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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兒童在家教育 
 

第一部：總 論 
 

一、 釋 題 
 

 

1. 佛教兒童 
 

○1 後天環境培養 
 

○2 宿世因緣而來 
 

2. 在家 
 

3. 教育 
 

二、 開講本課程之用意與目的 
 

1. 為佛教 
 

2. 為社會國家 
 

3. 為民族人類 
 

三、 父母與子女之各類宿世關係（投胎因緣各各不同） 

 
1. 善緣、惡緣（此為總，下六為別） 

 
2. 報恩、報怨 

 
3. 相吸、相斥 

 
4. 相親、相惱 

 
5. 相輔、相阻 

 
6. 同類、不同類 

 
7. 同行、不同行 

 

四、父母對子女教育的可能盲點與錯誤期待（教育是施教者生命自我成熟與提升的過程） 

 
1. 父母與子女的關係是因緣有而非我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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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2. 教育的根本心態是導引而非導演 
 

3. 導引的方法是感同身受而非全盤接受 
 

4. 父母無邊的愛與佛法智慧的身教，是成功教育子女的源頭活水與最佳保證 
 

5. 父母的虛榮、無知、自私、懦弱、懈怠、放縱與缺乏愛心耐性等，所造成的 

教育失誤與長久遺憾 

第二部：施行要點 
 

一、教育對象： 
 

大體可分為學齡前（最早可溯自「胎教」，具體約從有語言自我表達能力 

時即可開始）及小四以前（或可延伸至小六，視情形而定）兩大階段。 

二、教育宗旨：（以下除另有分類外，凡【】中之內容乃專對有因緣或有意願出家者而說，無因緣者僅為參考） 

 
為佛教及國家民族培養未來優秀佛教居士、社會菁英（具社會正義與責任 

感）【及出家僧伽】等而預做準備。 

三、教育目標： 
 

培養一個具足佛教悲智氣質（超俗性格）、內蘊傳統倫理涵養（時代道德） 
 

、五育並重（人格完整），又能適應現在及未來生活與學習（入世知能）的佛教 

兒童。 

四、教育總綱：（一種具有佛教覺性特質的全人格教育方案） 

 
1.恭敬門：從日常應對進退的禮節中，培養皈敬三寶、孝順父母、尊敬師長，兄弟 
（世出世間 
群育） 友愛、朋友誠信，待人謙和有禮及調柔放下自我的高尚人格。 

 

 

2.培福門：從實際的灑掃勞務【為僧給使】當中，以培植福報，同時養成勤勞服務 
 

，獨立不依賴而有責任感的性格。 
 

3.義解門：從佛法童蒙課程（內容另外設計）、簡易經咒誦持與背誦及【寺院早晚二 
（出世智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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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的學習中，培養佛法善根，薰習大乘佛法種性。 
 

4.行持門：透過平日拜佛、誦持經咒、聽聞佛法、法會共修、參加學佛營隊【及隨 

眾作課】等方法，來消除業障、開顯智慧。 

5.世學門：配合學校教育進度，輔導學習世間的基本常識和技能；然必要時，則須 
（世間智育） 

矯正不恰當的世間價值觀，使之向於佛法正見。 
 

6.生活門：從個人房間及生活環境的整理，衣物及個人物品的放置擺設，飲食衛生 

之習慣等生活事務中，培養其整潔確實、健康環保、規律有序、自我照料乃 

至獨立自主的能力。 

7.體育門：透過拜佛、靜坐、體能運動（田徑、球類、拳術、游泳……等）、益智 

活動乃至郊遊旅行等方式，以達到強健體魄、開闊心胸、平衡身心、修正 

體質、擴展視野等教育效果。 

8.美藝門：經由佛教梵唄、建築、雕塑、美術（含書法等）、文學詩偈等相關藝術 
 

，以及一切世間之藝術（音樂、繪畫、美勞……）、文化等美學欣賞乃至 

學習的過程，以陶成其內在高遠脫俗之藝術心靈與美學品味，從而煥發為 

一種眾生一體、悲天憫人、雍容優雅、恬淡脫俗的人格氣質。 

9.人【僧】格門：從講說及閱讀中外諸偉人、祖師大德及佛菩薩的傳記或佳言懿行 
（世出世間德育） 

中，體會高尚人格及完美僧格所應具備的認識、決絕、勇氣、堅持 
 

與自我期許等，從而生起仰慕隨學世出世間偉人及【出家生活】的 

期望。更於家庭、學校【或寺院】的日常生活與人際互動中，培養 

其五戒、十善及四維（＜管子＞牧民 「禮、義、廉、恥，國之四 

維」）、八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世出世間的 

品格德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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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實作項目： 
 
1.恭敬門：（要求平日應對進退的禮節） 

 

一般兒童的要求 
 

○1 當於就近或有緣之師父處，正式請求皈依。 
 

○2 於寺院中凡見師父，皆當合掌稱「師父阿彌陀佛」，凡入佛殿前應先洗手，入已當 

先於兩側禮佛三拜，不可高聲喧嘩、奔跑、躺臥等；亦不可任意私取寺院之物品或 

攀折花木等。 

○3 早晚應對父母問安，並多說「阿彌陀佛」、「謝謝」、「對不起」、「請」、「您 
 

」等語；不得對父母、師長頂嘴，惡言相向；不可搶奪兄弟姊妹或朋友之玩具或惡 

口相向，乃至行為粗暴等。 

○4 凡有過失，經父母、師長指正，並了解過失之內容後，須具足恭敬、誠懇，跪求父 

母（或請求師長）原諒，並表示不敢再犯之意。父母、師長正教訓時，亦不可傲慢 

不理，乃至離開跟前等。 

具出家因緣兒童的進一步要求 
 

○1 稱呼：對院長與當家稱呼「院長師父（當家）師父」其餘出家法師均應稱呼「 
 

某師父」，（〝某〞為單稱法師名的末一字） 

 

○2 面遇師父，則應合掌問候：「某師父，阿彌陀佛！」並須避路讓行。 

 
○3 拿東西給師父時，應以雙手恭敬奉持給予。 

 
○4 與師父相熟，可以拉師父的手，但不可以拍師父身體。 

 
○5 不可背後或當面峭罵師父。 

 
○6 每天上下學時，必須向阿闍梨及輔導師父告、銷假。 

 

○7 例假日時，必須三時（AM7：00、PM12：30、PM8：00）頂禮阿闍梨及輔導師父。應 
 

至二師前，合掌問候言：「弟子○○，向○師父請安，至誠頂禮三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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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培福門： 
 

一般兒童的要求 
 

○1 當愛惜日常物品，食物不可任意殘留、棄置。 
 

○2 玩具當適可而止，不可過於昂貴、奢侈，日常用品、衣物、飲食等，亦不可過於奢 

華。 

○3 不可嘲笑、看不起、欺侮家境清寒之同學、朋友；不可與同學、朋友比闊、比享受 
 

；養成感恩、節儉及儲蓄的習慣；多學習供養、布施及放生。 
 

具出家因緣兒童的進一步要求，此為舉例 
 

○1 固定清潔區域：大悲殿前丹墀到草皮廣場之範圍。 
 

○2 工作項目：Ａ.樹葉，垃圾等撿乾淨。 Ｂ.清潔東西二邊洗

手台及水溝。 Ｃ.東西二邊清潔工具放整齊。 

Ｄ.丹墀兩個小垃圾桶，應固定清潔乾淨。 Ｅ.

聽師父招呼，做自己年齡中能代勞的工作。 Ｆ.

學習行堂及其他供養工作。 

○3 工作時間：早餐前或放學後（配合上學後時間而定）。 
 
3.義解門： 

 

一般兒童的要求 
 

○1 背誦心經、大悲、十小咒等 
 

○2 閱讀佛教兒童畫冊（經典、教理、僧傳、護生、寓言等類） 
 

具出家因緣兒童的進一步要求 
 

○1 每天逐次背誦早、晚二課。 
 

○2 隨日常因緣告知基礎佛法正見。 
 
4.行持門： 

 

一般兒童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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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早晚在佛前上香、供水，並拜佛若干拜或念佛若干聲，乃至誦經、持咒若干遍等。 
 

○2 利用寒暑假或假日，至寺院參加法會、勞務以及學佛營隊等。 
 

○3 當隨學五戒並視年齡因緣進受五戒（不殺生、不偷盜、不邪婬、不妄語、不抽煙喝 

酒），並視情況學習茹素。 

○4 愛護一切動、植物，勿殺生，多學放生。 
 

具出家因緣兒童的進一步要求 
 

○1 隨眾上殿作課（目前以晚課為主） 
 

○2 每日晚課後，禮佛一柱香（必要時可有增減） 
 

 

※禮佛時，誦偈：「蓮花遍地生，悉發菩提心 
 

弟子○○心朦矓，禮拜觀世音，求智慧，消業障， 
 

南無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拜） 
 

 

○3 誦持大乘經典 
 
5.世學門：○1 配合學校進度，做好功課作業。 

 
○2 可適當教導課外知識以豐富其學習內容。 

 
○3 適當監控學校教導觀念，如有不當應適時予以導正。 

 
○4 閱讀世俗優良兒童道德、文史、科學、新知等書籍與畫冊。 

 
○5 學校課程相關之延伸閱讀語學習。 

 
6.生活門： 

 

一般兒童的要求 
 

○1 在日常生活中，要求其房間內課本、玩具、衣服及被褥等等物品，必須歸固定位置 

擺放整齊。 

○2 上學前，檢查其服裝儀容，需整齊清潔，並了解其書包內所帶之物品。 
 

○3 放學回家，再檢查書包之物品，並隨時與班導師保持聯繫，以了解在校學習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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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貫徹要求個人衛生及健康習慣，同時嚴格審核電視節目，控管電腦之使用，且兩者 
 

使用時間總合不可超過１小時。 
 

○5 隨時了解其交友情況，見損友來近，當立即處理。 
 

○6 禁止情色、暴力、武俠等小說、漫畫之類書籍的閱讀與接觸。 
 

具出家因緣兒童的進一步要求 
 

○1 禁止一切電視、電腦（教學用除外）、電玩及報紙、新聞等之接觸。 
 

○2 主動與學校接觸，請其勿強迫從事可能違犯佛教戒律之行為。 
 

○3 一切生活細節（飲食、便溺、清潔、起居等），皆當了解其運作方式，隨時教導其 

適當方式。 

○4 生活起居當求其規律、固定。 
 
7.體育門： 

 

一般兒童的要求 
 

○1 適當進行體能及戶外活動，並注意可能發生之運動傷害。 
 

○2 定期郊遊、旅行等。 
 

具出家因緣兒童的進一步要求 
 

○1 每日固定拜佛及靜坐。 
 

○2 定期參訪寺院、名山、聖地。 
 

○3 飯後固定經行。 
 
8.美藝門： 

 

一般兒童的要求 
 

○1 優良兒童讀物之定時、定量閱讀。 
 

○2 定期參觀各類博物館、欣賞適當之音樂、藝術表演或藝術作品等。 
 

○3 學習書法、繪畫等技藝。 
 

具出家因緣兒童的進一步要求 
 

○1 佛教梵唄之欣賞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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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佛教詩偈之了解與背誦。 
 

○3 佛教建築、雕塑、美術、文學等欣賞。 
 
9. 人【僧】格門： 

 

一般兒童的要求 
 

○1 定時定量閱讀中外偉人（通於世俗）、居士傳記、佛菩薩本事、本生故事（平面或 

多媒體皆宜）。 

○2 閱讀適當之世間道德、兒童寓言或心靈勵志等書籍。 
 

具出家因緣兒童的進一步要求 
 

○1 專門閱讀佛菩薩及高僧傳記，並從中引伸深義，以加深其印象並擴深其理解。（最 

好每日行之） 

○2 施教者當以高潔之身教，潛移默化其人格，薰陶養成高尚之出世大乘情操。 
 

○3 增加入寺共住、共修之次數與時間。 
 

六、一天的生活教導：（以住在寺院且已上小學之準沙彌為例，在家兒童可適當調整之） 

 

1.早起床（AM5：30），盥洗、摺被、出坡。 
 

2.用早齋（AM6：05），隨眾供佛畢，行堂一次後回到座位前，向上一問訊後坐下。 
 

○1 合掌口念「供養佛、供養法、供養僧、供養法界一切眾生。」（三稱） 

 

○2 食前（次第） 取第一口飯入口，默念「願斷一切惡」。 

取第二口飯入口，默念「願修一切善」。 

取第三口飯入口，默念「願度一切眾生」。 
 

○3 開始用齋，雙手不得扒在桌上，應該以碗就口，切莫以口就碗。 
 

※捧碗動作→→→→龍含珠 。 持筷動作→鳳點頭。 
 

○4 食畢，缽及匙擺法同僧，合掌迴向： 
 

「三途八難俱離苦，四恩三有均沾恩， 

世界和平兵革銷，風調雨順民安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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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洗碗，輕輕放回。 

3.準備上學：每天臨上學前，須向二師（二師即「阿闍梨」及「輔導師父」，下明） 

告假，說： 
 

 

○1 「弟子○○，要去上學了，向某師父告假，至誠頂禮三拜！」 
 

【師：「禮佛一拜」 （答：阿彌陀佛！）】 

 
○2 （拿書包放客堂椅子上）至一樓大悲殿，向佛菩薩告假云： 

 

 

「弟子○○，要去上學了，向佛菩薩告假，至誠頂禮三拜！」（三拜） 

 
○3 拿書包至大寮固定處取便當盒，到車庫等待輔導師父。 

 

4.上車往學校。（AM6：50~7：00） 
 

5.到學校合掌，向師父說：「謝謝師父，弟子要去上學了！」 
 

6.在校上課。 
 

7.下課，（輔導師父，前往接送）。看到師父到了，在距離師一步距離，合掌向師父 
 

問訊云：「師父，阿彌陀佛，弟子放學了！」即上車回寺。 

 

8.回寺。 
 

○1 下車前合掌，向師父說：「謝謝師父慈悲」。 

 

○2 下車後，將書包放在客堂，至1樓大悲殿向佛菩薩銷假云： 
 

「弟子○○，放學了，向佛菩薩銷假，至誠頂禮三拜！」 
 

○3 拜畢，拿便當盒至大寮洗淨台清洗乾淨，放回原位，（大寮組須檢查乾淨否？） 
 

 

○4 背起書包，至阿闍梨處云：「師父 弟子放學了，向師父銷假，至誠頂禮 
 

三拜！」 
 

（若不知阿闍梨去處，可向其他師父云：「○師父，請問弟子的阿闍梨，某 
 

師父現在在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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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闍梨須：○1 檢查書包、口袋，有無不適當東西。 
 

○2 大略查詢今日課程情形。 
 

○5 東西書包歸位，換好衣服。 
 
9.PM5：00~6：10，出坡、喝羊（牛）奶、沐浴。 

 
10.聞晚課打板聲時，結束既行動作。然後： 

 
○1 解手 → ○2 洗手 → ○3 刷牙 → ○4 洗臉 → ○5 穿海青準備上殿（如提前上殿，則先 自行

拜佛！） 

11.晚課時，阿闍梨在旁輔導。 
 

○1 跟誦晚課內容，要求會唱念時，應誦出聲音。 
 

○2 注意上殿威儀。 
 

○3 至祝伽藍時，當學習出位點香，供養韋馱、伽藍菩薩，並求加被。 
 

12.（晚課結束）留在大殿拜佛一柱香（阿闍梨帶領）。 
 

邊拜邊誦偈云：「蓮花遍地生，悉發菩提心 
 

弟子○○心朦矓，禮拜觀世音，求智慧，拜聰明， 
 

南無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拜） 

 
13.下殿後，用藥食。 

 

14.PM8：00 進房間寫功課（輔導師父教導） 
 

○1 今日學校交代作業，及功課複習，解答疑難。 
 

○2 背誦早晚二課（每天背少，但持恆）。 
 

○3 中間休息時間由輔導師父調整。 
 

○4 抽空講一則佛教故事以薰陶僧格。 
 
15.PM9：30就寢（由輔導師父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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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觀念及個案討論（另有附件） 
 

一、 從人本的基礎到佛本的提升 

二、 特殊佛教性格的發現與栽培 

三、 快樂學習與全人成長的真諦 

四、 學校教育與世俗價值的撿別性接受 
 

五、 全人教育（主動多聞、思想深廣、人格圓融）與升學主義（為考而讀 
 

、思想僵化、人格偏頗）的衝突與調和 

六、 自由與勉強的拿捏 

七、 民主與權威的平衡 

八、 溺愛與疼愛的差別 

九、 處罰的本質（瞭因果、辨善惡、明是非、知廉恥）、目的（加深世出 

世間德目之習學、能調柔慚愧懺悔、助彼消業改過）、時機（大怒及 

理念未清時不可為之）、方法（不一定是身體的刑罰、過當或虛應事 

故皆不可）與過失（只是發洩情緒、罰給他人看、未告知原因、未達 

主動慚愧懺悔等目的） 

十、 飲食、健康習慣之養成與調理 
 

十一、 人際交友、道德貞操與社會倫常等之學習 

十二、 金錢與理財觀念之建立 

十三、 網路及各類媒體之撿擇、運用與控制 

十四、 出家或成家的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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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勸勉流通 
 

一、 自行實踐 

二、 宣揚化他 

三、 投入改革 

四、 此為施教者生命不斷自我覺醒、成熟與提升的過程 

五、 發願建立佛教小學、中學 

 

 
 
 

附註、教學工作分組： 
 

 

僧團指派二位師父，依於上述教學綱目內容，執行實際教育工作： 
 

 

1.阿闍梨（軌範師）→偏重教育指導與要求，如世俗之嚴父。 
 

 

2.輔導師父→偏重生活輔導與照應，如世俗之慈母。 
 
 
 
 
 

（補充1111）：以上二師（或以父母分別扮演之）之教育重點或各有偏重，但其教育要求與理念須一 

致，彼此互相支援配合。 

 

（補充2222）：二師採每週輪值制，每週五晚上交接，須交接「教育日誌」與當週經驗等。 
 
 
 
 

千華道場千華開，僧伽海會雲集來， 

水月閣裏演佛事，續佛慧命育僧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