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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蔽課程有助進行道德教育，相關研究亦尚有許多

可探索的空間。有關隱蔽課程於德育的影響和角色，

勞倫斯・柯爾伯格(Lawrence Kohlberg)曾作有系統的

闡釋，本文會循其論述作探討，並點出課堂單向授課

形式於德育傳遞上的不足。土耳其新小學課程對道德

價值學習帶來了新意象，本文也會根據柯爾伯格的隱

蔽課程理念，討論相關成效。

 勞倫斯・柯爾伯格(1927-1987)為當代重要教育

及心理學者，其道德發展與道德教育研究夙負盛名，

相關論著與提議至今仍舉足輕重。以下有關柯爾伯格

對隱蔽課程的前瞻性論述，乃植根於其德育理念的應

用與分析。

隱蔽課程中的道德教育

　　教育的功能，既包括傳承現有(道德)價值，亦為

開化社會未竟的新觀念，在新世代推而廣之。這功能

是由學校管理者及教師藉助課程來實現。學校的正規

課程與隱蔽課程，同樣會向學生展示所要學習的多元

價值，但隱蔽課程卻更為有效。即使如此，進深探索

這方面的研究人員卻仍然非常缺乏。在為數不多的研

究人員中，柯爾伯格的貢獻最為關鍵。

隱蔽課程概念

　　據目前的文獻所載，學校課程在應用上可分為兩

談柯爾伯格的德育與

隱蔽課程理念

類。一類由官方授意，具詳細目標和活動流程，稱為

正規或指定課程。另一類則不會列明及界定課程綱領，

卻包含正規課程的教學目標與活動所不涵蓋的元素，故

稱為隱蔽課程。隱蔽課程不會有教案，學校管理者及

教師會透過校內秩序與規條，實際與心理環境，將非

指定或隱含的訊息傳遞予學生。(Apple, 1989; 1993; 
Dreeben, 1968; Giroux, 1983a; Giroux & Penna, 1983, 
Jackson, 1968; Snyder, 1971)

　　隱蔽課程主要有兩種取向︰功能主義和新馬克思

主義。功能主義重視學校維持社會秩序的角色，認為

學校必須為學生提供社會要求的知識、技能、價值及

建議，以助他們適應當下社會，而這過程會透過隱蔽

課程協助成就。(Cookson & Sadovnik, 2002; Giroux 
& Penna, 1981)新馬克思主義則認為社會上的主流階

層及當權者會透過隱蔽課程影響教育，學校若透過隱

蔽課程轉化與傳遞那些信念、價值及準則予學生，其

實是在協助延續不公平的社會秩序。(Apple, 1979, 
1980, 1980/1981; Bowles & Gintis, 1976; Giroux, 1977, 
1983a, 1983b; Gordon, 1991)

柯爾伯格的道德教育

　　道德教育通常指直接影響兒童道德發展的教育過

程。柯爾伯格循類似脈絡來鋪陳道德教育模式，將促

進道德發展並提供適切條件的德育過程名為「正義社

群學校」(just community schools)。(Hersh, Mill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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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ing, 1980; Kohlberg 1975)此道德發展理論提供

德育向度，讓兒童在體驗式教育過程裏，解構倫理衝

突與困境，引領他們進到下一個道德領域。柯爾伯格

提倡使用邏輯論證過程，而非轉化現有價值到道德教

育；相較於特定課程內容，更着眼於學校整體及教育

制度架構。(Kohlberg, 1985; Power, 1981; Reimer & 
Power, 1980; Wasserman, 1980)

柯爾伯格與隱蔽課程

　　柯爾伯格是首位重點研究道德教育隱蔽課程的學

者，在他的研究當中，對隱蔽課程的不同角色提出了

多種建議。柯爾伯格指出，隱蔽課程與正規課程同樣

有助學生發展道德，且學生更常在隱蔽課程營造的環境

及氛圍裏學習道德，而非教科書或教材。他認為正規課

程的課堂並不足以傳遞道德教育，因而強調要建立一所

公義的學校，讓兒童在公義的環境裏得到道德發展。

　　柯爾伯格從1970年起研究隱蔽課程1，他將其論述

歸納為以下三點(Kohlberg, 1983)︰

‧ 隱蔽課程與校內社會關係息息相關。

‧ 隱蔽課程是最有效和縝密的道德發展課程。

‧ 道德發展要邁向成熟，必須朝公義進發。

　　柯爾伯格的隱蔽課程理念較傾向功能主義，而且他

亦明言其論述乃源於約翰・杜威(John Dewey)的「進

步」(progressive)理念。(Kohlberg, 1983)

　　在其後發表的文章裏，柯爾伯格也對某些場景的

隱蔽課程作闡釋，探討它們對道德教育的影響。他聚

焦於以下三個題目︰

1. 作弊•柯爾伯格認為作弊與隱蔽課程有關，因隱蔽

課程能為作弊締造所需場景，並鼓勵它發生。教

師、學校管理者及家長雖然禁止學生作弊，但他們

營造的競爭環境卻對學生施壓，硬要他們比同儕有

更好成績，無形中促使作弊發生。(Kohlberg, 1983; 

Power & Kohlberg, 1986)

2. 教師的言行與權威•教師在課室的言行，是隱蔽課

程的關鍵因素，對道德教育起着重要作用。教師以

其身分設立何種規則，予學生懲罰或讚賞，也在傳

遞着社會和道德訊息。在課上依課程宣導自由民

主精神，鼓勵學生作創意思考，師長卻親身示範

了如何行使權力。在課上以教師為中心授課，所

營建的就是教師乃唯一掌權者的環境。看似自由

民主的校園，卻暗藏了獨裁主義的隱蔽課程在其

中。(Kohlberg, 1983; Kohlberg & Turiel, 1971)

3. 隱蔽課程的改進與更易•柯爾伯格指出，隱蔽課程

的更易，或會對道德教育帶來負面影響。改進與更

易正規課程或可在短期裏徐徐完成，但對隱蔽課程

而言卻是困難而耗時的任務。柯爾伯格建議「正義

社群學校」將隱蔽課程調整為樸實的道德環境，學

校管理者及教師須申明其道德價值觀，並在校內營

造民主氛圍及提供民主參與的機會，以改善各自的

校本隱蔽課程。

　　人生所需的道德價值，大部分可在學校習得。這

些道德價值可透過正規課程和隱蔽課程來傳遞，後者

卻更為有效。(Jackson, 1968; Kohlberg, 1975; 1983; 

Wynne & Ryan, 1993)儘管如此，德育研究卻仍然普遍

只與指定課程掛鉤，甚至認為可採用理論講授的方法

來傳遞道德價值，以為相關影響與認知維度相類似。

土耳其為小學打造的新教育課程，期望可糾正這些謬

誤。新課程旨在連繫到學生的日常生活，並促進課上

參與。教師要讓學生從中建立各種技能，例如批判思

考、創意思維、發問、解難、參與、寬容、合作及真

誠。(MEB, 2005a; 2005b)推行這些活動時，當然是

希望可以有益於學生，但它們真的適合所有學校，可

以編入教程裏嗎？本研究就是要以柯爾伯格的隱蔽課

程理念來檢討這些新課程。

　　柯爾伯格是首位在道德教育研究上，對隱蔽課程

產生興趣的學者，提出德育可透過學校的公義環境建

立，而且隱蔽課程對學校生活環境起着重要作用，比

1 柯爾伯格在1969年的學術論壇上，首次於文章中提及隱蔽課程這題目(該文章在197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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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規課程對學生有更深遠影響。他在研究裏點出隱蔽

課程對道德建立的一些影響，且尤其着眼於學生的民

主價值建立過程及作弊事件。

　　哥頓(D. Gordan)是少數對柯爾伯格的隱蔽課程

理念作批判的學者，他認為柯爾伯格的研究對非規劃

且無明確目標的隱蔽課程，以及相關認知與物理環境

缺乏詳細分析，又指學生不會願意在頻繁出現矛盾狀

況的隱蔽課程裏接收訊息。

　　德育不能單靠某個課程成就。學生熟記課堂講授

的所有道德價值理論，可在考試中準確回答，卻不能

連繫到自身生活經驗，斷不能影響他們的態度和行為。

　　學校德育被指責是在獨裁環境下進行，因為隱蔽

課程正在暗中運作，抵銷了正規課程的鋪陳。在民主

社會裏，人皆可自由表達自己的意見，儘管這是指定

課程要宣導的精神，但隱蔽課程卻製造了聽命、易受

影響且沉默的學生。無論如何，我們身處在複雜的世

代，面對着種種道德問題，那些旨在養成因循又唯命

是從之徒的道德教育必須被取代。

　　單靠正規課程並不足以賦予青少年現代社會所需

的道德價值，我們還必須善加斟酌如何運用隱蔽課程。

政策制定者必須清楚知道，指定課程與隱蔽課程乃相

輔相成，單靠前者不能解決問題，但不發展正規課程

也無法推展隱蔽課程。(Kohlberg, 1973)新課程在學

校開行後，課程規劃者也不應以為責任已了。他們需

要持續跟進新課程在各校的使用情形，並要從旁協助

老師使用新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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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 思泉

 很多見證故事都會指出某某事情或某某說話帶來

了生命的改變，但事實上，生命的感染，並不單純是

由一、兩個行動或三數句說話可以扭轉，而是由日常

生活中的點點滴滴潛移默化地積聚而成，這對學生如

是，對老師亦如是。一所學校的員工如何辦事，人際

間如何相處，老師們如何執行校規，師生們對學校的

歸屬感，這些都不是容易用明文可以規定，但卻深深

地感染着校內每一個人，這就是所謂校風，或可說是

學校的文化。文化是要刻意用心營造的，但又不是推

行某幾項行動便可以成事。要建立基督化的學校文化，

便要在每一個細微的環節中，都着意地滲入基督化的

元素，就如經上所說的：「當用各樣的智慧，把基督

的道理豐豐富富的存在心裏。」那管它是校園的佈置

及建設，或是學校活動及會議，都在漫不經心地感染

着老師和學生的生命。

1.	校園佈置及建設

 不少學校都懂得利用校園內的空間擺設或張掛有教

育意義的物品，這不單是為了美觀，更是為了教化。本

校一進入大門，便可見到一座高櫃，刻着我們的辦學

使命和信念，每天在提醒老師們教學的天職。進入大

門後，長長的走廊兩旁都掛着很多金句，有些是出於

《聖經》的，有些是名人的雋語，更有些是由每一位

老師所寫給學生的勉勵說話。這些語句本來都是為學

生而設的，但老師也不是曾幾何時深受這些語句所激

勵嗎？當老師氣餒之時，勉勵學生正面思想的說話，

不也是在勉勵老師們嗎？此外，每層梯級和樓層牆壁

都掛有勉言，每個班房中也張貼了每月金句，這些都

成了師生們的甘露，在乾渴之時可以支取。教員室和

會議室也同樣地張掛着大大小小的勉勵牌匾，提醒着

老師們教學的目標和意義，為老師們打打氣，就連訓

輔室也張掛了不少海報，讓老師和學生們都明白教育

的目的，不至偏離。如此，上帝的說話便真的成了老

師們隨時的幫助，讓老師們可以奮力前奔。部分雋語

節錄如下，雖已不知出處，卻希望能成為老師們的甘

露：

作者•周偉誠

滲透式的氛圍

5

Serenity Prayer for Teachers

God, grant me SERENITY to appreciate the unique 
gifts of my students;

COURAGE to challenge them to do their best;

And WISDOM to help them become all that You 
created them to be.

Prayer before Starting Work

My heavenly father, as I enter this workplace, I bring 
your presence with me.

I speak Your peace, Your grace, Your mercy, and 
Your perfect order into this office.

I acknowledge Your power over all that will be 
spoken, thought, decided and done within 
these walls.

Lord, I thank You for the gifts You have blessed 
me with.

I commit to using them responsibly in Your honor.

Give me a fresh supply of strength to do my job.

Anoint my projects, ideas and energy, so that even 
my smallest accomplishment may bring You 
glory……

May the work that I do and the way I do it bring 
faith, joy and a smile to all that I come in contact 
with today……

 此外，教員休息室有一塊大壁報板，介紹本年的新

老師。這不單可以讓舊老師儘快認識新同工，也可讓

新老師覺得被接納，投入教師的團隊；但更重要的，

是提醒舊老師多關心這些新同工，協助他們適應新的

工作環境，扶持他們面對教學的挑戰。校園四周和班

房壁報也張掛了學生的優秀作品，這不單可以鼓勵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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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學生，也可提醒老師們，學生是有才華的，是可教

的，而學生也是需要鼓勵和讚賞的。這些作品，不獨

是學生的驕傲，也是老師的強心針。

 本校現正進行一項重大工程，就是要把學校搖身

一變成為一所《聖經》主題公園。校園會被分為數個

區域，由上帝創世開始，繼而是人類犯罪，轉而是基

督的救贖、教會的使命，最後是悔改得新生。校園的

設施佈置也會作巨大的改變，突顯《聖經》的中心思

想，高舉基督的救恩，希望這不單可以提供一個讓學

生或社區人仕認識福音的機會，亦能建構一個更外顯

的屬靈氛圍，讓本校師生更明白上帝的愛是何等長闊

高深。

2.	學校活動、制度及會議

 學校每一個活動，既可以培育學生，亦可以成為

培育老師的渠道。本校每年均訂有價值教育主題，如

「你也可以創造一個生命傳奇」或「越之悅」等，全

校各科組都按這主題制訂全年計劃，在推行價值教育

活動的時候，老師們亦很自然地要思考這價值觀對生

命的意義，因此每一項活動，包括周會、早會短講及

典禮聚會中的訓勉，均是勉勵老師、建立學校文化的

良好渠道，而每天的早禱和每周的唱詩，均將老師的

心連接到賜力量的上主。

 除此之外，本校每月教職員會議的校長報告時段，

均會向某些正在推行特備活動的老師致謝，給予肯定

和嘉許；校長亦會提出祈禱事項，為學校各事工和各

同工的需要代禱，有時甚至會加設分組代禱的環節，

務求讓老師謹記凡事都應放在禱告上，因我們是與上

帝同工的。有需要的時候，校長更會與老師作靈修分

享，用《聖經》的話語給予同工們激勵和指引。

 本校校長喜愛寫作，因此會不時將自己的教育理

念和對現時教育制度的感想寫成文章，定名為「校長

隨筆」，派發予老師們彼此分享交流。校長明白到身

為一校之長，不獨是行政的決策者，更是上帝所委派

的屬靈的頭，負有牧養老師的責任，因此她在百忙之

中仍不會輕忽這與老師們分享的機會和渠道，而老師

們亦會在閱讀後，不時向校長回應他們的感受和得着。

 當然，行動勝於言語，一切推動正面價值及愛心

的制度和活動，都不能缺少具體的愛心關懷、體諒和

勉勵。因此，校長會自掏腰包，送一些小禮物給予值

得嘉許的老師們，校方又會按老師的特別需要，給予

恩恤的處理，如有老師因家庭變故，校長特別批准額

外的事假和特殊安排，又如有老師因身體不勝壓力，

校長特准半職工作等，這都是在僵硬的制度上加添靈

活性，用實際行動給予老師適當的支持，在生活上實

踐彼此相愛，互相關顧的愛的真諦。

《靈動師語：滋潤老師靈命的分享與策略》

作者‧加拿大神召會嘉智中學

出版‧文林出版有限公司

本文節錄自︰加拿大神召會嘉智中學，《靈動師語：滋潤老師靈命的分享與策略》，〈第四章　教育，從培育老師的心開始〉（香港︰文林出版有限公

司，2009），頁120-124。

作者周偉誠榮休副校長，曾於加拿大神召會嘉智中學服務逾十九年，致力推動該校及全港科學科及生命教育科發展，本文節錄自他在《靈動師語》有關滋潤

老師靈命的分享與策略提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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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心語靈

感謝主，在祂的引領下，讓我有機會投入中心工

作。迄今快將一年，驀然回首，只見主恩充充滿滿

的包圍着我。

 去年十月，主為我開啟了一個全新的視野及

工作空間。就職後，旋即參與《童心愛主》幼兒

級課程的編寫工作。幸好製作團隊是一班具豐富

及專業經驗的前輩，並有資深的專家作課程顧

問，加上，課程的基本理念及架構早已成形，

我只需在這完備的基礎上，進行資料搜集、設

計、構思、擬定編寫的方式及進行細節的考

量，便抱着戰戰兢兢又期待的心情，執筆撰

寫這套主日學課程。

 我在基督教家庭長大，自小隨父母到教

會上主日學，學習《聖經》的道理及知識，

即使長大後，在生活上遇到大小的風浪，仍能堅信主必帶領及保守，並

為我寫作此課程奠下了基礎。

 此外，這個「以三歲幼兒為本」的主日學課程，融合了三歲幼兒身

心靈發展的學習元素，希望他們能透過肢體、情緒與感覺器官，在《聖

經》故事及寓言中認識上帝，進而建立與祂的親密關係。對我而言，這

無疑是一項新的嘗試及挑戰。故此，在動筆設計不同類型的課堂活動、

教學內容、視藝及音樂創作時，除了參考大量相關資料外，也回顧及整

合了過往教學及事奉的經驗，並與不同人士交流和討論，

更在不同教會的主日學進行試教，讓理論及概念落實在課

堂中，務求令教材更科學及實際，最終目的是使這套配合

《聖經》的主題教學課程，能讓幼兒明白上帝的教導，培

養他們繼續尋求、愛慕及跟隨這位獨一的真神。雖然過程

中困難重重，但在主的安排下，我遇上不同的人和事，透

過聆聽及回應各方的聲音，並靠着聖靈的幫助及扶持，整

件事得以順利迎難而上。

  最後，還是要感謝主奇妙的帶領及豐足的預備，

使我感受到主內合一事奉的喜樂，體會到恩上加恩，力

上加力的果效。

梁祈恩（編輯）

主奇妙的帶領

課程出版前，在聖公會聖馬提亞堂試教。

幼兒正進行視藝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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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及教會培育事工支援：出版、講座及培訓

1	 2016/2017東亞銀行親子閱讀證書獎勵計劃：學生閱讀分享比賽頒獎禮暨「活著」音樂朗誦劇

 閱讀分享比賽幼稚園組及小學組頒獎禮已於七月二十日假香港書展兒

童天地舞台順利舉行。本中心每年均舉辦幼稚園組及小學組閱讀分享

比賽，提供閱讀分享平台，讓參與「東亞銀行親子閱讀證書獎勵計劃」

的學生透過圖文表達自己的閱讀心得，深化閱讀體會，讓童書內容進一

步聯繫到個人思考及生活層面。頒獎禮後，另有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學

生朗誦「活著」一詩，再配合陶笛的演奏和「跨越愛舞台」的演出，十

分精采和別開生面。

心資訊中

幼稚園組的得獎學生雖然年紀小小，也能以圖畫分

享閱讀心得。

小學組的得獎學生與東亞銀行有限公司總經理

兼人力資源及企業傳訊處主管甘艷美女士(後

排左一)、聖公宗(香港)小學監理委員會有限

公司總幹事謝振強先生(後排左三)、本中心主

任彭培剛法政牧師(後排左二)、閱讀推廣部主

任劉雲敏女士(前排右一)、閱讀推廣部副主任

關美貞女士(後排左四)合照留念。

2	2017/2018東亞銀行親子閱讀證書獎勵計劃已開始接受報名

 由東亞銀行慈善基金有限公司冠名贊助，本中心主辦的「東亞銀

行親子閱讀證書獎勵計劃」已於七月中開始接受報名，鼓勵幼稚

園和小學學生及家長踴躍參加。本計劃多年來深受學校與家長

歡迎，參加的學生均表示在閱讀中獲益良多。有關詳情請瀏覽

http://www.rerc.org.hk/reading/index.html，或與本中心閱讀推

廣部聯絡。

「活著」音樂朗誦劇的演出者向觀眾謝幕致意。

3	閱讀推廣活動：學校講座及工作坊

 為推動親子共讀及繪本閱讀文化，本中心閱讀推廣部應學校邀請，到校主講多場有關

繪本閱讀的講座，其中包括：

 •聖公會聖多馬小學於六月二十六日及二十七日分別舉行的小二及小一級繪本故事分

享活動，藉此讓學生從繪本閱讀中學會欣賞自己和別人。

 •基督教女青年會安定幼兒學校於八月五日舉行的「繪本好好玩」家長講座，協助家

長從繪本的延伸遊戲培養孩子的品格。

 如欲了解本中心提供的其他閱讀推廣活動，歡迎與本中心閱讀推廣部聯絡。

4	《教出好孩子：幼兒德育繪本教材》簡介會

 日期︰2017年10月7日（六）

 時間︰上午10:00-12:00

 地點︰基督教頌主堂

聖公會聖多馬小學學生踴躍舉

手發言，分享對故事的想法。

時間 內容

10:00-10:10 歡迎及致詞︰計劃源起及目的

10:10-10:45
介紹六大學習範疇的選書原則及繪本內容

介紹教材的使用方法

10:45-11:15 教學示範

11:15-11:25 介紹參加辦法

11:25-11:35 問答環節

11:35-12:00 選購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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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日學導師培訓

 為推動主日學事工，本中心培育部應香港聖公會荊冕堂邀請，在七月三

十日到牧區主領主日學導師培訓，題目為「有果效的聖經教學」，分享

《聖經》教學的重要元素，支援導師的事奉。

本中心培育部主任潘倩雯小姐（前右三）與一班

熱心事奉的主日學導師合照。

6	親密之旅：情感智慧與自我成長培訓課程

 由課程研發者，美國西北大學醫學院臨床心理學家黃維仁博士親臨主講，帶領人初階培訓、帶領人進階培訓

及研習工作坊已於八月完成。參加者完成培訓後，可以掌握課程理念，靈活運用教材，提升個人生命，並可

以成為組長，滿有信心地帶領小組聚會，祝福有需要的家庭。2018年培訓時間已定，詳情請瀏覽http://www.

rerc.org.hk/jti/Course_Info.html。如有查詢，歡迎與潘倩雯小姐聯絡。

參加者在帶領人初階培訓中互相認識，相約日後

組織課程操練小組，彼此支援。

黃博士帶領參加者在帶領人進階培訓中，透過

體驗活動，了解原生家庭對自己成長的影響。

黃博士在研習工作坊中，重燃參加者對這課程的

熱誠，加強他們開組的信心，實踐助人自助，一

齊以愛祝福自己和身邊有需要的人。

7	《童心愛主》兒童主日學課程：導師培訓（馬來西亞）

 本中心與馬來西亞書花書室於九月十五及十六日，在馬來西亞古晉衛理公會蒙恩堂舉辦導師培訓，邀得兒童

《聖經》創意教材研發者陳芝瑛女士，配搭本中心培育部主任潘倩雯小姐，簡介《童心愛主》兒童主日學課程

的理念，更即場示範如何運用這套課程的各級教案（選節），為當地教牧同工、教友及教師完整示範備課、教

學及延伸學習的流程，期望他們在課堂上有更大的發揮，讓更多孩童在信仰中扎根成長。

8	電影生命教育開講系列

 「電影」是說故事高手，在有限時間裏把大小人物的前世今生，藉編、導、演的視角、洞見及演繹方法，活

現眼前。只要踏進影院，便已獲邀跑進別人的故事裏。原來，人們對從未聽過的故事毫不陌生，總可以在某

些地方找到共鳴──這就是故事的力量。

 本系列講座由本中心主辦，社聯伙伴基金贊助，將於十月十九至二十三日舉行。一連五天開講系列邀得台灣生

命教育專家吳庶深教授(國立台北護理大學生死與健康心理諮商系副教授)，以他對電影、生命教育的獨特觀

察，並對生命的熱誠和尊重，以趣味調配一道又一道精采的電影生命教育「餐單」，與本地學生、家長、教

育工作者及信徒領袖等分享，部分場次亦邀請了楊文輝先生(影音創作人、英國東倫敦大學電影與媒體碩士)

與他對談。公開場的詳情及網上報名，歡迎瀏覽http://bit.ly/lifeedmovie2017。

＊以上活動亦歡迎有興趣之公眾人士參加。

日期及時間 地點 主題 對象*

19/10（四）

19:30-22:00
香港聖公會諸聖座堂 生死攸關：生命教育工作者講座 社福及教育界

20/10（五）

14:30-17:00
聖公會林護記念中學 奧斯卡教學：中學教師培訓講座 教育界

22/10（日）

14:30-17:00
香港聖公會聖馬提亞堂 另眼看電影：如何藉電影讓兒童成長 小學家長

23/10（一）

10:00-12:30
香港聖公會諸聖座堂 生死攸關：生命教育工作者講座 教牧、信徒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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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潘霍華與聖公會

 由香港聖公會諸聖座堂主辦，香港聖公會西九龍教區培育專責小組及本中心協辦的「潘霍華與聖公會」講座已

於九月十五日，在香港聖公會諸聖座堂舉行，當日由彭順強博士（中國宣道神學院靈修神學講師）主講，范晉

豪座堂牧師（香港聖公會諸聖座堂主任牧師）作回應。稍後將舉辦更多相關講座，請密切留意消息公佈。

	聖公宗中學「德育、宗教及公民教育」計劃

 為期三年的計劃以彌迦書六章8節為題，首兩年主題「行公義」、「好憐憫」經已完滿結束，第三年主題將為

「謙卑與上帝同行」，邀請中學生服侍社群，在活動中具體實踐和體驗與上帝同行的意思。有關活動詳情，請

密切留意消息公佈。

	第十五期《飛越童書林》

 童書是生命教育的重要資源，所以本中心出版的《飛越童書林》期望透過刊登見解獨到的專題文章，精選優

質主題童書，並搜羅最新童書資訊，實際支援教學同工，讓各位在教學上更為得心應手，滋養孩子生命。第

十五期於十月出版，詳情如下︰

刊物費用全免，歡迎各界索取，如有查詢請與本中心聯絡；
如欲下載電子版或了解今期童書優惠，請瀏覽http://www.rerc.org.hk/tc/ChildrenBooks.aspx。

專題文章 李貞慧︰〈繪本的多元精采與療癒力量〉

主題推介 主題︰傷與健

	 【主題童書】 《輝輝的小臉蛋》

 　　導讀　劉雲敏︰〈有這張臉真好！〉

 　　教案　小學一至二年級活動︰〈轉化眼淚為祝福〉

 【相關推介】 	相關主題童書

新書快遞 最新出版童書

	靈與思講座系列（五）：賴特看耶穌、福音與聖經

 由本中心主辦，香港聖公會諸聖座堂協辦的「靈與思講座系列（五）：賴特看耶穌、福音與聖經」將於十一月

舉行，詳情如下︰

彆扭的福音——

賴特看福音的本意
賴特的歷史耶穌對信徒靈性的挑戰

作為聖經學者與教會牧者的賴特：

婦女、環保、創造

主講 李雋教授(伯特利神學院聖

經研究講師)

關浩然牧師(基督教中國佈道會尖

沙咀迦南堂堂主任)

關浩然牧師(基督教中國佈道會尖

沙咀迦南堂堂主任)

回應 -- 馮紹聰博士 馮紹聰博士

地點 香港聖公會諸聖座堂 香港聖公會諸聖座堂 香港聖公會諸聖座堂

日期 2017年11月7日(二) 2017年11月16日(四) 2017年11月23日(四)

時間 19:30-21:00 時間：19:30-21:00 時間：19:30-21:00

費用 每場每位$50(非會員)，$40(會員)

誠邀各位踴躍參加，如有查詢，歡迎致電本中心，與潘倩雯小姐聯絡。

嘉賓到訪

香港宣教會恩磐堂主日學導師於八月二十日到訪本中心，認識我們的事工與

出版，了解《童心愛主》兒童主日學課程的設計理念和實際運用訣竅，更即

場閱覽我們最新出版的兒童《聖經》資源。

同工向導師介紹本中心出版的兒童《聖經》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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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童挽玩」及「Ungoogoo故事館」講故事活動

 今年暑假，於本中心書刊資源服務處，「童挽玩」及「Ungoogoo故事館」分別舉辦了多場講故事活動，與

小朋友一起讀繪本、玩遊戲及認識世界。在本中心書刊資源服務處將舉辦更多相關活動，詳情請密切留意

相關消息公佈。

1	2017香港書展

 香港書展已於七月二十五日完滿結束，今年主題為「Amazing God奇妙的神」，提醒讀者在任何地方都能看

見上帝的作為，發現身邊的奇事妙事。

 感謝主的帶領，雖然今年遇上颱風，但無阻讀者對閱讀的熱情，比往年更踴躍支持我們的書攤，實在感謝大

家！願主繼續帶領我們的事工，為讀者帶來更多好書。

香港聖公會教省主教長親臨我們在香港書展基督

教坊的攤位主持差遣禮。

我們今年在基督教坊以「大師之日常」為主題，

簡介多位神學大師的生平事跡及著作。

兒童天地以森林為設計意念，帶領讀者走進童書

林，感受閱讀的快樂氣氛。

書展及書刊資源服務處消息

•	奇跡森林故事坊

 去年在兒童天地舉行的故事坊活動，廣受各方大小朋友歡迎，我們今年再接再厲，

繼續舉行「奇跡森林故事坊」，並將故事活動延展到基督教坊的攤位。今年，我們

的講故事活動有多位專業故事人參與，包括︰CanCanMa(ungoogoo繪本館；圖a)

、Falala老師(Fa la la 繪本遊世界；圖b)、PearlCatCat(繪本創作人；圖c)及Kitty老

師(Sholastic 出版社)，更邀得專業音樂人Samuel哥哥(結他演奏家；圖c)及Sunny 

哥哥(香港陶笛交流協會主席；圖a)，分別以古典結他及陶笛，為故事伴奏美妙的音

樂，聽的、說的、演奏的也非常享受其中。除此之外，我們更特別邀請了本年度「東

亞開卷坊︰故事義工培訓工作坊」的四組故事爸媽(圖d)，為現場小朋友分享故事，

場面十分熱鬧。

da b

c

•	書展多媒體製作推廣閱讀

 今年，為向更廣大受眾推廣閱讀文化，本中心採用多媒體影音製作，透

過Facebook社交媒體平台分享書展主題信息，鼓勵大家一起在生活裏發

現奇跡，在漆黑中讓光引路前行。在

三星期的推廣計劃裏，我們所發放的

二十七段短片(包括訪問、直播及動

畫)和圖文分享，接觸到約三萬四千

人次。

書展主題動畫短片「Amazing God奇妙的神」。

以Facebook分享信息，加強訊息傳播及與讀者

的互動。

3	基督教聯合書展

 基督教出版聯會於十月二十至二十八日，在尖沙咀街坊福利會，

舉辦第三十三屆基督教聯合書展，本中心將在場內設置書攤，誠

意邀請大家到來參觀及選購。

同工消息

編輯部同工聞琪琪小姐已於八

月中離職，願上帝繼續看顧她的

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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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教育中心最新出版
品推介產

這是一套以三歲幼兒為本的主日學課程，採用生命教育四大

向度的主題式教學，配合幼兒心智發展，運用多感官教學，

融合富趣味的音樂元素，參照蒙特梭利教學理念，並鼓勵家

庭靈性培育，讓幼兒從小渴慕上帝的話語。

知與信系列	5		《聖經新探索：以聖經回應當代議題》

作者•湯姆．賴特（N.T. Wright）

譯者•梁永生

規格•148mm x 210mm　266頁　單色　平裝

ISBN•978-962-488-805-8

定價•$128

《聖經》怎樣看女性封聖職呢？又怎樣看世俗政治、環

保、世界末日等議題呢？賴特與讀者一起回到《聖經》

去，聆聽《聖經》本身的聲音，以《聖經》的原則去回

應各種挑戰現代信徒的議題。

《童心愛主：主日學課程》				幼兒級課程（3歲）

一年教材，共四冊，每冊十二課。

各冊主題	 第1冊•特別的我

	 	 第2冊•我的好朋友

	 	 第3冊•美麗的世界

	 	 第4冊•奇妙的宇宙

教學支援

第1-3冊經已出版

第4冊將於12月推出

學生本 【$26】 規格：210mm x 297mm

  彩色　平裝　24頁（另附貼紙頁）

手工冊 【$18】 規格：210mm x 297mm

  雙色　平裝　24頁

教師手冊 【$48】 規格：148mm x 210mm

  單色　平裝

課程網頁 http://lgsscps.rerc.org.hk/

 凡購買教師手冊兩本、學生本及手工冊各五本，

可免費使用網頁一年。一年內曾購買幼兒級任何

教材，即可續用一年。

2018年月曆及記事簿

月曆

規格：254mm x 254mm

 26頁　彩色　鐵圈裝

定價：$23

《童心愛主》還有其他級別的課程，包括：

幼稚級（4-5歲）、初小級（6-7歲）、中小級（8-9歲）及高小級（10-11歲），

歡迎瀏覽 http://www.rerc.org.hk/lgssc/pamphlet_hk.html

《勇闖新天地︰認識福音5部曲——延伸資料》

總編輯•彭培剛法政牧師

規格•180mm x 180mmm　48頁　彩色　平裝

ISBN•978-962-488-806-5

定價•$26

這是一本為陪談員而設的參考書，以福音小冊子《勇闖

新天地︰認識福音5部曲》為基礎，提供延伸參考文章

及勸勉，協助信徒在傳福音之前掌握這五個重要的福音

信息。陪談員可考慮將這本小冊子送給福音朋友或初信

者，幫助他們在信仰上扎根和成長。

全彩色印製，配以耐用透明膠套，附2017年7月

至2019年1月曆格、香港及澳門公眾假期表，精

美實用。

記事簿

規格：95mm x 170mm　

 56頁　彩色　平裝（連膠套）

定價：$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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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朋友嗎？》（中英雙語）

作者及繪者•安娜貝爾．費爾南德斯．雷伊

 (Anabel Fernández Rey)

譯者•潘嘉媚

規格•185mm x 255mm  40頁　彩色　平裝

ISBN•978-988-8472-04-8

定價•$56

一個小男孩和一隻大白熊發現友誼不是單向的，而是

給予和接受。透過這個故事，孩子體會真正的友誼不

會只是滿足自己的願望和需要，而是給予、合作、慷

慨和無私。

《傑米種了一顆小橡果》（中英雙語）

作者•蒂姆．鮑利（Tim Bowley）

繪者•伊內斯．菲比（Inés Vilpi）
譯者•潘嘉媚

規格•220mm x 220mm  48頁　彩色　平裝

ISBN•978-988-8472-01-7

定價•$56

傑米種過很多顆橡果，但始終都未能長成大樹。他屢

敗屢試，堅持信念，相信終有一日橡果會長成大樹。

透過這個故事，讓孩子學習以堅毅、不放棄的態度來

面對挫折。

★葡萄牙國家閱讀計劃入選圖書

《教出好孩子：幼兒德育繪本教材》

文林出版有限公司最新出版

各學習範疇提供三本繪本及相關教材，讓老師按需要靈活使用

於不同的級別。全套教材合共提供十八本繪本。

歡迎學校自由組合不同學習範疇的繪本，以配合不同的教學需要。

學校集體訂購教材指定繪本可享七五折優惠，並獲邀參與相關培訓講座。

如有查詢，請致電2776 6514與市場部聶豪輝先生或黃秀東女士聯繫。

教材包括：

•繪本

•導讀資料

•工作紙(每本繪本提供兩張工作紙，並附一張通用工作紙)

•活動建議

•評估表

•網站

•教材光碟

本計劃為幼稚園提供關於品德教育的優質繪本，並附導讀資料

及工作紙。參考教育局「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2017）」中 

「品德發展」目標一項，將品德發展分為以下六大學習範疇：

A	 是非觀念

B	 正面的價值觀

C	 正面的自我形象

D	 樂觀積極

E	 尊重和關心他人

F	 自己於家庭、學校、社會及世界的角色和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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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牆外面是什麼？》

作者及繪者•布麗塔．泰肯特拉普

 （Britta Teckentrup）

譯者•吳嘉儀

規格•245mm x 245mm　40頁　彩色　平裝

ISBN•978-988-8472-06-2

定價•$56

紅牆外面是什麼？住在紅牆內的動物都不知道，也從不

去問，心中卻暗暗有一點恐懼，只有小老鼠感到好奇。

他能否鼓起勇氣，探索這個不為人知的地方？這個故事

鼓勵孩子開放思想和心靈，勇敢地發問，作出新嘗試，

走向自由和超乎想像的世界。

★作者榮獲法蘭克福書展全球插畫獎傑出獎

《小狐獴，嚇一跳！》

作者•妮科爾．斯尼特希拉爾（Nicole Snitselaar）

繪者•科拉莉．索多（Coralie Saudo）

譯者•孟曉

規格•275mm x 205mm　32頁　彩色　平裝

ISBN•978-988-8472-09-3

定價•$56

故事講述一隻小狐獴和他非一般的朋友真誠相處的故

事，輕鬆地闡釋孩子成長過程中遇到的難題，展現了孩

子渴望得到他人認同的微妙心理。

《石，還可以是……》

作者•蘿拉．佩爾迪．薩拉斯

 (Laura Purdie Salas)

繪者•維奧萊塔．達比加（Violeta Dabija）

譯者•吳嘉儀

規格•240mm x 247mm　32頁　彩色　平裝

ISBN•978-988-8472-11-6

定價•$62

石就是石——堆疊而成懸崖、道路和海洋。石，還可以

是什麼？在這詩意盎然的圖文裏，探索石在大地上的不

同角色。

★美國銀行街最佳圖書獎
★國際閱讀學會教師評選最愛圖書

《威廉坐上夜間火車》

作者•蜜芝．凱莉(Mij Kelly)

繪者•	艾莉森．傑伊(Alison Jay)

譯者•亞比

規格•245mm x 245mm　32頁　彩色　平裝

ISBN•978-988-8472-12-3

定價•$62

故事講述威廉乘坐夜間火車，懷着興奮和期待的心情，

急不及待要到達目的地。本書的繪者以夢幻般的圖畫，

創作了一趟難忘的旅程，帶領孩子前往充滿驚喜的夢想

之地。

★繪者榮獲英國凱特格林威大獎提名獎
★繪者榮獲紐約銀行街年度最佳圖書

《三隻小豬拿冠軍》

作者及繪者•柯荷莉．瑟多(Coralie Saudo)

譯者•亞比

規格•240mm x 240mm　32頁　彩色　平裝

ISBN•978-988-8472-13-0

定價•$62

合作無間的三隻小豬經常一起贏取獎牌，但老狼的出現

為他們的友誼帶來了挑戰。故事讓孩子體會合作和團結

是一種浩大和神奇的力量。

《小綿羊的甜甜夢》

作者及繪者•刀根里衣（Satoe Tone）

譯者•吳嘉儀

規格•275mm x 205mm　32頁　彩色　平裝

ISBN•978-988-8472-05-5

定價•$56

故事敘述年紀最小的綿羊弟弟，跟着幾位哥哥，把不

同的夢帶給小孩子。這次輪到他作出嘗試，第一次分享

自己的夢。起初他覺得孤單，甚至害怕得快要做惡夢，

幸好他及時想起哥哥的提示，努力去想像自己最愛的東

西——家人，然後進入了溫暖的、親親家人的甜甜夢。

★作者榮獲波隆納國際兒童書插畫展最佳新人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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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中的小島》

作者•茉甘．德．卡蒂耶（Morgane De Cadier）
繪者•弗洛希安．彼傑（Florian Pigé）

譯者•亞比

規格•292mm x 212mm　40頁　彩色　平裝

ISBN•978-988-8472-14-7

定價•$58

故事講述住在雨中小島的居民，和來自鄰近沒下雨小島

的居民相處的有趣故事，以擴大孩子包容與尊重多元差

異的心胸，學習欣賞差異之美。

★中國主日學協會出版★

代理產品

《合神心意的父親》

作者•吉姆．喬治（Jim George）

譯者•石均

規格•148mm x 227mm　256頁　軟精裝

ISBN•978-957-550-483-0

定價•$93

要當一個好爸爸，其實並沒有你想像得那麼難。首先，

你要對神和兒女用心，然後循着暢銷作家吉姆・喬治分

享的簡單步驟，你也可以為了你的家人成為合神心意的

父親。本書適合個人關注，或在教會弟兄團契、爸爸小

組讀書會共同討論研讀，一同了解對父親必備的十三個

重要角色是什麼，成為更貼近孩子的好父親，發現原來

為人父親是何等大的福分！

《救主耶穌的榜樣——最祟高、最偉大的榜樣》

作者•黃奇山博士（Dr. Daniel. K. Wong）

規格•148mm x 227mm　204頁　精裝

ISBN•978-957-550-481-6

定價•$107 

效法基督的信仰是從認識救主耶穌開始的，沒有正確地

認識主耶穌，我們就無法活出與祂和祂的真理相稱的人

生。正如基督曾經受辱，然後被尊崇；曾經降到最低，

之後被父神升到至高，信徒若效法基督並活出祂的救

恩，也必被神稱讚和升高。願聖靈透過本書，幫助大家

效法基督的態度，應用基督榜樣的果子；願基督在我們

身上被顯大、受尊崇；願父神得着一切的榮耀。

《我的聖經繪本（舊約）》

作者•朴大永

繪者•李昭娟

譯者•卜彥延

規格•215mm x 305mm　184頁　精裝

ISBN•978-957-550-482-3

定價•$127

每個有信仰的人，都會發展出專屬自己的信仰語彙。

透過默想與順服，重新定義的字辭匯集成專屬於自己

的「信仰字典」，形成專屬自己的信仰意識。換句話

說，每個人都有專屬自己的獨特神學，並據此進行禱告

及信仰生活。本書是由知名畫家與作者聯手打造的舊約

靈修繪本，共四十四幅《聖經》故事填色圖，加上靈修

經文、靈修書寫及《聖經》信息，將會連貫成一卷專屬

於你的個人書籍。 

《五種愛之語：享受恆久之愛的祕訣》

作者•蓋瑞．巧門（Gary Chapman）

譯者•中主編輯部

規格•248 mm x 248 mm　112頁　平裝

ISBN•978-957-550-480-9

定價•$93

這本華麗的繪圖本是以全球暢銷書《愛之語——兩性

溝通的雙贏策略》作為基礎編製而成，內容包括三段旅

程︰保持愛箱充滿、五種愛之語、愛是一種選擇。書中

充滿啟發性的圖象與激勵人心的話語，隨着你作彩繪而

活現起來。當你思想這些語句時，你的心思得以更新而

清澈，達到放鬆和平靜，五種表達愛、經歷愛的方式也

得以強化，於你與親密之人的關係亦會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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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愛之語：打開親子愛的頻道》

作者•蓋瑞．巧門（Gary Chapman）、

 羅斯．甘伯（Ross Campbell）

譯者•吳瑞誠

規格•148mm x 210mm　288頁　平裝

ISBN•978-957-550-252-2

定價•$93

本書是巧門博士繼全球暢銷書《愛之語》之後另一鉅

作，更邀得精神醫學權威甘伯博士共同執筆，使內容更

為精采。書中介紹的兒童愛之語觀念十分簡單易明，更

會引導讀者找出自己兒女的主要愛之語。全書滲透見證

實例和傳神引喻，輕鬆感人，不僅讓你會心一悟，且能

即時行之，對家庭和諧、親子互動和情愛運行都會有所

幫助。學會運用孩子的主要愛之語來溝通，讓家庭由戰

場變天堂！

《男孩VS女孩——5種愛之語》（新版）

作者•蓋瑞．巧門（Gary Chapman）

譯者•柯美玲

規格•127mm x 157mm　240頁　軟精裝

ISBN•978-957-550-332-1

定價•$60

本書是暢銷書《單身愛之語》的青少年版。愛與被愛是

人的基本需求，而且每個人都有自己主要的愛之語，可

分為：肯定的言詞、接受禮物、服務的行動、精心的時

刻，以及身體的接觸五種。因此，用對「愛的語言」，

才能正確表達和接收愛，這也是心靈滿足與否的關鍵。

本書可作為青少年「兩性教育」的讀本，幫助青少年了

解兩性的情感需求、互動方式與兩性差異。

《情緒卡》

編寫•馬秀蘭

規格•105mm x 150mm　30張圖卡

定價•$33

一套三十張中英文情緒詞彙圖卡，按五大情緒類型分

類，有助引導兒童探索情感世界，同理他人也認識自

己，以合宜的方式表達感受，邁向平衡智慧的幸福人

生。這盒圖卡更提供二十四個好玩情緒遊戲建議，適

合主日學、兒童情緒教育、體驗活動及生命教育課程

使用。

《忙的話，先靜下來！——用本篤靈修療癒失衡的現代生活》

作者•古倫神父（Anselm Grün）

譯者•鄭玉英、范瑞薇

規格•148mm x 210mm　208頁　軟精裝

ISBN•978-986-936-285-6

定價•$103

《聖經》、儀式和教會節期，是最符合基督宗教生活

藝術的療癒方式，可以幫助我們維持身心健康且充滿祥

和平衡的生活。古倫神父先介紹「本篤靈修」的醫治特

質，告訴我們這是一種有益健康的靈修方法。接着，以

現代人生活為焦點，闡述《聖經》、儀式和教會節期所

帶給人的醫治力量。最後，古倫神父描述了一些儀式和

操練，希望幫助讀者在平時藉着這些練習，具體調整自

己的生活態度與節奏。

《馬丁•路德——一位改變世界的修士》

作者：約翰尼斯．紹爾（Johannes Saurer）、

 烏莉克．阿爾伯斯（Ulrike Albers）

譯者：東吳大學德國文化學系

規格：214mm x 312mm　40頁　精裝

ISBN：978-986-936-284-9

定價：$103

馬丁．路德有什麼特別？為何在五百年後仍然有人持續

討論他？他，區區一個小修士，竟然了解及指出當時至

高全能教會的根本錯誤，甚至冒着生命危險翻譯《聖

經》，毫不屈服於地上最高的權威。透過這本漫畫，

你將了解到他就是這樣一位忠於自己良心的信仰自由

先驅，他的故事給予大家勇氣，敢於站出來對抗錯誤主

張。當然，他一定也有平凡人的弱點，但是他勇敢的反

抗精神，為人們的自由生活體系立下了基礎。

★	本漫畫獲選德國國家福音教會紀念宗教改革五百週年
推薦閱讀

★南與北文化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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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爿坊

在日常生活裏，我們如何待人接物，孩子無時無刻不看在眼裏。故此，我們

在情緒、應對和表現上，都要作好榜樣，讓孩子和身邊的人在我們身上看見上

帝。至於我們的好榜樣，當然就是主耶穌基督！求上帝引導我們走義路，時刻

流露祂的馨香氣息。

「我給你們作了榜樣，叫你們照着我向你們所做的去做。」（約13:15）

本書透過教會主日學老師珊妮與學校團隊陪伴問題兒童小強的個案故事，讓人看見

上帝的慈愛與榮光，重新看見這世代孩童的需要，以「真光」改變這個黑暗世代！ 

隱蔽課程點子︰	「有一天，美術老師帶着他們在校園寫生，校長巡視校園時，經
過他的身旁，停留了幾秒鐘，並且摸摸他的頭說︰『你畫得好極
了，將來一定是一個畫家。』這一句鼓勵的說話就在他的心中埋
下了種子，從此發芽、成長、茁壯。」（頁95）

作者•張輝道

出版•中國主日學協會

定價•$100

加拿大神召會嘉智中學校長及老師，在書中分享作為前線教育工作者的心靈掙扎及

互相扶持的經歷，希望能成為眾同工同道的激勵，喚起對老師心靈培育的關注。

隱蔽課程點子︰	「生命的感染，並不單純是由一、兩個行動或三數句說話可以扭
轉，而是由日常生活中的點點滴滴潛移默化地積聚而成，這對學
生如是，對老師亦如是。」（頁120）

作者•加拿大神召會嘉智中學

出版•文林出版有限公司

定價•$58

如果你是校長，誰非聘不可？獲選為最具影響力的高等教育領袖之一的巴默爾認

為，最佳教師楷模不是孔子、佛洛伊德或蒙特梭利女士，而是耶穌、保羅、沙漠

教父及貴格會信徒！

隱蔽課程點子︰	「課桌椅全都排成一排排，面向講員……這樣的佈置，當然會講
話，講的是在這樣的空間裏，容不得學生對彼此和彼此間的想法
有所聯繫……拒絕迎納。然而，課桌椅一擺成圓形，在大家當中
拉出一塊開闊的空間，供大家聯繫，這樣的佈置，說的就是另一
番話了。」（頁107）

作者•巴默爾（Parker J. Palmer）

譯者•宋偉航

出版•校園書房出版社

定價•$108

本書作者是德國中學生命教育及基督宗教課程老師，她在書中以天使指代三十三個

全方位價值觀，藉着一篇又一篇短文和實用小練習，幫助教師及家長與少年建立溝

通橋梁，培養他們的正確價傎觀與生活能力！

隱蔽課程點子︰「學校裏的『氣氛』會影響我們的情緒，有時候我們會因此覺得很
『High』，有時候卻讓我們覺得阻礙重重。」（頁10）

1 2 3 4

作者•莎賓娜・歐彥（Sabine Eujen）

譯者•鄭玉英

出版•南與北文化出版社

定價•$90

2 《靈動師語：滋潤老師靈命的分享與策略》

4 《33個天使陪我去上學》

3 《未來在等待的教育︰從創造生命的空間開始》

1 《老師的天使心》

榜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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