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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孝道是中國傳統文化之根本，也是我國傳統倫理思想的核心，對於促進家庭

和睦、社會和諧、國家穩定繁榮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段曉亮、玄佳欣，2018）。
事實上，中國傳統社會之所以重視孝道，與儒家高度重視親子關係不無關係，只

要我們閱讀儒家的經典作品，我們便不難發現儒家先哲都會對孝道進行深入的論

述，單是「孝」這個字，在《論語》、《孟子》、《荀子》之中，便分別出現了 19
次、29 次、47 次，而儒家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中流砥柱，自然使到中國社會對孝

道文化極為重視（姚海濤，2016）。古代政府更會實施不同的政策，積極推動人

們知孝、行孝，對於人們那些不孝的行為更予以懲處，以建立社會重視孝道的風

氣（王榕烽，2018）。由是觀之，孝道不但是我國重要的傳統文化精神，而且對

個人、家庭、團體、社會及國家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 

回歸現今的社會，傳統社會所提倡的孝道，不再是子女單向地服從父母之權

威，而是轉化為雙方之間互相尊重、互相關愛的模式，使到親子關係之中帶有一

種愛的力量，並促進了人倫之間的親情，這就是所謂的「移孝為愛」（楊建海，

2017）。事實上，「孝」的本質就是愛，它是個體對家庭、社會、生命的愛，是一

種個人情感的寄托，也是一種精神生活的食糧，同時，「孝」亦能夠激發個體內

在的德性，使之成為一個自愛、愛人、利他的良好公民（王永丹、馬志強，2018）。
而最重要的，就是「孝」是培養仁愛的基礎，這是因為人倫之愛是有等差的，個

體只有先愛父母，然後才可以學會愛他人，故其為仁之根本（杜真強、李葆華，

2018）。由是觀之，孝親文化能夠培養個體愛人與被愛的能力，即把對父母的愛，

延伸至與他人的關係之上。 

基於孝道對於個體成長及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筆者也嘗試在校內推動孝親

教育，以圖建立學生應有的孝親精神及態度。然而，在實施的過程之中，筆者也

遭遇到不同的困難及挑戰。因此，本文旨在說明孝親教育之意涵，並以筆者任教

學校實施孝親教育的經驗為例，分析香港中學推動孝親教育的困難，以及在此基

礎上提出相應的改善策略，以供關心孝親教育的教育工作者作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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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孝親教育之意涵 

孝親教育，就是指透過教育學生孝順父母，加強學生與家庭的情感連結，使

他們能夠對父母的養育之恩、老師的教育之恩、親朋戚友的關愛產生感激之情，

並由之培養出感恩之心，當然，孝親教育也希望擴充學生的感恩之心至社會、國

家的層面，使他們能夠主動擔起社會的責任，幫助社會有需要的弱勢團體，並因

此而感激國家對自己的培育，激發起愛護國家民族的情感（王中教、張澤雲，

2017）。當中，若學校在課程之中適當地加入傳統孝道的知識及內容，那麼學生

便能夠從小接觸到孝親文化，使他們能夠受到薰陶，最終讓他們學會恪守孝道，

並盡心盡力地侍奉對他們有養育之恩的長輩（王向清、楊真真，2017）。另外，

孝親教育能夠潛移默化地把孝道精神融入孩子的日常行為之中，使孝道精神成為

指導他們行為的最高標準，並從中讓他們培養出正確的價值觀（金瀅坤，2018）。
由此可見，孝親教育對於學生的個人成長、家庭生活、投身社會、家國情懷有著

重要的影響，其不但是發展學生人格的重要蹊徑，而且更是組成學校教育的重要

一環。 

三、香港中學推動孝親教育的困難 

承上文而言，孝親教育對孩子的成長具有極大的重要性。故此，筆者便以國

文科為平台，於校內推動全校參與模式的孝親教育。然而，在推動過程之中，筆

者也遇到不少的困難及挑戰。本部分將以筆者的實踐經驗為例，分析香港中學推

動孝親教育的困難，如下： 

(一) 人力資源不足 

孝親乃是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傳承教育，自然與國文科課程息息相關。因

此，大部分學校都以國文科為推動孝親教育的單位。然而，香港國文科教師常規

工作繁重，既要擔當教學工作（一般需要每星期承擔約 26 節的課堂，每節課堂

為時約 35 分鐘），也要兼任行政工作（例如：班級導師、課外活動導師、行政組

別成員等）。在這樣的背景下，國文科教師在推動孝親敎育之時，難免出現有心

無力的情況，即無力處理龐大的行政工作（例如：活動設計、活動推行、同儕會

議、活動檢討等），並因此而出現不同的問題（例如：活動未能切合學生的特性

及興趣、活動日期與學校其他的活動有所衝突等）。由此可見，在欠缺充足人力

資源的支持下，孝親教育的成效難免大打折扣。 

(二) 家校合作欠充分 

家長是孝親敎育的重要主角之一。然而，現今香港的學生大多生活於雙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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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他們的家長都為口奔馳、工作繁忙，根本無暇照顧子女的日常生活，更遑論

要求他們百忙抽空參與孝親教育活動。另外，家長向來只著重子女的學業成績，

他們只要求子女在學業上取得高分數，卻忽略了他們的德育發展。因此，既然孝

親教育不會影響到他們子女的學業分數，那麼他們自然不會予以太多的關注，而

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參加學校舉辦的孝親教育活動之意願自然較低。由此可

見，在欠缺家長的充分支持下，孝親教育便未能延展至學生身處的家庭之中，其

真實成效自然亦會受到影響。 

(三) 學生對行孝持不同態度 

不同學生對行孝都有不同的立場及看法。部分學生出身於背景較複雜的家

庭，例如：單親家庭、隔代教養家庭、沒有雙親的家庭、受到父母疏忽照顧或虐

待的家庭，對孝親這個品德主題比較反感，這是因為他們較少，甚至沒有機會體

會到父母的關愛。在這樣的情況下，若孝親教育只把孝順的對象局限於父母，那

麼這些學生自然未能夠產生情感上的共鳴，並且會對孝親出現負面的看法及感

受，致使他們對行孝有所抗拒。同時，若教師只強調孝順的對象為父母，這些學

生自然會與其他生於一般家庭的學生之意見出現分歧，並可能引發激烈的爭執，

大大影響到課堂的學習及討論氣氛，最終影響到國文科教師後續的施教。由此可

見，若教師在施行孝親教育之時，未能照顧來自家庭背景較複雜的學生之需要及

特性，那麼孝親教育的成效自然會受到削弱。 

(四) 跨部門合作空間不足 

孝親教育既屬於國文科的工作範疇，同時也與其他校內行政組別之工作有所

相關，例如：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培養學生應有的品德價值及公民素養）、宗教

教育組（由宗教團體辦學的學校之特設組別，負責培養學生的靈性發展及向善之

心）、活動組（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學習經驗）、校務組（為學生之學習活動提供

所需的設備及物資）、教務組（規劃學生一切學習活動）等。因此，學校管理人

員在推動孝親教育之時，必然需要協調校內不同人員進行跨部門合作。然而，各

部門人員的工作極為繁重，而且兼任行政工作的教師也需進行課堂教學，在這樣

的情況下，校方自然難以協調各部門人員參與集體會議，致使跨部門合作空間不

足，最終未能做到全校參與孝親教育的目標。 

(五) 孝親教育資源有限 

雖然華人社會著重建立社會的孝親文化氛圍，可是香港政府卻鮮有專門開發

孝親教育的教材。因此，學校在推動孝親教育之時，便需要自行開發校本教材。

然而，坊間的孝親教育資源並不足夠，例如：網絡欠缺足夠的多媒體短片或微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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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教師難以藉此引起學生對孝親教育之學習興趣，又或教師難以找到適切的漫

畫或繪本，致使孝親教育的紙本教材多以文字的方式呈現，這自然減低了學生對

孝親教育的學習動機。由此可見，孝親教育資源有限，難免有礙教師設計多元化

的教學活動，並影響到孝親教育的成效。 

四、改善香港中學推動孝親教育的策略 

(一) 安排教學助理支援 

國文科教師工作繁重，難免影響到孝親教育工作的開展。由是之故，筆者建

議學校安排教學助理支援國文科教師，協助處理與孝親教育相關的行政工作，例

如：準備孝親教育活動需要的物資、預訂孝親教育活動的場地及設備、填寫相關

的行政表單、按照教師的設計製作孝親教育教材、協調各部門人員進行跨部門會

議、製作活動獎項證書、購買活動紀念品、撰寫會議記錄等。此等做法都有助減

輕國文科教師推動孝親教育的行政壓力，也能夠讓他們專注於課程設計及宣傳工

作，這無疑能夠提升孝親教育的整體成效。 

(二) 培育學生領袖 

承上段言，為了增加人力資源，以推動孝親敎育活動，主理孝親教育工作的

教師可以邀請校內不同學會的學生領袖協助，例如：舉辦孝親攝影比賽時，邀請

攝影學會幹事擔任志工，教導參賽者拍攝符合美學的相片；舉辦孝親歌唱比賽

時，邀請校內領袖生維持會場秩序；舉行孝親教育活動時，邀請演說學會的幹事

擔任司儀等。筆者深信此等做法，都能夠有助提升孝親教育活動的流暢性，並減

輕負責教師的工作壓力，同時也可以有效而多方面地培育學生領袖。 

(三) 加強家長教育 

由於家長對孝親教育的內涵缺乏應有的認知，也未必完全理解孝親教育對他

們的孩子有何重要性，所以他們對孝親教育欠缺積極的支持。有鑑於此，筆者建

議學校可以與校內的「家長及教師聯誼會」（下稱家教會）共同合作，先由國文

科教師向家教會的家長幹事講解孝親教育之理念，然後再由他們透過一系列的活

動，例如：家長座談會、家長茶會等，向家教會的家長會員宣導孝親教育的理念，

以使全校家長都能夠理解孝親教育的意涵。此外，學校也可製作孝親教育手冊（家

長篇），當中說明了孝親教育的實施理念，以及家長可以如何配合學校的孝親教

育計劃，使孝親教育能夠於家中延續。同時，學校也可以藉著家長日、全校家長

座談會等重要活動，由班級導師向家長講解學校的孝親教育計劃，並呼籲他們予

以支持，以使他們能夠建立重視子女孝親教育的意識及態度。筆者深信此等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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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必定能夠增加家長對孝親教育的支持。 

(四) 提供多角度思考的機會 

正如前部分所述，若國文科教師只把行孝的對象局限於父母，那麼部分學生

或會對孝親教育產生負面的情緒。因此，教師在引導學生思考孝親精神的要義

時，宜將行孝的對象加以擴充，教導學生凡是對我們有養育之恩的人，例如：長

輩、監護人、老師等，都可成為我們孝順的對象。同時，教師也要向學生講授儒

家有關孝道的正確概念，打破他們對於孝道為中國文化迂腐的產物之想法，例

如：教師可以向學生講解孔子訓斥學生宰我「不守三年之喪」的故事，當中強調

孔子對宰我抱有同情之理解，這是因為孔子指出孝道是雙向的，他認為宰我或許

不曾得到父母的關愛，所以才會不願為父母守三年之喪，而這正正是所謂的父慈

子孝，從中讓學生明白孝道建基於子女與父母彼此之間的愛，使他們明白儒家所

倡導的並非愚孝，而是可以因應實際情況而靈活變通，最終讓他們願意接受儒家

對孝的論述。當然，國文科教師也可以有關孝親為主題的新聞報導作為教材，讓

學生就當中的情景或問題進行討論，例如：當中的主人翁之行為是否合符孝、當

中的主角應否向父母行孝等，使他們能夠理性地思考孝道的精神。 

(五) 及早妥善規劃行政工作 

一般而言，香港中學的教師除了需要擔任教學工作外，還需要兼任至少兩個

行政組別的工作。因此，為了節省人力資源，以及提升工作效率，筆者建議學校

管理人員做好「一人兩組」的工作分配規劃，即預先安排國文科教師參與和孝親

教育相關的行政組別，例如：活動組、德育及公民教育組等，一方面組別主任能

夠省卻召集會議進行解說的時間；另一方面，孝親教育由對課題有深刻認知的國

文科教師主理，其連貫性便能夠得以增加。而最重要的，就是由他們向全校教師

解說孝親教育的理念，並居中協調不同的行政工作，那麼全校的教職員也必定能

夠掌握孝親教育的意涵及其實施方法，最終提升了孝親教育的工作成效。 

(六) 共同開發校本孝親教材 

基於坊間及網絡欠缺充足的孝親教育資源。因此，筆者建議國文科教師可按

照校本情況，並配合國文科的讀文教學，與不同學科共同合作，發展校本孝親教

育教材。例如：在教授《二十四孝故事》時，國文科教師可以與視覺藝術科教師

合作，要求學生繪畫相關故事的漫畫，而這些學生作品亦能夠儲積下來，成為日

後的教材；國文科教師亦可與電腦科教師合作，在教授朱自清《背影》後，要求

學生拍攝對自己有養育之恩的親人之背影，電腦科教師則可以教授他們如何運用

電腦軟件修整圖片的光暗等，而這些相片也可以成為日後孝親教育的材料。筆者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9，8（3），頁 144-150 

 

自由評論 

 

第 149 頁 

深信此等做法，既能夠達到全校參與孝親教育的目標，而且也能夠透過收集學生

之作品，豐富下學年的孝親教育教材，減省國文科教師設計孝親教育素材的時間

及負擔。 

五、結語 

從古至今，中國儒家文化一直推崇孝親觀念，教育後輩不忘父母恩德，飲水

思源。這份美德成為維繫中國傳統家庭倫理和諧的關鍵因素。筆者有見現今社會

「孝」文化之薄弱，故特意設計校本課程，推行一系列的孝親教育，藉此推廣親

子之間的關愛與顧念。在某程度上，孝親教育的意義不僅是承傳中國傳統美德，

更是希望年青一代能夠在豐盛的人生「愛得及時」，讓自己與家人之間存有一份

親情的悸動，不致遺憾。 

在推行孝親教育時，筆者也遇上了不少困難。畢竟，推行孝親教育不單是教

育工作者的責任，也是有賴家長乃至社會各階層的幫助，才能潛移默化地把孝親

觀念牢牢植根於莘莘學子身上。孝，是一個為人立身處世的基礎，而孝親的意義

在於感恩。當年青一代承傳孝道的同時，也會學懂感激身邊的一切人和事、國家

社會，共同實現美好和諧的未來。最後，筆者期盼未來，社會能夠更重視孝親教

育，使我們的孩子都能夠成為知孝、行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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