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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份儿童聚会 

课程内容 
 

日期 课程 

3/04 瞧!我是人! 

3/11 万有都是为着人 

3/18 人为万物之灵 

2/25 人算什么， 祢竟顾念他 

儿童聚会时间表 

 
10:00   聚会开始 

10:00-10:30  自由活动 

10:30-11:00   诗歌 

11:00-11:20  故事 

11:20-11:50  手工 

11:50-12:00  洗手间 

12:00-12:30  加餐 

12:30   聚会结束 

时间： 

每周日上午 10 点至 12

点半 

地点： 

132-29  Blossom Ave, 

Flushing, NY 11355 

大纽约成人保健中心 

地下层 

微信群： 
 

有意加入低年级儿童

服事者与家长的互动

微信群，请在会后联

络儿童服事者 
 



 
如何操练对孩子灵性的牧养  

父母在教养孩子的过程中常常希望能找到灵丹妙药般的方法，而下面的几点分享并不是照着做了就

可以认为已经达成了目标，而是我们愿意通过这些方法更好地在主面前寻求，操练如何对孩子灵性

的牧养。因为能使孩子重生得救、生命被更新的是福音，是成长，不仅仅是方法。 
  

一、家庭敬拜与召会的敬拜 
建立有规律的家庭敬拜。由父母带领孩子一起唱诗、祷告、读经、分享。在这过程中要使孩子意识

到基督的同在，求圣灵藉着话语在每一位家庭成员的心中工作。在家庭敬拜中，特别要警惕形式

化，一定要有敬拜的实质，而不是做样子，包括考虑到针对不同年龄的孩子而有的对家庭敬拜的设

计。 

另外就是召会的集体敬拜，这是主所看重的。主日是分别出来归属主的圣日，不是随我们的私意来

安排节目的周末假日，所以要带孩子一同看重召会主日的敬拜。为着主日敬拜的生活，要提前预备

孩子的心并建立孩子敬拜神的意识，这也是在家庭敬拜中就应当建立的意识，使他们不是被动或被

胁迫地参与其中，而是自觉理所当然。 

因此孩子需要在父母真切的爱里被训练、被要求，而不是依着孩子自己的本性（罪人抵挡神的本

性）任其为之，这是需要在家里就开始实施的训练。到主日的时候，父母同样要教导孩子，这里不

是幼儿园或活动中心，而是和其他小朋友一同来敬拜主、学习主话语的地方，形式可能有严肃、有

活泼，但要使孩子知道这里是有主耶稣同在的，是与主耶稣有关，要敬畏神。 

 
二、顺服权柄的训练 
 “你们作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西 3:20） 

 “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弗 6:1） 

神为我们设立了权柄次序：父母要顺服神，孩子要顺服父母，妻子要顺服丈夫。顺服神是背叛神的

罪人不喜欢的事情，因此父母需要在主的爱里训练自己顺服神，同时也要如此训练孩子顺服父母。

如果父母忽视了罪人不愿顺服神的本性，就无法让孩子知道人里面的悖逆就是罪，父母也会以最容

易的方式顺着孩子走，结果是父母被孩子的悖逆“训练”，凡事要依着孩子才有“平安”。 

孩子在人格上是与父母平等的，但在次序上不是平等的。而如今世界的文化是高举平等来否定一切

的权威，因此孩子没有对父母、长辈的尊重，也不服管教，按着自己喜好的去行。父母从神领受了

权柄，若没有使用这个权柄，就是对孩子教养的失职。如果孩子没有被父母训练顺服权柄，他怎么

知道顺服神呢？ 

 

三、舍己、担当责任的训练 

这世界的声音是不要让孩子受苦，不要让他受委屈，不要让孩子不高兴，但圣经的教导是“人在幼

年负轭，这原是好的。”（哀 3:27）所以父母当有意识地训练孩子担当他力所能及的事情，也承担

他当承担的责任。从他自己需要做的事开始训练：自己吃饭、穿衣、背包、走路、收拾玩具，自己

洗内衣、袜子，再大些可以承担一些家务：洗碗、做饭、擦地等。在召会的服事中也训练孩子参与

他能担当的事：照顾比自己小的孩子，整理儿童班房间，参与接待、餐点、整洁等，使他融入在召

会的共同体中，意识到自己是基督身体中的一个肢体。在共同体的生活中训练孩子为别人的益处着

想，担待别人，可以受委屈、舍弃自己的利益成全别人，这与人罪性中喜好坐享其成恰恰相反。训

练的目的不是使他成为懂事的好孩子，而是使他成为主能使用的人。 

 
 

 

以上内容摘自《在福音里养育儿女》 



 

孩子合群吗? 孩子受欢迎吗? 孩子每天会不会因为一些无谓小事斤斤计较? 孩子在与人交往中会不会紧张、害怕?

这是每个父母都会观察和思考过的问题，可当大部分家长意识到孩子“内向”“自私”“胆怯”“害羞”的时

候，并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其实，这些问题大多只是因为孩子还缺少适当的社交技能。因此，当孩子离开父母的

怀抱开始自己的旅程时，父母需要有意识地把观察、引导和教授孩子。 

 

一方面，要帮助孩子摆脱对父母亲人的依恋。孩子在 5 个月左右，便能够区别出熟人和生人，会排斥陌生人，对

妈妈爸爸、爷爷奶奶等熟悉的看护者，孩子的反应比较积极，开始有依恋感。而 6 个月至 2 岁的孩子处于依恋对

象单一化的阶段，就是对某一个看护者特别依恋，当这个看护者一离开，孩子就焦虑哭喊，孩子依恋的对象既有

可能是父母，也可能是爷爷奶奶，谁与他朝朝暮暮在一起，他就依恋谁。这个时期，看护者需要耐心&积极回应孩

子的需求。 
 
大部分孩子在 2 岁以后，与直接抚养人建立起安全依恋，他会逐渐明白自己的依恋对象的离开只是暂时的，不会

抛弃自己。这是一种正常的心理需求与人际关系智能发展的表现。因此，父母不要过分满足孩子对自己的依恋，

可以循序渐进地培养孩子的独立性，让他乐意并学习跟其他成人玩，尤其是幼儿园的老师、同学，这样孩子的社

会性才能发展得更好。 

 

孩子 3 岁左右时，家长需要积极帮助他寻

求和建立良好的同龄伙伴关系，由于父母

是孩子早期发展最重要的人，父母要帮助

孩子把依恋对象从父母转向同龄伙伴。最

初孩子还没有掌握熟练的同伴交往技巧，

父母要一点一滴地教孩子，例如让孩子学

会礼貌地跟人打招呼，学会排队、等待和

与人分享，学会用语言表达自己的需求，

而不是直接动手打或抢等。 

在生活中，父母需要有意识地教孩子使用

文明礼貌用语。“请”“谢谢”“对不

起”“请原谅”……这些词语会让孩子在

与人交往过程中更加顺畅。当孩子想要加

入其他孩子的游戏时，父母可以教孩子

说：“请问我能和你们一起玩吗?”“明明，我能和你一起搭积木吗?”这比孩子眼巴巴地站在一旁看着更可能被

接受。当在游戏中获得同伴的帮助时，父母要教孩子对同伴说声“谢谢你”;当孩子不小心伤到同伴，父母要教他

真诚地说声“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请原谅我好吗”。这些简单的礼貌用语不仅能够促进孩子间友谊的发展，

也能提高孩子的情商。如果孩子学会了从家庭这个单一的圈子走向团体生活，他的各方面能力都将同步增长。 

 

另一方面，让孩子在分享食物和玩具的过程中，慢慢学会人际交往。许多家庭、许多学校都强制孩子将自己的东

西分享给别人，但这种方法不适用于 4 岁之前的孩子。如果提前强制孩子分享他的东西，会给他造成巨大的恐惧

感和危机感。其实等孩子到了四五岁，他自然会愿意分享，因为他的心理已经发展到了另一个层面。到六七岁

时，孩子开始真正能体会到分享的乐趣，从而可能养成乐于分享的良好品质。 

如果父母想要孩子早日学会分享，就应该让他在 3 岁左右明白物品的所有权：别人的东西不可以拿;自己的东西给

不给别人自己有决定权;拿别人的东西要征得别人的同意。这是儿童交往的主要原则。我发现，大部分孩子到 5 岁

左右，都开始喜欢和他人分享物品，这是孩子成长的一个规律，但在此之前，儿童的物品应归他自己所有，不能

强迫他放弃自己的东西，同时也要告诉孩子学会尊重他人的拒绝。孩子先要拥有物品，然后才能拥有这个物品的

处置权。通常赠送和交换物品在儿童交往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所以，父母平时要给孩子一些玩具、食品，使他们

拥有赠送和交换的条件。 

在孩子交换物品的过程中，父母不要强硬干涉，应该让他有机会在周围世界中去亲身经历与他人的交往，让孩子

在自由自在的活动中，借助交换食物和玩具来构建最早的人际关系，认识人与物，物与物，物与环境之间的关

系，体会各种喜乐忧伤，培养人际交往技能。这些经历能为他下一次的交往及交换积累力量和经验，是孩子成长

所必须的。 

孩子的社会交往能力，小部分来自于父母遗传，大部分则是通过社会活动培养出来的。 

有些孩子比较内敛，行事谨慎，融入群体比较慢;而有些孩子比较外向，说话做事比较爽快，融入新群体比较快，

喜欢和周围的人打交道。这两类孩子说不上谁好谁差，只要恰当引导，他们都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获得较好的

发展。 

 
 
 

摆脱依恋，帮内向的孩子学会交朋友 

以上内容摘自《蹲下来和孩子说话》 



 

孩子爱发脾气怎么办？ 

有个小男生不顾老师提醒，屡次在排队时肢体冲撞别的小朋友。于是我对他说：等一下午休的时候请你留下

来，我们来练习如何排队。我的话音刚落，那个小男生就一屁股坐在地上，一边尖叫，一边双脚到处乱蹬，

手边能摸到的东西都被他扔了出去，站在他旁边的小朋友无辜中招开始哭，场面乱成一团，简直是修罗场。 

 

当我这个新人教师不知道如何维稳这个场面的时候，我的搭档教师刚好路过，果断出手相救。她先是走到那

个正在发作的小男生旁边，低声对他说：“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很生气。It's okay to feel mad. 但是现

在我需要你做这样一件事：想象你的面前有一碗好美味的汤，我们来闻一闻它有多香，来，吸一口气，对

了！现在要把汤吹凉了喝，你可以慢慢地吹一口气吗？你做得很好，我们再来试一次！吸气…慢慢吹出

来…” 

接下来看到的场面让我目瞪口呆：那个刚刚还像火山般爆发的小男生，在我搭档的指引下，尝试了三次深呼

吸，慢慢冷静了下来，并且在老师的帮助下，收拾了被自己弄得一片狼藉的地方。  相信很多家长还有老师

都深有体会：情绪崩溃的孩子是让人多么束手无策。我们小时候接受的传统教育并不允许孩子发脾气，孩子

如果发脾气还会被认为是无理取闹、不懂事。相信屏幕前的新时代爸妈们现在能够立刻回忆起自己小时候一

两件类似事件。 

 
 

其实孩子的坏情绪一旦爆发就如洪水般猛烈。治理洪水，不能用堵塞的策略，需要有技巧地疏导引流。 

教孩子情绪管理之前，首先各位家长还有老师们需要告诉自己这样一个道理：情绪是不分对错的，哪怕是坏

情绪，也有它存在的理由。每个人都有权利感到愤怒或者悲伤。正如前面提到的那个故事里，小绿的搭档上

来就先跟那个孩子说：It’s okay to feel mad. 

那情绪没有错，错的是什么呢？错的是坏情绪带来的破坏性行为。破坏性行为往往伤人又伤己，绝对不是一

个良好的情绪发泄方式。因此，我们需要教孩子识别不同的情绪，并且分析自己的情绪诱因，教他们在破坏

性行为来临前，能够自己意识到坏情绪的全面泛滥，从而有意识地规避坏行为，选择一个合理的发泄排解方

式。告诉孩子，情绪没有对错，但情绪来临后的行为是个人选择。 

众多坏情绪中，让家长最为头疼的莫过于愤怒。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愤怒其实是一种次情绪 secondary 

emotion。意思就是说，人们往往是先感受到某种主情绪 primary emotion，然后才因此感到愤怒。也就是

说，愤怒都是有诱因（trigger）的。 

  

引起孩子愤怒的诱因主要有以下几种 

1、孩子的自尊受到了伤害： 

  觉得爸妈更喜欢自己的兄弟姐妹 

  规则的前后不一致——不公平（弟弟可以玩玩具，而我却只能去学习） 

  被公开纠正甚至羞辱 

  提供帮助却遭拒绝 

 被过度管制（即使是小事也无法自己做主） 

 缺乏同情心、同理心（无法体谅他人的难处） 

 才能、贡献没有得到认可 



 

2、 生理原因：饥饿（饿了就哭闹）、疲乏（累了就不高兴）、疼痛（撞到桌子会生气） 

3、 压力、焦虑过大：转校（因为父母原因必须转校，心存怨气）、父母离婚协商中考试在即假期马上要

结束 

4、 悲伤：亲人离世、生活中重大格局改变 

5、 沮丧：沟通失败（和父母沟通却得不到理解）、完美主义（害怕失败）、好胜心强 

  

帮助孩子理解他们的情绪，分析情绪发生的诱因，有助于预防下一次坏情绪带来的破坏性行为。 

学习、了解了不同的情绪后，家长、老师们可以跟孩子制作属于他们自己的情绪书。在制作情绪书时，可以

给孩子一面镜子，让他对着镜子做各种不同情绪时的表情，然后把自己的表情画下来。 

在每一页的情绪上，指导孩子记录下自己不同情绪产生的原因。每次发脾气后，把生气的原因记录下来。 

在教给孩子各种自我冷静的情绪管理技巧前，首先作为家长还有老师们，我们需要在家里，或者教室里，开

辟一个“静心堂”(peace corner)。静心堂 peace corner 是一个能够给孩子提供安全感，并且帮助他们冷静

下来的地方。静心堂的布置需要考虑到隐蔽性，以此给予冷静中的孩子一点隐私感。有条件的，可以在角落

里设置屏风或者安装门帘，嫌这些东西占地方或者太麻烦的，小绿会推荐宜家的蛋形椅。蛋形椅可以敞篷也

可以关起来形成一个密闭狭窄的空间，让孩子能够不受打扰地冷静一下。除了考虑到隐蔽性，静心堂还需要

舒适感。用软垫或者毛茸茸的地毯打造这种温暖舒适的感觉，并且摆上孩子最喜欢的毛绒玩具或者贴身毛

毯，这样能够安抚正在闹情绪的孩子。  如果家里不止一个孩子，小绿强烈建议每个孩子都要有一个自己的

静心堂，而不是跟兄弟姐妹分享同一个。理由很简单，二娃家庭常见的兄弟姐妹之间闹矛盾，两个孩子都在

生气，总不能把他们都送去同一个地方冷静吧，两个气头上的人肯定是要隔离开来的。静心堂布置好之后，

你还缺一个 Cool-down Kit【自助冷静工具包】 

Ø 孩子喜爱的书——最好和情绪情感相关 

Ø 孩子喜爱的玩具——橡皮泥、乐高、玩具车、毛绒娃娃等 

Ø 舒心的轻音乐（睡眠音乐等）——储存在音乐播放器里，或者买了 CD 后用 CD 播放机播放。 

Ø 吹泡泡玩具——调整呼吸，分散注意力 

Ø 一面镜子——让孩子观察自己的表情、情绪 

Ø 画图纸、蜡笔水彩笔等——孩子可以画下自己的情绪 

Ø 压力球——让孩子留心数一数自己一共捏了几下 

 

家长在这个环节的角色其实很简单，就是言传身教。如果你教你的孩子在生气时要懂得深呼吸，那么在你自

己生气时，你就要演示给孩子看，你是如何通过深呼吸慢慢冷静下来的。如果你教你的孩子生气时要数到

10，那么你生气的时候就得当着孩子的面儿数到 10。 

 

所以今天这篇文章里介绍的情绪管理技巧，不仅仅是给孩子用，也是给广大家长朋友们用的。如果孩子在家

里看到爸妈常常发火，并且发火能够获得好处——让孩子听话，那么孩子就会误以为发脾气是一种解决问题

的方式。当他们有无法满足的需求时，他们就会觉得发脾气能够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 

  

除了在日常生活中，言行一致地言传身教，家长还需要帮助孩子记录、分析自己每次闹情绪的原因。可以

帮孩子准备一本日记本作为情绪日记，记录下每次发脾气或者崩溃大哭的原因，以及后来是通过什么方式冷

静下来的。最后，对孩子来说，一百个硬道理，不如一个拥抱来得管用。 

 以上内容摘自小绿的《教书匠在美国》 

孩子爱发脾气怎么办？ 



 



 

Serving One's Qualifications 
服事者该具备的基本素质  

ü Availability 
ü Burden 
ü Capability 
ü Disposition 
ü Example & Empathy 
ü Faithfulness 
ü Godliness 
ü Humility and Humble 
ü Innoculation and Immunity 
ü Joy 
ü Kind 
ü Love 
ü Meek 
ü Normal 
ü Open 
ü Purity, Perseverance and 

Pliant 
ü Quickening 
ü Resilience 
ü Sincerity, Singleness 
ü Truthfulness 
ü Unwavering 
ü Vibrancy 
ü Warm 
ü Xerox (reproduction) 
ü Yield and Yoke 
ü Zero 



 姊妹见证 

三年前在召会众圣徒的见证与祝福下，我和弟兄结为夫妇，二人成为一体。对于青年夫妇来说，结婚后的生

活充满了许多新的课题，每一次的经历都使我们更多认识基督，经历神自己。我们看见在创世纪里，神说，

那人独居不好。神使用亚当的肋骨，把夏娃造出来带到亚当面前。夏娃的产生是为着婚姻，成为配偶。就是

能配他，并成为帮助者。在我们婚姻的起初，对于我来说只是知道这个道理，却并没有太多实际的经历。随

着生活慢慢地往前，“配偶”这个称谓越来越活出了实际。 

 

 

在婚后的大半年，我们夫妇商量决定是否要一个孩子。在当时的环境来看， 弟兄还在学校读书，家里只有我

一人担负经济收入，身边的亲戚朋友都不建议我们在这个比较为难的时候要孩子。弟兄带着我一起祷告，灵

里寻求神的心意，我们里面有了很明确的带领。主让我们看见，祂的祝福不受任何环境的拦阻，祂的恩典实

在够我们用，在信心里我们必不至缺乏。我们为孩子祷告从备孕开始直到孩子出生，到今天我们夫妇时常为

孩子的性格、敬畏神、顺服并有受教的心智，及他里面有爱主的那颗心而不断地祷告仰望神。孩子是神给我

们的托付，他是神自己的产业，作为父母除了感恩，唯有献上孩子归给神。我也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做弟兄的

帮助者，无论是家中还是召会生活，藉着祷告让神带领我们夫妇彼此有敞开的交通，彼此有互相的帮助。 

 

 

感谢主，藉着婚姻让我学习如何与人配搭，如何学着做一个帮手。这不仅是外面看得见的受益，更是我里面

得着了基督生命的实际。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俩并不是各抒己见，而是一同带到神的面前，慢慢学会了

安息在神的面前，藉着祷告等候寻求神的带领。作为妻子，意见慢慢少了，抱怨渐渐轻了，开始学会尊重和

等候，每一次的经历都让我学习到让基督元首作我们的一家之主，跟着我的弟兄一起学习并经历信心的生

活。这让我越发感到甜美又满了喜乐。 

 

主内周姊妹 

信心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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