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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聖經故事 

A. 朗讀經文：列王紀下六章 8~23 節 

B.經文概要：亞蘭王要祕密的攻擊以色列，但神告訴了以利沙，破壞了 

            亞蘭王的計劃。亞蘭王派車馬和大軍圍攻多坦城，想抓以 

            利沙，以利沙禱告神開他僕人的眼，看見耶和華的火車火 

            馬正保護他們，便不再驚慌。後來，以利沙又禱告神，神 

            使亞蘭軍眼目昏迷，走到撒馬利亞城，以利沙使王不殺亞 

            蘭軍反給他們吃飽喝足，讓他們回亞蘭國，從此他們未再 

            進犯以色列。 

Ｃ. 應用說明：運用事實、感覺、聯想、和運用，幫助孩子們融入故事 

              情境，再與現實生活產生聯想，最後把真理原則應用到 

              生活中，並行出來。（粗體字是參考答案。可以按著孩子 

              的年齡，把部份問題改為選擇題，幫助他們理解）。 

D.生活應用：→適合小學三年級以上的孩子討論。 

1. 以利沙的僕人看見被亞蘭大軍包圍，感覺如何?  (感覺  聯想) 

2. 當神開了以利沙僕人的眼，他看見了什麼?  (事實) 

3. 後來亞蘭大軍被帶到那兒去啦?  (事實) 

4. 你覺得為什麼以利沙沒讓以色列王殲滅亞蘭軍?  (聯想) 

5. 亞蘭軍吃飽喝足後，心裡有什麼感覺?  (聯想) 

 



6. 你覺得為什麼之後亞蘭軍未再進犯以色列?  (聯想) 

7. 你曾經原諒過你討厭的人嗎?  為什麼(YES/NO 都要回答)?  (事實) 

8. 以德報怨不容易，耶穌在這樣的事上有給我們立下榜樣嗎?   

   說說看! (事實) 

9. 下次別人嚴重得罪你時，你願意試著為他禱告和原諒他嗎? (應用)  

 

                                             （子馨老師編寫） 

 

 

 

 

 

 

 

 

 

 

 

 

 

 

  



 

 

 

      



 

 

 



 

長子不平父母須理解     文／黃詩涵 

  小儀一屁股坐在木質地板上，氣呼呼的對同學訴苦，我也在一旁靜

靜聽她宣泄一肚子的不滿；媽媽要她多讀書，不准看電視、玩電腦，也

不准她逗留在客廳裡。 

  聽著小儀所說的媽媽的要求，覺得合理，但我不解的是：為什麼她

有這麼大的反抗呢？後來，才明白她抱怨的重點不在這些要求本身是否

合理，而是小她一歲的妹妹也是國小高年級生了，同樣沒做到父母的要

求，竟能安然無恙，免於被數落，小儀當然心生不滿。 

  小儀越說越激動，還把過去心中的不平一次傾吐出來。她說完，轉

頭看著我問：「為什麼年紀大的孩子樣樣都要做到好？小的卻可以什麼

都不做？」 

  身為長女的我，想起自己成長過程中也有相同經驗。我不明白，為

何總要默默接受父母較高的期待、較多的責備；縱然當時因為無法體會

父母的想法，有很多不滿，但我也像小儀一樣不會當場頂嘴反抗，而是

悶在心裡，有機會就找同學表達不滿，尋求相同經驗的安慰。這或許是

因為心裡曉得，如果提出質疑會換來更嚴厲的教訓與斥責，最後結果，

問題依然無解。 

  父母對於長子、長女往往有較多的期待；畢竟是第一次生養孩子，

希望他好還要更好，希望他能成為弟弟、妹妹的好榜樣。可是，對一個



孩子來說，卻不大能理解這麼深遠的期待，長久下來，也會覺得父母不

公平。 

    就像小儀的例子，一開始她覺得身為長女擔負的責任較多，產生了

心理壓力，慢慢的，由於被責備的次數比妹妹多，而有了「父母較疼妹

妹」的感受。 

  我認為，「賦予孩子責任，應該不分大小」，縱然手足間的年紀有

所不同，但仍可以給予他們基本精神相同的要求。 

  比如，做家事時，每個孩子都要參與，父母必須說明是依個人特

質、工作安全的考量來分工，讓孩子各自有必須承擔的責任，再依此獎

懲；在課業上，雖然不見得要求孩子達到一致的成果，但在準備的過

程，則應要求他們盡最大的努力；在生活紀律方面，父母應避免讓孩子

覺得「年紀大的就該懂事，所以嚴厲管教」，最好以「對事不對人」的

角度分析，以事情為問題的核心來告訴孩子怎麼做會更好。 

  用「因為你年紀較大，應該如何如何」的說辭來告誡孩子，只會模

糊焦點，讓孩子陷在不公平的情緒中，而忽略了原本他們可以做到的自

我反省。因此，不以「年齡」訴求，才能讓孩子聚焦在真正的問題上。 

                                                    國語日報家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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