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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堂/基真小學                                 堂校家庭通訊 

                           

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 

2020/21年度 1 月份家長通訊 

公平 
各位家長，基真一月份的品格強項主題是「公平」。不知家長有沒有同感，當家

中不只一個孩子時，「公平」這件事總會經常引起孩子之間的紛爭。我家也有兩個孩

子，他們也會經常質疑我對待他們的公平性。 

 
對一些人而言，公平就是平等。平等就是一視同仁。他們未必會關心是否每一

個人的條件都一樣。他們重視的是他們的待遇是否會因他們彼此的不同而有所分別。

中國傳統所說的，「君主犯罪，與民同罪」就是一個例子。當然，事實是否如此又是

另一回事。 

 
用平等來看公平當然有其好處。平等某程度是要保障社會一些弱勢社群，好讓

他們的權利不會被侵犯。但是如果過分著意平等，我們有可能會走向鼓吹「用者自

付」的哲學。結果弱勢社群也可能會成為平等的犧牲者，因為權貴沒有責任要照顧

他們。又當平等推得太遠時，我們也有可能會忽略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性。試想想，

是否男士要做女士的工作，女士要做男士的工作就是平等、公平嗎？ 

 
所以在面對孩子質疑成年人對待他

們是否「公平」時，我們實在有責任要去

告訴孩子：「你是獨特的。」而每個獨特

的人是不需要被一樣的對待。舉例說，姐

姐喜歡畫畫，所以媽媽買了一盒顏色筆給

她；而弟弟喜歡車子，所以媽媽買了一部

搖控車給他。但我們總不能因為顏色筆比

較便宜，車子比較貴，就說這是不公平，

不是嗎？ 

其實父母心裏的公平是可以在生活中體現出來，並讓孩子感受到。比如只有一

塊朱古力，但兩個孩子都想要。這時，可以試試尊重孩子的想法，相信他們自有解

決方法。如果父母動不動就用權威，時間長了，孩子大了，孩子就可能會認為父母

偏心。我們可看看誰先做出讓步，而做出讓步的一方，則也以大大誇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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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孩子總會認為父母愛其他兄弟姐妹多於愛自已。所以很重要的一點是

要讓孩子知道爸媽的愛不是分為幾等份，然後平分他們；而是每個子女都能得到屬

於他的全部父母的愛，無須和任何人共享。讓每個子女都感受到愛，知道他們都是

獨一無二的，父母的愛也都是唯一的。 

每一個家庭，在子女成長的每一個階段，每天都會有新事物、新的問題，但是

對父母來說，有一個宗旨是不可以改變的。那就是要讓你的孩子感覺到家的愛，他

們都是獨一無二的。 

    在此也送上兩段聖經有關公平的經文： 

 
凡遵守公平；常行公義的，這人便為有福！(詩篇 106:3) 

 
耶和華如此說、你們當守公平 、行公義．因我的救恩臨近、

我的公義將要顯現。(以賽亞書 56:1) 
 

副校長  吳金曉  謹啟 

2021年1月25日 

                           

 新老師介紹 -  -  -  -  -  -  -  -  -  - 羅顯麟老師 

     大家好！我是羅顯麟老師，大家可以叫我 GARY SIR，很高興能加入基真小學這個大

家庭，在今個學年我分別任教四年級數學科，四、五年級常識科以及二、五、六年級的電

腦科。 

     在加入基真之前我已在一間中學工作多年，起初我並沒有成為一位老師的目標，但在

該校的日子久了，我看見老師們都很悉心地教導每一位同學，尤其對成績及品行較遜的同

學都不離不棄，不知不覺間我受到老師們的影響。於是我再次回到校園進修，終於成功修

畢教育文憑。而於上個學年我於該中學擔任中二級的班主任和任

教初中電腦科，同學們都很友善，沒有欺負我這位新老師，雖然

今年受到新冠肺炎的影響，少了接近半年時間與同學相處，但我

和中二的同學已經成為朋友，大家亦不時會以短訊聯絡。 

    由於疫情關係，雖然只是短暫於校園內見到各位同學，但經

過了這段日子的網上課堂後，我覺得基真的同學們都很友善和可

愛，希望疫情會盡快減退，復課後大家回復正常生活，一起渡過

一個快樂又難忘的學年！ 

http://abibletool.com/z/bible2/word/239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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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老師介紹 -  -  -  -  -  -   教學助理黃淑冰老師 

    從台灣回來，第一份面試的工作就是基真小

學，在如今競爭劇烈的學界，任何招聘職位動輒

數十位青年才俊來應徵，而我這個再就業的「老

人家」，沒想過會被取錄。然而，恩典總是奇妙

的；六月初，我到任基真成為英文科教學助理，

我的名字叫黃淑冰，英文名 Rachel。 

    雖然我並非教育界新丁，但小學的課程與環

境，我並不熟悉。剛上任時還真感謝同事的包容

與提點，讓我更快地掌握工作。這些年，我熱愛

各類型的教學工作；或許你有機會在路上遇見

我，拿著學生的作品欣賞良久，還會一個人傻傻

的笑。 

    另外，我也很欣賞我校初小採用的 Space Town Programme，課堂設計由外籍

與本地老師共同授課，內容互動有趣。雖然課前準備功夫殊不簡單，在疫情下互動

環節更需重新設計；尤幸基真老師專業熱誠，迅速應變配合疫情帶來的教學新形

態，即使這一切需要額外的時間與精神，但看到學生趣味盎然的學習英文，一切努

力都值回來了。 

    同學們，新學年將是前所未有的一年，你們還需要一段時間在家學習。這時候

自律便顯得更為重要。若你偶然覺得在家學習乏力，請回想在基真每個老師領禱的

早上。你也可以在家同樣的禱告，藉著禱告主耶穌，訴說你的困難和軟弱，求主幫

助你在家學習的日子，能自律學習、完成課業。持續每天的晨禱，將讓你重新得

力，如鷹展翅上騰。 

    雖然疫情還沒結束，但我已經想念你們了。我多次買午飯時遇到的你（基真某

同學），我倆多次的互相問候，你說你每天到補習社做練習很苦悶。當時我看著你，

鬱鬱不歡的走向補習社，我心裡就更希望疫情過後，你們能早日回到基真上課，畢

竟師生與同學間的互動，並不是補習社和或互聯網可以取替的。最後，我期待下一

個上課的日子，看見你面帶笑容的說︰「老師，我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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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兒心得：正直、善良、健康、快樂 -  -  -  -  -五信塗梓傑爸爸                                                

「養不教，父之過」。當孩子呱呱落地來到這個世界，父母便是孩子的第一老師。在家庭
中，父母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父母的為人處世態度，人生觀等都會潛移默化地影響着
孩子的成長。有什麼樣的父母，便有怎麼樣的子女。作為父親，我以以下的左右銘，教養
孩子成長。 

 

「正直的人是神創造的最高尚的作品」。記得有一年春節，我和小兒梓傑在客廳裏玩皮球，
不小心將爺爺心愛的蘭花之蘭花盆打碎了。梓傑當時非常恐慌，我勸梓傑等爺爺回來後向
爺爺賠罪領罸。爺爺回來後，梓傑主動向爺爺賠禮道歉。爺爺卻一笑置之，答曰：「我種蘭
花是為了美化客廳，而不是為生氣的，無需介懷。」「正直是道德之本」。正直的人在人生
成長之道路上，才會越走越寬。從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做一個正直大寫的人。 

 

「人之初，性本善」。記得有次和小兒梓傑並肩過馬路，等我過完馬路後發現梓傑不見了。
我轉過身，看見梓傑扶着一位老婆婆。我即時表揚料梓傑此善良的舉動。 

 

「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焉」。善良彷彿是一縷陽光，照亮了自己，溫暖了他人。
讓我們時刻記着，「物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讓我們在人生成長中都能積極地
選擇善良。擇善是火，點燃生命之燈；擇善是燈，照亮生命之路。 

 

「百善孝為先」。孝的最初本義是，愛護好自己的身體，不受到傷害。皆因自己的髮膚受之
父母。生活好，段練好，休息好，學習好。平時，作為父母多陪小孩爬山、打羽毛球、打
籃球、踢足球……既能鍛鍊身體，又能增進父子之情。生命在於運動，運動不但能強健身
體，還能陶冶情操，鍛鍊大腦的思維能力。 

 

「身體是革命的本錢」。身體健康才是生活的根本，沒有了健康，就沒有了一切。這就是健
康的意義。生命是寶貴的，我們生活在這個幸福的時代，就更應該珍惜生命，健康成長。 

 

「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而快樂的心學習，那麼學習就不再是一種心理負擔，不再是一種
累贅，而是一種快樂。在學習上我曾和小兒梓傑分享過我中學讀書是「夢中解題」的經
歷。那時讀中學，有道數學幾何題，當時班裏幾個數學方面都不錯的同學都解答不了。那
天，我冥思苦想，絞盡腦汁……晚上竟發夢加輔助線。第二天，我按夢裏的提示，最終解
答出來。那種內心的快樂可真是「盡在不言中」。 

 

快樂無時無刻不陪在我們生命的路途中。成功時，
成就就是快樂；失敗時，勇氣就是快樂；放棄時，
自信就是快樂；受傷時，關愛就是快樂。只要你認
真地去投入，去體悟學習的真題，你的生活就會充
滿色彩的陽光。快樂地學習，快樂地生活。快樂是
一首歌，讓你心碎；快樂是一片山林，讓你留戀，
快樂是一片天空，讓你高飛。 

 

正直、善良、健康、快樂其實是我人生的追求，亦
是我人生之修為。期盼能將此八字真言，能傳承至
下一代。「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身教永遠重
於言教。教育之路永遠由父母開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