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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辅导》乐哉家庭 

 

 

亲子教育（6）培养品格：感恩、顺服（讲员：周素琴） 

 

培养孩子感恩的品格 

 

感恩的品格非常宝贵，这生活态度跟环境不挂钩，它不是随着情绪起落。一个懂得感恩的

人，会数算自己所拥有的，并感谢神；他懂得感谢别人的善意，而不是在自己得到好处后才

发出感谢。一个感恩的人需要帮助时，他会主动提出，並且感激别人的付出。 

 

“我现在有需要，你为什么不帮助我？”有这种心态的人並不懂感恩。培养“感恩”最大的敌

人就是期待他人付出，认为都是理所当然。可是，就算是父母的爱，也千万别以为是理所当

然，孩子要感谢父母的爱──耶稣基督为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脱离作恶，我

們，我們就要感谢神，因为我们深知这不是理所当然的。若孩子一副理所当然的态度，我们

要告诉他说这不都不是理所当然，需要学习感恩。 

 

很多父母强调孩子的童年要保持开心快乐，这当然重要，但父母更要明白，快乐是一种心

态，不是别人能影响的，一个懂得感恩、内心满足的人，才是真正快乐的人。例如，一个炎

热的下午，两个孩子在外玩得满头大汗，回家后，看见桌子上面有两杯剩下一半的饮料，一

个孩子非常高兴的说：“哇！太棒了！还有半杯饮料我可以享受。”另一个孩子却非常不开

心：“为什么只剩下半杯呢？”一边喝，一边埋怨。 

 

每件事情总有不同的解读，我们不能只看事情的一面，像上述的例子，懂得知足才会快乐。

能够知足是因为懂得别人的付出，同时感受到自己得了帮助，为自己拥有的感到幸福才是快

乐。 

 

今天多少的孩子的心态却是恰恰相反： 

 我乖乖吃完饭去买玩具是应该的，因为是妈妈叫我吃饭； 

 大人帮我穿衣是应该的，因为我动作慢； 

 看到自己喜欢的玩具，又吵又闹一定要买是应该的，因为这样大人受不了一定会给我

买； 

 上学之前哭闹是应该的，因为我的父母把我送到学校，让我感到孤单； 

 我向爷爷奶奶使性子是应该的，因为我是他们的宝贝孙子； 

 玩玩具后丢得满地都是、不收拾是应该的，因为总会有人帮我收拾； 

 做错事先哭是应该的，因为这样做就不会被爸爸妈妈骂；…… 

孩子有这样的心态是很不健康。父母需要反省为何孩子有这种心态。家里一个小生命诞生，

所有人期待的焦点、一切物质享受和情感供应自然集中孩子的身上。有些孩子因为接受太多

人的爱的缘故，既不懂珍惜，也不懂跟人分享，他们不懂关心和尊重别人。有一个国内新

闻，一个小孩吵着买玩具，妈妈不给，他就在街上哭闹、打滚，途人都围看，妈妈拿他没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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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硬拖着孩子就把玩具买下来。如果一切物质享受跟情感来得理所当然，孩子就不懂得感

恩与知足。 

 

孩子未能建立感恩品格的原因 

 

1. 没有言教的环境 

 

大人为孩子付出太多，爱心太多，无止境地供应孩子，喜怒哀乐牵动全家人的情绪，孩子是

整个家的中心，即使是孩子做错，也舍不得责备。奶奶责备一句，孩子立刻找爷爷做靠山；

爸爸要求孩子把功课做好，孩子便找妈妈做挡箭牌。 

 

另有一些家庭，因孩子做错事情便忽略他，或批评孩子，自然地，孩子会以同样的模式对待

周围的人，无法容忍别人做错，模仿大人的刻薄语气挑剔错误、指责对方。 

 

2. 没有身教的环境 

 

若孩子成长中的学习对象（如师长、父母、爷爷、奶奶等等）的对话很少包含感恩，而是指

责和冷漠，孩子便无法模仿感恩的态度和语言。也许家长有教导孩子要感恩，但刻意的教导

并没有意思，因为孩子在实际生活中没有看着学。 

 

另外，当孩子受伤或受委屈时，大人没适当地教育、指出孩子的缺失或应该学习的事情，而

是推卸责任，都只会给孩子树立坏榜样。例如：哥哥跟弟弟吵架，家长便假装打哥哥，原本

是想赶快平息孩子的哭闹。这样做只会给孩子错误示范：遇到挫折时，只想到别人应该负什

么责任，而不是反思自己可以学到/能改善的地方。正确的教育方式应是提醒他思考自己的

错误。 

 

3. 孩子的贴心举动或说甜蜜话语时，家长没有适当的回应 

 

有时候孩子对妈妈说：“我爱你呀妈妈！你真的是很好啊！”父母觉得这是应该的，没有回

应孩子情感上的需要，也没表达喜悦之情。可是，你知道吗？当孩子鼓起勇气显示他脆弱的

感情，大人却不在意，他便再没那份能量和勇气表达自己了。所以，当孩子稍微有一点表达

时，我们也要认真地回应。 

 

孩子的内心是脆弱且容易受伤，他没有办法在严肃的家庭气氛中，主动表现感性的一面。唯

有当父母把气氛带出来，孩子自然学会善于表达，因此，我们实在更多的给孩子鼓励和称

赞。我们也要不断学习，当我们愿意以身教和言教，塑造出懂得感恩又知足的孩子时，他自

然会快乐起来。 

 

培养孩子顺服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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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的品格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也要培养孩子顺服的品格。 

 

顺服，就是履行所要求的，或是不做所禁止的。对待孩子，父母绝不能高举自己的地位或权

威，因为我们若想一个人真心地顺服自己，是要靠平时你怎样待人才可赢得一个人，真实的

权柄并非靠命令积累。我们要顺服领导所赐予的权柄，而不是顺服领导本身，就像在路上行

走的人和车辆都必须遵守交通规矩，这顺服的背后是法律，而不是红绿灯。而儿女不可忘记

自己的职责和本份。 

 

可能你会想：“要孩子顺服，其实要他做一个听话的孩子吧。”每个人跟孩子相处时，我们

都承认孩子是会看人听话的，机灵的孩子心中知道你是怎样的人，他选择听话，或是讨价还

价，甚至当耳旁风。有这些等级分别的关键，在于孩子听话前，大人要先学习怎样说话。 

 

1. 不要讲恐吓的话 

 

“再不听话我就打死你。”“你再哭闹我便不要你。”但是，父母不是真的会不要他，也不

可能真的会打死他，这些话对禁止孩子的错误行为起不了作用。 

 

2. 要说到做到 

 

你答应了他什么行为会有奖赏或处罚，就一定要做到。该奖赏的就奖赏，该处罚的就处罚。

若父母讲话可以随意不算数，孩子听了也不再认真。 

 

有一个历史故事，曾子的妻子要去市场买东西，可是儿子拉着妈妈说他也要跟去，妈妈不

肯：“乖孩子你不要去了，你听话在家，等妈妈回来，杀一头猪给你吃，别吵别闹了！”孩

子真的听妈妈的话，不吵不闹了。等妻子从市场回来后，曾子马上到猪圈抓了一头猪，当他

准备要杀猪时，妻子却说：“你在做什么？我只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呀！”曾子说：“你随

口应付的，你一定要承诺，不然的话，以后如何取信于孩子呢？” 

 

3. 要坚持原则 

 

如果你立下了什么原则，不要因孩子哭闹就妥协。明明孩子犯了规，很多父母却因自己心情

好便说不要紧、无所谓；但是以后，孩子犯了同样的错误，父母却心情不好时，就打骂孩

子，就不能建立孩子顺服的品格。 

 

4. 守信用 

 

答应了孩子的事，即便孩子忘记了，做大人的也不能忘记，要承诺所讲的话，让他学会尊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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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不隔空喊话 

 

你要对着孩子的眼睛、面对面说话，而不是对着他的背后说话。 

 

6. 不要急着说话 

 

确认孩子的注意力在你身上时才开始讲话。如果孩子忙着玩耍，父母则一直唠叨，他根本听

不进去。 

 

7. 不要给试探性的空间 

 

对孩子的要求说一次就好，并要求孩子听到就要执行。父母对着不理睬自己的孩子吼来吼

去：“我现在给你讲第二次、第三次，你再不听我就要……”或是给多次机会：“我现在数

一、二、三……”这给孩子试探性的空间，等数到三时他才去听话。当界线画的清楚，孩子

就会按照教导去做。 

 

父母真是要感谢神把孩子赐给了我们，藉着教育孩子，我们能学习、磨练、更加倚靠神。愿

我们都能靠着神所赐下的智慧聪明，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