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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神心意的親子教育 第五堂 管教與獎勵 

申 8:5 你當心裏思想、耶和華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兒子一樣。 

箴 19:18 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兒子(管教你的兒子，他就有指望)‧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 

管教是為了在孩子身上建立自制的習慣，讓他們持續去作對的事情（就是合乎聖經與父母

所說的事）。可以用一個花園來幫助我們瞭解這件事。孩子在花園內玩耍是很安全的。在

圍牆的外面，我們不知道會有什麼危險。父母親的規定就是這個花園的界線，父母會盡所

有的力量保守孩子在這個花園裡面。或許孩子會哭鬧，吵著要出去，但明智的父母親不會

區從於他們無理的要求。 

我們説明孩子順服在我們的規則與引導之下。我們需要兩方面的行動來完成這件事：管教

與獎勵(棒子與胡蘿蔔的比喻)。要記得，目標是要保護我們的孩子。我們並不是為規定而

活，如果這樣則是威權主義。我們也不是為選擇的「自由」而活，因為這樣會帶來危險。 

⼀、管教的必須 

箴 13:18 棄絕管教的、必致貧受辱‧領受責備的、必得尊榮。 

來 12:5 你們又忘了那勸你們如同勸兒子的話、說、『我兒、你不可輕看主的管教、被他

責備的時候、也不可灰心．6 因為主所愛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納的兒子。』

7 你們所忍受的、是 神管教你們、待你們如同待兒子．焉有兒子不被父親管教

的呢。8 管教原是眾子所共受的、你們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兒子了。 

(⼀) 關於管教兒女的兩個錯誤極端：  

1. 小孩子的本性是好的，不用管教，讓他自由發展就好了，管教會傷害他。這樣的觀念是

因為不認識人性，不認識人墮落的本性。  

2. 所謂“棒下出孝子”，一提管教，就以為是刑罰、體罰、處罰。其實管教和刑罰有很大的

分別。  

(二) ⽗⺟在孩⼦⾯前乃是神的代表 

1. 神對祂子民的心是愛，手續是公義；  

2. 父母給孩子的兩個禮物乃是愛和管教；  

3. 父母對兒女愛之關係的建立乃是幫助他們建立與神之間愛的關係；  

4. 父母要謙卑接受神的管教、神藉環境的管教、神所設立代表權柄的管教。 

二、管教的目的 

來 12:9 再者、我們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們、我們尚且敬重他、何況萬靈的父、我們豈

不更當順服他得生麼。10生身的父都是暫隨己意管教我們．惟有萬靈的父管教

我們、是要我們得益處、使我們在他的聖潔上有分。11凡管教的事、當時不覺

得快樂、反覺得愁苦。後來卻為那經練過的人、結出平安的果子、就是義． 

父母對兒女管教的主要目的乃是使孩子認識神公義的法則、神聖別的性情，認識神自己，

成為神合用的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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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消極⼀⾯ 

「凡管教的事、當時不覺得快樂、反覺得愁苦。」管教的目的是把不順服的行為與痛苦難

過在孩子心中建立連結。事實上，我們在告訴他們一個真理：當他們選擇不順服的時候，

他們絕不會好受。這在往後他們的生命中會內化成一個真理，每當他們不順服神，他們就

得承受所產生的惡果。一定要使他們不順服的時候非常不舒服。非常不舒服以致於他們絕

不想要重蹈覆轍。 

1. 抑制、限制小孩子罪性的發展，使小孩子在成長過程中不犯罪、少犯罪。  

2. 讓孩子學習控制自己的情緒，對付裡面的悖逆、背叛，使孩子從小學習順服。  

(二) 在積極⼀⾯ 

「後來卻為那經練過的人、結出平安的果子、就是義。」作為父母，為了塑造孩子的品格，

我們需要教導孩子怎樣正確地順服權柄，應對生活中遇到的挑戰。整個管教的過程也是一

個恢復的過程：從法治到自治，再從自治到神治。 

1. 使孩子認識規則，操練、學習執行規則；  

2. 進一步，使孩子將規則內化，形成習慣，產生自律；先是他律，後是自律；  

3. 培養孩子良好的性格和健全的人格。  

4. 至終，使孩子認識神、認識神的律、認識生命之靈的律，並服從生命之靈的律，照著生

命之靈的律生活、行動、行事為人（羅八 2，4-6，加五 16，25）。  

(三) 使孩⼦知道在神的家中當怎樣行 

1. 尊老愛幼：例如幫老人家開門，讓座位等；  

2. 說禮貌語言：謝謝，對不起，不客氣等；  

3. 不單顧自己：吃飯、愛筵時顧到別人；  

4. 尊重聚會：大人禱告的時候安靜； 大人聚會時不亂跑；聚會結束時，整理玩具，清理

房間、會場等。  

5. 不以己為中心：引導孩子，為了顧到別人、牧養別人，寧可放棄自己的權利、寧可吃虧，

經歷神捨己的愛（羅五 7-8）。  

三、管教的實行 

設置規則，執行規則。從“他律”到“自律”，再到“神律”（生命之靈的律）。 

(⼀) 教導並設立規矩和界限 

父母一般會為了保護孩子的安全或者維護家庭的和睦等原因，而在家中設立一些規矩和界

限。然而更為重要的是，要為塑造培養孩子的品格而設立規矩和界限。例如，在培養孩子

的責任感時，你可以告訴孩子他們必須每週幾次打掃自己的房間，並且讓他們清楚地知道

如果不對自己的房間衛生負責，後果會是什麼。 

1. 父母禱告尋求，設置規則。  

2. 要合乎孩子的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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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父母設置：0 到 3 歲的孩子沒有是非觀念，需要父母為他們設置規則。  

2）父母和孩子一同設置：4 歲後的孩子的規則需要父母與孩子一同設置。比如： 

(a) 使用電子產品每天不超過 30分鐘；  

(b) 吃飯的規則：飯前不吃零食， 吃飯時坐下來，不作別事。  

(二) 讚揚並獎勵正確的選擇 

箴 16:24 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覺甘甜、使骨得醫治。 

帖前 5:11 所以你們該彼此勸慰、互相建立、正如你們素常所行的。 

1. 首先讓孩子清楚規則；和孩子們不止是宣導規則(知其然)，也要知道定這規則的原因(知
其所以然)。  

2. 父母作榜樣，帶頭執行規則。孩子喜歡模仿大人或比他大的孩子。“成人是一本敞開的

書，讓孩子們來閱讀、模仿”。自律的父母才能培養出自律的孩子。  

3. 孩子遵守規則時，要積極肯定。  

例：對於好的行為，你的家裡採取過哪些合宜的獎勵措施？ 

獎賞不是賄賂。賄賂會控制人，至終人還是尋求自己的欲望。獎賞是在人心甘情願而非受

外來強迫完成工作之後所給的。我們要避免固定性的用獎賞來使孩子作某些事情，我們是

要訓練他們能出自心甘情願的。 

(三) 糾正和管教錯誤的選擇 

箴 29:15 杖打和責備、能加增智慧‧放縱的兒子、使母親羞愧。 

箴 29:17 管教你的兒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心裏喜樂。 

有些不好的選擇，孩子只是需要得到父母的糾正；然而某些錯誤的選擇，孩子必須受到家

長的懲治和管教。「杖打和責備」的定義是適量的疼痛，使孩子不再硬著心腸，而不是使

他們的心靈受到傷害。不要在生氣的時候懲治和管教，要在你的情緒得到控制之後再管教

孩子；並且要讓孩子確信你對他的愛。 

1. 省察（time-out）冷卻法：讓孩子安靜、省察自己的行為；  

2. 讓孩子失去玩的權力的方式，使孩子清楚違反規則的後果；  

3. 對孩子一對一牧養，管教後跟孩子交通，禱告。  

家長必須堅持執行平衡的訓導方案：獎勵孩子的好行為和管教孩子的錯誤選擇。 

(四) ⼀定要做到始終如⼀、重複執行、堅持不懈 

箴 23:22 你要聽從生你的父親‧你母親老了、也不可藐視他。 

有時候孩子在某些方面需要一次又一次的訓導。在教育孩子的過程中，品格方面的發展需

要你堅持不懈地訓導。 

1. 規則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重複的經歷；需要重複地提醒、引導、強化。  

2. 規則內化為習慣，習慣成為孩子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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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衡的管教 

(⼀) 外在的規矩與內在的動力 

我們開車有許多交通規則，有一種是因怕罰單而遵守，一個員警出現在路邊，所有的車輛

會自動減速到它們該有的速度。這類塑造性格的影響力稱做外在的，因為動力是來自於他

們自身以外的事物。另一類是來自裡面的動力。這可能是因為神透過人的良心或這些行為

的內化來工作。如果一個人把這些行為的原則內化到他心中，在許多情況中，這會產生對

他們生活中某種程度的控制，如同有一個人站在他們身邊監督他們一樣。這是真的自制。

當沒有人在看的時候，你會做什麼事？在上面的例子中，依照生活的原則，從裡面產生動

力的人，不論何時，都會努力工作，也會在時速限制之內開車。 

因為我們生來就有罪，我們都有按照自私的欲望生活的傾向。小孩子也有這些罪惡的傾向，

但是這些傾向因孩子的年齡大小而有不同的發展程度。孩子們需要遵守外在的規矩，管教

有時是必要的手段來幫助他們。而內在的動力對他們更是重要，需要裡面主的生命逐漸長

大，很自然地，外面照著聖經，裡面照著聖靈來生活行事。 

(二) 自由與紀律 

有些人懷疑自制是否真的是好的、必須的。他們相信自我表達是重要的，並且那是根源於

創造力以及快樂。但事實上，最偉大的作家、畫家、運動員、講員都是非常有紀律的。他

們十分注意如何好好的使用他們的每一秒。我們看一下兩種的孩子： 

1. 要求型的孩子-他要什麼，就要得什麼 

要求型的孩子以為得到他想要的東西是容易的。如果他要人家抱，別人非得抱他不可。如

果他想看一個電視節目，他非看不可。這種孩子只需要哭鬧，吵著他周圍的人專注於他的

需要。他被灌輸的想法是他自己的意見與需要比周圍的人更重要。他藐視父母的權柄，認

為父母是為了滿足他的各種念頭而存在。 

2. 滿足型的孩子- 他尊重別人的需要 

有自制的孩子知道他只是許多人中的一分子，有時候他需要等一下，這沒有關係，他可以

先做別的事情。他知道周圍的人沒有忘記他，他們愛他。在適當的時刻，他們會來滿足他

的需要。他尊重父母的權柄，他待在他們的保護之下，能夠從其它人身上學習。 

許多父母管教的方式是在培養要求型的孩子，其實自我表達很多時候是自私的同義字，你

有在孩子身上鼓勵或容忍這種行為嗎？如果有，要悔改。並且求神訓練你能夠適當的培養

一個能滿足的孩子。 

(三) 選擇與命令 

你有沒有聽過父母問一個孩子說「我們去…可以嗎？」那是一種選擇式的言語。如果父母

真的希望孩子去作某件事，他們應該直接告訴孩子，不要給他們在這件事上有選擇的機會。

當我們給他們選擇或勸告，我們就給了他們說不的自由。孩子會視此為一個擁有自己自由

的一個機會。比如我們不會問孩子說「要不要去聚會？」因為聖經明說「不可停止聚會」。

父母是家庭中的領導者，在作重要決定時應該以這個身份來作決定。 

但是，在許多的事上我們可以和孩子們一同尋求神的旨意。在許可他們決定的事上，可以

請他們自己去禱告，我們最終的目的是父母和孩子都遵行神的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