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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真理 教案 3.16 

 

孝顺 

 

宗旨：  灌输学生：孝顺父母是孩子的天职。除了奉养父母，不替父母惹麻烦，不让父

母操心也是孝顺之行为。 

 

关键词：孝顺、尊敬、敬老、奉养、关怀、关爱、爱护、照顾、良心、疼爱、爱心、感

恩、孝亲敬老。 

 

 

每周主题/语录 

   

为什么说母亲是个人的基本财富，连神明都不比她崇高？  

 

 

静坐冥想 
 

第1步：“首先，以舒服的姿态坐在椅子上，或盘坐在地上。背要直，头要挺。深深地吸

一口气。。然后呼出，并放松自己。再深深地吸一口气，然后呼出，再吸入。。再呼

出。。。。现在闭上你的眼睛，不受四周物件的影响。。。”  

 

第2步：“现在放松你身体任何一个紧绷的地方。伸展你的脚指，然后放松。绷紧你的小

腿，然后放松它们。绷紧你的大腿，然后放松它们。缩入你的腹肌，然后放松它们。肩膀

向后拉，然后放松它们。耸一耸肩。看左，看前，看右，看前。现在绷紧脸部肌肉，并放

松它们。感觉你全身都放松下来了，所有紧绷的感觉都消失了。你感觉很棒。” 

 
第 3 步：“现在闭上你的眼睛，深深地吸一口气。。然后呼出，并放松自己。再深深地

吸一口气，然后呼出，再吸入。。再呼出。。。。吸。。。呼。。。吸。。。呼。。。 

 

想像离你头顶3寸的地方有道像瀑布一般的白光。。 

感觉那道晶莹剔透的白光流过你的身体。。  

       

 

 

 

●   母亲是个人的基本财富，没有一个神明比自己的母亲更崇高。 

（Mother is every man’s   primary wealth，there is no higher  

God than the mother）。 

 

      ●   爱心不是口号，而是要身体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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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它穿透你，并把一切不好的感觉一扫而光。。  

感觉是那么的清凉舒爽。。  

当那道光穿透你的头部时，它洗走了所有不好的念头。。  

光穿过你的胸部和心脏。。赐你健康的身体和关怀的态度。。  

光流到你的手臂及双手。。你随时伸出援手，给予帮助。。 

白光接着来到你的肚子，使你更小心注意自己的饮食，要卫生。。要新鲜。。  

白光穿透你的双腿和脚。。它们变得更强壮、随时走到需要帮助的地方。。  

那道闪亮的白光穿透你。。使你觉得很开心、很满足。 

要知道你就是一个愿意做好事的好人。 

 

享受你这一刻的感觉。。。让爱的感觉在你心中滋长，然后扩散到全身。。 

看看你自己。。你很美丽，也很可爱，你很幸福。。也很快乐。。 

而你周遭的其他人也一样的美丽可亲。。。 

把你的爱传播给你的父母，兄弟姐妹，亲戚，同学，老师。。给每一个人。。。  

这一切，让你感到轻松愉快，悠然自得。。。享受做你自己，活在当下。。。 

你感到很满足。。。。很开心。。。” 

 

第 4 步：“现在把注意力带回到教室里，睁开你的眼睛，放松你的四肢，这次的静坐冥

想结束了。对旁边的朋友微笑，祝福他们‘天天快乐、幸福’。” 

 

 

故事      

妈妈的戒指 
 

吴俊光从外面走进屋子，掩不住嘴边的笑意。妈妈正在昏黄的灯光下车衣，机声札札。他

想把事情告诉妈妈，可是又打算在明天给她一个意外的惊喜。他想象着当他骑着脚车在妈

妈面前出现时，她一定会睁大了眼睛，又睁大了嘴巴。 

 

“是你的脚车吗？”她一定会不相信。 

“当然是。” 

“你那里找钱来买？” 

“我储蓄的呀！” 

 

储蓄，是的，储蓄，吴俊光不住地微笑着。他储蓄了一年有多，终于储蓄了五十多元。这

里面，包括了他的零用钱。他在下午替人卖凉茶，每月得到三十元，都交给了妈妈，而妈

妈给他的几块钱零用，他都存下来了。他不敢给妈妈知道，怕她责怪他饿肚子。还有，过

年时外婆与舅父们所给红包，他也不曾用掉 ─ ─ 这就是五十多元的来源。 

 

而他一直渴望着拥有一辆脚车。他的家离开学校有一公里多，每天他都徒步上学，省下车

费。妈妈的负担已经够重，他要设法减轻，而三个弟妹还小，都得坐车上学。有了脚车，

上学就方便得多，而且比较迅速。何况假日里同学们踏脚车去游泳，自己没有脚车不能一

起去，多么扫兴。有了脚车，去那里都行，一定增加许多乐趣。因此，他一直想买脚车。

新的要一两百元一辆，买不起，不敢奢望；二手脚车，五六十元就买得到，也曾经到朋友



 80 
 

的父亲开的脚车店问过。五六十元，比较好办，因此也就定下这个目标，在去年开始储

蓄。 

 

等待的日子很缓慢很难过，但终于也会到来的。这星期内，吴俊光到脚车店去过好几次，

看看脚车有没有旧货。昨天终于有了一辆，只是还要上油、更换零件；今天下午他去看了

一下，只见脚车已经焕然一新，多少会发亮。他好喜欢，绕着脚车前后左右地观看不停，

又推出来试验一下。 

 

“怎么样，满意吧？”朋友的父亲问。他只会点头，傻傻地笑，见牙不见眼。踏起来好轻

快，车子容易控制，也没有吵声，他高兴极了。朋友的父亲索价五十五元，嘱他明天去取

脚车。他卖了凉茶，回家时天色已然全黑，冲过凉，做功课时他一直偷笑。 

 

“哥，你笑什么？”大妹问。 

“没笑，没笑。”他赶快收起笑容。 

“还说没笑，我也看见了。”二妹说。 

“哥好像发神经了。”弟弟说。 

他很尴尬，顾左右而言他：“快读书，别多话！” 

 

兴奋的感觉在躺着时还汹涌在他心头，使他迟迟不能入睡，直至钟敲十二下，他还是眼睜

睁的望着亚答屋顶。吗吗的缝衣机一直响在寂静的空气里，偶然停了一会，又响了起来，

他听得分明，不禁为妈妈感到难过。每晚必须工作到三更半夜，翌日一早又要赶去剪胶

片。自从父亲在车祸中逝世以后，妈妈就得拼命工作来维持一家生计。她赚的钱不多，生

活过得很困苦。她越来越消瘦，越来越憔悴。儿女的教育费，也是一种沉重的负担。虽然

申请到了贷书，但是其他费用却很庞大，好像这儿天要换书（半年一次），四个儿女要买

作业簿，要缴图书费、讲义费，算算也得花个三四十元，而她手上就只有那么几块钱。借

也没地方借，因为以前欠下人家一大笔债。她停止车衣，又想起了这个日夜困扰着的问

题。仰起头，她凝望对面壁上挂着的丈夫遗照，他在对着她微笑，她不禁热泪盈眶。 

 

“文，文，”她颤声喃喃地说，“你狠心抛下我，让我受苦，唉……”吴俊光觉得尿急，

起床而出，忽听妈妈喃喃自语，就止住了脚步。孩子们向我讨钱，换书要用，可是，我到

那里去找来给他们呢？她又喃喃着。“这几年内，家里可以当的，都当完了；可以卖的，

都卖掉了………也没有人可以求助，我母亲那边，我也去得怕了，你知道我的兄弟也是穷

人，你叫我怎么办好呢？” 她的眼泪滴落在刚车好的衣服上。“我只剩下一枚戒指，”

她用右手食指抚摸着左手无名指上的戒指，“这是你留下的唯一纪念品，它就象是我的生

命，这些日子里我怎么哭也不肯拿去当，可是，为了儿女的学业，只好忍痛牺牲！如果以

后没钱赎回来，我是多么对你不起！我要请你原谅，也要请你在天之灵帮助我，让我能够

赎回来，永远地纪念你！”吴俊光听到这里，眼睛也让泪水模糊了。 

 

“我必须把钱拿出来，”他在心里说，“我不能让妈妈去当戒指。可是，脚车呢？可就买

不成了，还要储蓄一年，才有机会买。”想起脚车，他又不舍，快到手里，又失去了。脚

车买不成不要紧，以后再买；妈妈的戒指若当了赎不回来，到那里去买同样的戒指？这是

父亲的遗物，唯一的纪念，不能失去。若失去了，妈妈要有多伤心多难过，一辈子也念念

不忘，可就遗憾终生了。 

 

“不，不，我不能让妈妈伤心！”他作出了决定，回房去拿出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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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不要难过，我这里有钱。”他对妈妈说。妈妈拥抱住他，含泪而笑。 

 

当然妈妈问起他的钱从何而来。他回答了她，只是，完全不提买脚车的事情。不必说的，

他不要她感到不安。看到妈妈的笑容，他很满足。没有脚车又有什么关系，反正走路已走

了这么久。何况只要再走一年，再储蓄一年，买脚车也就不难。他盘算着如何告诉朋友的

父亲，他不买那辆脚车了。 

 

夜已深沉，明晨睡得起吗？ 

 

问答题：妈妈的戒指 

 

1.  俊光是怎样储蓄了五十多元？ 

 

2.  俊光想以储蓄的钱买些什么？为什么？ 

 

3.  为何母亲对着父亲的遗照哭泣？ 

 

4.  俊光最后作出了什么决定？ 

 

5.  叙述你曾帮助母亲或父亲所做的一件好事。 

 

 

歌唱                   

                     最温馨是母爱 

 

最温馨是母爱，伟大慈母最和蔼， 

她的爱如泉源清涤我心境的尘埃。 

最温馨是母爱，我庆幸重归慈母怀， 

愿接受她周详的安排。 

纵安排的是苦难煎熬， 

我深信那是造就的培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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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活动 

 

 讨论：散文“祭而丰不如养之薄”。清明节的传统值得保留吗？ 

 

提示：                

  -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何意？ 

-  清明节为何要扫墓？ 

 

祭而丰不如养之薄                              

 

节日最多的华人，加上历史渊远流长，几乎每个节日都有一段故事，或具有很深的意义。

别的不说，就是每年的清明节，许多华裔都没忘了扫墓祭祖，以示慎重追远，不会数典忘

祖。据说清明与寒食，都起源于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算来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

富于传统精神的华裔，始终奉行不渝。依《礼记》上的记载，有“孔子许望墓为坛，以时

祭祀”的话，被认为是华裔祀祖的开始。至于扫墓的风俗，据说则还要后些，且先是由帝

王诸侯主其事，然后才慢慢成为民俗。而扫墓的日期，定在清明与寒食，有说始于晋唐时

代，尤其是到唐代中叶，已订清明节扫墓。 

 

至于寒食节跟清明祀连在一起，其来有自：即记念介之推的义举。依《左传》记载：在公

元前六五六年，晋献公杀了世子申生以后，又驱逐公子重耳到蒲城。在宠妃骊姬的进谗

下，再带兵进攻蒲城。重耳不敢反抗，再逃亡到狄国。然后又由狄到卫、齐、曹、宋等

国，都不见收容，最后到了西边的秦国，得到秦穆公帮助，重返晋国，立为晋文公。总计

在外逃亡十九年，历尽千辛万苦，也遍尝人情冷暖，念在陪同自己逃亡的忠心耿耿的官

员，而都给予厚赏，偏漏掉在卫国绝粮时曾把大腿肉割下来，给重耳吃的介之推。介之推

在母亲的催促下，也不去求禄，由母亲陪同一起归隐。后来晋文公得知他的救命之恩，曾

派人上山找他，他也不愿出来受禄。文公用逼迫的办法，放火烧山，仍不见他出来，事后

派人去找，光秃秃的山头上，只见介之推跪在母亲眼前被烧焦了。文公伤心之余，给他母

子俩厚葬，又叫人把他们靠着烧死的大树砍下，做成木屐来穿，以作永久纪念。据说后人

写信常用的“足下”二字，既是由此而来的。 

 

同时文公还宣布他放火烧山那天为寒食节，全国不能举火煮食，以哀悼他的忠臣介之推。 

这是二千六百多年前的事，成为民俗直流传到今天。温故而知新，可惜的，相信一般人扫

墓祭祀，只当为惯例，到了清明节，都不忘先人，携带三性祭品，往祖坟祭拜一番。携男

带女，浩浩荡荡，使平日冷清清的山坟，顿时热闹起来。 

 

清明前后总见到许多人来祭扫，平日已荒草掩盖的，现在被斩得光秃秃，气象一新。当

然，也有些坟墓被冷落，大概是成了无主孤魂，被其后人遗忘了，或是后人都远走高飞，

留下孤零零的先人坟墓，无处话凄凉。而有人祭扫的，风光各有不同，也许是有受到庇护

的后人，经济富裕而不忘本，带来丰富的祭品外，还有纸扎的皮箱等用具，及无数的冥纸

币。 

 

这使人想起欧阳修的《泷网阡表》，悼祭不忘自述不幸身世，由“生四岁而孤”，到升官

发财，功名已就发，才修墓表，写得洋洋洒洒。其中述及他母亲告诉他的先父生时事迹，

说他的父亲也很孝顺，不幸祖母早死，他父亲在祭祀时，常感叹“祭而丰，不如养之薄

也”！现代人亲情不如古人浓厚，父母还在，未见孝心，甚至陷害父母，谋夺财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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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上也有所见。难怪不久前曾有某政党红人，发出感叹说与其养儿防老，不如退休前多积

蓄，到老来才生活无虞，指出了社会现实确实如此。不会积财防老，一旦退休后除有公积

金外，许多人恐怕都得看儿女面色过其余生。 

 

所幸华裔留下一些叫人不要忘本的节日，尤以春秋二祭，以期不要数典忘祖，连自己的根

着何处，都茫无所知。真的，不要说年轻一代寻不到自己的根，中年以上的也有许多对自

己的出身，都不甚了了。这都是祖上没有留下家谱与族谱，对自己的上两、三代的祖辈的

名字都不记得，相信也大有人在。幸而有祖坟在此的，到清明节还可以祭扫，像今年的清

明，上午天气晴朗，往坟山的路上行人络绎不绝。但是，下午来了一场大雨，那真如杜牧

所见的清明景致：“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

村。”现在人却往酒店、餐馆，大吃一顿，不输给唐朝诗人杜牧。 

 

 

课程结束：教师与同学们一起说:“让我们心中观想着父母，发愿要趁父母还健在的时候

好好地孝顺、感恩和回报他们。不做令他们伤心，操心的事。在日常生活中常要帮父母做

一些自己能做到的事情，让他们开心，放心。” 

 

 

附加练习: 让学生说出他们对自己的父母亲有多了解。大家分享：平时他们是如何对待父

母，如何表达对父母的感恩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