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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教与受教 

先知以赛亚说：「主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

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赛五十 4）这经文说明施教者要先有受教的生命

本质，才有施教的智慧能力。所以从这角度来看，基督教教育是由按著造物主心意而活的人，以

造物主的教育原理来实施的教育。这说明有两个要紧的重点：一是施教者的生命本质，二是施教

者所用的教育原理，都必须合造物主的心意。 

生命影响生命 

我们基督徒相信世界和人类都是由造物主所造的，祂对我们有美好的心意和期望。祂喜欢我

们以合祂心意的方式来生活在祂所造的世界里，享受祂的创造，喜乐地成长，彼此相亲相爱，活

现丰盛的生命，过着荣神益人的生活。但是如果施教者没有这美好的生命本质，決不能单靠熟练

地施展教学原理演绎学科知识，便会成功地栽培拥有美好生命本质的下一代。虽然生命影响生命

是耳熟能详的共识，但是世人在施行教育或推动教育措施时，却仍轻忽地遗漏这重要元素。陈志

威（2003:2）在「拟任校长的第七项操练」一文中便指出教育局建议中的校长资格认证要求，提

出了六个領导本能范畴，并按他们的重点来设计了一套长达七十五小时的校长持续专业发展课

程，但却忽略了那项虽然基本却是重要的元素，就是有志担任校长的人应当在品格和自我反思方

面有充足的操练。这样我们便明确知道若欠缺《圣经》的教育观，教育工作者也可能会忽略裝備

那虽然基本却是重要的品格操练和自省培育。布美伦（Van Brummelen, 1998:36）在谈到基督化教

学时，强调教育工作者当成为学生行事为人的美好榜样，像基督耶酥成为众门徒成长学习的榜样。

因此，基督教教育必须要包括由施教者活出美好生命见证成为受教者学习榜样的这重要环节，而

学校老师、家中父母和教会导师都同当施教者的重要角色。 

合力的培育 

 按造物主的设计，除了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以外，所有人出生时都是婴孩。婴孩是要经过

培育才会成长的。那么在造物主的计划中，人要经过甚么教育才会被培育至合祂心意的水平呢？

我们如果要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也期望我们的子女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必须自己先

按神的心意而活，也按神的心意培育下一代。因此，我们非要发掘出合造物主心意的教育原理不



可。不然我们怎能确定我们把子女送入学校念书受教育，及至他们长大成人后，他们会成为一个

合神心意的人呢？我这样说，不是要把培育子女的责任全交给学校，但是事实上，子女接受学校

教育的年日占去他们一生四分之一的年日，更是人生光辉开始的重要时段。学校教育对他们影响

极大，实在不容我们忽视。优良的学校教育，加上优良的家庭教育，再加上优良的教会教育，才

是我们子女优质成长的保障。费司根（Frisken, 2001:2）指出家庭、学校与教会应合作携手提供学

生品格发展与灵命成长的培育空间。家庭、学校与教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如同一张三脚凳，如要站

立得稳的话，那三只脚是缺一不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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