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休閒及空餘時間（一） 

空餘時間本身就充滿著教育的可能性。以下是一系列關於家庭和教養子女的文章中的

一份。 

 

在許多國家，現今的教育制度給予孩子們越來越多的空餘時間。因此，許多父母都明

認這些時間對孩子們的教育的重要性。 

但是有時候，他們主要的擔心是孩子們在下課後就「荒癈時間」，所以就會給他們安

排不同的課後活動。這些活動經常都帶著一點學術的性質，例如學習一些外國語言或

樂器等，作為補充課程。 

空餘時間的價值 

空餘時間本身就充滿著教育的可能性，正如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所說，重要的是「發

展及有益地使用年輕人的休閒時間，引導他們的精力」[1]。在每天課餘的時間裡，青

少年會覺得自己就是時間的主人翁，可以做自己真正喜歡的東西：與家人或友人在一

起、從事自己的嗜好、休息、或自由自在地尋樂。他們會覺得自己所作的任何決定都

是屬於自己的，從而為自己定下了不同的嗜好的優次：我喜歡做什麼，什麼是我這一

刻要做的，什麼可以留待遲些 …  。孩子們會藉此更加了解自己，發現自己的新責任，

和應該怎樣負起它。 

畢竟，孩子們可以藉此更加自覺地行使他們的自由。所以，父母和教育工作者必須重

視孩子們的空餘時間。一切教育的工作都是為了讓人學會自由，而空餘時間本身就是

自由的時間，可以讓人自由地享受活動、美好的東西、與人交談，就是説，那些不是

「必須」的，卻是生活所不可或缺的東西。 

如果父母們忽視孩子們的休閒時間（只關心他們把功課做好便行了），或只是視它為

「延續」課堂學習的時段，那麼它潛在的教育機會就會失去了。忽視它，就會令孩子

們安於逸樂，投閒置散（如只顧看電視、玩電腦遊戲等）。把它作為課堂學習時間的

延續，就會令它喪失了它特有的教育價值，因為它基本上變成了上課的延續，所不同

的只是：細節由父母去安排，而不是由校方安排。 

這樣做可能會在孩子的腦海中塑成一個壞印象，就是生活只有對立的兩面：職責所在

的事就必須去做；其他的就是玩樂的事。所以，父母們應該不時考慮孩子們怎樣能夠

在一週的不同日子裡的不同活動中多方面地成長，在培育和休閒之間取得平衡。 

緊密的活動程序，會令孩子們充份利用所有時間，但是也可能使他們不懂得怎樣去管

理自己的時間。若要孩子們在品德上增長，父母必須讓他們實習怎樣去使用自己的自

由。假如不讓他們自由地選擇自己喜歡的活動，或是不許他們玩樂或和友人在一起，

那麼當他們長大後，可能也不䁱得怎樣健康地享受休閒時間。他們就很容易被消費型

的社會風氣所捘擺。 

若要教導孩子們怎樣自由地和負責任地使用自己的空餘時間，父母們必須充份地了解

他們的興趣和能力，以配合應該給他們提供什麼樣的休閒活動，好使他們能夠得到真



正的休息和娛樂。當孩子們仍然是很年幼時（這時正是培養他們怎樣利用空餘時間的

最佳時機），會很樂意接受父母的任何意見。如果他們對於父母所提供的活動感到滿

足，他們就會更容易地學會什麼才是空餘時最好的活動。 

顯然，父母們必須有想象力和犧牲的精神，例如必須限制一些過份地費時的、或是會

使人自我孤立的活動（如長時間地看電視或是溜覧互聨網等）。更好的是鼓勵子女們

去參加一些能夠促進友誼、本身就是富吸引力的活動（例如體育運動、遠足、與其他

孩子一起玩遊戲等）。 

在玩樂中成長 

在一切空餘時間的活動中，最能令年輕人（其他人也是一樣）喜歡的就是玩樂。這是

很自然的，因為玩樂自會令人開心，予人處於輕鬆的氛圍，和讓人接觸到出奇的、意

料之外的事。人經常會從玩樂中發現到自己的真性情。在玩樂中，他會比在正常的工

作中更加投入。 

最重要的是，玩樂就是將來的生活的試驗：它是學習怎樣去充份利用自己的精力、考

驗自己才能的極限，和找出自己在什麼地方可以成功的方法。禽畜也會玩樂的，但卻

大大與人類不同，因為禽畜很快就會達至牠們學習的極限。相反，人類可以畢生都玩

樂，因為人類可以畢生學習，不斷地成長。 

人藉著玩樂而成長和發展。孩子們在玩樂中增長見聞，在比賽中考驗自己的強項，和

組合自己性格的不同方面。玩樂給人帶來連續不斷的挑戰。它包括釐定規距和自願地

遵從它。它也包括釐定目標，和如何經驗失敗，如何輕看失敗。任何遊戲都包含道義

和責任，因而會在道德的層次上助人成長。所以，正常的情況是：與他人一起，集體

玩遊戲。 

遊戲的這個「集體」本性是十分根深蒂固的，以至孩子在獨自一人玩耍時，也傾向於

假想著奇形怪狀的景象，和不同的、參與他的遊戲以及與他交流的人物。孩子們在遊

戲中學習認識自己和認識他人，也經驗到與他人在一起、與他人分享的喜樂。他們在

遊戲中學習和吸取成年人的種種角色。 

人主要是在家庭中學習玩樂。生活包含著玩樂、競爭，但也意味著互相合作、互相幫

助、和學習怎樣與他人相處。在家庭的氛圍之外嘗試去使「競爭」和「合作」並行不

逆是難以想象的。遊戲就是學習怎樣過羣體生活的基本考驗之一。歸根究柢，遊戲的

教育價值，在於如何教人把情感和行為串連在一起。因此，父母和子女玩樂是最能令

雙方團結的方法。正如聖施禮華曾經說過的，父母們必須視子女如朋友：「假如需要

的話，你要與他們小的一起在地板上爬爬，又拿著玩具火車或玩具兵來玩 … 。那就是

我的大意見」[2]。 

當孩子漸漸長大，父母對他們的休閒活動的關注也隨之而轉型。比如說，父母或許可

以鼓勵他們帶朋友回家小聚，或是和他們一起去觀看他們的體育項目。父母會因此認

識到孩子的朋友，及這些朋友的家人，同時又不會錯誤地被視為意欲管制他們，或不

信任他們。 



父母們也可以和其他做父母的一起營造一些孩子們可以從中獲得健康的娛樂，和全人

成長的場合。聖施禮華自始就鼓勵這些創意，好使孩子們可以在富有陶成、能夠讓他

們辨認出自己身為天主子女的尊貴、和學習如何關心他人的氛圍中玩樂。在其中，他

們可以學到作息有序，如何在不同的年齡階段（包括年少時）去尋求聖德，及如何在

週圍的人中留下印象。 

我們可以套用一個教宗真福保祿六世用過的、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特別喜歡的詞語：

青年會是孩子們學習如何成為「稔熟人性的專家」[3] 的地方。所以，只是著眼於子女

的學術和體育方面的成就是大錯特錯的。 

玩樂與生活 

在希臘文中，「教育」paideia 和「玩樂」paidia 兩詞出自同一語根。在學習如何玩樂

的當兒，青少年也學會處世之道。其實，不但孩子們應該玩樂，而且成年人年紀越大，

也越該玩樂。我們都遇過一些因為年紀大了而感到徬徨的人。他們發現自己不再有著

曾經有過的體力，對於生活的挑戰感到無能為力。事實上，我們也會在許多年輕人中

看到這種心態。他們未老先衰，似乎喪失了對新事物、新環境的應變力。 

相反，我們或許遇過一些年紀較大，但卻維持著年青的心態的人：勇於夢想、勇於創

新、積極地面對每一天。他們中有些人更加是經常受制於身體的各種衰退。他們給我

們的教訓是：年紀越大，就越多需要以一種玩樂的心態去處世。 

一個懂得怎樣玩樂得好的人，能夠學會怎樣去面對成功與失敗，和發現到遊戲的價值。

他會因著嘗試以不同的方式去爭取勝利而經驗到滿足，又會避免不顧一切、只求成功

這種做事方式所帶來的負面情緒。這個態度也適用於生活中「認真」的事件、日常的

工作、和怎樣去面對那些假若用其他的方法就會帶來氣餒和無助感的新事物。 

工作和玩樂雖然各有其時序，但是人面對兩者的態度不需有所不同。在工作的和玩樂

的是同一個人。工作不是永恆的，所以人不應過猷不及地認真。正如聖施禮華所教導

的，工作的最大價值，是天主在其中等候著我們。只有為了愛天主而做事 —— 甚至是

與天主一同做事，人生才會有完整的意思。生活中值得認真之處，在於我們不能玩弄

天主賜給了我們的恩寵，和玩弄祂提供了給我們的機會，雖然在某個角度來説，祂真

的是藉著聖寵來和我們玩樂。聖施禮華曾經說過：「主甚至可以利用一隻檯腳來書寫

呢」[4]！ 

只有我們與天主的良好關係能夠給我們的生命和所有工作帶來穩定、力量和意義。我

們必須以小孩和他的父親玩耍的信任和體育精神去進行一切活動。這樣，事情就會

「更快、更多和更好」地得到完成。我們會學到怎樣去克服表面上的失敗，因為新的

挑戰一定會在等待著我們。聖經描述天主的智慧為「天天是祂的喜悅，不斷在祂前歡

躍，歡躍於塵寰之間，樂與世人共處」[5]。天主藉著創造我們來「歡躍」，也教導我

們以喜樂和信心去生活，和深信著我們將會 —— 或許是不期而遇地 —— 獲得我們正

在企望的恩惠，因為我們也知道：「天主使一切協助那些愛祂的人，就是那些按祂的

旨意蒙召的人獲得益處」[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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