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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信任
（三）》：「媽咪，
我可以有一部手提電
話嗎？」

子女幾多歲才可擁有自己的手
提電話呢？父母怎樣去引導子
女善用科技呢？《致力信任》
第三集, 一套幫助父母去教導
子女的錄像系列。

2018年12月9日



（按"CC"來開啟字幕）

《致力信任》是一系列錄像，借鑒於
聖施禮華的教導，他極其熱愛自由和
父母的教育天職。這系列為配偶之
間，以及與其他家庭的討論，提供一
些話題。每一集都附有精選的短文供
你檢視反思和討論的議題。

《致力信任（三）》：「媽咪，我可
以有一部手提電話嗎？」

一位著名的記者說：「我們只希望給
孩子留下兩個永久的遺產。一個是
根，另一個是翅膀。」「翅膀」代表
信任，這是教育中必不可少的價值，
因為信任是建立人與人之間一切關係
的基礎。

建立信任是相當困難的，但失去信任
卻十分容易。因此，建立信任永遠要
靠雙方的努力。兒童和青少年可以透
過互聯網輕易接觸到各種各樣的資
訊，甚至發現一些父母想避免的，或
至少暫時不讓他們經歷到的東西。今



天，要教導子女什麼是自由，更見迫
切，不但要設法不去迴避某些話題，
相反的，父母要鼓勵子女去思考。

以下的一些問題，可以幫助你與朋
友，學校或教區一起觀看這短片時，
得到更實用的收穫。

幫助溝通的話題

我如何在家裡建立一種與某些(並非要
求過度的)規則兼容並存的信任氣氛？
我可以給孩子什麼理由，要他們依某
種方式行事，或勸告他們不要去做某
些事？

當我的孩子犯錯時，我該如何反應？
他們是否知道即使做錯了事，仍然可
以信任我？我是否可以幫助他們思考
自己行為的後果，並回想他們原本可
以怎麼做，而避免誤入歧途？在遇到
困難時，我是否向他們表現出毅力和
希望？



我臨在孩子的生活中嗎？我是否融入
他們，讓他們放鬆地以自然的方式與
我談自己的生活？我能等待孩子主動
地跟我談論自己，還是，我總先發
問，可能會給他們一種我想控制他們
的錯覺？

建議採取的行動步驟

花些時間傾聽孩子的心聲，並留意他
們認為重要的日常生活事件：例如：
足球賽、考試、朋友之間的爭
端……，有時，在一堆看來是瑣碎的
小事情中，我們可找到要事的端倪。

自由與放任不同：為了教孩子自由的
做決定，我們要明確地指出做出決定
的正向和負向的後果，這是很重要
的。

邁出第一步：調適自己到他們的水
平，對孩子們講你生活中的顧慮，包
括某些他們可以理解，甚至可以提供
建議的問題或困難。這樣一來，他們



就知道門是敞開的，以後也學著這樣
做。

關注孩子並不意味著要監視他們。如
果，總是要求證他們告訴你的事情都
是真的，或者分析他們所做的一切，
會製造一些不信賴的氣氛。要建議而
不要責怪：有時候，一個人需要犯
錯，才明白他們應該避免的事情。

聖經和天主教教理引言

你教導孩童應行的道路，待他老年時
也不會離棄。（箴22, 6）

良心的教育是一項畢生的工作。自人
生的最初幾年，它啟發兒童，使他認
識並實行由道德良心承認的內心法
律。明智的教育教人修養德行，預防
或治療由人性的軟弱和過失所產生的
恐懼、自私和自大、罪惡感和自滿的
衝動。良心的教育保証自由，產生心
靈的平安。（天主教教理1784）



父母是教育子女的最先負責人。為表
現出這個責任，他們首先為子女創立
一個家，溫柔、寬恕、尊敬、忠實和
無私的服務便是家規。家是培育德行
的適當場所。德行的培育要求學習自
我的克制、健全的判斷、作自我的主
人，這些都是真正自由的條件。（天
主教教理2223）

教宗方濟各引言

今時今日，辨明的態度尤其必要。事
實上，當代生活提供多樣化的行事和
休閒方式，而世界將這一切全都呈現
為正當美善的。所有人，特別是青
年，都不斷在「瞬間切換」。我們可
以同時瀏覽多個螢幕，並同時與多個
不同的虛擬場景互動。要是欠缺辨明
的智慧，很容易成為流行趨勢的奴
隸。（你們要歡喜踴躍167）

我們是自由的，獲享基督的自由，但
祂召叫我們省察內心（我們的渴望、
憂苦、恐懼、期盼），並審視我們周
遭發生的事物，「時代的徵兆」，從



而看清怎樣邁向圓滿的自由：「應當
考驗一切，好的，應保持。」（得前
五 21）（你們要歡喜踴躍168）

愛需要付出時間，不求回報，其他一
切都是次要的。交談、輕鬆的擁抱、
分享大計、聆聽、凝望、表示欣賞、
鞏固關係……等，全都需要時間。有
時候問題在於社會節奏太急促，或是
工作期限帶來壓力；有時候，問題是
共聚的時候沒有用心相處，雖然共處
一室，但沒有認真注意對方。牧靈工
作者和家庭團體應協助青年夫婦或有
問題的夫婦學習共處，用心交流，甚
至分享靜默的時光，好好體驗對方的
臨在。（愛的喜樂224）

父母也要避免成為子女眼中無所不能
的人物，否則子女或會以為他們只能
信任父母，而妨礙他們社會化的過程
及情感的成熟發展。（愛的喜樂
279）

聖施禮華引言



父母，是有責任教育孩子的第一位教
師。不僅教育孩子們本性的知識品
德，而且要教育他們精神靈修方面的
知識品德。父母對自己所負天職的深
度，應有充份認識。在履行這項職責
中，要明智審慎，體諒理解，要能
愛，更要注意身教，為子女樹立好榜
樣。硬灌強塞，高壓手段，並不是教
育良策。父母所採用的最理想的態
度，是真心同子女交朋友，做他們的
知心人︰樂於分擔他們的憂患，傾聽
他們的問題，有效而有趣地幫助他
們。（基督剛經過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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