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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辅导》乐哉家庭 

 

 

亲子教育（4）常规教育与品格教育（讲员：周素琴） 

 

品格教育和常规教育，我们未必能够在孩子年幼时清楚作出区分，但孩子越长大，我们就能

从孩子身上看清楚哪些是品格教育，哪些是常规教育。品格教育是懂得自省的智慧并有所行

动，这对孩子的行为、以后的人生观、价值观起了巨大的影响。 

 

常规教育与品格教育 

 

常规教育，就是告诉孩子正确的道德规条、生活礼仪，是社会共同遵守的规范，如：不可说

谎、说谎的孩子不是好孩子、没有人喜欢说谎的人。 

 

品格教育，则影响一个人的决定，他的谈吐、态度、目标、人际关系、以及行动的选择。它

为个人、家庭、工作、社会带来良善的生命力，决定一个人的行为与成就。 

 

常规教育，如同一个用以支持小树苗成长的支架，它为了使树苗在成长的过程中，不被风刮

倒，能顺着正确的方向成长，而这个被支架保护和支撑的小树苗，就是品格。 

 

给幼儿作初期的品格教育时，我们要以常规教育作为基础。孩子的心智尚未成熟，理解力还

没有能力应付深度的内在思考，因此，他们的生活礼仪需要由大人给规范，这些规范只是固

定的法则，不包含个人思想和价值判断。以农村种田为例，栽种植物的支架终究是支架，它

的高度不会改变，因为它并没有生命，反而因为日晒雨淋，它会慢慢腐烂；但是小树苗是有

生命的，虽然初期的它需要依靠支架的支持来生长，但是它会一天天长大，直到成熟、长成

大树时，它便不需要支架的限制，也不在乎支架的存在，活出自己的个性。品格教育之所以

重要，因为它能帮助孩子从小认识品格，长大以后实行他自己的品格。 

 

什么时候开始进行品格教育？ 

 

孩子的思想判断、价值观和行为都犹如一张白纸，我们可以轻易地在白纸上写任何东西，因

为他的自我还没有形成。这也是孩子的模仿时期，大人怎么做，他就怎么学，他对大人的想

法和做法不会抗拒。但是当他离开了这个阶段，他的自我出现时，行为就会变得不一样，若

此时想要纠正他，就会产生矛盾（这也视乎孩子的性格影响他的行为反应）；这也就是有些

父母说：“孩子小的时候可听话了，但上了小学四年级后，他开始不听话了。”原因就在这

里。 

 

当父母教育孩子吃东西前必须洗手、拿点心时要排队、不可以抢人家的玩具、在椅子上坐

好、上课时候不要讲话、上车时要排队……等等，虽然这些要求都是很好而且必须，但如果

这些只是命令式的规条，孩子以后脱离了大人的管教范围时，他是否仍会按照这些来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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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孩子就是不在大人眼前时，行为跟被教导的完全不一样。 

 

因此，品格教育的道德思想教育，是在孩子一出生便开始实行。品格教育是发自内心的、一

种懂得反省的智慧：“我做什么是正确的？我为何要这样做？这种行为对别人和自己有什么

影响？”品格教育建立判断的思考。换言之，父母要在孩子年小时，不单告诉他“可以与不

可以”之外，还要训练他懂得自己思考；思想、道德、常规、礼仪，由别人吩咐自己做的，

都是不经思考就必须接受的。 

 

品格是以自己为出发点，思考行为的价值、意义、影响与后果，经过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

作出怎样的行为，整个是内在反省的智慧。大人要把握机会，和孩子分析、沟通、解说，以

此加深孩子的内在思考，提升孩子内在道德，由他自己选择。 

 

如何进行品格教育？ 

 

简单来说，就是面临两条路的时候，你应该怎样选择，每天的生活我们都要作不同的选择，

生活基本上就是一种选择的过程，而这些过程的选择构成了生活的质量，这些都是我们在一

瞬间的决定。俗语说：“一个思想产生一个行为、一种行为养成一种习惯、一种习惯塑造成

一种品格、一种品格决定一种命运。” 

 

品格教育是可以培养、塑造、归纳的生活原则，并能持续的成长。父母可以帮助孩子理清情

绪，分析行为的后果，下一次遇到类似的事情时，他要如何作出选择。 

 

对于年幼的孩子，父母可以利用周围的人和事，促进他思考：“原来做坏事会引起一些后

果……”；同时，利用童话故事、戏剧、游戏等等，让孩子体会健康品格的重要性。 

如：诚实，当故事讲述关于孩子撒谎，你要跟孩子分析和讨论： 

1. “他为什么用谎话逃避责任？” 

2. 让孩子想想：如果你这样说谎，别人是怎么样看待你？ 

3. 帮助孩子思考选择说谎的后果。谎话迟早会被人发现，并失去别人的信任。但是，就算

做错了，若选择承认错误，你可能会暂时受到处罚，却得到信任。 

4. 让孩子想想，在此情况下，他作出怎样的选择会对自己比较好呢？ 

 

初期实行品格教育的效果，不如用命令式的方法来得快，父母可能还要花很多力气和时间与

孩子沟通，但当孩子渐长，思想和品格慢慢成熟，他就能自觉地判断做事的原则，而不需要

由别人告诉他。 

 

帮助孩子建立品格──常存赞美和感恩、尊重和忍耐 

 

在幼儿期的孩子的人格还没成形之时，是最好塑造或模仿的时期，父母要逐步引导孩子建立

良好的品格及生活态度，对日后的教养起了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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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给孩子养成良好品格，记住把赞美的目光放在孩子做事的态度或做事过程，而不是事情的

成果，因为品格是在暗处，是不为人所知之时所做的事情；成就却是在明处被公开赞美的事

情，所以应赞美孩子的品格多于成就。面对事情的正面态度有：认真、专心、细心、勤劳、

热诚、谦虚、温柔、忍耐、知足、乐观、负责任、主动……。鼓励孩子不断选择作出对的行

为，就积累成为一个好品格。 

 

很多的家长和老师会把赞美的焦点放在孩子的成就上面，如果孩子拿到满分，老师/家长就

说：“哇！你考第一名，你太棒了！”或者“班里就你唱歌是最好听的。”“你这么聪

明！”“你写字写得这么漂亮。”其实，这些赞美无形中会让孩子觉得是在称赞他的成果。

固然，孩子有好的成绩是值得表扬，但是如果我们不先赞美他的态度，只赞美他的成就，就

很容易误导了孩子：一、孩子以为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二、孩子会怕达不到标准，

而破坏了“最棒”、“第一”等称赞；三、孩子会怕做错而不敢尝试，探索新的事情， 

 

又例如，一个妈妈看见儿子画的画是自己家庭，有山、有水、有大房子、花园，画得十分温

馨而漂亮，妈妈看了非常开心，于是称赞儿子：“小军，你画的太棒了！” 

 

小军听见妈妈的称赞，心里非常开心：“真的吗？” 

 

妈妈：“对呀，你看又有房子，然后又有大山、又有海、又有树。你画的太好了。” 

 

小军：“对呀！我也觉得画得很好。” 

 

小军得到称赞后，他非常开心，可是下次再画画时，就不敢作出新的尝试了，因为他认为上

次画得最好，他下次再画的，跟上一幅图画差不多一样，他不敢在里面加入新的东西，因为

他怕加了以后妈妈会不喜欢、不称赞他。 

 

这也正是所谓的“孩子不可以夸，一夸便会骄傲。”其实，孩子并不是骄傲或不愿进步，而

是他想要保持妈妈说“这幅画太棒了”的一刻，他绝不能改变，免得会破坏“太棒了”的称

赞。 

 

大人若能够重视孩子的认真、细心、负责任、努力的态度，就要在言语上表达出来，清楚告

诉他大人看重的是过程，不论结果，都可以受到肯定。 

 

这特别需要应用在面对孩子念书的方面：若成绩不理想，你的态度是怎样的？可以不指责孩

子吗？ 

 

请重视孩子学习的过程： 

1. 如果上一次他拿到五十分，这次他拿到六十分，父母应该肯定他努力，他在进步。 

2. 别要求孩子事事第一，若要求孩子事事求第一，他的压力会特别大。 

3. 鼓励孩子勇敢尝试新事情。告诉他不怕失败；父母也不要因孩子失败或做错了而提出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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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唯有给他机会尝试新事物，他才会进步。 

 

结语 

 

求神帮助我们，在学习培养孩子的路上，让神开启我们的心窍，使我们明白、谦卑，懂得如

何用最好的心态、有效安排时间去教育孩子，让孩子能健康成长。父母更要好好读圣经，书

卷里清楚的指引，告诉父母应该如何教育孩子，当我们愿意按着圣经的教导来引导孩子，神

一定会保守孩子，给他建立健康的价值观，拥有美好的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