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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章的类型、准备和检讨 

 

I. 讲章的类型 

    讲章的分类除了根据结构外，从性质上可分为：专题式、释经式、教义式、伦理式、护教式、布

道式、灵修式等等类型。这样分类目的主要是能确定说明自己讲道的目的与方向。 

一、专题式的讲章 

    这是讲道者从阅读圣经或其他神学著作及生活中的感受，而获得的一个专题。若以这种方式来传

讲信仰的一个真理时，并不一定要解释、分析任何一段经文，而是间中引用适合的经文用来支援这这

个主题思想而编写讲词。圣经中或是神学里有许多专题可成为专题式的讲章。 

1. 专题式讲道举例 

(1) 题目: 这时代所急切需要的福音。 

引论: 1. 太空时代人内心的「太空」。(由名词至形容词。) 

      2. 这时代的需要非物质之改善，而是福音之大能。 

本论: 1. 唯有基督的福音能满足我们空虚的心灵。 

      2. 唯有基督的福音能启迪我们人生的真谛。 

      3. 唯有基督的福音能提高我们人生的价值。 

结论: 福音的大能足以改变一切(罗一:16) 

(2) 题目: 死后必有审判 

引论: 人人必有一死，死后必有审判，决不会一死百了，因此我们该儆醒。 

本论: 1. 最后的审判是不能避免的。 

      2. 最后的审判是不能贿赂的。 

      3. 最后的审判是不能上诉的。 

结论: 人生短促，人人当预备迎见上帝。 

(3) 题目: 你们是世上的盐。 

引论: 以盐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进而谈到其精神价值。 

本论: 1. 信徒要能维持盐的特性。 

      2. 信徒要能实践盐的功能。 

      3. 信徒要能效法盐的精神。 

结论: 以圣法兰西施的祷文为结束。 

2. 专题式讲道的优点 



(1) 能配合环境、节期的需要，例如母亲节谈孝道。 

(2) 内容的范围宽广，充分发挥了讲道者的思想。 

(3) 是讲道者可自我训练的方法，因其内容的进展需合乎道理、逻辑、说服力。 

(4) 内容较易生动、有趣，易被听众喜爱、接纳。 

3. 对专题式讲道的警告 

(1) 用这种方式宣讲要多读书、多检讨、多寻找材料，否则必会显得内容贫乏无力、杂乱无章。 

(2) 题目要配合时间(题目太大讲不完)、对象。 

二、释经式讲章 

  释经式讲道（Expository Preaching）就是一个以圣经诠释学为基础的讲道。历代以来，释经式讲道

是讲道者的最爱：只要掌握得好，它可以把圣经的真理借着讲章传开；若处理得不好，它将带给听众

一个沉闷的查经。在各个时代，伟大的圣经学者和神学家，再次呼唤传道人注重释经式讲道。教会历

史中多个复兴记录都是以释经式讲道来带动。 

   释经式讲道（Expository Preaching）是： 

    「把一个圣经的观念／信息传递开去。它的内容（context）是借着及经过一个历史的（historical）、

文法字义的（grammatical），以及文学修辞的（literary）分析，以致圣灵先将这信息应用于讲道者的生命

和经验上，然后才透过他传给听众」1 

  按徒 15:7 让我们看到一个释经式讲道的“三棱镜”道理：(请参看框线底下附图) 

 

释经式讲章的四大原则：2 

一、证道者从圣经中取得讲章资料 

    这是释经式讲章的起点。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是神借着圣经使衪的话语传递给人。在这过

程中，确不可忘记就是从圣经取得的讲章必然会经过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受着历史、地理、文字、文

化、思想、作者、读者、编修各等限制。这说明我们必须借着适当的解经步骤来获取这从圣经而出的

信息。 

二、讲章必须先渗透并应用于证道者 

  证道者如一个三棱镜。神的话语／讲章必须先要在证道者身上“消化”，然后才被释放出来。证道

者作为三棱镜器皿说明一件事情：它必须是一个打磨完整的镜子以便柝透的功能可以准确地操作。神

的话语必须先在证道者身上分柝，然后才注射出去给与听道者。证道者的权威性也就是从这器皿的能

力中反映出来。 

                                                 

  
1
 H. W. Robinson, Expository Preaching (Leicester: IVP, 1980), p. 20 说：“Expository preaching is the 

communication of a biblical concept，derived from and transmitted through a historical，grammatical，and 

literary study of a passage in its context，which the Holy Spirit first applies to the personality and 

experience of the preacher，then through him to his hearers.” 

  
2
 同上书, pp. 2-29. 



三、证道者传达讲章信息 

    传达的工作必须由证道者来执行。「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罗 14)证道者的传达能力是决定

性的因素：他的语言表达力、从解经步骤中领受的信息、理解力、对听众的认识、对处境需要的认识

等等都是传达过程的重要因素。要使到神的话语顺利的去到听众的身上。 

四、听众领受讲章并应用出来 

   「通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罗 10:17)。释经式讲道的目标是听众，目的是让

听众能领受到神的话语。使神「口所出的的话，决不徒然返回」(赛 55:11) 。听众的领受能力、心理状

况、处境张力等等都是决定性的因素。 

  以上也不过是按着三菱镜的道理提出来的讲道法。 

编写释经式讲章的解经步骤3 

一、注释经文 

    按照正确的「解经步骤」来注释该段经文(请参考「释经学」一科所指导的「解经步骤」)。 

二、取名刻题 

  为你的讲章取一个适当的题目。取题是借着解经步骤对该段经文的认识而来。许多时候，经文中

或是注释中会有适当的题目。题目也应该一针见血或一语道破地表明该段经文的内容。当然，题目应

该给与人一种新鲜感，具吸引力，且一看就明白的标题。 

三、设计讲章架构 

    有以下步骤： 

1. 阅读经文：讲道前所要阅读的经文，也就是该段经文或整个讲章的中心经文。阅读的经文不可太长，

也不可多过三处。所阅读的经文也必须在讲道中运用及讲解明白。 

2. 引言：引言必须捉住听众的注意力和兴趣。可以用一个独特的观念，或例证，或故事等等。引言不

宜太长(大约是讲章的 5-10%)，引言的目的也不是去讲解经文的历史背景或是解释经文，这些资料可

留待作为内容好题材。 

3. 中心内容：可分成几个大点，最好不要多过四点。一般上，所说的“三纲九条”是最好的模式。然

后，借着例证(约每个大点一个例证)4、资料(资料是从解经步骤中得到)、引用、应用等等，使到整个

                                                 
3
 当代美国释经式讲道学者郭大奴斯（Sidney Greidanus）在其 The Modern Preacher and the Ancient 

Text：Interpreting and Preaching Biblical Literature（Grand Rapids: Eerdmans，1988）一书中提出七个

释经式讲道的步骤。就是：一、选择经文，二、文学诠释（利用文学批判、形式批判、编修批判、

修辞（文学上的）批判、正典批判），三、历史诠释（利用历史批判），四、神学诠释（基督中心的

解释），五、寻找主题（从经文中找出讲章主题），六、讲章结构（从释经过程中找出该讲章内容结

构），七、讲章的切适性（利用处境解经法）。我所提出的十个解经步骤与以上的七个步骤相似，这

只是巧合。可见释经式讲章的步骤均大同小异。 

  
4
 例证（illustration）可从任何源头而来；或是报纸、或是文学著作、传记、或是每日生活细节、

或是圣诗等等。例证「不是为了听众的兴趣，而是为了具体说明某个信息。」（S. Greidanus, The Modern 



内容充实起来。 

4. 结论：讲章的结论不只是重申重点，而是要把一些清清楚楚的教导交给听众带走。讲道者应该利用

这机会“挑战”听众向神回应或把教导诉诸行动。 

    郭大奴斯指出说，设计讲章架构最重要的目的是要把信息具体（being concrete）的表达出来。5 

四、呈交信息 

  上讲台必须使用许多演讲的技巧；装扮、清澈明了的语句、身体动作、手势、视线的接触、脸部

的表情、声调的高低、起复、沉静、道具的运用等等都一起说明要把神透过你的信息交得好。 

五、检讨 

  可以借着「讲道评估表」来作自我检讨。或是有要求人在讲台下的人(最好有讲道经验的同工)帮助

你或给你意见。 

三、教义性的讲章 

    以教义性为内容的讲词其主要目的乃是借着讲道使听众真正明白我们的教义。换言之，乃是向听

众说明我们信的是甚么？在圣经中这方面的资料相当丰富。例如: 「上帝」、「基督」、「圣灵」、「圣经」、

「人」、「罪」、「祈祷」、「救赎」等等，都是属于教义性的讲道。这种讲道在栽培、造就信徒们的信仰

生活上极为重要，这种宗教知识的教导可说是信仰生活的根基，也是教会布道的好题材。 

1. 用教义性为内容的讲道所应注意的原则。 

(1) 以教义性为内容的讲道，不可偏执某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要有计划的分别阐述。 

(2) 以教义性为内容的讲道，其题目不可太大，一个大题可分几个小题陆续讲完。 

(3) 以教义性为内容的讲道，最好多作正面解释和劝勉，尤不可在讲台上谩骂其他宗教，使人反感

产生不良印象。 

(4) 以教义为内容的讲道，不应只以供给教友们宗教知识为满足，而且要重视实际上的运用。 

(5) 以教义性为内容的讲道，要能与生活连接，免得枯燥乏味。 

2. 用教义性为内容的讲道分题举例。 

    试以「祈祷」为例，祈祷是一个大题目，决无法一次透彻、清晰讲完，因此要分几个题目，以多

次一一讲述。 

(1) 祷告的方法 

(甲) 赞美 

(乙) 感谢 

(丙) 认罪 

(丁) 祈求 

(戊) 代求 

(己) 奉耶稣的名 

                                                                                                                                                 

Preacher and the Ancient Texts, 同上书，p. 340.） 

  
5
 同上书，p. 340.  



(2) 祷告的益处 

(甲) 祷告能使信徒站稳脚步。 

(乙) 祷告是信徒蒙福的根源。 

(丙) 祷告是学习耶稣的榜样。 

(丁) 祷告是信徒喜乐的根源。 

(戊) 祷告能使信徒获得圣灵的力量。 

(己) 祷告能使信徒明白真理。 

(3) 祈祷! 为什么仍不能成就? 

(甲) 自义? 

(乙) 自欺? 

(丙) 自私? 

(丁) 自傲? 

(4) 祈祷的种类 

(甲) 禁食的祈祷 

(乙) 流泪的祈祷 

(丙) 许愿的祈祷 

(5) 扩展祈祷的范围 

(甲) 为自己祈祷 

(乙) 为别人祈祷 

(丙) 为仇敌祈祷 

(丁) 为国家祈祷 

(6) 求主教导我们祈祷：主祷文的默想。 

以教义性为内容的讲道，可用专题式讲道法，在运用上较为灵活，但要切题，偶而用解经法讲也相

当理想。 

四. 伦理性的讲章 

    以伦理性为讲道的内容与目的，使教友因着我们的讲道得鼓励，勉励其有基督信仰的生活, 例如: 

「仁爱」、「和平」、「信实」、「谦虚」、「赒济」、「孝顺」等，都是属于这种伦理性讲道的题材。 

1. 以伦理性内容的讲道应注意的原则 

    (1) 不可用苛酷的语言责备人，例如: 「你们普遍的缺乏爱心」，其中 「你们」可改用「我们...」 

    (2) 消极的责备改为积极的劝勉，除了劝勉并要给人向善的方向与力量，使他们觉得他们仍有向善

的可能。不可责备人使之自暴自弃，总之，要口下留情。 

    (3) 不可以讥讽的口吻引述某教友的错失。 

    (4) 不可使伦理性的讲道失去「爱心」; 而造成谩骂的机会。 

    (5) 要以同情、诚恳、和蔼的态度去宣讲， 不可自夸、自傲。对人不只是晓之以理，且要能动之

以情，必得事半功倍之果效。 



2. 以伦理性为内容的讲道分题举例 

    (1) 饶恕人(太十八:15-35) 

        (甲) 上帝的命令 

        (乙) 基督的榜样 

        (丙) 圣徒的榜样(徒七:60)不饶恕的态度。 

    (2) 圣灵的果子(加五:22-23) 

    (3) 世上的盐 

    (4) 世上的光 

    (5) 其中最大的是爱(林前十三:1-13) 

    以伦理性为内容的讲道，应以教义性为内容的讲道轮流运用宣讲，使得教友能找到伦理能力之根

源。同时要记得以关怀代替冷漠，以劝勉代替讽刺，孜孜不倦的鼓励教友，使能用伦理行为来为基督

作见证。 

五、历史性的讲章 

    以历史性为内容的讲道其范围甚广。国家历史、先知故事、基督生平、使徒事迹都是很好的题栽，

使人藉此得借镜，达到「回顾与前瞻」、「温故而知新」的果效。 

1. 以历史性为内容的讲道所应注意的原则 

    (1) 要多读有关圣经的历史与传记。 

    (2) 不只是讲历史、生平, 并要将其中之鉴戒、方向指明。 

    (3) 以历史性为内容的讲道较适信徒，需藉此鼓励其读圣经。 

2. 以历史性为内容的讲道举例 

(1) 摩西一生三个时期(申三十四:7) 

    (甲) 四十年在埃及(作王子)(徒七:22-23) 

    (乙) 四十年在米甸(作牧人)(徒七:29-30) 

    (丙) 四十年在旷野(作首领)(徒七:36) 

(2) 以赛亚的蒙召(赛六:1-13) 

    (甲) 异象的内容(1-4) 

    (乙) 所认的罪(5) 

    (丙) 所蒙的洁净(6-7) 

    (丁) 所听的声音(8) 

    (戊) 所存的志向(8) 

    (己) 所受的使命(9) 

(3) 彼得的转机(路廿二:31-32) 

    (甲) 他的危机(撒但求得许可要筛你) 

    (乙) 他的庇护(我已为你祈求) 

    (丙) 他的任务(坚固你的弟兄) 



    以历史性为内容的讲道，其路线脱离不了教义性及伦理性的意向，只是在取材上有所区别。 

六、安慰性的讲章 

    以安慰为内容的讲道，乃是为安慰因遭遇挫折而忧伤、失望、哀哭的人，使他们获得鼓励支援，

而有勇气面对现实，承担并胜过一切挫折，使得灵命藉此更成熟而完美。 

1. 以安慰为内容的讲道应注意的原则 

    (1) 要用诚恳的态度与语调来传送信息。 

    (2) 要使听众有面对挫折之勇气。 

    (3) 要鼓舞听众对上帝有重新正确的认识! 并相信永活的上帝，永不离弃祂的子民。 

    (4) 要指出面对挫折所需能力之根源，并给予正确之方向。 

    (5) 不是教条性、口号性、道理性的安慰，而是诚恳的语词。 

2. 以安慰为内容的讲道实例 

(1) 人生中的一根刺 

    经文: 林后十二章: 7-10 节 

    (甲) 难忍的挫折(7) 

    (乙) 恳切的祈求(8) 

    (丙) 意外的回音(9, 苦难的目的与帝的慈爱) 

    (丁) 正确之反应(9) 

(2) 不要忧愁(约十四:1-16) 

(3) 在主里死的人有福了(路十四:13) 

    以安慰为内容的讲道，一定要学会「将心比心，设身处地」才可达到预期之果效。 

七、布道式的讲道 

    布道不只是供给未信主的人、慕道友获得聆听福音的机会，而且也能达到促使信徒的信心更坚强，

更活泼的果效，因此讲道者应把握机会，关怀并致力于此方面之宣讲。对于布道会的讲道有几件事提

醒讲道的人。 

１．要精简：材料紧凑、扼要、清晰，时间不宜太长。 

２．要生动：活泼有趣，但要维持「活泼而不轻浮、严肃而不呆板」之原则。 

３．要坚定：在讲道中流露出对人之忠恳，对上帝之虔诚，坚信于所传的道，诚然（对上帝或对人）

皆足以感动人，讲道者若遗漏此一点，又何异一般江湖说书者呢？ 

４．要谦虚：在讲道中要谦虚、柔和，决不可谩骂其他宗教，也不在讲台上批评论断人，这是基督徒

的基本美德。 

例子：上帝在寻找你 

      经文：路 15:1-2, 8-10 

      1.  一个妇人不见了一块钱(15:8) 

          她迫切的寻找因为那是宝贵的，因为出嫁时要把十个铜钱中起戴在头上。 

          说明上帝看我们为宝贵，也迫切的寻找失落的人。 



          耶稣来到世上就是寻找失落的人。 

          耶稣愿意与任何人，包括犯罪的，被遗弃的...同在(15:1-2)。 

      2. 找到后的快乐(15:9) 

         只要愿意为过去的过犯悔改，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救主。 

      呼召：你是否愿意被上帝找到。 

    每个讲道者都必须学习如何讲布道会的讲道，因为一个好的讲道者也必须是一个布者。 

综观讲道中所运用的每一个方式、每一种类别，都有其价值与功能。如何决定用甚么方式类别去

传讲，在乎自己的祈祷、观察与判断，就如(1)听众的需要(2)聚会的性质、物件、场合都是我们抉择的

重要依据。讲道者应借着自己的祈祷、经验，来厘定并尽力的准备，上帝必然会帮助我们成为时代的

先知。 

II. 特殊讲道的准备 

    我们用了很大的篇幅和时间，所介绍的大都是属于主日崇拜或是一般场合的讲道，现在要谈的是

特殊讲道时该注意的事项，与准备的方式，原则的考虑与一般讲道无区别，因此不再赘述，只将某些

事项加以提示。 

一．丧礼中的讲道 

    丧事礼拜(或称安息礼拜)目的乃是要安慰家属，坚固其信心，引导人有机会寻找创造生命的造物主。

通常安息礼拜都是突然性的，不会一早安排好。次数也不定，通常越大间的教会或人数越多的教会数

也必然多。笔者曾认识一间有一万二千人的教会，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一两次安息礼拜。 

    一些西方国家的教会旁常有为安息礼拜而建的副堂，安息礼拜和讲道可以在那里进行。可是在亚

洲一带的国家的教会皆没有这样的方便，通常安息礼拜要在礗仪馆中进行，甚至在死者家中或亲宗祠

堂中进行；可能气氛不利基督教，尤其是死者的亲属都不是基督徒。牧者或传道人必须灵巧，把圣经

安慰人的信息藉讲道传开。但愿传道人不要在丧礼中与不信主的亲友发生争执。 

１．简洁：时间不宜太久，内容不宜太长。 

２．同情：此时是安慰对方之时刻，而非训诲，应以同情的心安慰鼓励家属。 

３．稳重：态度上要严肃，步伐要稳重，若逝者为挚友，宣讲时切不可冲动应保持稳重。 

４．推崇：适切推崇死者的信心或爱心及任何长处，必会有益赴会的人，但决不可作与事实不符的推

崇，免得弄巧成拙。 

５．指引：指引人寻找生命之奥秘与生之意义，鼓励家属寻找上帝的安慰。 

６．盼望：给家属一个充满盼望的信息，使其相信在天上有再见面之日，目前只是「离别」而非「永

诀」。 

    相信每个丧礼的讲章皆有安慰、指引、盼望。 

丧礼选用经文： 

   约 11:25「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约 14:1-5「耶稣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去…」。 

   约 6:40「信的人得永生…」。 



   路 16:19-31「财主和拉撒路…」。 

   路 23:43「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林前 15:50-58「死啊！你的毒勾在那里…」。 

   林后 5:1-8「在这帐棚里，叹息劳苦…」。 

   帖前 4:13-18「论到睡了的人…」。 

   彼前 1:3-4,24-25「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盼望」。 

   罗 8:35-39;6:23;14:8「无论是死…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提后 4:7-8「美好的仗已打过了…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来 9:27;11:13-16「人人必有一死…更美的家乡」。 

   启 1:17-18;3:5「基督…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 

   启 14:13「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 

   启 21:1-5「新天新地…不有死亡…」。 

   (创 3:19；代上 29:15；诗 4:8；23 篇；39:4-5；49:15；103:15-18；传 7:2；赛 25:8；40:1-41:10；57:1)。 

二．在婚礼中的讲道 

    婚礼是充满快乐气氛的场合，因此讲道应含有祝福、鼓励、劝勉等内容。教会中举行婚礼的次数

也是不定性的，不过一般都会在数月前知道，比较有足够时间准备。次数也不定，通常越大间的教会

或人数越多的教会数也必然多。 

１．文雅：讲话要文雅而不庸俗。 

２．简短：在简短时间内能讲出主题且动人的话。 

３．禁忌：在言语表达上常有忌言，讲道时要格外小心，例如离别、死、病在此时都要尽力避免，又

如在誓约上的「我要爱你直到死。」改为「我要爱你直到永远」不是更好吗？ 

４．认清对象：您的道不只是向两个新人讲，也要引起会众的注意，在讲词中吸引他们的共鸣与关怀。 

５．讲词结构：在简短的讲道中，其组织里也有所谓开场白、本论、结论三个步骤。 

  （１）开场白：自己与双方家庭的关系。 

  （２）本论：勉励的话（阐述一段经文或一个有关的家庭伦理）。 

（３）结论：祝福的话。 

婚礼选用经文： 

太 19:4-6「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可 10:6-9)。 

   弗 5:22-23「妻子要顺服丈夫…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 

   林前 13:1-8「爱是…」。 

   林前 7:1-7「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 

   林后 6:14-15「信与不信原不相配…」。 

   西 3:18-19「妻子当顺服丈夫…丈夫要受妻子…」。 

   来 13:4「婚姻人人当尊重…」。 

   约一 4:16-19「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 



   启 19:7-9;21:1-5「羔羊婚筵…」。 

   (约 15:9-12「常在神的爱里…」。) 

   (路 15:8-10「寻找出嫁时要配带的铜钱…」。) 

   (创 2:18；2:21-25)。 

三．在洗礼中的讲道 

    洗礼是教会的圣礼之一。一般教会多会安排特别的聚会和时间为信徒施洗，隆重庄严，充满快乐

气氛的场合，甚至受洗者还邀请亲戚朋友观礼，藉此作见证，牧师也讲道配合。讲道应藉此机会说明

洗礼的意义。 

１．简短：在简短时间内能讲明洗礼的意义，让信主和未信主的人都能明白。 

２．清澈：在讲词上必须清楚的表达，一方面带出生命重生信息，一方面也避免指责未信主者。 

３．认清对象：您的道不只是向那些受洗的人讲，来观礼的未信主者也是目标之一，因此在讲词中也

引导他们去认识基督教或受洗的意义。 

４．讲词结构：在简短的讲道中，其组织里也有所谓开场白、本论、结论三个步骤。 

  （１）引论：欢迎到来者，也说明这个特别聚会的原因。 

  （２）本论：与洗礼有关的信息（借着一两段经文把受洗和福音的信息出来）。 

（３）结论：祝福和挑战听众回应。 

洗礼选用经文： 

太 28:18-20「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可 16:16「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 

路 3:16「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

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 

太 3:13-17「耶稣尽诸般的义…」(可 1:9-11;路 3:21-22)。 

徒 2:38「彼得说，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徒 8:35-39「腓利给太监施洗」。 

徒 16:15「她和她一家领了洗」。 

徒 22:16「求告耶稣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 

罗 6:1-9「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衪的死…有新生样式…是脱离罪了」。 

弗 4:4-6「一主、一信、一洗…」。 

多 3:5-6「藉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 

   彼前 3:20-22「水表明的洗礼…只求在神面前有无亏的良心」。 

四．儿童聚会的讲道       

    这里所指是儿童礼拜中的讲道，与主日学的教学不同。（不是教书而是讲道） 

１．从浅显生动富于美感的比喻解说真理。 

２．少用抽象、理论之引证讲道法。 

３．要用孩子懂得的话语。 



４．要有简单清楚的主题。 

５．要生动活泼。 

６．最好借重视听教材。 

五．电视广播的讲道 

    近几年来，这是一种新型可用的大众抟播工具，用来宣传福音有无比的价值，它与一般讲道迥然

不同，它的物件是机器，是控制室，因此不易立见效果，也不易立刻见到反应，这是困难的一面，从

事于此类讲道应注意： 

 

１．要生动有趣，「随时」能吸引人 － 在礼拜堂聚会时，听道的人因碍于情面、礼节，纵然对讲道

者之内容感乏味，也不能半途退席，但站在大众传播工具前的人却无此顾忌，一不喜欢听时随时可

关掉，因此讲道者务要使内容处处吸引人。 

２．要紧凑、简短 － 因为有时间上的限制，到时你想停，控制室的人也会强迫你停，因此讲道内

容要简短，且要控制时间。 

３．发音要正确，描绘要清楚 － 也许您在台上讲道，描写二尺宽的东西，可以张开双手约二尺之

距离，说：「就这么宽。」在电台就必须用语言清楚的说明「二尺宽」。 

４．要书写稿子，且要熟读，直到声音强弱快慢能控制皆宜方可。 

５．要除去一切动作，免得发生不必要的「噪音」效果。 

６．要亲切、有趣、在语气上如话家常 － 正如您坐在客厅与他们交谈一般的亲切。 

III. 讲台上的准备 

一. 用字与措词 

在准备讲道的过程中有：一个基本问题是讲道者必需常思考的，即为(一) 讲些甚么? (二) 为什么

要讲? (三)要怎样讲? 前面两个问题是关乎内容材料的选择，而第三个问题乃是如何措词，如何发展的

问题。 

言词是讲道者用来具体说明思想与意见的重要工具。一个雕刻家纵有出类拔萃的高明技术，但若

失去或缺乏良好的工具，必然不易产生任何优美的杰作，这就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

因此言语果真是讲道者之重要工具，那么一个学讲道的人，就当致力于措词上的学习，并思考如何利

用「语言」工具，将道理讲得清晰完备，免得因「词不达意」甚至「词非本意」所造成的缺陷，使自

己所讲的真理失去果效。 

1. 言词要清楚 

    清楚的词句，能使听众容易了解所宣讲的信息。因此说话不要拖泥带水，要干净俐落，少用「或

者」、「可能」、「大概」、「我想」、「似乎」等模棱两可的词句; 耶稣的宣讲却极为清楚而肯定，例如「我

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则一，二则二决不含糊。在讲道中除了要求用词清楚外，发音的正确也是极

为重要，年轻学讲道的人，对于没有把握的难字读音决不可苟且，要查字典直到正确为止，讲道者要

学会忠实于信息的宣讲，但决不可对其表达的文词马虎。 

2. 文辞要简洁 



    在讲道中若有太长的辞句，常会令听众漏听，因此每句话应该要简短，需避免运用复杂、难解的

词句，而多用简短明了的句子，使听众很快地了解您在讲甚么。通常广播界之规则，每句最多以不超

过廿字为原则，每句之传讲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讲道者应养成说话简单明了的习惯，因为简明的

句子乃是表达意思的最佳工具。 

3. 辞句要文雅 

    有一句话说：「语言乃是测量教育程度和人品的晴雨计」，虽不是顶合理，可是却能表达「慎言」

之重要性，每一个讲道的人应该避免说粗话，以免失去自己的尊严; 其实何尝只是在讲道中要注意，就

是在平时也要避免。除了粗话之外，就是生活中太俗的话，在讲台上也要尽可能避免，不管是例证或

辞句都是如此，如：「坏蛋」、「他懂个屁」之类，林语堂所说「演讲如迷你裙越短越好」，其立意原刖

虽颇佳美，但文辞不嫌太不文雅了吗？讲道也该重视立意、原则、道理；但不能忽视文辞之美与雅。

讲道者 不可在讲道中出现不文雅的话语，尤其粗俗的话语更要避免，就连「厕所」、「大便」等也一样，

若无法转换成文雅的话，宁可放弃此类之字汇。由此可见写讲稿的重要性，句子皆经推敲、思考、不

致于信口开河胡言乱语而贻笑大方。 

4. 名词要统一 

在用词的一致上是极为重要的事，可分为两方面： 

1. 不用两种语言，也就是讲道中不要夹杂外语，马丁路德说：「我不赞成传道人在讲词中用希伯来

文，希腊文或其他外国语，因为在礼拜堂讲话，我们应该如同在家中谈话一样，用人人都熟悉

人人能懂的话。」盲目的卖弄语文总不佳，尤其中国人讲道给中国人听，来带英文总不合宜。 

2. 用词前后一致：也就是说「耶稣」与「基督」，「上主」与「耶和华」，「上帝」与「神」，在一篇

讲词中出现时，其称呼应该是一致的，若用「神」前后要一致都用「神」，若用「上帝」、「耶和

华」也是如此，免得听道者以为是两个神而混乱了思潮。 

5. 妥善运用连接词 

    在每一段落之间，其在书写进行时或有一二三四之区别，但讲道时则不一定要作如是般严肃性之

报告，而可以用连接词衔接，例如：「不但...而且」、「除此以外」、「例如」、「换言之」、「其次」、「再其

次」、「总而言之」、「所以」、「而且」、「并且」、「因此」..，诸如此类都应妥善的运用。 

6. 避免专门性的术语 

    有许多讲道者忽略了一点，即使用听众不熟悉的专门术语，结果他所说的仅部份人能明白，易使

听众如坠五里雾中，不要常常假定，听众对讲题的认识与讲道者一样多，务必简明使听众一听就明白。

尤其对教外人宣讲福音更应避免「哈利路亚」、「和撒那」、「以马内利」、「三位一体」、「原罪」、「普救

论」等宗教术语，一般神学术语亦当避免，若一定要用也务必解析清楚。 

7. 常努力改进并加强词藻的润饰 

如何使自己的字汇加深而且改善呢? 

1. 多查辞典，善用辞典，以增进选用词汇的能力，加强讲道的力量。 

2. 在日常生活中养成美好字句的习惯，您必须对于字汇产生敏锐的感觉。要逢字便学，逢字便记，

如此讲话就不会陈腐、呆板、乏味了。 



3. 勤写作可以加增表达能力，每当我们写稿时，初稿总需修改才更合适，若能修改再修改，常常

这样，必然逐渐进步而「出口成章」了! 

4. 多读书可以增进学识，凡肯多读书的人，常能充实他的辞汇，更获得丰富的知识，藉此使讲道

中的用词更宽广。 

二、动作和手势 

古代罗马的大雄辩家所流传的一话：「没有手，就不能雄辩。」其实何止是辩论，就是人与人之间，

在日常生活的交谈中，不知不觉的会比手画脚，借着各种不同的动作，将自己的意思，有效的彼此传

达，这就是本章所要讨论的内容。 

所谓「动作」，不单是指如何挥一挥手而已，其中也包含了表情、声音、手势...总之讲道者不只是

用口来讲道，而几乎是全身都用得上。今天聋哑学专家和心理学家已证明，身体或是手势的动作是可

以构成语言的。讲道者更加要懂得这技巧。 

1. 动作的价值     

    动作，在讲道过程极为重要，因为听众固然可以说耳朵「听见」所讲的道，但借着眼睛之视觉更

能增进听道所发出的果效。 

1. 合宜的动作可以加强讲道者的力量与自信。 

2. 合宜的动作可以掌握听道者的注意力。 

3. 合宜的动作对于意见的表达有所助益，就好比我们说：「一只很大的猫」，如果有一个人只说「很

大」，而另一人在说「很大」的同时还张开双手示意，其中那一种给人印象较深呢? 

4. 合宜的动作可以直接表达意思；默剧就是最好的例子，由脸部的表情、眼光的反应、身体的动

向、摇头、点头、仰头，都可以代表不同的意思。 

5. 动作是人品格的表现，讲道者上台时，若态度骄傲必然引起反感，步伐胆怯也易令人轻视，听

道者不只是对讲词有所反应，就连动作也会有所回响! 

2. 动作的种类 

   a. 关于手与臂之动作 

    (1) 指示：要指出一个方向或目标引起人注意时，所有的人都用食指去指示方向，例如您指着十

字架说：「各位请看这十字架...」在引用礼拜堂墙壁上之任何挂图时，以食指指示目标能增加效果。 

    (2) 接受：当您接受他人送给您的一本书时，您的掌心定是惯于向上来接受，当您希望别人接受

您的意见时，也必是用这个手心向上的动作说：「我希望您接纳这一个宝贵的信仰...」 

    (3) 拒绝：当他人送您一本书，而您要拒绝时，该如何作手势呢?手心向下以推开，这一个动作可

用在您讲道中对于某一种见解的拒绝时，这个手心向下推移的动作表明了「我们拒绝魔么之诱惑...」。 

    (4) 握手：表示愤慨、决心、坚定的情绪，当我们在强调「我们应该为信仰付代价」，「我们应该

胜过诱」时，这种内容就可紧握拳以表决心! 

    (5) 分开：一集手的手掌心垂直伸出，然后将手由一边移到另一边，表明不同的意见、方向，当

我们说：「我们不可能在属上帝的同时，又属于魔鬼」时，就可以用分开的手势来表达。 

这些表达法并非是绝对的，但至少是一般的原则。 



b. 描述的动作 

   这是指用动作去描述某一事物，例如用比手划脚的方法告诉人多高、多长、多宽、形状大小...这些

在讲道中都时常运用得到。 

c. 肩头的动作 

   讲道中的摇头耸肩与平常之意义毫无区别，但通常头肩与手臂同时运用。 

d. 眼睛的动作 

   要适当的注视听众、孩子从观察母亲的眼光之中，就可以知道可否吃香蕉，我们也常说：「含情脉

脉」，以眼睛表达感情是很平常的事。一个人在有信心时就会目光炯炯，在发怒时的光似火焰，作亏心

事的眼睛不敢面对人。讲道者应善用眼睛「讲」道，眼睛不可只是看天花板、窗外、门外，而常看会

众，来表达您的真诚。每望一次不必太久，几秒钟就转到别人身上，与会场的每一个人怕应有所交流，

必有助于道理的传递。 

e. 脸部的动作 

当人们高兴时必然有笑容，悲戚时就黯然神伤，例如「脸红」表达了不好意思，「春风得意」代表

如意喜乐。讲道者要随着讲道内容来变人脸上表情，但要自然庄重。 

f. 模仿的动作 

    为了讲道内容的需要，有些动作可以将所述之事、物、描摹的淋漓尽致，使人明白，例如以「手

朝空敲打」代表敲门，开门时脸上惊异状...，「慢慢走路」表达内心沉重，以动作之扮演与类比来表达

言语的内容。 

3. 动作的原则 

a. 要轻松：不可将身体紧靠讲桌，也不可以手紧抓讲桌，双手要轻松自然的放在桌上，或身体两旁，

方便于手势随时应用。要挺胸站好，但也不是军训中的立正姿势。 

b. 自然：动作要自然，决不可装腔作势，也不可模仿他人，因为我们是讲道，不是演戏。 

c. 明确：所表达的方式要合乎常理，所指之物务必明晰正确。 

d. 适切：听众的多寡决定所动作幅度的大小，也根据听众、场合的性质，决定动作的多少与强弱。 

1. 有效的运用声音 

a. 以声调的轻重来表达语气的轻重 

b. 以声调的快慢来表达语气的轻重 

2. 运用声音的几个原则 

a. 务要将咀巴张开面对会众，使每一个人都听到你的声音。(自己练习。可使用口含东西/糖果，由小至

大粒读圣经或是讲道。) 

b. 声音之大小以空间、人数为依据，但以能听见为原则。 

c. 用平时讲话之语气不要装腔作势，更不宜嘶喊咆哮或尖叫。 

d. 不要发出枯燥、单调之声音。(要根据内容表达感情，使语音成为有感情的「话」而不是字。) 

3. 声音的保养 

a. 要学习良好的呼吸习惯，如果要能不慌不忙发出良好的声音，必须先知道如何呼吸。 



人的声音由于声带震动，以及胸腔之共鸣合作而产生，言语是否清楚乃由嘴唇舌牙所形成，声音的

产生是由呼吸操纵，如果你用横膈膜呼吸说话，较易达到会场每一落。如果呼吸方法不当，声音无

法传达，那是因为肺部空气不足缺乏共鸣之故。 

如果想要发声自然，令人听起来舒服，就要注意呼吸。 

b. 少吃有刺激性之东西，以保护声带，讲道前后不吃冰、冷、酸、辣的食物，讲道前也应有充份的休

息。 

c. 平常应避免狂叫嘶喊。 

d. 学习声乐，以歌唱法发声讲道。 

IV. 讲道后的检讨 

    传道人不只是要时常反省检讨自己所作的，对讲道也是一样。为了要使讲道进步，讲道者必须时

常敢于受检讨。后页有一个设计好的讲道检讨表格可说明讲道者为讲道作检讨。这检讨表是一个具国

际标准的讲道评分表，一直来都被神学院讲道法课程使用。 

    如何作讲道检讨： 

一、不是每次讲道都要检讨，但是我们提议一年中可分三次或四次叫熟悉的人(要好的同工)帮助评分。

按后页的讲道评分表，以不记名的方式，叫台下三或四位听众作评分，然后收回来自已察看有那些

弱点。 

    有时可以请要好的同工，或执事，或妻子/丈夫，或你信任的信徒。 

二、收回评分表后，要敢于接受别人的评分。不要与评分的人争执。 

    要知道一次的评分并不能为准，必须多次评分才可以获得更准确的检讨。 

三、希望每年都有数次的检讨工作，好让自己看见有否改进。 

四、另外，若有录音设备，有时可把自己的讲道录下来，重听一次当日的讲道，藉此发现并修正自己

的缺点。 

五、如果有录影设备，那间中把自己的讲道摄录下来观看可以更清楚的察看自己的讲道。 

 

  

 

 

  

 

  

 

 

                                  

讲道者        神在这时代 

神    神的话语/圣经         （神拣选具皿）               的信息      听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