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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教育孩子的權利
（一）

「因為父母對孩子的教育有首
要的責任，所以任何其他提供
教育的單位都是父母所授權、
而且在優次上是次於父母
的。」以下是一系列關於家庭
的文章中的一份。

2018年5月7日

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第 26 條說明父
母有權選擇自己的子女所受的教育
[1]。再者，簽約國在其關於國家不能



夠廢除、不能夠扭曲的基本人權中都
加入了這項原則。人本質上就是社羣
和互相依賴的個體。那互相依頼的本
性尤其是在孩提時更加突出。所有
人，不論男女，都需要在一個社羣的
氛圍中接受教育、爭取知識和文化。

孩子不只是一個突然間被人投進世界
的個體。生和育之間有著緊密的連
繫，以至後者可以被視為延續、或配
合、前者。每一個孩子都有權利獲得
發展他或她的才能所需的教育。相對
這項權利的，就是父母有教育自己的
子女的權利和義務。

天主之愛的顯示

教育、和接受教育的權利，不是源於
立法當局有沒有為它制定有關的法
律，也不在乎國家或社會有沒有賦與
人這些權利。它是人的最源本、最首
要的權利。

父母有教育子女的權利，是為了配合
子女接受適合他們人性尊嚴和需要的



教育的權利。後者是前者的基礎。對
前者的攻擊，就是對兒童接受教育的
權利的攻擊。而後者按公義是必須得
到社會的承認和保衞。可是，兒童接
受教育的權利更為基本，並不意味著
父母可以放棄自己作為教育者的權
責，或許藉詞社會上有人或有組織可
以給子女提供更佳的教育。一個孩子
在家庭內被接受為孩子，是他長大和
成熟的基本要素。

家庭自然是孩子發現和學習愛、服
務、和互相付出的地方。這些關係也
是塑成一個人最深處的核心的要素。
所以，除非絕對不能做到，否則每一
個人都應該在家庭內裡接受教育，接
受首先是由父母、其次是由其他人：
兄弟姊妹、袓父母、叔伯姑嬸等人各
司其職地提供的教育。

在信仰的亮光底下，生與育也有了另
一度空間。就是說，每一個孩子都是
被天主召叫去和祂合而為一。還有，
對父母來說，孩子成為了天主的一個



恩賜，以及他們間夫妻之愛的一個表
達。當一個孩子新出生時，父母也得
到了一個新的聖召。天主要求他們在
自由和愛的氛圍中教育每一個孩子，
教導他終生自由地向著天主邁進。祂
要每一個孩子都從父母所提供的關愛
中體會到天主對每一個人都有的關愛
的反映。所以，一個基督徒父親或母
親是永遠不能放棄其教育孩子的權利
和義務。理由不但是責任的問題，而
且是父母尊重孩子因聖洗而獲得的聖
召的一個表現。

因為父母對孩子的教育有首要的責
任，所以任何其他提供教育的單位都
是父母所授權、而且在優次上是次於
父母的。「父母是自己的子女最首
要、最重要的教師，他們也擁有這一
方面的基本稱職能力：他們是教師，
是因爲他們是父母。雖然他們把自己
的教育使命分享給其他個人或機構，
例如教會和國家，但是教育的使命必
須按照輔助性原則來實現」[2]。



為了教育子女，父母需要他人的襄
助。有關文化或技術的知識，與家外
人的人際關係等等，都是一個人全面
地成長的要素，而父母以一己之力是
不能足夠地提供給子女的。所以，
「在提供教育的過程中，所有其他的
參與者只能夠以父母的名義、得到他
們的同意、和在某程度上得到他們的
准許而行事」[3]。這些幫助是父母去
尋求的。他們仍然不會妄顧他們尋求
的是什麼，而且努力確保這些幫助吻
合他們的意向和期望。

父母與學校

由此可見，學校應該被視為在家長自
己的教育工作中擔當輔助的角色。這
一點今天越加重要，因為現今的父母
往往（有時候不完全知覺地）受到各
種風氣的影響而未能完全掌握到他們
有著這一重大任務，以至實際上放棄
了他們的教育首要負責人的角色。教
宗本篤十六世不斷警告人類的教育危
機正是源於這個混亂的情況。教育已



經淪為「傳遞做確實的事的能力或才
能，同時人又致力以供應大量的消費
品和轉瞬即逝的物慾滿足感來滿足新
一代對快樂的渴求」[4]。結果是，年
輕人「在那些出自內心的、不能置若
罔聞的大是大非問題跟前感到孤獨無
助」[5]，被一個信奉相對主義的社會
和文化任由擺佈。

父母們面對這些可能發生的謬差，以
及出於他們自然地擁有的教育子女
權，應該視學校為家庭的某一種延
續，以及一個他們自己履行父母職的
工具，而不只是一個給子女們提供資
訉和知識的地方。首先需要的，是國
家必須維護「家庭的自由」，使到家
庭能夠以正直的方法選擇他們經過仔
細考量後確定是教育自己子女的最適
合的學校或地方。

當然，在關於教育方面，國家為了履
行它促進公益的角色，是有著一些權
利和義務的。我們會在另一篇專文詳
述這一個題目。可是這些權利和義務



不能防礙父母們理所當然的教育意
願，就是說，可以符合他們為自己選
擇了的、並且認為有益於自己下一代
的崇高目標的教育。正如梵帝崗第二
屆大公會議教導的，「以保障公民自
由為本職的行政當局，應重視分配性
正義而如此分配官方補助，使為父母
者能真正自由地各依照自己良心，為
其子女選擇學校」[6]。此之所以投身
政治和大眾傳播的人有重大的責任去
努力維護這項權利和盡量促進它。

父母對子女教育的關注體現在無數的
事件上。無論子女在什麼地方就學，
他們很自然地會對那裡的氣氛和課程
感到興趣。這種關注也保障了「學生
的自由」：他們的個性不會被扭曲，
或是他們的能力傾向被壓抑；他們接
受良好的培育的權利；和沒有人濫用
他們自然的柔順，把自己的想法或偏
見強加於他們身上。所以，孩子得到
幫助去發展健康的批判力，同時又清
楚地得知父母對他們的關注不只限於
他們的測考成績和分數。



父母與老師之間的溝通，和父母與子
女之間的溝通同樣重要。父母既然視
學校為他們自己教育子女的一件工
具，一個清晰的後果就是積極地關注
學校的目標和活動。無論是私立或是
公立的學校，現在都比以前更加普遍
地不時舉辦一些開放日、體育活動日
或課程資訊日。尤其是後者，如果可
以的話，父母兩人都應該參加，雖然
這樣做需要犧牲一點時間，或是要改
變一些履行其他責任的時序。這樣，
孩子們不需語言也清楚得知父母視學
校為與家庭生活息息相關的一個環
節。

所以，參加家長會（協助舉行活動、
提供正面的意見、甚至加入管理團
等）都可以為積極參與而開拓新的機
遇。當然，這些努力需要一個犧牲的
精神：為了和其他家長交流、參加會
議、和老師們溝通等所付出的時間 …
。但是對一個愛天主的、切願服務他
人的人來說，它所帶來的許多使徒工
作的機會，令到這些困難都是值得



的。縱使學校的規則可能不會讓家長
們直接干預學校的某些運作，但是家
長們仍然可以鼓勵老師和行政人員努
力去確保學校會傳授人性德行、和對
崇高的價值和美善的熱愛。

其他的家長，會是第一批為了這些努
力而感激不盡的人。對他們來說，一
個參與學校的工作的、主動地關心課
室內外的氛圍的父親或母親，會成為
一個他們在遇到有關子女教育的問題
的人會請教的對象。這就成了交友和
使徒工作的新途徑，結果是所有家長
都會得益。因此，聖施禮華在「道
路」一書中所寫的，關於個人對個人
的使徒工作的效果就成為事實：「在
你週圍的人當中，你是個有使徒心火
的靈魂，你是塊投入湖中的小石子。
藉你的表樣和言語，你產生了第一個
漣漪 … 這一個，造成另一個 … 另一
個，又另一個 … 一個比一個大。你現
在了解你使命的偉大嗎」[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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