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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暖流  2012.10.3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堂/基真小學              堂校家庭通訊，逢每月一及十六日派發 

父親的角色                      鍾志剛 
今日的香港，做母親難，做父親更難。女人可以找一堆姊妹訴苦，情緒發洩是理

所當然的事，女人是水做的，沒有人會怪她們。男人呢？
往往是受到「不平等條約」的約束，往往是給家人，甚至
社會制度的誤解，可謂啞子食黃蓮，有苦自己知。同意以
上的見解嗎？我的工作環境，幾乎清一色是男性，更是這
類被社會大眾視為英雄的男性。堂堂英雄，是否真的流血
不流淚？是否真的國家為重，社稷次之？今次想與各位分
享一下男性在家中作為父親的迷思，有甚麼樣的角色，讓
男士們互勉一番。 

父親不是提款機，是財務策劃師 
男性大多擁有賺錢養家的職責，久而久之變成了唯一生存的目標。時間用
來掙錢，自然少了時間陪子女。為了作出補償，男性便用唯一的強項──
錢，來展示自己作為父親的地位。可惜子女卻從這樣的關係中學懂要錢的
時候便找爸爸，想得到心頭好時便找爸爸，爸爸變成了提款機。但是父親
其實可以是子女們的財務策劃師，讓子女從自己的行為習慣上學習如何好

好管理金錢。要得到心頭好，先要有儲蓄的習慣，延遲滿足的鍛鍊。這樣，子女才會在
這個推崇物慾的香港找出一線生機，日後作出錯誤判斷的機會可以減少。 

父親不是判官，是聆聽者 
拖著疲乏的身驅，剛下班的男性，甫踏進家門，便會接到大大小小
的投訴，「你個仔今日又唔交功課俾老師罰留堂」，「你個女今日
又忘記帶手冊回家」，「你好鬧下你個仔，我唔識教喇」等等等
等。為了可以留一點時間給自己休息，為了停止喋喋不休的投訴，
通常都會息事寧人地向子女罵幾句；若果原來已心情不太好的話，
男性便得了一次獲准發洩情緒的機會，當然是哭哭啼啼的結局，甚至要驚動警察呢。我
的經驗是深呼吸一下，心裡向主耶穌默禱，求聖靈賜我足夠的耐性，然後提醒自己要面
露微笑，聆聽投訴人發出的投訴，聆聽女兒作出的辯解。此時，千萬不要向你的太太說
半句負面的話、責難的話，因這樣做不會為事情帶來半點的好處。之後我會簡單地向女
兒問一句「可以怎樣改善呢？」，或是向投訴人發問「你想點樣處理呢？」通常在聆聽
完雙方的陳詞之後，火氣會少了一點，氣氛會緩和一點，只要不再火上加油的話，輕鬆
而積極地來一句「那就努力一起改善這情況吧！」這個聆聽的絕招，尤其適合處理斬不
斷，理還亂的事情。當然男性又要犧牲一點點休息的時間。 

父親不是劊子手，是同行者 
聖經的《箴言》說，「不忍用杖打兒子的，是恨惡他；疼愛兒子的，
勤加管教。」《13 章 24 節，和合本修訂版》管教是必須的，但不是
在自己的怒火中進行。平時在工作場所內積積埋埋的怒氣、怨氣，千
萬不要用來做管教子女的燃料，因你會後悔的。我們也曾年青過，也
曾做錯過，也曾反叛過，若以過來人身份作出管教，總比以高高在上
的身份來的有效。這樣做不單只有機會改變子女已偏差的行為，更可
以得回你的子女。做子女的同行者，用同理心聆聽他們的困難，用同
理心接納他們的處境。不是所有問題都可以解決，但是大部份的困難
是可以面對的。其餘的問題及困難呢？作為父親，家庭的領導人，便

要示範何謂謙卑，何謂智慧，一起為所有看似可以面對，或是認為不能
處理的問題及困難，一一交給上帝，與子女一同經驗從上而來的平安。 
「你們要將我這些話存在心裏，留在意念中，繫在手上作記號，戴在額
上作經匣。你們也要將這些話教導你們的兒女，無論坐在家裏，行在路
上，躺下，起來，都要講論，……」《申命記 11 章 18-19 節，聖經和合
本修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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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對談─無盡的學習                  編委 梁溢珺 
      大家見到本文標題時，第一個反應是…… 

一) 終身學習：活到老，學到老  
二) 保持競爭：職場內進修  
三) 贏在起跑線：為子女報讀興趣班 

身處在現今的社會，要是你不花時間學習，很容易便脫離社會步
伐，可能會被排擠、不受重視、無晉升機會，甚至被淘汰，結果大
家被迫捲入一場無止境的競賽。是時侯「停一停、諗一諗」，有甚

麼東西是你最重視、著緊及關心呢！相信是自己的子女，既然如此，你願意花多少時間
去學習怎樣做父母嗎？ 

 我們生出來的時候就是別人的子女，從來都無人教我們怎樣做父母。這些年來你是
如何教育子女，靠翻閱書籍和出席教育講座，學到的只是普通理論，現實中別人實行的
一套自己又未必適用和有效。是次筆者邀請到 5C 班黎欣幸同學及其母親梅凱玲家長，
向大家分享生活中的衝突和爭扎，相信會是大家都遇過的問題。 

 學習溝通 

 大部分家長會覺得孩子還小，未必能選擇對自己好的
事，又或是希望為子女安排最好的，結果就出現以下情
況，女兒：「媽咪，係你揀嘅，我都唔鍾意！」，母親
「煮埋早餐都唔食就返學！」，可是你現在的經歷嗎？ 

 凱玲早年就常常聽到上述說話，每次都有感被刺了一
下，明明是為女兒好，她為何不體諒我的苦心。隨著女兒
長大，凱玲跟女兒溝通多了，不論是學業及參與活動，她
覺得聆聽女兒的想法，有助明白女兒更多，但有時聽罷女兒訴苦後不一定提供協助，畢
竟女兒要學習獨立及嘗試解決困難。除了聆聽，她更經常鼓勵女兒勇於表意見，例如是
選擇課外活動，透過理性討論和考慮家庭負擔，女兒自己選擇心儀活動，這能幫助她愉
快地學習。 

    學習堅持 

    當孩子對學業感到吃力，對課外活動興趣漸減，偶爾便會在
父母面前抱怨，希望不用再參與某些活動，有時可能用不同的語
氣說，女兒：「媽咪，個活動好悶/辛苦/無聊，可唔可以唔返
呀 ?」你會怎樣處理？ 

凱玲深知小孩子喜歡新事物，很容易便放棄，所以近年改變
溝通模式，於小事上將選擇權交在女兒手中，讓她有機會做決定
和承擔責任。很多時家長見到子女做錯決定，會先讓子女吃一點

苦，然後由得他們怎樣做。對凱玲而言，她不希望女兒輕易放棄，變成一個遇到挫折就
退後的女孩，縱然女兒參與課外活動沒有任何目標，如考取一定級數，凱玲總是用不同
方法令女兒繼續學習，這份堅持是雙方都要努力的。 

    學習放手 

    無論子女長得多大，在父母眼中永遠都只是小孩，仍是需要被照顧和守護。若然到
某一天你發現身體不容許你繼續照顧子女，又可能是你不在他
們身邊，他們能否獨立照顧自己呢？ 

    放手是一個必經階段，凱玲認為女兒讀五年級可以為自己
作簡單決定，在學業和活動間取一個平衡點，於是今年由女兒
自行做家課及溫習。女兒在首次默書沒有努力溫習，成績不理
想，要抄寫數遍默書範圍。大家馬上猜想，凱玲定會激得七竅
生煙，馬上找個補習老師，事情居然出乎想像，凱玲是有帶點
怒氣，卻見到女兒整晚不停抄寫，承受了她的教訓，於是控制
自己，要學習放手。觀看女兒往後的讀書表現，凱玲覺得她的
決定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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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 9:9「教導智慧人、他就越發有智慧。指示義人、他就增長學問。」教導是漫
長的工作，祝福每一位教導者(老師/家長)滿有愛心和忍耐，不但教導下一代增加知
識，更重要是走在一條正路上。 

   《親子對談》是從日常生活中取材，透過每次邀請一對親
子，彼此表達對事情的看法，從而瞭解家長和孩子的想法，使大家能
促成一個開心坦誠的溝通。 

   若家長跟小孩子曾於某些話題上有分歧，及後有所體會，歡迎你
投稿跟大家分享；又或是將親子問題轉告筆者，好讓筆者為大家探討
一下，互相交流學習，建立良好親子關係。 

運動創傷知多少                        編 委  李 健 瑩 

四年一度的奧運會於八月曲終人散，大家除了對運動員的敏捷身手歎為觀止外，相信大家亦有留
意運動員的傷患情況。劉翔丶羅布雷斯因筋腱受傷，未能完成賽事；體操隊的老大姐程菲，多年來飽
受十字韌帶撕裂的困擾，今次亦因傷而無法參加倫敦奧運。人人都知運動對身體好，但大家又是否知
道各種運動的潛在風險？要享受運動的樂趣，必先了解其常見的受傷原因，作出相應的預防措施，所
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由今期開始，我將會陸續介紹大家常玩的運動（如籃球丶羽毛球丶游泳等）的受傷原因，及處理
受傷的方法。希望大家做運動時能能夠強身健體，紓緩壓力，而非樂極生悲。今次先談談膝關節的結
構。 

    膝關節是我們人體最大的關節，它的功用主要為支撐我們的體重及提供良好的活動度，使我們能
以雙腳來完成生活上的需要。膝關節的構造主要包括了骨頭、韌帶、關節面軟骨及半月板（如附
圖），這些重要的構造完美地配合，我們才能正常地行走跑跳。正因為膝關節在我們活動時支撐了很
大的重量且提供了很大的活動範圍，所以膝關節的運動傷害很常發生。膝關節活動時，骨頭之間會分
別磨擦。位於骨骼末端的軟骨，就像一塊軟墊，能吸收震
盪和減少骨與骨之間的磨擦。韌帶包圍著關節，固定關節
內的組織，避免移位。 

膝關節擁有很多獨特的強化構造： 

1. 半月板：位於兩端軟骨中間，構造與軟骨相似，能吸收
震盪。半月板的形狀與兩端軟骨相吻合，可分散關節承
受的壓力。 

2. 十字韌帶：位於關節內，連接著股骨和脛骨。十字韌帶
由前十字韌帶和後十字韌帶組成，它們分別避免脛骨前
移和後移及轉動，增加關節的穩定性。 

3. 外側副韌帶和內側副韌帶：位於膝關節的兩側，作用是
防止膝關節的內外移動。 

4. 臏骨：俗稱「菠蘿蓋」，位於膝關節的前方，可以提供
保護，抵受從前方來的衝擊。 

（參考資料：《護膝防痛齊開步－退化性膝關節炎的預防及護理》，天地圖書，2008） 

     好書推介                                                  編委 黃婉珊 
《我的父親》和《我的母親》 商務印書館

出版                                 
      親愛的家長，您們好！開課已一個月了，相信孩
子們已適應了上學的生活時序，你們也可鬆一口氣了。
從十月份開始，我會從「基真堂家長資源中心」的圖書
閣再搜羅更多精彩的親子、家庭及夫妻間相處的書籍推
介給大家分享。 
     今期首先為大家介紹兩本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何
萬貫教授主編：《我的父親》和《我的母親》。何
教授是「每日一篇」中文閱讀網站的創辦人。這兩本書
是通過不同的作者描寫自己的「父母」來反映父母的

愛。閱讀這本兩書後，才發現原來父愛可分為「有聲」和「無聲」兩種；而媽媽的大都「喜歡
討價還價」、「說謊」；還有「媽媽的需要總排在孩子的後面…」看罷書裏描述之日常事情和人物，
真教人會心微笑呢！ 
    家長們，你們是否也是書中的父母模樣呢？今天就讓我們一起去體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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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有蹺—孩子開心做功課                   校牧 岑樹基牧師 
「媽咪，寫中文字為甚麼要依筆順？」 

    「因為中文字結構比較特別，不依是寫不好的。所以，我一直堅持你必須依從筆
順寫字囉。」 
    「啊！原來如此……那麼，我喜歡在寫中文詞語時從行尾寫到行首，這應該不存
在結構性問題吧！那你就無從阻止了……」 
    「……」 
     其實，要令做功課變得有趣很難，因為學校有學校的規矩，例如規定功課要做在
習作簿上、字要寫得端正、筆劃要清晰清楚、課本要清潔等。你不能違規，更不能教
孩子違規，於是，家長可做的相對是比較少，不過，你還是可以作一些合理的安排，
令孩子在需重複練習的書寫功課中尋找一點樂趣，例如： 
1.   美醜生字選拔賽：每天把孩子的生字功課翻出來，選出你和他認為最美最醜的字
各一個，告訴他這個字他寫得很美，描繪一下這個字的美態，讓孩子記在心中；也指
出那個字怎樣個醜法，著孩子擦去再寫。 
2.   用零食作激勵：孩子最感棘手的作業，可能是基於它的沉悶或者艱深，亦可能是
孩子的弱項，因此，他們都會較散漫和想逃避。此時，父母就要給孩子一些鼓勵，如
小食或看一段卡通片作獎勵，以提升孩子克服困難的動力。 
3.   讓孩子有期待：每天為孩子做一款美食小點，讓孩子在完成所有功課時可以品
嘗，每天有不同變化亦能締造一個「期待」的效果。另一方面，媽媽親手為他預備美
點，說明媽媽愛他，這一點，孩子是知道的，他必會放在心上。 
4.   蓋章獎勵計劃：為孩子開一本獎勵計劃小冊子，讓他選個喜歡的卡通印章，每天
在預定時間完成所有功課後，就在小冊子蓋章，儲齊譬如十個就有獎品，而獎品可每
次約定，雪糕、甜品、講故事等。 
5.   中途來一個小休：在做功課、溫習之間，加插一段較長時間的休息，讓孩子鬆弛
一下，期間可以聽聽歌，睇睇卡通，當然最好是活動一下，出街走一圈更好。這樣做
是讓孩子「叉電」，「叉足電」後，孩子的溫習是事半功倍的。 
6.   把課本上的學習模擬一下：想學習活潑有趣一些，應把書本的知識上模擬或實驗
一下，以達致衝出文字平面的框框。例如：讓孩子親手種植一棵植物看看，讓孩子知
道種子的生長，需要水、陽光、泥土作為條件，缺一不可。 
7.   養成「剔」手冊的習慣：每做完一項功課，就叫孩子在手冊上剔一剔，做個記
號，那麼功課就不易漏掉，造成欠交。 
    當然，以上這一切方法，都「花掉」家長的時間和心思，但一旦孩子養成做功課
的責任和輿趣，家長便可逐漸放手了。 

資料取自《晴報》6-9-2012 頁 35  

     活動推介                                         基真堂 

週六崇拜 
地點：一樓基真堂 
時間：下午 2:30-3:15 

第四十六次週六崇拜 
日期：10 月 6 日 
講題：不要怕，只要信 
講員：校牧 岑樹基牧師 

第四十七次週六崇拜 
日期：10 月 13 日 
講題：帶著耶穌的能力去生活 
講員：校牧 曾詠珊宣教師 

備註： 週六福音性查經班於崇拜後開始，主要查考「馬可福音」，讓大家更多認識
耶穌是誰，時間為下午 3:30-4:30，歡迎參加。 

歡迎投稿                                                                   

 凡與「健康家庭」有關的文章（包括家庭生活心得、信仰、感受分享、好書介紹等）一

律歡迎，文章字數請勿多於四百字。本刋亦歡迎家長提問有關親子溝通、夫婦相處、教

育、健康等問題；一經刋出，將送贈心意禮物一份。 

 來稿請附姓名、學生班別及姓名、聯絡電話。 

 稿件恕不退回，編者對來稿有刪改權。 

 來稿請擲回學校校務處收，或電郵至基真堂 keichunchurch@gmail.com （暖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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