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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院同学刚刚学习完《儿童教师训练》这门课，笔者也趁机会给大家介绍《儿童神学—孩童

的属灵思维操练》这本书。 

 

知行合一塑造生命 

儿童教育家黄清一说，“这是一本为了帮助成人教导孩子、使孩子成为具有神学思考的下一代

而写的书。”（页 4）“儿童不只是需要一大堆圣经故事，他们更需要成人协助他们将圣经故事

整合成一套系统神学的知识，同时能应用在日常生活中，知行合一地塑造他们的生命。”（封

面内页） 

 

将信仰化内心准绳 

本书作者刘清虔牧师在序言说：“我们无法预测未来的走向……将正确的信仰内容化为他（儿

童）内心的行为准绳，那么，不管社会怎么变，他们都会知道在上帝面前该怎么做是最好的。”

（页 8）而他在总结也说：“儿童宗教教育的目的，在于教导小孩成为一个具有思考能力，而

能从事神学思考的人，然后能在这千变万化、五彩缤纷却价值混乱的社会中，行出合上帝心

意的道……大人必须先具有神学思考的能力，才能帮助小孩拥有如此能力”（页 213）可见全

书目标清晰、首尾呼应。 

 

认清问题对症下药 

本书在绪论中，提到“儿童神学的起点及其必须性”。作者首先指出现时宗教教育的危机，在

于教会与家庭在信仰教育上的落差，圣经故事的推衍与运用上的不足，及对现代社会潮流的

抗拒力不够。另一方面，教会师资欠缺训练，大多教会只有技术训练但却没有思想训练，还

有教师的信仰榜样阙如，事工专注度与委身的不足等等都是问题。此外，儿童确实也有灵性

培育的需要，历史上有不少的布道家、宣教士都在儿童或青少年阶段立志献身服侍。 

 

要塑造儿童的灵性，教师必须先对神有认识而且要植根于神的话，同时需要了解灵性的理性

基础和神学灵性的关联。因此，当我们在问儿童神学的意义时，我们也需要问问何谓儿童？

什么是思考？什么是儿童的神学思考？谁来教导？如何教导？由此种种，作者指出儿童神学

的必要性。 

 



先谈基础后讲主题 

阅读本书，个人认为可分为两个部份，首先是成人先要处理和认识的基础课题，包括﹕第一

章〈哲学的意义与主题〉、第二章〈如何进行哲学的思考？〉、第三章〈神学的意义与主题〉

和第四章〈如何进行神学思考〉。而第二部份（第五至第八章），则是进入儿童的角度回应。 

 

因材施教因时制宜 

帮助儿童作神学思考，先要看第五章〈儿童的思考〉。随着时间的推进，儿童思考发展的向度，

是可以从简单到复杂、从具体到抽象、从想象到系统、从直觉到知觉、从单一到多元、从比

较到推论、从依赖到独立等等的转变。至于他们的思考能力，包括观察事物关系、了解事物

能力、初步推理、强烈记忆、分辨概念、叙述表达、分析与判断等等也会不断进步。 

 

家长、教师若能了解儿童在不同阶段的特性和发展能力，再花点时间用不同模式加以引导和

训练，他们思考力的提升将有目共睹。另外，若想要儿童增加思考能力，我们需要打破框框，

让他们接受更多的刺激、在交谈中多以“疑问句”代替“命令句”和鼓励儿童多多发问；虽

然困难，但事在人为。 

 

建构场景善用问题 

作者在第六章〈如何教导儿童进行神学思考？〉中谈到，要在儿童心中将圣经故事跟现实生

活搭起稳固的桥梁，我们就需要为他们提供信仰的生活世界。作者指出这需要建立有宗教气

氛的家庭生活，包括重视家庭崇拜、宗教节期、宗教教育；和建立合适儿童的教会环境，包

括购置儿童的信仰图书、布置儿童的信仰空间、设计属于儿童的信仰活动。后者或者不容易，

但前者却绝不可少。 

 

至于对儿童进行神学的思维训练，最好的方法是藉着问题去引导他们思考；使用好的问题，

包括：比较、因果、归纳、两难、应用、发展性、象征性等等的提问。 

 

从圣经故事到神学 

在儿童宗教教育里，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是跟儿童讲圣经故事；但怎样讲、要讲的好却是关键。

圣经故事不应像普通故事一样单纯讲完就算，而是需要探究其中的圣经故事与原始处境、抽

象意义、现代处境、神学和生命意义、终末和伦理意义等；好让儿童的信仰生命可以得到良

好的塑造，这就是第七章〈从圣经故事到神学〉的内容。 

 

文学中的神学意涵 

在最后一章〈儿童文学中的神学意涵〉，作者为我们展示了不同文学作品中的神学意涵，如饶

恕与仇恨、救赎与沉沦、牺牲与占有、真实与虚伪、自私与博爱等。而我们熟识的著名儿童

文学中，也有关于死亡与复活、善良与邪恶、困境与希望、顺服与违反、过程与结局的神学

意涵。“神学与文学是认识人与认识神的一体两面，透过文学作品的欣赏，使我们能更深刻地

理解自我，体悟信仰对生命的张力。”（页 192） 

 

不思而信信而不行 

今天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许多信徒是盲目、盲从的信；另有许多则称有信，却不行动。其

实，未经思考的信仰无法承受生命中的风雨，没有行出来的信仰无法验证品质的好坏。（页 127） 

 

华人的思考模式、性格对于要进行神学思考，其实是一大挑战。而我们华人教育着重背诵和

服从，有时会视儿别人的思考和提问为“洪水猛兽”，误以为不尊重、挑战个人权威的举动。

如果我们都能够明白自己的情况、放下这些刻板的印象，自己先迈出一步，尝试操练神学思



考，为培养下一代信徒而努力，相信教会的传承还是很有希望的！无论我们是否传道同工、

主日学教师、家长，这本书适合每一个信徒阅读。 

 

欢迎浏览良友圣经学院网站 https://lts38.net，或 https://lts33.net，电邮至

school@liangyou.net 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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