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休閒及空馀时间（一） 

空馀时间本身就充满著教育的可能性。以下是一系列关於家庭和教养子女的文章中的

一份。 

 

在许多国家，现今的教育制度给予孩子们越来越多的空馀时间。因此，许多父母都明

认这些时间对孩子们的教育的重要性。 

但是有时候，他们主要的担心是孩子们在下课後就「荒癈时间」，所以就会给他们安

排不同的课後活动。这些活动经常都带著一点学术的性质，例如学习一些外国语言或

乐器等，作为补充课程。 

空馀时间的价值 

空馀时间本身就充满著教育的可能性，正如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所说，重要的是「发

展及有益地使用年轻人的休閒时间，引导他们的精力」[1]。在每天课馀的时间里，青

少年会觉得自己就是时间的主人翁，可以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与家人或友人在一

起、从事自己的嗜好、休息、或自由自在地寻乐。他们会觉得自己所作的任何决定都

是属於自己的，从而为自己定下了不同的嗜好的优次：我喜欢做什麽，什麽是我这一

刻要做的，什麽可以留待迟些 …  。孩子们会藉此更加了解自己，发现自己的新责任，

和应该怎样负起它。 

毕竟，孩子们可以藉此更加自觉地行使他们的自由。所以，父母和教育工作者必须重

视孩子们的空馀时间。一切教育的工作都是为了让人学会自由，而空馀时间本身就是

自由的时间，可以让人自由地享受活动、美好的东西、与人交谈，就是説，那些不是

「必须」的，却是生活所不可或缺的东西。 

如果父母们忽视孩子们的休閒时间（只关心他们把功课做好便行了），或只是视它为

「延续」课堂学习的时段，那麽它潜在的教育机会就会失去了。忽视它，就会令孩子

们安於逸乐，投閒置散（如只顾看电视、玩电脑遊戏等）。把它作为课堂学习时间的

延续，就会令它丧失了它特有的教育价值，因为它基本上变成了上课的延续，所不同

的只是：细节由父母去安排，而不是由校方安排。 

这样做可能会在孩子的脑海中塑成一个坏印象，就是生活只有对立的两面：职责所在

的事就必须去做；其他的就是玩乐的事。所以，父母们应该不时考虑孩子们怎样能够

在一週的不同日子里的不同活动中多方面地成长，在培育和休閒之间取得平衡。 

紧密的活动程序，会令孩子们充份利用所有时间，但是也可能使他们不懂得怎样去管

理自己的时间。若要孩子们在品德上增长，父母必须让他们实习怎样去使用自己的自

由。假如不让他们自由地选择自己喜欢的活动，或是不许他们玩乐或和友人在一起，

那麽当他们长大後，可能也不䁱得怎样健康地享受休閒时间。他们就很容易被消费型

的社会风气所捘摆。 

若要教导孩子们怎样自由地和负责任地使用自己的空馀时间，父母们必须充份地了解

他们的兴趣和能力，以配合应该给他们提供什麽样的休閒活动，好使他们能够得到真

正的休息和娱乐。当孩子们仍然是很年幼时（这时正是培养他们怎样利用空馀时间的



最佳时机），会很乐意接受父母的任何意见。如果他们对於父母所提供的活动感到满

足，他们就会更容易地学会什麽才是空馀时最好的活动。 

显然，父母们必须有想象力和牺牲的精神，例如必须限制一些过份地费时的、或是会

使人自我孤立的活动（如长时间地看电视或是溜覧互聨网等）。更好的是鼓励子女们

去参加一些能够促进友谊、本身就是富吸引力的活动（例如体育运动、远足、与其他

孩子一起玩遊戏等）。 

在玩乐中成长 

在一切空馀时间的活动中，最能令年轻人（其他人也是一样）喜欢的就是玩乐。这是

很自然的，因为玩乐自会令人开心，予人处於轻松的氛围，和让人接触到出奇的、意

料之外的事。人经常会从玩乐中发现到自己的真性情。在玩乐中，他会比在正常的工

作中更加投入。 

最重要的是，玩乐就是将来的生活的试验：它是学习怎样去充份利用自己的精力、考

验自己才能的极限，和找出自己在什麽地方可以成功的方法。禽畜也会玩乐的，但却

大大与人类不同，因为禽畜很快就会达至牠们学习的极限。相反，人类可以毕生都玩

乐，因为人类可以毕生学习，不断地成长。 

人藉著玩乐而成长和发展。孩子们在玩乐中增长见闻，在比赛中考验自己的强项，和

组合自己性格的不同方面。玩乐给人带来连续不断的挑战。它包括釐定规距和自愿地

遵从它。它也包括釐定目标，和如何经验失败，如何轻看失败。任何遊戏都包含道义

和责任，因而会在道德的层次上助人成长。所以，正常的情况是：与他人一起，集体

玩遊戏。 

遊戏的这个「集体」本性是十分根深蒂固的，以至孩子在独自一人玩耍时，也倾向於

假想著奇形怪状的景象，和不同的、参与他的遊戏以及与他交流的人物。孩子们在遊

戏中学习认识自己和认识他人，也经验到与他人在一起、与他人分享的喜乐。他们在

遊戏中学习和吸取成年人的种种角色。 

人主要是在家庭中学习玩乐。生活包含著玩乐、竞争，但也意味著互相合作、互相帮

助、和学习怎样与他人相处。在家庭的氛围之外尝试去使「竞争」和「合作」并行不

逆是难以想象的。遊戏就是学习怎样过羣体生活的基本考验之一。归根究柢，遊戏的

教育价值，在於如何教人把情感和行为串连在一起。因此，父母和子女玩乐是最能令

双方团结的方法。正如圣施礼华曾经说过的，父母们必须视子女如朋友：「假如需要

的话，你要与他们小的一起在地板上爬爬，又拿著玩具火车或玩具兵来玩 … 。那就是

我的大意见」[2]。 

当孩子渐渐长大，父母对他们的休閒活动的关注也随之而转型。比如说，父母或许可

以鼓励他们带朋友回家小聚，或是和他们一起去观看他们的体育项目。父母会因此认

识到孩子的朋友，及这些朋友的家人，同时又不会错误地被视为意欲管制他们，或不

信任他们。 

父母们也可以和其他做父母的一起营造一些孩子们可以从中获得健康的娱乐，和全人

成长的场合。圣施礼华自始就鼓励这些创意，好使孩子们可以在富有陶成、能够让他

们辨认出自己身为天主子女的尊贵、和学习如何关心他人的氛围中玩乐。在其中，他

们可以学到作息有序，如何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包括年少时）去寻求圣德，及如何在

週围的人中留下印象。 



我们可以套用一个教宗真福保禄六世用过的、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特别喜欢的词语：

青年会是孩子们学习如何成为「稔熟人性的专家」[3] 的地方。所以，只是著眼於子女

的学术和体育方面的成就是大错特错的。 

玩乐与生活 

在希腊文中，「教育」paideia 和「玩乐」paidia 两词出自同一语根。在学习如何玩乐

的当儿，青少年也学会处世之道。其实，不但孩子们应该玩乐，而且成年人年纪越大，

也越该玩乐。我们都遇过一些因为年纪大了而感到徬徨的人。他们发现自己不再有著

曾经有过的体力，对於生活的挑战感到无能为力。事实上，我们也会在许多年轻人中

看到这种心态。他们未老先衰，似乎丧失了对新事物、新环境的应变力。 

相反，我们或许遇过一些年纪较大，但却维持著年青的心态的人：勇於梦想、勇於创

新、积极地面对每一天。他们中有些人更加是经常受制於身体的各种衰退。他们给我

们的教训是：年纪越大，就越多需要以一种玩乐的心态去处世。 

一个懂得怎样玩乐得好的人，能够学会怎样去面对成功与失败，和发现到遊戏的价值。

他会因著尝试以不同的方式去争取胜利而经验到满足，又会避免不顾一切、只求成功

这种做事方式所带来的负面情绪。这个态度也适用於生活中「认真」的事件、日常的

工作、和怎样去面对那些假若用其他的方法就会带来气馁和无助感的新事物。 

工作和玩乐虽然各有其时序，但是人面对两者的态度不需有所不同。在工作的和玩乐

的是同一个人。工作不是永恒的，所以人不应过猷不及地认真。正如圣施礼华所教导

的，工作的最大价值，是天主在其中等候著我们。只有为了爱天主而做事 —— 甚至是

与天主一同做事，人生才会有完整的意思。生活中值得认真之处，在於我们不能玩弄

天主赐给了我们的恩宠，和玩弄祂提供了给我们的机会，虽然在某个角度来説，祂真

的是藉著圣宠来和我们玩乐。圣施礼华曾经说过：「主甚至可以利用一只檯脚来书写

呢」[4]！ 

只有我们与天主的良好关係能够给我们的生命和所有工作带来稳定、力量和意义。我

们必须以小孩和他的父亲玩耍的信任和体育精神去进行一切活动。这样，事情就会

「更快、更多和更好」地得到完成。我们会学到怎样去克服表面上的失败，因为新的

挑战一定会在等待著我们。圣经描述天主的智慧为「天天是祂的喜悦，不断在祂前欢

跃，欢跃於尘寰之间，乐与世人共处」[5]。天主藉著创造我们来「欢跃」，也教导我

们以喜乐和信心去生活，和深信著我们将会 —— 或许是不期而遇地 —— 获得我们正

在企望的恩惠，因为我们也知道：「天主使一切协助那些爱祂的人，就是那些按祂的

旨意蒙召的人获得益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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