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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之前，學校對節慶並不熱衷，但是千禧

年之後卻發現學校越發積極參與社區的活動

或節慶之外，更會帶著學生走出校園去參觀

或實際參與相關的遊街活動。課堂中更呈現

所謂的「置入性行銷」一般，老師將所重視

的或自己信仰的區塊帶入班級經營，要求學

生完成老師的要求。

既然主題是談到校園內的多元文化，首

先則是先說明甚麼是文化？其定義是泛指人

類活動的模式，包括制度、概念……等。以

現行的社會現象，學齡前的孩子在幼稚園會

接觸到除了教會以外有關宗教的活動，還有

動畫、漫畫；青少年則開始對占卜、星座、

塔羅牌等有興趣。這些都是屬於文化的環

節。

春節、元宵節、聖誕節、復活節、萬聖

節等這些中外的節日相信大家都不陌生，然

而這些節慶在多元化且活潑化教學的理念

多元文化留心校園的
了解孩子的校園生活，知道孩子間的流行事物，多多建立家庭祭壇。

文／江長慈主講  幸運草整理  

前言

幾年前與幾位教育股和教員討論學員的

學校生活時，發現目前教會內不同年齡層的

學員要面對的環境，不僅較十幾年前多元且

更複雜，與印象中單純的校園生活不太一樣

了，所以就發想出這個主題。本來只在桃園

小區的教會分享，漸漸地有機會在北區幾間

教會做宣導。這樣的主題純粹以提醒的角度

來看待社會上多元文化帶給大家的衝擊，希

望身為父母的你我，能夠負起將純正的信仰

傳承下去的責任，尤其在這美好年代和恐怖

世代的交織中，存在著似是而非的價值觀，

父母的把關與堅持更是相對必要且重要的。

社會文化的衝擊

隨著年代的不同，這些社會文化帶來的

衝擊日益增多，之間的變化也很大。西元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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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將節日的內容或精神融入學校課程中的

現象，比比皆是。有學校要學生支援、參與

所謂的「踩街」活動，這其實是廟會的遊

行。曾經有信徒發現自己的子女與Q版土地

公合照的照片，內心非常震驚又惶恐，想

著，為何幼稚園的孩子跟著學校的校外教學

出門，會遇到這樣的情境？每當談起這樣的

例子，就會想起在流行歌之中的「保庇」，

教會的兒童不知道這是「文化創意」包裝下

的產物，也跟著哼唱，甚至跟著跳舞。近年

來的台灣「文化創意」工作者，最喜歡將創

意的發想方向與民間的廟宇文化及信仰結

合，甚至將神像改成卡通版的可愛玩偶，更

可能讓信徒失去戒心，在不知不覺中，也將

這些物品或歌曲融入於生活之中。幾年前，

《聖靈》月刊也曾刊載一篇類似的文章〈我

的孩子跳哪吒〉註。

多年前也曾經有信徒，在學校是

體育健將而被選為划龍舟的選手，

但在參加練習後卻莫名的生病，原來

是因為該信徒是原住民，對於閩南文

化不甚了解，更不知道原來這是不能參與

的，忌邪的神用這樣的方式在提醒她。划龍

舟這個端午節重要的指標性活動，在台北市

更是屬於國際性的比賽呢！我們為什麼不能

參與呢？有的孩子可能回答：「因為有龍所

以不行！聖經中所提到的龍，代表魔鬼。」

沒錯！除此之外，在這艘龍舟下水前，會有

「畫龍點睛」的所謂開光儀式，此時這艘船

便是屬魔鬼、屬偶像的物品，身為神兒女的

基督徒當然要謹慎且不應參與賽會。

每年到了農曆七月的中元節，華人社會

都會有祭拜的活動，基督徒當然不會去參加

任何的活動，更不會去吃祭拜過的食物，但

是許多家長卻會讓孩子在西方的中元節――

萬聖節，參加許多的活動，跟著幼稚園、

學校或安親班的老師和同學去參加許多的活

動，當然有時候不是孩子要去，而是老師要

求的。這個節日又稱為鬼節，這原來是愛爾

蘭民族的新年，就是孤魂野鬼找替死鬼的時

間，所以打扮成越恐怖越像鬼，就不會被抓

去當替死鬼。演變成讓小孩兒在當天化妝、

打扮，然後到處去要糖果。試想，一個漂漂

亮亮，乾乾淨淨的孩子，為什麼要

讓他畫成恐怖的魔鬼，去做不適宜

的事情？或許有人覺得只是畫

個妝，小朋友要個糖果，純

粹是好玩，有必要這麼嚴肅

看待嗎？相信，平常的時間

裡，多數的家長是不會讓一個

孩子到處去要糖果的；再加上不

給糖就搗蛋的態度，雖然只是該節日才會有

的行為，但這種有點耍賴，甚至是強求的態

度，是否和平日對孩子的教導有很大的差異

呢！提醒這件事情，最主要也是希望父母對

於中西節日的原則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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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節――找彩蛋，其實跟耶穌復活沒

有關聯，聖經裡面更沒有記載，但其他教會

卻這麼做。追溯起來，這

個習俗是巴比倫國在春

分時祭拜女神的相關風

俗，屬於異教的活動。尤

其，他們認為蛋是孕

育生命的象徵，跟主

耶穌的復活結合，後來演變成

西方教會將信仰與民間習俗結合，而成為今

時的節日。

生命教育的迷思

在某些幼稚園，孩子要背三字經、弟子

規，甚至要在上課前，向孔子遺像敬禮。

近幾年，有許多幼稚園的畢業典禮會有

一個橋段，是要孩子跪下向父母謝恩，名為

「羔羊跪乳」，立意雖佳，卻不是基督徒適

合施行的儀式。遇到類似的情況，家長們可

以跟老師溝通，不要讓孩子跟著做。

目前各校園多半很積極推行並重視生命

教育，因此很多宗教會進入校園宣導各自

的理論，學校也以開放的心態歡迎、接受這

些所謂教化人心的宗教。「靜思語」便是其

中的一項，多半會有慈濟人帶領，並且對他

們景仰的宗教領袖，有敬禮儀式。回家的功

課，也有要把「靜思語」畫成一本書，這時

要怎麼辦呢？孩子可以勇敢向老師說：「我

是基督徒，我可以不交靜思語嗎？即便分數

很低也沒關係，但是我願意用別的功課代

替」。

「抄經書」也常見於班級經營之中，有

的孩子在學校做錯事，被老師罰寫抄「心

經」，主內的家長大概都會主動的向老師

提出改以用聖經的經句替代，但是，

若孩子被罰寫「對不起、謝謝、我愛

你」呢？相信，多數家長會覺得

這應該是在提醒孩子要有禮貌，

是很不錯的想法啊！但是仔細推

敲，這乃是源自於幾年前有一本

很有名的書籍《祕密》，更是屬新世紀運動

其中的一環。其中這句「對不起、謝謝、我

愛你」在書中是咒語，是一名心理醫生透過

看精神病患的病例或照片，然後每天對著這

些念這幾句話，之後就發現這些人的行為變

好了。很多老師都覺得小孩還很難教，又不

能體罰，於是就用這種方法，其實這也是夏

威夷巫師的一種咒語，翻成現代話之後就是

這樣了。老師要讓學生寫，其用途是在做一

種咒語的過程，仔細觀察這類老師的意識形

態，有可能是屬於較追求探索心靈力量、身

心靈平衡或者練瑜珈的人，尤其是女老師更

會把這些概念帶給學生。

在此提醒大家，我們知道不吃血、不吃

祭拜的東西，其實很多禁忌已經不侷限在

食物上了。希望父母在孩子進入新班級、新

老師時，要幫孩子向老師嚴厲表明立場，更

要多多參與班親會，因為這是一個為孩子把

關、了解老師，確立我們是基督徒身分的好

機會。有時候我們的一些禁忌，對外人來說

比較特殊，但是我們並沒有傷害或影響到其

他人的權益，應教導孩子可以勇敢表明身

分。目前學校很仰賴志工，尤其小學的早自



13http://JOY.org.tw    holyspirit@joy.org.tw
網路線上雜誌             雜誌社信箱

修時段，所以成為了各個宗教爭取進入校園

的機會。有的學校是一星期五天都有各種宗

教的色彩，我們也可以去做志工，除了更可

以清楚學校在這方面運作的模式，更積極的

是將我們的聖經故事和正確的基督教信仰帶

給這些孩子們。

遠離影音節目的迷惑

電玩、漫畫、動畫，回溯第一代的觀賞

者，現在已經是大學生了。這個世代，服裝

是重點，尤其日本的「美少女戰士」是90

年代產物，從那時候開始，卡通、動畫等女

性的穿著暴露、被物化，日本也發現他們的

犯罪率增加了。說來這是屬眼目的情慾，放

眼所及，這些卡通、動漫、電玩的女性

人物都是這樣的造型，看久了

容易見怪不怪，但卻悄悄的

侵害孩子的心靈。筆者的兒

子在4-5歲時，和社區的小女孩

一起玩，對方竟叫他「海斗」。

細問之下，小女孩說，因為自己

是真珠美人魚，而真珠美人魚的男朋友

就叫「海斗」！可見，透過卡通，已經讓幼

童開始有了情愛聯想。現今的電視或網路廣

告，演員的穿著也愈來愈暴露，此時可以對

孩子進行機會教育，除了衣著要合宜、整

潔，也要告知應相互尊重，不能侵犯他人的

隱私權，更要懂得保護自己。

現在小學三四年級，就會討論到想要談

戀愛，皆是從電視上偶像劇或卡通學來的。

有些很經典很夯的卡通，如航海王（或譯海

賊王），其內容和主流社會不太相同，雖有

有正義，但也偏血腥、暴力，此部動畫前幾

年也因為有抽菸畫面，而被NCC罰款。倘若

真的無法禁止，做父母的至少要陪著年紀小

的孩子看，並且進行說明，或事後與孩子討

論哪些是不合宜的動作或對話。若要列舉許

多的電玩或節目，可說不勝枚舉。雖然無法

完全禁止，但一定要知道孩子在玩甚麼，若

有偏差，要適時導正。

拿回3Ｃ產品的主控權

對於手機、電腦，何時開放？孩子在玩

甚麼？年紀愈小時要愈嚴格監督。還有教會

該不該把Wi Fi關掉，也值得負責人去正視、

討論，因為宗教教育課程一下課，孩子都

在玩手機，失去相互團契、關懷的意義。

有時想想，電玩、平板、上網真是無底

深坑，大人也常常深陷其中，比

如上FB，一下子，半小時、一小

時就過去了。在此建議七歲以下

孩童不要接觸，除了護眼外，也

是習慣的問題。比爾蓋茲曾說，

「還不懂閱讀，就不要接觸電腦」。

他自己的孩子，則是在13歲後才有自

己的手機。而歐洲國家也認為不應該讓孩子

使用手機，甚至要立法限制，因為這是保護

兒童和青少年的方法之一。至於青少年要不

要有智慧型手機也是值得商榷的，除了費率

的控制，其參與的社群更是父母應該了解的

部分。

也許對這個世代來說，這些好像脫離現

實、太理想化了。的確很難，因為拿掉這

些，很多人會不知道要做甚麼，嚴重的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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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焦慮症。建議父母要自覺，不要只要求孩

子，自己卻是低頭族，尤其是父親，比較會

有這種現象。我們常常可以看到，一家人在

外吃飯，結果個個都在滑手機，沒有交集沒

有言談，就算是面對面卻好像陌生人無話可

說的樣子。這也算是這年代的悲哀吧！

在家中，我們也不要對孩子說：「我現

在要休息，或我在忙，你不要吵我，去看電

視，去玩電腦。」無形中這就是在「暗示」

孩子沒事、無聊時可以做這件事。我們要教

孩子學會獨處，孔子也說過「君子慎獨」。

首先要培養興趣，有的喜歡看書、玩樂高、

畫畫、玩扮家家酒、玩具等等。大人要幫他

們發現，並鼓勵空閒時去做這些事，這樣才

不會被3C產品給綁架了。我們發現陪伴很重

要，假日可到戶外走走，或到教會參與聖工

及參加活動。

孩子在幼稚班就可以接觸聖經，聽講聖

經故事了，因此在家裡可以閱讀聖經故事，

或是一起參加晚間聚會。曾經有一段時間，

因分設教會的緣故，筆者所屬的教會一到六

都有聚會，回想那段時間，在教會常看到一

群母親互相激勵，帶著嬰幼兒來參加

晚間聚會，這些孩子從小就知道

規範，長大後能在會堂安靜、不

吵鬧。 雖然不見得聽得懂台上的

道理，但潛移默化中，這樣的身教

和氛圍已經深植他們的內心。

不做糊塗人── 

不談論星座、命理與塔羅牌

再來談星座，這幾乎是小學生就會聊到

的話題，有些人認為這是了解別人的工具之

一，也可作為社交的談論話題。這是由巴比

倫時期演化而來的。高中和大學生較流行的

是塔羅牌，這類紙牌強調與心理治療結合，

有的大學甚至以塔羅牌來作為活動。這些都

是社會大眾普遍上對生活、生命和未來的不

安全感，必須靠著追尋所謂的神祕力量來安

定自己的內心。

而電視、廣播也開闢這樣的命理節目，

在新聞報導時，畫面下方會出現黃曆，告訴

觀眾今日不宜作甚麼事、星座運勢、適合穿

甚麼顏色的衣服出門等，彷彿是運動一樣。

處於末世，這類不合乎聖經的學理日益增

多，我們就會一直不斷地被強迫接收，無形

中孩子也會接觸。剛開始也許不覺得有甚麼

影響，但之後就像溫水煮青蛙一樣，就會習

慣、去談論。感覺這樣的訊息很自然，只是

看一看、聽一聽，還滿好玩的，有時也會說

這講得好準喔！其實這是一種心理暗示和作

用，一般而言，只要跟自己很接近的東西

或事情，人們就會放大它，在聽、在看

時，就覺得好像真的在講自己一樣。 

父母要讓孩子知道這些東西都不

足以採信，未信者會去相信，是因為

他們對未來有恐懼感，對未知的事情

感到無法掌握，在不知道怎麼去面對

時，只好求助這些術士和這些世上

的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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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告訴我們，不要做糊塗人，要明白

主的旨意（弗五17）。舊約時代，掃羅王面

對非利士的軍旅心中懼怕、發顫，於是吩咐

僕人去找一個交鬼的婦人（撒上二八）。這

個事蹟更是與孩子討論時可以引用的例子。

身為基督徒的我們，要懂得信靠神，因祂才

是掌管我們生死禍福的真神。《彼得前書》

五章7-8節提到「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

祂會顧念我們。」只要專心仰賴耶和華，面

對再大的患難、困苦和恐懼，都不足以讓我

們喪膽。

結論

回歸到原點，父母親是一個強而有力又

責無旁貸的引導者，必須從陪伴開始作起。

了解孩子的校園生活，知道孩子間的流行事

物，多多建立家庭祭壇，用道理跟孩子談論

這些屬世的話題。學習但以理和他的三個朋

友在被擄去外邦的巴比倫，仍然可以持守正

的信仰。鼓勵孩子勇敢地善用選擇權，不去

聽、不去看、不去學，也不加入同學間的討

論。

在這多元家庭的衝擊下，學校也倡導尊

重彼此間的性別問題，而關於同性戀，有

句很可怕的話是這樣說的：「我不愛他的肉

體，我愛他的靈魂，所以對方是男是女，我

不在乎。」這是魔鬼的伎倆，用著似是而非

的歪理迷惑人的心。面對這樣的洪流，我們

唯有回歸聖經，鞏固信仰的根基，不住禱

告，日日仰望神，祂必保守、帶領我們人生

的腳步。                                                      

專欄

徵文文文文

回
首
來
時
路

回首來時路，一切是否依舊？

回首來時路，多少已經物換星移？

多少歡笑與淚水， 

總是湮沒在時間的長河？

是否見到了年歲的更迭？ 

是否見到了歲月不待人？

活潑的盼望、永遠的福樂， 

是否讓您又再一次心動？

回首來時路， 

期待您，更確定標竿的方向！

字數：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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