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决偷盗的方法与建议－罗加怡老师 

 

疾病性的偷盗行为要配合医学和心理治疗来处理；至于一般性的偷窃行为，也要采取一些方

法来预防或加以提醒。 

 

对付自己的偷窃行为 

首先，要从生活各个层面作检视反省。要提醒和警剔自己在偷窃的问题上应作检视反省，本

文附有“偷窃行为清单”可作参考。 

 

第二，要抓住自己内心的“窃贼”。偷窃的行为来自内心的思想，因此要正视自己心中一些

不正确的观念。 

 

1. 停止无知的想法：别以为偷窃行为可逃过人的眼目，也不是大不了的事情；反要努力去明

白神怎样看待偷盗。 

2. 向神和向人承认欺诈的罪：若偷了别人的东西，要向神认罪，寻求赦免，并愿意向神承诺

做完全诚实的人。另外，要向被偷东西的人承认错误，也向可信赖的朋友坦白说出自己有偷

盗的问题，邀请对方作自己改过的监督。向神和向人认罪悔改以后，不用再为罪过心存内疚。

接受神饶恕的恩典，就要在基督里成长。 

3. 对圣灵存警觉的心：敏锐圣灵的引导，倚靠圣灵生活，让圣灵在心里作提醒教导的工作。

这样，纵使再有偷盗的意念，因着对圣灵有警觉的心，就能藉着祷告抵挡偷盗意欲的引诱。 

4. 欺骗或偷了别人的东西，就要作补偿或偿还。 

 

人靠着圣灵的指引和提醒，多反省内心的思想和意念，就可远离偷盗的恶习。 

 

处理孩子的偷窃行为 

不可忽略从小的教导。如果孩子有偷窃的行为，作为父母的绝对不能纵容姑息，一定要及时

教育。患有“偷窃癖”这种精神性疾病的人，其实与他们在儿童时期的成长背景有关。因此，

从小给孩子正确的教导是非常重要的。下面是一些解决偷盗行为的原则，给作为父母的参考： 

 

1. 解决孩子偷盗行为的时候，需要祷告，因为祷告帮助你有洞察力和智慧。 

2. 确保掌握的情况是真实可靠，不要冤枉孩子，但也不能忽略一些真实的问题。 

3. 谈这话题的时候，不要当着其他人的面。 

4. 切入主题前，让孩子明白父母是爱他／她的。 

5. 给孩子承认错误的机会。 

6. 若孩子拒绝承认自己的错误，要以爱心和关怀来引导。用问题引导孩子正面思想偷盗的问

题，让他们明白偷盗行为是错误的。 

7. 让孩子将物品归还原主，并要作额外赔偿。 

8. 给孩子示范怎样道歉。 

9. 让孩子说出再有偷窃意念的时候，可以如何面对。 

10. 为防止未来的不诚实行为，要给孩子设立界线，并明确指出犯错的后果。 



 

从小教导孩子，对预防日后的偷盗行为有一定的帮助。圣经说：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箴 22：6） 

“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箴 29：15） 

 

生活各层面的检视反省 

日常生活中的各个层面，有时候好像一个陷阱，要是我们不以为意，甚至掉以轻心，都很容

易落入偷盗的圈套里而不自觉。我们需要认识神公平、公义、慈爱的属性，并以这样的标准

来处人处事。这样，我们就因为拥有神的真理、信实和正直作为生活的准则，得以远离偷盗

的行为。 

 

偷窃行为清单： 

一、从政府财政偷盗政府的财产 

1. 我有没有违法申请减免个人所得税？ 

2. 我有没有忽略申报现金收入的个人所得税？ 

3. 我有没有用免税账号购买个人物品？ 

4. 我有没有隐瞒购买的进口商品来逃避关税？ 

5. 我有没有因为贪图便宜而买手机之类的水货？ 

 

二、从办公室偷盗 

1. 我有没有拿走单位的工作用品作私人用途？ 

2. 我有没有用公款请朋友吃饭？ 

3. 我有没有把个人的消费记在单位账上？ 

4. 我有没有为了个人目的，使用复印机却不支付复印费用呢？ 

5. 我有没有用单位的电话打私人电话呢？ 

6. 我有没有迟到、早退、无故请病假，浪费了单位的工作时间？ 

7. 我有没有在办公的时间随意上网，或作私人的事务？ 

 

三、从其他经营中偷盗 

1. 我有没有退还别人多找的钱？ 

2. 我有没有说谎来索取保险赔偿？ 

3. 我有没有侵犯知识产权，例如：购买盗版书或光碟、或从网上下载音乐？ 

4. 我有没有多拿免费物品或促销赠品？ 

5. 我有没有偷拿餐馆免费为顾客提供的调料、小菜等东西？ 

 

四、从亲友那里偷盗 

1. 我有没有未经许可拿走食物？ 

2. 我有没有不归还借来的金钱或物品？ 

3. 我有没有借了车却没加满油箱？ 

4. 我有没有借了衣服却没有洗干净就还给人家？ 



5. 我有没有无故占用别人的时间？ 

 

五、从神那里偷窃神的产业 

1. 我有没有做十一奉献？ 

2. 我有没有使用自己的能力来服侍神？ 

3. 我有没有献出自己的时间来服侍神？ 

4. 我有没有把应该与神相处的时间，用来做其他事情？ 

5. 我有没有忘记荣耀神，并把一切荣耀归给他？ 

 

文章参考：琼‧亨特著。张宇栋等译。《成功：有效处理工作和生活压力》，心灵希望丛书。

海口：海南，2010。 

 

欢迎来信辅导部 cc@liangyou.net，回应讨论话题。学员如需要接受辅导服务，请填写在良

院网站的“表格下载区”／“下载资料”的“辅导申请表格”，辅导部会按着个别情况和需

要，安排电话约谈时间。 

mailto:cc@lianyou.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