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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友圣经学院 

进深文凭课程专题文章 

 

主日学的家长事工—山东刘姊妹 

 

 引言 

主日学老师常常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以为自己只要认真的准备课程，就

能带给孩子生命的改变，主日学老师看重自己的职分，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是

忠心事主的老师却常常看不到孩子生命的长进，问题出在哪里？带着这样的思

考，我把主日学的教学作出细心检讨，发现主日学的教导工作需要家长的配合。

只有建立主日学的家长事工，才能使我们的基督教宗教教育达到目标。在研究和

借鉴教育专家的经验和著作后，结合了一些服侍经验，为主日学的家长事工作出

一点分析。 

 

1.家长事工的重要性 

家长对子女的成长影响颇深，并具导向作用。因为，家长的言行举止都一一

映入孩子的眼里，其思想、信仰、情感、习惯等，都通过各种外在表现熏陶感染

着孩子。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家庭教育能够为教会教育奠定基础，并

且一直在影响孩子信仰及品格的发展。因此，教会学校要重视家长的工作，主日

学老师要做好家长的工作，通过家长学校，家长会，家访等形式，帮助家长坚定

信仰，激发家长对孩子进行信仰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确定建立孩子良好信仰

根基和属灵生命的教育目标。让家长了解基督教教育，参与基督教教育。使教会

教育与家庭教育相互配合，互为补充，将孩子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 

 

2. 从圣经看家长的教养责任 

2.1 律法的教导1 (申命记 6：4－9，11：18－21) 

      教导儿女学习律法是家长的主要责任。犹太人的男童从四岁起就学习“妥

拉”（Torah)，从十三岁就必须负起一切宗教责任。平时在家也要学习并参加各

种宗教礼仪。申命记 6：4－9的经文被称为“示马”（Shema),意即“你要听”，

被视为教义纲领。这是上帝向每一个家长的严肃的吩咐，不仅强调家长把圣经教

导给儿女的重要性，自身也是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它的内容显示，在生活的每

一个环节和层面都是进行宗教教育的机会。    

 

2.2 智者的教导   

在箴言中特别强调儿女对父母要顺服，例如：“我儿，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

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箴 6：22），更多次提及父母的“管教”。管教表达的是

                                                 
1 摘自林丽珍编：《基督教教育概论讲义》（香港：世界华文圣经学院，2000），页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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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孩子教育的过程。其中包括道路的指引（箴 22：6），对悖逆之子适当的运

用管教的仗，可免儿女误入歧途（箴 22：15；23：13－14），可以期待的管教果

效（箴 29：15；19：19）。经上（箴 19：29）指明“管教的杖”可以施在恰当的

地方。同时提醒父母要施展有效的管教，首先要胜过自己的怒气和坏脾气（箴

14：29）。拉赫贝利提醒说：“智慧的父母可以箴言为管教孩子的灵感及指南。”2 

 
         林丽珍老师在她编的《儿童宗教教育讲义》中指出：“为儿童提供宗教育的

教导充满了圣经。”她总结说：“整本圣经都教导我们要看重儿童的宗教教育，并

且教导我们要言教身教，将信仰实践在生活中，以生命影响生命，让儿童自小得

着良好的培育，长大后成为爱主、事主的人” 。3 我愿意每位家长在教养孩子

时能遵循圣经的准则，提摩太正是一个美好例子。那“无伪的信心”先是在罗以

心里，然后传给友妮基，又传给提摩太。这样的信心传承正是基督教教育的典范

和目标。 

 

 3.家长事工的困难 

 3.1 教会方面 
       教会在开展家长事工过程中没有实际的经验，对事工的发展没有远见，虽然

发现家长对学生的影响很重要，但是对如何开展家长工作的概念含糊不清。有的

家长工作缺乏明确目标，针对性不强，随意性大。有的家长工作流于形式，实效

性差。有的家长工作方法单一，无法引起家长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但这些限制通

过不断的思考、评估和调整会趋向成熟，自然逐渐增强教会对家长工作的专业化

能力。4 

 

3.2 家长方面 

家长方面的原因很多。有些基督徒父母受一种想法所蒙蔽，即他们以为孩子

可以通过教会或基督学校接受有关圣经的教导，这样父母便可以从教育儿女的事

务中脱身。5 父母应意识到没有任何人或组织、机构可代替自己对子女的教育，

父母的责任无可推诿。 

 

还有许多父母乐于接受反圣经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未成年的孩子也有自

己的权利，责打是残酷和不合情理的。6 我非常赞同詹姆士‧杜布森在他的著作

《如何培养有个性的孩子》中，评论这论点的代表《好父母培训课程（P.E.T)》，

他肯定 P.E.T在教导父母倾听孩子的技巧上的贡献，同时对于反对一切形式的父

                                                 
2
 拉赫贝莉着，王淑瑛等译：《如何培育健全的下一代》（中国主日学协会出版部，1980），页

226-227。  
3
 林丽珍编：《儿童宗教教育讲义》（香港：世界华文圣经学院，2001），页 7。  
4
 摘自 Dawn 编：《DRYF 师资训练》，页 143。 
5 福格特着，张澄道译：《圣经的孩子教育观》（改革宗经典出版社，2000），页 45。 
6
《圣经的孩子教育观》，页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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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权威的观点表示担心。杜布森指出：“通过学习服从父母充满爱心的领导，他

们就学到了如何服从日后生活中会遇到的另一些权威形式……”7 

 

常见到家长的错误想法，造成孩子不愿意来主日学。家长认为读书比上主日

学更重要，忽略了道德和灵性上的成长。很多的家长不鼓励孩子去主日学，甚至

拦阻孩子去主日学。8 由此看到家长自己弱小的生命状态，和属世的价值取向对

孩子信仰教育的毁灭性影响，这样的家长，有时会敷衍甚至刻意逃避从教会来的

教导和激励。 

 

4. 建立家长事工的必备元素 

4.1认识学生的家庭 

    在带领新班级或班级中增加新同学时，老师一定要先认识学生及其家庭的情

况，以便帮助我们的教学工作和家长工作的开展。认识的内容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4.1.1认识家庭状况： 

居住环境、成员构成、家长职业、家庭成员的感情状况，家人的相处模式等。

这些基本情况，可以通过在主日学设立学生档案，请家长填写明细表格而得。 

 

4.1.2认识家长： 

家长是否注重信仰教育？是否注重全人发展？是否注重道德培育等。这个需

要通过和孩子并家长聊天来得到更直接、详尽的资讯。但需要注意，聊天时

不要以审案的姿态，而是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尽量掌握我们所需要的讯息。 

 

4.1.3认识家庭信仰： 

家庭成员是否信主，在教会中是否担任服侍，属灵的身量、性情如何，有无

不良嗜好等。这是一种更深入的认识，需要服事者与家庭建立良好的关系，

才能获得真实的信息。 

 

4.2保持沟通 

    通过与家长交换信息，沟通感情来实现学校和家长的良好合作。老师向家长

智慧地介绍主日学情况和孩子表现，彼此沟通，找出问题，达到协同教育的目的。

有时需要老师耐心听取家长意见，采纳他们合理的建议并作必要时的更正。教会

要与家庭的教导一致，不互相矛盾，否则儿童会无所适从。因此，孩子在主日学

学习了什么，要提醒家长在家里跟孩子温习，并要帮助孩子在家里实践所学习的

真理。例如这礼拜孩子学习了彼此相爱的真理，父母就要在家里帮助孩子爱别人，

自己也要以身作则。 

 

                                                 
7
 詹姆士‧杜布森，刘海译：《如何培养有个性的孩子》（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4），页 170-172。 
8
 Dawn 编：《DRYF 师资训练》，页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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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家长教育 

    在当今社会，家庭教育的水平反映了社会整体的教育水平，也决定了学生的

发展水平。但现实是多数家长的教育能力与他们所肩负的教育责任并不相符。若

要家长成为一股教育力量，就要教育家长。 

4.3.1家长的福音及牧养工作 

    既然知道家长的信仰会直接影响孩子的信仰产生，要让孩子的信仰能更加坚

固，家长的信仰也必须是我们所关注的。一般情况，主日学单独对家长进行信仰

教育并不容易，如果由教会的其他事工，如查经班、门徒训练、事奉班等配合进

行是再好不过了。老师可以推荐家长参与教会的训练事工，去提升自己的圣经知

识和属灵生命。对于没有信主的家长，我们可以鼓励孩子，透过自己行为的改变

来吸引家长。也可以在适当的时机邀请家长到教会，让他感受上帝的爱和肢体的

爱，伺机邀请他接待耶稣。 

 

4.3.2强化基督教教育理念 
        福格特提醒说：“如今，当父母并不容易，会常常面临挑战而感到为难。在

孩子教育方面，存在着如此之多互相矛盾的理论，甚至号称“专家”的见解也彼

此不一。在怎样养育孩子方面，各人都有着自己的观点。”9 因此，教会应给与

足够的指导，就是把合乎圣经的基督教教育观传递给父母，帮助父母树立正确的

教育思想。例如什么叫基督化家庭？父母应如何教导子女亲近神？教会给儿童的

属灵教导是什么等等。 

 

4.4设计活动 

4.4.1家长会 

    父母和教师可藉家长会交换教育的心得，并提出儿童特别的需要或问题，作

进一步跟进和辅导，是主日学老师与家长交流的方式。它可以帮助老师在最短的

时间内获得最多的信息，还可以促进家长之间的交流，互相借鉴家庭教育经验或

吸取教训。 

 

4.4.2 家访。 

    家访是教会与学生个别家庭进行交流，是协调主日学与家庭教育的一种方

式。它可以深入地掌握每个学生家庭教育的情况，比较有针对性。传道同工和主

日学老师要定期探访儿童的家庭，这样可以帮助主日学的教导更适切学生和家庭

的需要。 

 

4.4.3亲子活动 

    亲子活动是由家长、孩子和老师三方一同参与、相互合作进行的活动。通常

有比赛、通关等竞技类活动，也有律动、手工、表演等合作类活动。亲子活动寓

                                                 
9
 福格特著，张澄道译：《圣经的孩子教育观》，页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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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于乐，寓知识于游戏中的方式不仅可以增进家长与孩子的感情感，也可以改善

老师与孩子的关系、增强老师与家长的了解与合作。 

 

4.4.4 专题讲座 

专题讲座是就特别的主题而举办的讲座活动，通常以演讲的方式进行。可以

在最短的时间，传递最多的咨讯给家长。例如：传递基督化家庭生活的概念与原

则、教导子女的方法、管教的原则等等。不仅如此，教会还应该根据学生不同成

长阶段的生理、心理及学生属灵成长要求，系统地向家长介绍教育子女的理论和

方法。专题讲座是针对家长，强化基督教教育理念的有效方式。 

 

4.4.5 帮助建立家庭崇拜。 

    教会按时为父母提供一些基督化家庭的资料，如研经资料、圣经故事、儿童

诗歌、家庭崇拜资料等。帮助他们建立基督化的家庭，鼓励全家人一起敬拜神，

实践约书亚全家事奉神的决心﹕“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书

24:15）。 

 

结论 

基督教教育的目标与进程是否顺利达成，确实有赖教会与家庭通力合作，教会是

基督化家庭支援者，而家庭也是教会教育的协助者，缺一不可。10 因此，当教会

要推行儿童宗教教育时，一定要同时推动家长事工。这样，教会才能成功的推行

儿童宗教教育，达成儿童宗教教育的目标。当然，不可忘记，无论我们做什么，

成就事工的是神，不是我们。“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耶和华

的灵方能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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