他们眼中，基督教教育岂不就是在一般的教育课程里加入《圣经》科、

宗教周会和课外福音团契活动吗？所以「基督教教育」就等于「基督教」加上「教

育」。 

这样说来，到底「基督教＋教育＝基督教教育」这方程式是否成立的呢？ 

2.人误以为是五育加上灵育 

基督教教育是甚么呢？事实上，非信徒与基督徒都会以为「基督教教育」就是

「基督教」加上「教育」。现时不少基督教学校宣称提供灵、德、智、体、群、美六



育，有人便以为基督教教育只是以灵育先行，再加上中国传统所崇尚的五育。如果

办学团体的成员或属校的教职员有这想法，可能是他们对基督教教育的原理有误解

之处。事实上，不少基督徒都有这误解，以为在基督教学校里，基督教的信仰只占

众多学习活动的一部分，即在一般的教育课程里加入《圣经》科、宗教周会和课外

福音团契活动。持这观点的人很容易不会在意自己的子女是否入读基督教学校。因

为人人都期望子女能入读学术水平与音乐艺术体育皆有出色表现的名校，纵然它不

是基督教学校也认为毫不相干。在这立场上，基督徒与世人的分别可能只是基督徒

也安排子女参加教会的主日学、崇拜和青少年团契。基督徒可能认为在这样的安排

下，子女纵然在非基督教学校念书，岂不也一样接受基督教教育吗？这就是我所说

有些人误把基督教教育分割为「基督教」加上「教育」的问题了。 

3.人误以为是让中立教育观加上基督教观点 

有些人没有把子女送入基督教学校念书也许是无奈的，因为没有理想的基督教

学校肯取录他们的子女；有些人是不在意的，他们认为只要那学校是学术名校，子

女便有较理想的前途；有些人却可能是有心安排的，他们认为教育是中性的，所以

让子女在平日接受价值观中立的教育，再在周末和主日接受宗教性的教育，便可以

扩阔他们的视野，又平衡他们的思想，免得他们在温室中长大受过度的保护，将来

不能承受世人对他们信仰的冲击。这第三类人也是误把基督教教育分割为「基督教」

加上「教育」。 

4.误解的澄清 

有以上种种误解的人也许忘记了所有教育活动是与教育价值观不可分割的，而

且世上是没有价值观中立的教育思想，就如「创造论」与「无神论」的争论、是否

赞同「同性恋和同性婚姻」、是否接纳「婚前性行为、爱抚、互慰和同居」、「参加校

际比赛的主要目的是为个人或学校荣辱，还是为激发学生刚毅斗志和培养互相欣赏

的态度」等都不可能持中立的取向。持不同的价值观取向便发展不同的教育活动，

进行活动时也提倡不同的宗旨和心态。教育的原意就是要改变人的思想和行为，让

人成长至一个施教者期望的发展理想，决不可能以一个模棱两可的中立态度来提供



价值观教育。每个办学团体都有按它的教育理想而设定的办学宗旨和教育目标，每

个教师都有按他／她的人生价值观而流露的为人宗旨和人生目标，每本教科书的作

者在撰写内容时都会有意或无意间流露他／她的道德取向和对学科知识运用的价值

观。因此，世上并没有教育活动可与价值观分割，也没有客观中立的教育观念。 

5.正确的价值观 

杨氏（Young, 1997）直接说明当我们从价值观的角度看教育，便会了解到教育

决不是中立的。彭孝廉（1992:26-27）更强调要使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帮助他们

清楚认识人生的真正价值和意义。我们若不让我们的子女接受按《圣经》价值观建

立的教育，就是要让他们接受按世界的价值观熏陶的教育。你若仔细比较每星期子

女在一般学校受教育与在主日学校受教育的时间量便会发现他们的悬殊；你若留心

聆听每日他们与同学们在电话谈话的内容或征得他们同意后细阅他们于电邮与 ICQ

内跟朋友交流的对白，便会惊讶他们决不是在不受世俗思潮侵害的温室中长大的「受

过度保护无法自主的可怜孩子」。事实上，你若不争取为子女提供一个按《圣经》价

值观建立的教育环境，便等于把他们每天不设防地安置在世俗潮流文化和污染网络

世界，任凭他们受各种放纵思想的侵袭。请恕我信心微小以致不敢把主赐的产业开

放性投机于今日的世界，那么你有信心这样作仍蒙主赐福么？ 

韦贺特（Wilhoit, 1991:167-168）指出人生活质素的好坏不在于环境的顺逆，却

在乎人对人生际遇的看法并将会如何回应。当世俗与人本的世界观强而有力地冲击

着我们的生命伦理观和人生目的时，能培育学生建构一套基督化的世界观更形重要。

由于要成功建构一套成熟的世界观往往要一生之久的功夫，所以教师在学生还年少

时便着意引导他们学会从神的角度评论世事，并以这价值观操练人生是十分重要的。 

6.全人教育的宗旨 

我们透过研读《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耶稣的智能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

他的心，都一齐增长」，我们可以发现从神的眼光看教育的时候，神是关注主耶稣四

方面的成长，分别是「智慧」、「身量」、「神喜爱他的心」和「人喜爱他的心」。当这

四方面一齐增长时，才是合神心意的成长方向。因此，全人教育便应该包括智育（智



慧）、体育（身量）、灵育（神喜爱他的心）和群育（人喜爱他的心）四方面均衡的

成长，也可说是四个层面的培育：「智慧」、「体能」、「灵性」和「社交」。教育不应

该只偏重发展其中一项重点，却要全面关注，推动以上四方面的均衡发展。这节圣

经应该成为我们教会要推行「全人牧养」时的主要参考。 

A．智慧：栽培明白圣经真理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箴九 10） 

B．体能：教导珍惜身体健康 

不少学校开办体育课和制服团队活动（如基督少年军），便是要帮助儿童及青少年

人发展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加强他们的体能。 

C．灵性：神对他的喜爱 

学校的重要任务是要培育学生有一颗讨神喜悦的心。 

D．社交：人对他的喜爱 

学校是一个群体学习和活动的地方，也就是要培育学生彼此相处、彼此相爱和

互相激励成长的目的。 

7.均衡健康的成长 

全人的培育强调在以上各方面都不断增长，不可只注意某一方面而轻忽其他的层

面，均衡的成长是要紧的。正常的成长，不是畸型的成长，才是健康。一个只有身

体健康，但与神与人关系都不好的人便不是真健康。我们应学习按主的眼光看每一

个信徒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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