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扫码回答一个问题

● 自动加入主日学的Group

● 之后通过邮件发送主日学材料

● 也会通过Group来统计出勤



按照圣经做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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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课：神本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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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学校

● 支持理由
○ 基督徒家庭有机会参与公立学校的服事，并且也参与到与那些不信家庭和教 师的互动中。

○ 基督徒家庭有机会在与不信的家庭和教 师的互动中交谈和见证福音。

○ 对基督徒家长来说，首要的考量因素不是为孩子构建（信仰上）安全的空间与庇护所，而应是大

使命。

● 反对理由
○ 公立学校的世俗价值观会扭曲教育的目标，也会排斥合乎圣经的价值判断，而后者是教育的重

要组成部分。

○ 基督徒家庭应当容许孩子绝大部分的清醒时间都在一个反基督教的环境中度过吗？

○ 要参与宣教的大使命，与公立学校合作互 动并不是基督徒家庭唯一的选项。



基督教学校

● 支持理由
○ 教育不可避免地具有神学性，而一个基督教学校能 够提供一个圣经框架，在孩子生命的每一个

层面都建立以神为中心的目标导向。

○ 基督徒教师能够成为基督徒父母的合作伙伴，共同指教孩子敬畏和 顺服神。

○ 基督徒学校能够训练孩子识别、分析与批判不合乎圣经的价值观。

● 反对理由
○ 基督教学校创造了一种“抱团取暖”的价值观，剥夺了孩子原本可以与这不信的世界互动的机会。

○ 基督教学校不如在家教育有效，教 师无法替代家长成为首要的教育者。

○ 就教学水平而言，基督教学校并不比公立学校做得更好。



在家教育

● 支持理由
○ 正规教育只是更大更整全的门徒训练的一个方面，而对孩子的门徒训练是家长的责任。

○ 家长们在自己创造的教育环境中能更机动、更明白如何最好地教育自己的孩子。

○ 在家教育把教育责任从国家手中拿回，将其还给了家庭。

● 反对理由
○ 家长并不一定具备帮助孩子在学术上获得成就的教育能力，而学校则具有远超家长可以提供的

专业技能。

○ 与文化隔离会消弱教会向世界的宣教使命， 让家长们进入了一种“部落式”的思维模式。

○ 除非家长有意识地寻求社交机会，否则孩子的社交能力得不到操练。



● 父母决定家庭和孩子的时间表。

● 父母来决定用什么样的教材和模式来教育孩子。

● 父母针对不同的孩子可以采取个性化的教育。

● 父母可以更好纠正孩子的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

● 父母可以陪孩子更多时间，孩子也可以有更多活动。

● 父母可以决定孩子受多少外界影响，通常比较少。

● 孩子可能会更享受学习。

● 父母总是可以用圣经的世界观来教导所有科目。

在家教育优点



在家教育缺点

● 父母必须学会更有条理地安排时间。

● 孩子可能没有机会遇到和学习处理在公共教育里才遇到的人际关系的问题。

● 对父母来说是很大的工作量（可能还有费用的问题）。

● 对于父母来说不太容易有自己的时间。

● 父母需要学会对孩子极大的耐心（孩子多的话更是一团糟）。

● 父母和孩子的多重关系会让父母很有压力。

● 父母和孩子都可能会有与外界隔绝的感觉。

● 教育的质量直接受父母（非专业教育者）的素质的影响。



公共教育优点

● 让父母有更多时间。

● 父母的压力水平比较低（可能费用也比较低）。

● 孩子在学校会交上朋友。

● 孩子学会在高度有秩序和计划的环境里生活。

● 孩子学会对他人负责和处理各种人际关系。

● 孩子的教育没有全部压在父母的肩上。

● 老师是比较有经验的教育者。



公共教育缺点

● 孩子在学校都接触了些什么、是否好好学习没有办法把握。

● 需要父母帮助孩子或上补习班，因为孩子在学校未必学得很好。

● 孩子会在学校学到你不同意或和信仰不一致的内容。

● 没有一对一的教导。

● 父母陪孩子时间少。

● 很多外在的不良影响。

● 可能会遇到比较差的教育者，却无法控制。



● 在家教育
○ 惧怕孩子受外界的影响。

○ 想让孩子比其他孩子更优秀。

○ 不想让孩子和不信的人在一起。

○ 想掌控孩子的未来。

○ 觉得孩子这样一定会信主。

● 基督教教育
○ 减轻自己对孩子信仰教育的责任。

○ 把孩子看得比婚姻和神的带领更重要。

○ 觉得这样孩子的信仰就不会有问题。

○ 惧怕孩子受外界和非信徒的影响。

○ 觉得这样孩子一定会信主。

● 公立教育
○ 觉得孩子烦透了，想离开他们。

○ 让自己追求事业的心得到满足。

○ 希望他们学业有成，更加安全。

○ 把孩子的教育扔给学校，就不用管了。

○ 对金钱的忧虑和对政府的惧怕。

错误的动机



总结

● 从对孩子信仰的负面影响来看，公共教育是最大的，家庭教育是最小的。

● 从孩子见世面和成长的机会来看，公共教育是最多的，家庭教育是最少的。

● 如果孩子接受公共教育而没有很好的亲子教育，孩子信仰迷失的几率会加大，反之则抵抗力会比较强。

● 如果孩子接受家庭教育而没有预备好进入社会，孩子遭遇挫败的几率会加大，反之则抵抗力会比较强。

● 即便你把孩子送基督教学校，也不能免去父母亲子教育的责任，父母依然需要牧养自己的孩子。

● 如果你对某一种教育方式有信心，或觉得某一种方式更适合你的实际情况，就当在神面前守着，而不是因此藐视

或轻视别人，把你的良心强行加给别人，让别人觉得有罪疚感，也不是让别人必须遵循你的路线，否则这就是你的

罪了（罗14:1,5，22-23）。
● 如果你有条件让你可以主动地考虑要做哪一种选择，要记住：这本身就是恩典和祝福。很多人根本没有条件或机

会做选择，对他们来说唯一的选择就是送孩子上公立学校，有的甚至连上公立学校的机会都没有，也没有能力和

时间做家庭教育。

● 你不是只能让孩子接受某一种教育，你也可以然孩子在不同的教育模式之间来回切换，也可以让你不同的孩子接

受不同模式的教育，或在不同的阶段接受不同的教育，未必一条道路走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