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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成長不
似預期— 

反思基督化
家庭 

「孩子成長不似預期」的第一個課題不是孩
子，而是「我們」，即「我們對孩子的期望
是甚麼?」、「我們的期望是合理嗎?」、
「不似預期是不必然的嗎?」、「基督教信
仰對我們的期望有甚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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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化家庭、聖家（約瑟、瑪利亞與耶
穌）：形式（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
一世 ）、成員的角色與關係、責任與功能
（尋求和順服上主旨意、價值和文化傳
遞）。 
 

 

 

「孩子成長不似預期」的第二個課題不只是
透過甚麼方法達成你的目標，更是如何培養
和鼓勵孩子積極參與討論和製定內容，甚至
反思目標的合適性。那麼，孩子的參與程度
如何 ？又父母要抱甚麼心態執行「成果導
向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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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邀請人與祂一起成為同工、同創造者、
同行者。這一切如何讓我們理解家庭成員的
角色和關係？ 

 

 
 

 

 

冒險是我們需要有的心態。我們習慣以風險
管理回應冒險的不肯定性，但過於小心，冒
險的不肯定就只有失控之意，反而沒有因冒
險製造出來的歷史時刻（kairos），並牽涉
意義締造者之意。冒險之旅需要好奇、自由、
嘗試和反思，人才能從中有發現、驚訝和累
積生活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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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成長不似預期： 

1. 面子文化與命運共同體 

2. 自責與煩憂代辦 

3. 關係多樣性和多層性 

 

上主沒有要因按祂形象造的人類的犯罪而感
內疚和蒙羞，反而祂創造的初心沒有改變祂
對人類的態度。 
 

 
 

 

 

回到最基礎—家的建立 
1. 佛洛斯特（Robert Frost）說，「家是那處，
當你一定要到那裡時，他們就一定接受
你。」家不是由人的成就多少決定其位置，
更不是論斷性（non-judgmental）。歡迎是
家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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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家的關係是平等的，不是從屬，但尊重
和責任是基本。 
3. 家不要成為限制個人冒險的阻力（煩
憂），反而是個人冒險的支援、指引與資
源。家要讓人有能力離家，並為世界建立
另一個家。 
 
 

 
 

 

 

結論 
1. 父母要學習成為父母，但會失敗。孩子
何嘗不是，孩子努力成長，但會失敗。
父母給予機會孩子，孩子也要給予機會
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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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們不需要將約瑟、馬利亞和耶穌的關
係視為模範家庭。家家有本難唸的經。基
督化家庭不是由母慈子孝、破鏡重圓和全
家成員都是虔誠基督徒決定它的「基督
化」，而是在不同「遺憾」中，我們仍盡
力保持歡迎、尊重、信任。單親家庭、離
家孩子的家庭、有自殺孩子的家庭也可以
展現基督化家庭。 
 

 
 
 

 
 

 

 

3. 下一集或結果還未寫，不需要看當下是
最後。平常心指變化是萬事萬物的本相，
所以，得之坦然，失之淡然。可以保持這
份坦然和淡然，不但因為人不將不變與變
化對立，也因為超越了不變與變化，以致
人可以保持平常。平不是平靜，平是平等，
即視常與不常是同一樣事，不需驚慌。平
常心保持人的清心，不被外在變化主導而
變得急躁、埋怨和慌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