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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場讀經班中，最吸引小朋友

的一個特徵，就是「老師送禮物毫不

手軟」。志工師資們本著愛護孩子的

心情，「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

子‧梁惠王上》，只要看到孩子開心，

師資們花再多錢都無所謂。

但是，現在物質生活這麼發達，

說真的，缺玩具的孩子已經很少了，

每個家庭的玩具，大多已經到達氾濫

的程度了。孩子面對收拾玩具，也是

哀號：「為什麼要買這麼多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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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禮物的學問送禮物的學問

那禮物該送多少，才合乎中庸之

道呢？

後學記得幾十年前，自己剛開始

帶兒童班時，就抱持著「不該送小禮

物」的做法，當時的想法是：「把課

程好好上充實， 堂只要準備足夠的

教學用品，如：蠟筆、圖畫紙等，再

加上積木類的益智玩具，讓孩子可以

玩樂，應該就足夠（學校不也是這樣

嗎？教育是不鼓勵太頻繁給禮物的，

因為學習的本身，就是一種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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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爾有前賢好意，帶些小餅乾要給孩

子，後學也堅持放到課程最後才發，

而且規定吃完中餐才可以吃。後學相

信，孩子上課學到東西，這種學習的

喜悅，就是最好的獎勵了。多年運作

下來，不送禮物，也沒什麼問題。

有一次聖誕節，前賢送來一些獎

品，內容物是「魔術聖誕樹」，就是

一種打開來，內有紙做的聖誕樹，把

它架好之後，淋上化學藥水，大概一、

二天後，紙聖誕樹就會出現很多彩色

的結晶；每一包聖誕樹的外包裝不一

樣，其實內容物大同小異。結果，有

一個小朋友拿到藍色包裝的樹，但他

看到下一個是紅色包裝，於是就說：

「我不要藍色，我要紅色。」於是就

換紅色給他。

不料下一個小朋友聽到他這麼

說，好像覺得紅色比較好，馬上也說：

「我也不要藍色，我也要紅色。」這

下可好，後面的孩子就有樣學樣，開

始挑三揀四起來：「我不要這個，那

個比較漂亮」、「這是我的，我不要

換給你」⋯⋯然後，本來還有多準備

三、四個的獎品，因為挑來挑去的關

係，現在變成不夠了。原本開開心心

地拿獎品，竟變成有分別計較心！

後來是有小朋友願意讓步，才讓

每個人都拿到自己滿意的獎品。只是，

後學不免心裡會想：「一個好好的事

情，怎麼會弄成這樣子呢？道場不是

說『人性本善』、『孩子是最天真無

邪的』，怎麼都不一樣呢？」

當這種情況頻頻出現在兒童班現

場時，後學就體會到一個事實──孩

子只是喜歡「拿到獎品的感覺」，而

不是「那獎品本身的價值」。

仔細想想，大人也是這樣啊！許

多人買東西，也只是喜歡「購買的感

覺」、摸彩時喜歡「被抽中的感覺」。

天啊！師資們的財施，換來的，

竟是只得到孩子們的「感覺」，算貪

心的感覺嗎？還增長他們的「分別

心」，那這樣的布施好像不夠圓滿啊！

這些事情，讓後學更覺得，難怪

《道德經》要說：「不見可欲，使心

不亂。」不要給過多的慾望，就不會

有分別計較心。

後來隨著道場讀經教育的推動，

後學轉到社區親子讀經班學習服務。

因為同區域的讀經班級，班級制度希

望可以統一，所以後學的讀經班也開

始和大家一樣，平時發獎卡鼓勵、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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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有點心時間、期中期末換禮物。總

之，開始回復物質的鼓勵。

因為師資們都很慈悲，開班有「開

學見面禮」；三不五時，還有師資在

市場看到便宜小玩具，買來的「驚喜

禮」；加上換禮物時，滿滿一桌子玲

瑯滿目的獎品。當後學看到孩子面對

獎品的眼神時，他們的眼睛彷彿漫畫

般的閃閃發亮，整個人都亮起來了。

啊！後學好久沒有在孩子臉上看到這

種笑容了。難道我已經開始不瞭解孩

子，不知道孩子要什麼了嗎？

果然，事情會重複上演！後學的

這個讀經班很特殊，小朋友清一色都

是男生（真的沒有女生，九條好漢在

一班），且都是幼兒園大班、小班居

多。我們的師資讓孩子讀一個段落之

後，就讓孩子集體上台，重複念個幾

次，讓孩子練習有膽量上台，只要有

上台，就會給獎卡。這效果不錯，讓

比較坐不住的孩子，在課堂中有個「合

法」的理由，可以出去走動一下，還

可以拿獎卡。有些原本膽子比較小的

孩子，慢慢地也敢上台朗讀，然後就

開開心心下台領獎卡。

直到有一天，有位孩子領到一張

獎卡，上面是他不認識的卡通，但下

一張就是他喜歡的卡通角色，所以他

就要求要換。換了之後，下一個小朋

友馬上也說要換別張，整個「發獎卡」

時間，變成「挑獎卡」時間，還有的

孩子激動到要哭了。

又來了！時代在進步，小朋友

的分別計較心怎麼一點都沒變啊？這

時，身為師資的您，該怎麼辦呢？師

資們可以思考應對的方式，像這種會

影響班上秩序的行為，是要馬上處理

的，而且家長都在現場看，我們不能

讓家長覺得有一絲絲的不公平。其實

多數家長並不在意，但後學比較在意

的是：「領獎品，就不該讓孩子有負

面感受。」可是家長的觀感也很重要，

因為他們如果覺得老師不公平，累積

個幾次，下次他就不帶孩子來了。

當天，後學就站出來，請所有的

孩子安靜，然後把獎卡從師資手上接

過來。後學跟孩子說：「小朋友，老

師本來準備獎卡，是看到大家讀經很

認真，然後很勇敢，可以到講台前面

表演，想要給大家鼓勵的。可是你們

現在為了獎卡搶成一團，老師看了好

難過。」（讚美他的努力，也陳述老

師看到的事實和老師的感受。大概中

年級以下的小孩，聽到大人很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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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裡就會覺得自己不對了。）這時候，

小朋友不講話了，張著大眼睛看著你，

等著下一步。

後學接著說：「老師發獎卡，是

希望大家高興，不是讓大家吵來吵去。

所以現在開始，老師換一個方式，老

師會把獎卡翻到背面（只看到白色），

大家排隊，一個人抽一張。你自己抽

到的，就是最適合你的了。孔子在前

面看，他會幫你選喔。如果你不喜歡，

你可以跟別的小朋友換，但要看他要

不要跟你換。」（人類其實很有趣，

發給他的東西會挑三揀四，但自己選

擇的就會認了。）果然，孩子「抽」

到自己的獎卡之後，都覺得自己那張

最棒了，後學彷彿看到很多佛經末尾

的描述：「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後來，在期中或期末換獎品之前，

後學就會在讀經班家長群組中，先發

類似的通知：「本週上課是期中（末）

闖關活動，請記得攜帶獎卡和一個大

袋子，可以把禮物裝回去。孩子當天

想要換什麼獎品，就讓他換吧，家長

們可以給孩子建議，但請不要干涉，

他換什麼東西都可以，請跟他們強調

『這是他自己努力讀經換來的成果』。

藉著換禮物的活動，您也可以觀察孩

子未來的用錢方式。有的孩子會很謹

慎，捨不得換，那是節儉型的特質；

有的孩子會很慷慨，把獎卡花光光，

那是大方型的特質；有的孩子會換獎

品給別人，那是會關心人的特質；有

的孩子會把獎品換回去，和別人交換

禮物，那是商業型的特質⋯⋯；這些

特質，沒有所謂『好』或『不好』、

『對』或『不對』，只是孩子們的特

質不同。家長可以等換完獎品之後，

再回去和他們討論。」

等當天闖關結束，換完獎品時，

看著孩子開心的樣子，後學會再跟他

們強調一次：「這是你們努力來的結

果，換到的獎品，可以和別人分享喔！

只要下次再繼續努力，就會再獲得新

的獎卡。」從獎卡兌換禮物活動，也

可以培養孩子正確的金錢觀。

後學在這過程中，自己學習到，

從「見山是山」（發禮物，就是讓孩

子高興），到「見山不是山」（為什

麼一定要換禮物呢），再到「見山還

是山」（換禮物的教育意義），這也

是師資在帶孩子時的一種自我成長。

在此與各位用心的師資們共勉，祝每

個讀經班：換禮物愉快，孩子們快樂

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