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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教育缘起 

济航师伯是希望教育的领军人物，通过合理排布，以教育中心为主，聚集清贫子弟到慈

济，协助他们升学。 

孩子在学习上的困境，一直都不是孩子自己，只是没有被肯定的潜能导致不自信。如果

计划可行，能够改善他们的认知和生活，那就是成功的。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梦想，可这些不被支持的愿望，也仅是梦幻和想象，也许是现实击

倒一切可能。他们开始迷惘，认为学习不再是希望，放弃未来光明的道路。 

为杜绝这种扭曲心理，教育中心欲透过希望教育来改变孩子现状。 

 

 

————————————————————————————————— 

校长到访教育中心 

晌午，一辆接着一辆商务车，如烟似，往地下车库驶去。一位又一位文质彬彬的人士，

从车上下来，正式为不平凡的星期三拉开帷幕。 

此行目的，是和校长交流，观察孩子在教育中心的学习环境。也希望通过分享会，动摇

校长们在教育上的固有思想，放心将孩子寄托给慈济教育中心。 

因为当天是教育中心的围炉日，孩子喜上眉梢。校长到访，无疑在欢乐氛围添加一点调

味剂，似棉花糖，甜腻腻的。孩子们在教室里，各个小身板似乎想要翻越围栏阻碍，和

校长共享当下心情。 

济航师伯 

慈济基金会执行长 

希望教育理念提出者 



                                

                         

 

孩子灿烂微笑，成劳顿后，最好慰藉。 

校长和孩子们在班上合照，向往的美好被注入在照片里。这一刻不再是学校威严的领导

者，只是相机里的美丽作品。 

 

直至完成教育楼巡礼，志业者带领各院校长到五楼进行成果发表。让校长了解生命教

育，也是希望他们能够一起研讨慈济推崇的教育体系。如若未来在社会上需要该项服

务，能通过校长们引荐。 

致词人是丽婷园长，穿着标示教育者的制服，以洪亮的声音向校长们讲解生命教育： 

一，以善为关怀，止贫为目的，通过教育手段，协助一个家庭。 

二，对宗教信仰认知清晰，不问出路，只求正念。 

校长正在看 

孩子们祈祷 

妙云老师向校长们

讲解教育楼 

孩子们紧贴校长一起

拍照 



三，引领父母步入孩子生命，了解他们，善待他们。 

四，拓展老师对教育的普遍认知，启发慈悲心。 

园长向校长们一一代入生命教育里的要点，为一天巡礼做个简单介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安亲班导师——李静薇老师将实际落实的生命教育展现给校长们。 

              

 

静薇老师表示，学习对学生而言，无非是首要责任，但部分孩子对于学习的热忱寥寥，

老师们开始探讨这群小家伙学习不积极的原因。 

欲想进入孩子的世界不容易，一旦和他们本意碰撞就会弄巧成拙，所以需要时间培养彼

此信任。 

“为什么没完成功课？”老师轻声问道。孩子以不会为由，搪塞过去。 

孩子表现出的抗拒心理，成了老师们探究路上的绊脚石。可老师并未放弃他们，一次不

行，再二次尝试，直到孩子愿意敞开心扉为止。 

几经努力与多月观察，老师们终于掌握孩子学习所面对的困境，其部分原因是孩子无法

独立完成功课。 

每每遇上作业本上不熟悉的题目，孩子得不到解题答案，且家中长辈也无法指导他们的

课业，只能望而止步。久而久之，长时间累积的功课，使孩子们开始逃避，加上网络世

界的影响，抵不住诱惑的学生逐渐沦陷其中，与“学子”身份渐行渐远。 

 

 

李静薇老师 



 

安亲班是第二家园 

安亲班，是孩子的第二个家。放学后来到教育中心，犹如回到自己家般熟稔，唯一不同

是安亲班的活动时间有一定限制，全班同学都需要配合执行。 

规律的生活节奏，是班上的统一标准，培养孩子们的时间观念，是生活教育的基础。 

每天放学回来，老师们都会预留时间让同学们完成学校作业。孩子们就算不愿意把功课

拿出来，也必须依据当日流程进行课后练习，所以他们在网络游戏上游荡的时间大幅降

低。再者，受同侪间的相互影响，不喜作业的学生也会拿起笔盒里的文具，重拾学习斗

志。 

至于答卷上的难题，老师会逐步引导孩子们尝试以自己的思维解题，就算错误，也是一

个学习的过程。慢慢的，孩子就会发现，学习并没有想象中的困难。 

 

网课也是难题 

在行动管制令期间，网课无疑是老师的难题。 

电脑前仅凭亮着的屏幕，不能感受到活跃气息，电脑的另一端，同学们有没有认真上

课，无从可知。荧幕隔着荧幕，渐将师生之间的距离拉远，任由老师叫了好几声都没有

同学回应，难免会心寒。 

为了真实了解孩子们的近况，老师们决定在每星期与孩子单独在线上会谈，希望通过几

次聊天拉近彼此距离。 

前几次会谈，孩子会抗拒，老师都是处于自问自答的阶段，很是无奈。 

“可以不要上线吗？我没有话要跟你说。” 

一句无心之言，化作砭骨朔风吹出屏幕外，狠狠的打在身上。可作为教育志业者，不能

因此失了初心。 

“没关系啊，老师只是想看看你，知道你过得好不好，这段时间我都看不到你们，会想

念你们啊！” 

老师的热情回应，使得电脑的另外一头陷入沉默。 

之后孩子不再抗拒上线，偶尔应老师要求打开荧幕让老师看看他，也主动与老师分享家

里的事情，还会透过视讯带着老师参观家中环境。更有孩子邀约老师上线，陪着他画

画，听他们的故事，做功课等等，种种事迹都往好的方向发展。 



最特殊的时期，或许能给予孩子的也仅有，耐心聆听，以爱陪伴。 

感恩科技的发达，还能在封闭的屋子里，点燃温情的火焰。兴许老师们的表现是在陪伴

孩子，更不如说是他们的出席是对教育人员的肯定与信任，相互间也有非一般的心灵依

靠。 

 

疫情下的无可奈何 

在疫情泛滥期，老师接获一位孩子的语音简讯。他的语气显得害怕，原因竟是父亲母亲

不和导致。大人的吵架声，贯彻屋子内外，孩子如雷贯耳，显得无助又伤心。 

老师了解详情后，也仅是透过手机陪伴及安抚孩子。 

无论如何孩子们愿意打开心房里最隐蔽的角落，接受老师走入他们的世界，已是为人之

师最大的成就。非常感恩能有如此殊胜的因缘，陪伴孩子们成长。 

————————————————————————————————— 

静薇老师结束演讲后，在掌声中走下舞台。时间来到下午 3时 25分，校长与教育中心在

职人员和大爱妈妈进行互动，探究安亲班的教育制度。 

至 4点讨论结束后，校长和志业者们合照，结束一天旅程。        

校长心得               

孩子天生爱嬉戏，也有几个特例。因为生活，无奈成为折翅天使，流浪在大地海川间。 

学校庞大，不能顾及每个受伤心情，甚至不知背后故事。 

慈晴老师拜访，是校长第一次踏入孩子家中。家里被抹上的尘埃，得知校长到来，匆匆

擦去，堆积的杂物也被草草叠起。或许这是他们仅能带给的最高礼遇。 

校长霎时顿住，孩子的童真，是他们隐藏惆怅的武器。懊悔没能即使向对方伸出援手。 

可学校资源并不能给予每个学生安途，毅然选择和教育中心合作。 

经过多次筛选，校长将最后名单交给慈济教育中心，希望透过组织弥补学校不足之处。

也同意志业者的请求，在学校推广生命教育。教育孩子，同时教育父母，不将一代寒

舛，代代相传。 

兴许生命教育在学校普及有了成效，孩子对生命的敬畏，开始敏感。对待老师，对待同

学，不再毫无分寸。压抑的阴霾，也开始往外扩散，逐渐看见孩子莞尔。                                                                                         

 



       

 

 

 

 

 

 

 

 

 

 

 

 

 

 

集体大合照 



校长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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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善小学校长 

陆经纬校长 

 

 

丽泽 B校副校长 

苏保德副校长 

 

 

 

 

 三民小学校长 

陈佩佩校长 

 

 

 

 

 

颍川小学校长 

王渼铮校长 

 

 

 

 

 

慈济提供人文教育，教育

孩子品格。训练孩子独立

自主，认识自己在家庭里

的责任。 

感恩慈济给予机会，在学校

设立活动，以此改善师生关

系，开拓孩子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