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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基督為中心的教育 

聖經：腓立比書 2:6-11 

提到「教育」，我們往往直覺地把它跟「學校」連在一起。認為教育是學校

的事、是老師的專業。所以說，當我們脫離學生的身分、從學校畢業，就不需要

再受到教育了嗎？確實，我們一般所認知的「教育」指的是學生時期必須接受的

制度化教育。但「教育」的定義也可以非常廣泛，它包含了各種知識、技能和社

會生活經驗，簡單來說，就是讓人學習一切對這個社會有幫助的事。然而，「基

督教教育」又是怎麼一回事呢？聽到著個名詞，大家第一個想到的是不是我們的

主日學？還是牧人幼兒園？或是其他由教會所設立的學校？讓我們看一下基督

教教育的定義：以基督教信仰作為教育工作的基礎、目標及內容。而且，基督教

信仰的權威是聖經，要對基督教教育有正確的觀念，必須從聖經入手。這樣的定

義讓我們了解，基督教教育就是培育上帝國的兒女、裝備耶穌的門徒，是每位基

督徒從決志、受洗的那刻起，就「必須」踏上的旅程。換句話說，每位基督都需

要接受基督教教育。 

聖經中的教育 

其實，從舊約聖經中，我們可以看到猶太人的教育是和信仰是息息相關的。

最經典的例子在申命記 6:1-9，它帶出了有關教育的四大重點：教導的目的、教

師的本分、教學的內容、教導的場域。教導的目的在於第二節所提到的敬畏神並

遵行神的旨意來生活，還有第五節：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而教

師的本分是以身作則(3節)、全人投入(5節)並且殷勤地教導(7節)；教學的內容就

是耶和華所頒布的誡命、律例、典章(1節)；最後，教導的場域在第七節也講得非

常清楚：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無論你坐在家裡，行在路上，躺下，起來，都要

談論。教育從「家庭」開始，有關真理的教導必須在家庭中代代相傳。而且任何

時刻、場景都能是教導的場域。現在的猶太人延續了舊約時代所形成的教育方式，

注重孩童在靈性上發展，「家庭」也依然是每個猶太孩子接受教育的起點。父母

在教導孩童的過程，並不像我們印象中的老師對學生那般，單向的互動模式。而

是透過「對話」來促進孩子的思辨能力，是雙向的！更有趣的是，父母也不一定

要有正確答案，反而是父母與孩童一起尋找答案。 

到了新約，耶穌的道成肉身，成為我們最好的老師與最佳的榜樣！祂來到世

上傳揚上帝國的價值觀，並身體力行地把屬天的價值活出來。耶穌表現出一個理

想的教師應當具備的條件：祂示範祂是如何去解學生、如何掌握時間與教學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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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設定課程內容及使用了各種不同的教學方法。而耶穌最後所頒布的大使命

(太 28:19-20)，後半段的那句：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也說明了裝

備信徒成為門徒的必要！然而，關於耶穌的道成肉身，最重要的任務並不在「教

育」，我們今天所讀到的經文–腓立比書 2:6-11 是保羅引用一首在初代基督徒中

間流傳的頌讚詩–基督之詩，保羅透過這首詩來強調耶穌的道成肉身是一個自我

受限、自我降卑的行為。耶穌的降卑成全了祂對全人類的愛與救贖，這是基督信

仰的核心。而今日，當我們談論「基督教教育」的時候，並不是把耶穌拿出來當

教材就好，而是要真正去實踐基督的愛、效仿耶穌自我降卑的行為。 

基督教教育的特點 

基督教教育神學家彭米路提出了四個基督教教育的特點：聖經的權威、重

生的必須、基督的救贖與個人的追求，這四點能幫助教導者和受教者分辨自己

所教或所接受的，是不是合神心意的教導，避開似是而非的資訊： 

❶聖經的權威：十六世紀宗教改革所帶來最重要的貢獻就是「回歸聖經」。聖

經是基督教信仰的最高權威，任何與聖經真理相違的教導均是錯誤的。基督教

教育是以聖經為本、以聖經為內容，以聖經為目標的教育工作。 

❷重生的必須：基督教教育強調信徒必須有重生的經歷，生命才能持續地被神

來翻轉、塑造，這也是我們與神建立關係的必經之路。因此，基督教教育事工

教導者的第一步，就是幫助受教者決志相信、接受基督。 

❸基督的救贖：今天，我們已經從腓立比書 2:6-11 的「基督之詩」明白–耶穌

的愛與救贖是基督信仰的核心。而基督的救贖工作也清楚的記載在我們所讀的

信仰告白中：道成肉身、童女生子、神子代贖、十架捨命、復活升天、罪得赦

免、因信稱義、與神復和的基要真理。 

❹個人的追求：基督教信仰既是一個群體的信仰，也是個人的信仰。沒有人能

替別人信耶穌，也沒有人能替別人經歷靈命上的成長。基督教教育指出信徒培

育不單是教師的工作，也是學生的工作。即使沒有教師，對一個願意追求的信

徒來說，聖經本身就是他的教師。 

拿學習第二外語來打個比方：學一個語言最快的方法就是直接到使用那個語

言的國家，完全「沉浸」其中，透過大量的輸入和輸出來建立最基本的溝通能力，

等到有一定的會話基礎後再用去學習更進階的文法與詞彙。但是，當我們在台灣

學習第二外語時，無法有沉浸式的環境來進行大量的輸入和輸出，只能靠自己營

造環境和格外加倍的努力。其實基督教教育也是如此，接受基督教教育就像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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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地學習語言！因為耶穌的道成肉身來到世上並宣揚上帝國的福音，除了耶穌自

己本身，沒有人接觸過祂所傳的「上帝國」。而我們生活在這世上，每天接觸到

的都是這個社會傳遞給我們的價值觀，它要我們追求財富，期待我們變得更聰明、

更有生產力。而上帝國、屬天的價值甚至是耶穌降卑的行為都與世上的價值觀背

道而馳。因此，對基督徒來說，從決志、受洗的那天，從經歷重生的那天，就開

啟了一場無止境的裝備之旅。一位基督徒除了單靠教會牧者、小組長或主日學老

師的引導外，還得靠自己的追求與努力，與神建立真實又密切關係。就像我們在

台灣要學好第二外語，一定會去找資源、找老師，但我們並不會只靠老師，自己

還要常常開口練習、勤背單字，讓這個語言内化成我們心裡的聲音。 

結論 

基督教教育就是培育上帝國的兒女、培育耶穌的門徒，是每位基督徒從決志、

受洗的那刻起，就「必須」接受基督教教育。但我們卻以為只有去上主日學、受

洗研道班或教會開辦的各樣課程才算接受基督教教育。其實，基督教教育也包括

每個主日領受牧師所傳講的信息，還有我們個人的讀經、靈修生活，因為「聖經」

本身就是我們的教師。再來，我們也常常以為實行基督教教育的場域只有教會，

擔任教學者的只能是受過專業裝備的老師或牧者。就如同我們從申命記 6:1-9 看

到的，猶太人的教育和信仰二者息息相關，而他們實行教育的場域從家庭開始，

並且隨時隨地都能進行，教導者就是父母。 

今天是親子主日，我相信在場也有很多父母，此時，當你們認知到自己也是

基督教教育的「教育者」時，會不會有很大的壓力？聖經這麼艱澀，我自己都還

沒讀懂了該怎麼教育我的兒女？其實，剛才我們已經從猶太人的教育方式看見，

父母並不一定要有正確答案才能進行教導，而是透過對話的方式刺激孩子思考，

並在過程中與孩子一起找尋答案，這種方式能引導孩子將天馬行空的想像變成邏

輯推理能力。「帶著問題去接觸世界」這句話提醒我們要一直對這個世界保有好

奇心，對話與思辯都只是一個過程，它激發了我們思考與找尋答案的動力，而所

謂的「答案」遍布在神所創造的美妙的世界中。 

在談論基督教教育的最後，讓我們把眼光回到基督身上，這位最偉大的教育

者已經為我們做了最好的示範！祂跟門徒們生活在一起，善用各種場景與比喻來

傳遞神國的價值觀，最重要的是，耶穌把上帝國的樣式「活」出來。也就是說，

父母所活出的樣式是孩子最直接的榜樣，實際「行」出來勝過用千言萬語的解釋。

讓我們一起加油、彼此鼓勵，在家庭中行出以基督為中心的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