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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2020/21 年度 5 月份家長通訊 

同理心的力量 
 

   早些日子，我在網絡上閱讀了一篇小故事。內容頗有意思，所以也想同大家分享一下。 

《你家有蠟燭嗎？》 

 

有一位單身女子剛搬了家，她發現隔壁住了一戶窮人

家， 一個寡婦與兩個小孩子。有天晚上，那一帶忽

然停了電，那位女子只好自己點起了蠟燭。沒一會

兒，忽然聽到有人敲門。原來是隔壁鄰居的小孩子，

只見他緊張地問：「阿姨，請問你家有蠟燭嗎？」女

子心想：他們家竟窮到連蠟燭都沒有嗎？千萬別借他

們，免得被他們依賴了！ 

 

於是，對孩子吼了一聲說：「沒有！」正當她準備關上門時，那窮小孩展開笑容說：「我就

知道你家一定沒有！」 說完，從懷裡拿出兩根蠟燭，說：「媽媽和我怕你一個人住又剛搬

來沒有蠟燭，所以我帶兩根來送你。」此刻女子自責、感動得熱淚盈眶，將那小孩子緊緊

地擁在懷裡。 

 

    德國哲學家康得曾經這樣說過：「最能展現一個人教養、內涵的情操，莫過於同理

心！」 

    其實，同理心不只能展現一個人教養、內涵。同理心也扮演人際溝通關鍵的角色。人

與人之間能夠互相關懷，便必需要能對別人的喜怒哀樂去感同

身受，彼此之間才能建立更好的情誼。所以很多專家、學者都

告訴我們培養孩子同理心的能力是很重要的。 

    回想自己和孩子的溝通中，這些話語也經常掛在口邊：什

麼「將心比己」、「你唔鐘意既，人地都唔會鐘意」。其實想表達

的是希望孩子能對他人進行「換位思考」。然而這絕對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因為就算連大人也未必能做到、也未必願意站在他

人立場思考事情，我們又如何要求孩子放下個人情緒，去同理

他人呢？所以說要培養孩子的同理心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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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綜合了一些專家、學者的小小心得，希望對大家能有所啟發： 

1. 可多與孩子討論情緒與感覺：同理心的表現過程必須先具備察言觀色的能力，接著解讀

他人的情緒，最後才能產生同理的行為表現，因此，如果父母經常和孩子溝通、表達情

緒，自然而然，孩子也會懂得辨識各種感覺，進而理解他人的情緒行為。 

2. 從遊戲中互動，學習同理他人：可以的話，

父母也可以透過角色扮演的遊戲，讓孩子學

習站在他人的立場思考。藉著不同角色之間

的彼此對話，使孩子有機會轉換不同角色，

練習以他人的立場去表達感受。 

3. 讓孩子多接觸人群：藉著日常生活中的經驗，引導孩子同理他人的情緒，如此一來，當

孩子日後遇到類似狀況，就能運用過往的經驗，進而展現同理行為。 

4. 父母以身作則，成為孩子的榜樣：這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俗話說：「言教不如身教」，道

理說得再多，都不如父母身示範來得有效。同時家長雙方的教養態度都必需一致，以免

孩子無所適從。 

    簡單而言，同理心就是嘗試去感受別人的腦袋裡在想什麼，意識他人的感受和想法，

而這不僅是為了和他人建立和維持良好的人際關係，也可讓你更擅長去處理衝突，同時也

可以使人更有效地工作，在生活中獲得更大的成功。 

    再看看「你家有蠟燭嗎？」故事中的單身女子是現實中我們的寫照嗎？你又能感愛到

小孩子愛的力量嗎？故事的結局也告訴我們同理心是一種愛的本質，是一種關懷的能力。 

最後送上主耶穌的話語：「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回

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斷不得進天國 。」（馬太福音

18：3） 

副校長  吳金曉  謹啟 

2021年5月27日 

                  
         

參加兒童親子教育課程感想- - 一智曾以琪 三望曾以諾媽媽閆小杰 

     感謝基真小學有這課堂，感謝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堂曾姑娘與我們一起學習，如何能

與孩子更好的相處。雖說同樣的課程我已上了三次，之

前學習明白這些道理，卻覺得自己無法實踐，但一次比

一次可以更好運用到生活上。而且，我想知識也是溫故

而知新，教養孩子最重要的追求是什麼？有沒有效果？

正因為我深深的感到它的力量，它的作用，所以我再三

報讀，讓我能一次又一次改變自己，更新自己，更新認

識孩子和我，能夠遇上更好的自己，讓我們更融洽地相

處，互相欣賞，互相幫助，一路向上，與主同行，讓上

帝進入我們當中，從上帝那裏得到喜樂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