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二題：教會中話語類的事奉(二) 
 

【補充說明「道成肉身」的原則】提前三 16：「大

哉！敬虔的奧秘，無人不以為然，就是神在肉身顯

現」本節也指信徒。提前四 16 保羅勸勉提摩太要

謹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訓。 
 

一、如何充實「為神說話」的內容 

 1.1.充實說話內容的兩大途徑 

  1.1.1.藉讀經和禱告自我充實【禱讀】【二哥讀

經】【大哥上講台之前】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

明。」(箴三 5)；「你們因耶和華言語戰兢的人，

當聽祂的話」(賽六十六 5)。神的話是我們為神

說話的根據，若沒有神的話，我們就不能為神

說話，所以要藉讀經和禱告，從神得到話語的

供應。 

  1.1.2.藉閱讀屬靈材料和聆聽別人講說而得充

實【蘇民強反對讀別人的書】【沒有人能自己讀出

所有的亮光】 

  「我在特羅亞留於加布的那件外衣，你來的時

候可以帶來，那些書也要帶來，更要緊的是那些皮

卷」(提後四 13)。『那些書』指蒲草紙製的書卷，

可能為各類參考書；『那些皮卷』指較為珍貴、抄



寫在羊皮上的文獻，可能為舊約經卷。神寫在聖經

上常時存在的話(logos)，必須藉靈感轉變成應時

活潑的話(rhema)，才能對聽的人產生功效，而別

人靈感的發表，對我們尋求神應時的話多少有幫

助。 

 1.2.自我充實說話內容的先決條件 

  1.2.1.要有受教的耳朵【注意這裡強調若要有

受教者的舌頭，就需每早晨有受教者的耳朵】【兩

耳一舌】 

  「主耶和華賜我受教者的舌頭，使我知道怎樣

用言語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提醒我的耳

朵，使我能聽，像受教者一樣」(賽五十 4)。自己

先從神領受適合時宜的話，然後才能為神說出適合

時宜的話，幫助有需要的人。 

  1.2.2.要有蒙潔淨的嘴唇【以賽亞看見異象就

說禍哉我滅亡了】【人的污穢表現在嘴唇】【我的同

班同學說奇怪，你怎麼不像別人】 

  「我是嘴唇不潔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潔的民

中。…看哪，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

(賽六 5，7)。神雖然能藉各式各樣的人事物為祂

說話(例如巴蘭的驢)，但神更樂意藉合用的器皿為

祂說話，因此我們應當盡力使自己能合乎主用。 

 1.3.自我充實說話內容的要領 

  1.3. 1.要將讀經禱告時所見亮光和心得筆記



下來【聽不如看，看不如寫】【展示我的筆記本】

【年輕時所用的聖經很厚】 

  作筆記是幫助學習的妙法，一方面使我們能掌

握重點所在，另一方面使我們能保存記憶，更進一

步溫故知新。 

  1.3.2.要借助於各種聖經工具(例如辭典、原文

編號等)以獲取更多亮光【馬建源、封志理、李廣、

張伯琦各自編原文編號聖經】【Cruden為編寫聖經

彙編發瘋】 

  集合多人並長時所花費的心血，使我們能即時

獲得答案，何樂而不為？ 

 1.4.自我充實說話內容的訣竅 

  1.4. 1.要尋求聖靈的幫助【任何屬靈的事：讀

經、禱告、講道、事奉、帶領聚會，都需要聖靈的

幫助】【所謂靈感，如文人的心血來潮】 

  「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祂要引導你們『進入』

一切的真理」(約十六 13 原文)。聖靈不但幫助我

們越來越明白真理，也越來越深的進入一切真理的

經歷裏。而所謂的『真理』，就是屬靈的實際。許

多時候，我們只摸著事物的外表皮毛，而沒有摸著

事物裏面的實際，所以需要聖靈的幫助。 

  1.4. 2.要將所得亮光先應用在自己身上【不要

專為別人讀經】【越實踐就越多有亮光】 

  「人若立志遵行祂的旨意，就必曉得這教訓…」



(約七 17)。神不肯將祂的旨意，指示無心要明白

的人；也不願把祂的旨意，告訴有心要明白，卻無

心要遵行的人。和受恩教士說：明白神旨意的秘

訣，百分之九十五乃在『順服』，剩下的百分之五

才是『明白』。一個若懇切誠心想要知道並遵行真

理的人，神便會向他啟示──『順服乃是屬靈知識

的鑰匙』。 

 1.5.從別人得著幫助以充實說話內容的先決條件 

  1.5. 1.要選擇正確的學習對象(因為我們的時

間和精力有限)【有人問我那麼多的參考資料你都

看過了嗎？老實說許多書都只瞄一下】【小心問題

人物的書，以免中毒】 

  古今中外，有數不盡的屬靈偉人，留下數不清

的事蹟和書籍；當今世上，更有眾多活生生的傳道

人，他們的寫作與傳講、錄音和錄影，不勝枚舉。

我們如何使用最少的時間和最低的精力，從他們得

到最大的幫助，乃是極其重要的課題。 

  1.5. 2.要能慎思明辨，懂得取捨(因為沒有完

全的人和完全的材料)【分辨的能力是慢慢隨經歷

而累積的】【Amen的失敗】 

  除神以外，這世上沒有完全無瑕疵、無過失、

絲毫不偏不激的人，也沒有像聖經那樣完備不須修

改、補充的作品。因此，我們在選擇和應用參考資

料時，必須慎思明辨，做正確的取捨。 



 1.6.從別人得著幫助以充實說話內容的來源 

  1.6. 1.選購好書(包括錄音、錄影)【陳希增一

千本屬靈好書】【Youtube上有很多講道錄影】 

  逛基督教書店，花錢買好書的行為，似乎越來

越少人做了。出代價所取得的參考資料，仍然較受

人重視。 

  1.6. 2.上網蒐羅並篩選好的電子文件(包括錄

音、錄影) 【毛遂自薦我的查經網站】 

  網上的電子資料，幾乎俯拾皆是。許多信徒喜

歡上網收集，但往往僅收存於個人檔案裡，很少去

看，更少去篩選。更多單憑搜索引擎，即席閱覽相

關文件。古語說：「盡信書，不如無書。」網上資

料如果未經篩選，後果堪虞。 

  1.7. 1.要有清明的心思，避免被捲入別人思維

邏輯的迷宮【不知不覺被人牽著鼻子走】 

  「不要作糊塗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弗五

17)。參考別人的資料，要以客觀和宏觀的態度，

跳脫別人的思維邏輯，從更廣泛的角度來判斷正

誤。 

  1.7. 2.要有謙卑的靈，樂意受教，汲取別人的

特點和長處【太五 3虛心的人有福了】 

  「你們眾人也都要以謙卑束腰，彼此順服；因

為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彼前五

5)；「只要存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腓二



3)。俗話說：「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

因此不要以自己所獲得的知識而自高自大，反倒存

心謙卑，樂意從別人學習教訓。 
 

二、如何改善「為神說話」的技巧 

 2.1.溝通無礙的技巧 

  2.1. 1.要按對方的程度，說容易明白的話【創

十一章：方言叫人分散】【要先明白才能得造就】 

  「舌頭若不說容易明白的話，怎能知道所說的

是甚麼呢？這就是向空說話了」(林前十四 9)。為

神說話，最要緊的是，應當使聽的人能明白而接

受。凡所說的話，不能叫聽的人明白，那就等於『說

方言』，與人沒有益處。 

  2.1. 2.思路要清晰，條理要分明【言之有物，

擲地有聲】【程瑞甫說鄭光敏講道繞來繞去】 

  「使我得著口才，能以…開口講明福音的奧秘」

(弗六 19)；「我必賜你口才，指教你所當說的話」

(出四 12)。有人嘲笑別人「語無倫次」，傳講的人

若是越講越叫聽的人糊塗，足以證明他是「不知所

云」。而說話的要領，很大的成分是從實際操練說

話中學得的。所以初期階段說點糊塗話尚有可原，

但不知改進，就不應該了。 

 2.2.話語純全的技巧 

  2.2. 1.消極方面：不說不合聖徒體統的話【心

裡所充滿的，口裡就說出來】【三句不離本行】 



  「污穢的言語一句不可出口」(弗四 29)；「至

於淫亂，並一切的污穢，或是貪婪，在你們中間連

題都不可，方合聖徒的體統。淫詞、妄語和戲笑的

話，都不相宜」(弗五 3~4)。凡是世人認為基督徒

不該說的話，總要禁戒不說。為神說話的人，言語

須符合代表神的身分。 

  2.2. 2.積極方面：要說造就人的好話【叫聽見

的人都有正面的反應】 

  「只要隨事說造就人的好話，叫聽見的人得益

處」(弗四 29)；「神的言語句句都是煉淨的」(箴

三十 5)。換句話說，凡是不能造就人的話，例如

閒話、自誇的話、怒罵的話，務要避免出口。 

 2.3.表達合宜的技巧 

  2.3.1.引經據典乃是最好的表達方式【全然根

據聖經，又以聖經為目標】【有不信的人讀完四福

音書，說耶穌若不是神，那麼福音書的作者就是神】 

  「腓利就開口從這經上起，對他傳講耶穌」(徒

八 35)；「本著聖經與他們…講解陳明…」(徒十七

2~3)；「於是從摩西和眾先知起，凡經上所指著自

己的話，都給他們講解明白了」(路二十四 27)。

所說的話，若能本著聖經、引用聖經、以聖經佐證、

證明聖經、解明聖經，會有出人意外的果效。有些

中國傳道人，喜歡引用中國古聖先賢的話，例如「天

人合一」，難免引人誤解。 



  2.3.2.要誠心誠意，從心靈深處訴說出來【口

傳耳，一耳進，一耳出；心傳心，心心相印】 

  「深淵…與深淵響應」(詩四十二 7)。許多花

言巧語，雖能引人傾聽，但效果不顯著，往往一個

耳朵進，另一個耳朵出，沒有留下深的印象。信徒

不僅要以心靈和誠實敬拜神(約四 24)，信徒彼此

間的交通來往也要本著心靈和誠實。心靈與心靈相

感；唯有從心靈深處發表出來的話，才能引起對方

心靈深處的共鳴與響應。 

 2.4.引人入勝的技巧 

  2.4.1.要善於引用比喻、例證、故事，以及自

己親身的經歷【聽吳勇、滕近輝、于宏潔等人的道】 

  「祂用比喻對他們講許多道理」(太十三 3)；「他

是個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從前

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見了」(約九 25)。主耶穌

和舊約先知們經常多方引用比喻、故事、實例、實

物等，向人講說道理。良好的引用比喻、故事等，

不但能引起聽者的興趣，並且能給予聽者深刻的印

象，對於道理的融會貫通，助益不小。 

  2.4.2.要善於連結到人們所關心的問題，如個

人、家庭、社會生活切身的問題等【漂浮在半空，

腳卻步著地】【不可偏離現實生活】 

  「一句話說得合宜，就如金蘋果在銀網裡」(箴

二十五 11)。社會上一流的演說家，能帶動人心與



風潮。教會中上乘的講論，能感動信徒，立志奔跑

天路，更願討神喜悅。因此，如何巧妙地以話引話，

切入信徒實際生活上所關心的各種問題，達致話語

影響眾聖徒、建造教會的功效。 

 2.5.受人敬重的技巧 

  2.5.1.容貌和服飾要整潔、端莊、有禮【美惠

說今天是你的西裝日】【一早就沐浴修飾】 

  人要衣裝；一個人若不修邊幅，穿著邋遢，必

然影響說話的份量。無論他所說的話如何屬靈、如

何動聽，都不能贏得聽眾的敬重。 

  2.5.2.姿勢和態度要謙恭、大方、穩重【捲起

袖子，跳來跳去】 

  說話時的姿態和神情，不宜隨隨便便，也不可

表現出吊兒郎當的模樣。最好顯出平易近人，而不

宜太過嚴肅；絕對不可顯出高高在上，咄咄逼人的

樣子。 

 2.6.聲調適度的技巧 

  2.6.1.注意聲音與腔調【有的主日學聲音太

低、速度太快】【泰安一年輕傳道人傳福音】【電視

上一黑人牧師】 

  聲音與腔調要保持平常和適度，切忌喊叫震

耳、尖銳刺耳、單調呆板、速度太快、音量過低、

腔調古怪等。 

  2.6.2.依人數場合而有適度的音量，依講話內



容而有協調的快慢和起伏【主耶穌對大眾講話】 

  「耶穌站在革尼撒勒湖邊，眾人擁擠祂，要聽

神的道。祂見…有一隻船，是西門的，耶穌就上去，

請他把船撐開，稍微離岸，就坐下，從船上教訓眾

人」(路五 1~3)。音量視場所和人數而適當調整，

腔調視話語內容和當時的氛圍而有所變化。 

 2.7.時間控制的技巧 

  2.7.1.切忌超時：拖延時間最易惹人厭【現代

人逐漸不耐久聽】【袁啟安逾時不停】 

  要遵守教會所訂聚會程序的時間安排，注意鐘

錶，隨時準備好調整說話的內容，或刪減、或增補，

務求時間的出入不超過兩三分鐘。 

  2.7.2.不宜虎頭蛇尾：段落時間分配不均，被

迫潦草結束【許多人不知控制時間】【自己曾經用

約三 16練習時間分配】 

  啟、承、轉、接、結，各個段落的時間分配和

控制，要恰到好處。開頭引言不可太長，免得後面

的時間不夠用，被迫簡略帶過，顯得虎頭蛇尾。 
 

三、如何做教師「為神說話」──理想教學七定律

(Law) 【在網上聽過韓君時以提後二 15「你當竭

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悅，作無愧的工人，按著正意

分解真理的道。」講「最後一課」，聖經教師的三

任務：God well pleased, Work well done, Word 

well taught】 



 3.1.理想教師(Teacher)的定律──需符合「胖

子」(FAT)的條件【一位弟兄是小學校長又是主日

學校長，一位年輕姊妹同時應徵兩個職位，一個落

選，一個選上】【只要有願作的心】 

  3.1.1.忠心(Faithful)：主動並盡忠於教師的

工作【主動而非被動】【一流享受，三流付出】 

  「你在許多見證人面前聽見我所教訓的，也要

交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提後二 2)。「忠心」

指忠於教導的事工，持有使命感，全心全意投入其

中。 

  3.1.2.合用(Available)：改變自己，使合於為

人師表【老頑固】【不能改變自己者就不能改變別

人】 

  「…作貴重的器皿，成為聖潔，合乎主用，預

備行各樣的善事」(提後二 21)。「合用」指樂於調

整自己，使自己合乎所從事的工作。 

  3.1.3.受教(Teachable)：追求不斷學習，不斷

成長【美國專業人士如醫師、律師都須定期接受再

教育】【活到老學到老】 

  「主耶和華賜我受教者的舌頭，使我知道怎樣

用言語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提醒我的耳

朵，使我能聽，像受教者一樣」(賽五十 4)。「受

教」指存心追求長進，學習更多事奉上的知識和技

能。 



 3.2.理想教導(Education)的定律──需充分應

用三個教學的基本目標 

  3.2.1.第一目標：教導人們如何思考【不求甚

解的人容易被洗腦】【鼓勵動腦筋的教育】 

  「我所說的話你要思想，因為凡事主必給你聰

明」(提後二 7)。第一目標指誘導學生，使他們對

所學習的事揣摩思想，領悟其中的道理。 

  3.2.2.第二目標：教導人們如何學習【學習是

一個不斷進行的過程】【研讀任何一卷聖經永不畢

業】 

  「我為此奉派作傳道的，作使徒，作外邦人的

師傅，教導他們相信，學習真道」(提前二 7)。第

二目標指引起學生的興趣，使他們勤於學習，並且

掌握學習的要領。 

  3.2.3.第三目標：教導人們如何實踐【學以致

用】【人們知而不行：公園內不要餵食動物】 

  「凡他們所吩咐你們的，你們都要謹守、遵行；

但不要效法他們的行為；因為他們能說不能行」(太

二十三 3)。第三目標指促使學生將所學習的付諸

實行。 

 3.3.理想活動(Activity)的定律──需引起學生

從事有意義的活動【Work Shop】 

  學習的最大效果經由「理想的活動」而獲得：

若僅僅「聽」了仍會忘記；「看見」了就會記得；



實際去「做」了，才會徹底明瞭，且會改變自己。 

  3.3.1.提供指導卻非獨裁的活動【學生自行尋

找答案】 

  要給予學生自由的氛圍，自動自發參與一種有

意義的學習活動。 

  3.3.2.強調功能與應用的活動【啟發方式】 

  所謂有意義的學習活動，和填鴨式的教育方式

完全不一樣，乃是能讓學生在活動中領悟其中的道

理，並且收到「學以致用」的效果。 

  3.3.3.事先計劃好目的的活動【目標決定結果】 

  毫無目標的活動，只會讓學生空忙一場，卻不

能獲致任何結果。 

  3.3.4.過程與結果並重的活動【提供路線使知

道為什麼】 

  不僅使學生知道活動的結果會怎樣，還要使他

們知道活動的過程是怎樣的，令他們在過程中不受

限制地自由發展，會收到遠超預期的成果。 

  3.3.5.讓學生生發問題並自行解答的活動【讓

學生找出問題】 

  不要試圖讓學生解答你所問的問題，而讓他們

自己在活動中發掘問題，並且解答他們所發現的問

題。 

 3.4.理想溝通(Communication)的定律──需建

立師生間暢通無阻的橋樑【打破隔閡】 



  3.4. 1.設法打破彼此間所有的障礙【建立共同

性和共通性】【耶穌向撒瑪利亞婦人求水喝】 

  「溝通」一詞是從拉丁文「共同」演繹而來的。

彼此間若要溝通，就須先建立共通性和共同性，而

共通性和共同性愈多，就愈多溝通的可能姓。人與

人之間，往往因種族、語言、信仰、社會地位、道

德修養等而築成層層的隔閡和障礙，必須一一打

破，才能有所溝通。這些隔閡和障礙，如同大河將

兩下分隔兩岸，溝通就是建立橋樑，使分隔兩岸的

人可以交通來往。 

  3.4.2.掌握構成溝通的三要素：思想、感覺、

行動【思想：推銷概念。感覺：引起興趣。行動：

起而行】 

  「思想」意指查明現狀，瞭解障礙所在；「感覺」

意指感受彼此有隔閡的可怕，對消除隔閡滿懷熱

忱；「行動」意指決心付諸行動，實際去拆除隔閡。

以上三要素，需要運用我們的理智、情感、意志，

全人參與其事，方能成功。 

  3.4.3.轉化成完美溝通的話語：準備與發表、

消除分心、引起回應【包裝信息】【分心的事有兩

種，一種可控制(如室溫)，一種不可控制(如個人

因素)】 

  在實際建立溝通的行動中，首先，必須轉化成

適當的語言，讓受教的人都能充分明白你所表達的



意思；其次，要使受教的人除去一切分心的事，全

神傾聽你所要溝通的話；最後，必須取得受教的人

之回饋(feedback)，以求瞭解是否圓滿溝通，得到

預期的效果。 

 3.5.理想存心(Heart)的定律──師生間需能心

心相應【希伯來文的「心」包含人格的全部：理智、

情感、意志】 

  3.5.1.關心他們，否則他們不會關心你所知道

的【要認識學生的需要】 

  教學不僅是頭腦對頭腦的傳遞，並且是心與心

的交流。心是一個人的人格全部，包括心思、心情

和心志。教育就是要改良學生的人格，而教師若欲

激發學生學習並改善的動機，必須先贏得學生的信

任，所以教師的存心和人格相當緊要。教師須先關

心學生，才會令學生關心教師所要傳授的一切。 

  3.5.2.用心接觸，愈親近他們就愈能產生影響

力【不要關在象牙塔裡，試著跟學生在宿舍裡過一

個晚上】 

  其次，你必須從心裡喜歡親近對方，對方才會

喜歡親近你。師生之間越親近，教與學的果效越

大。一個高高在上、可望而不可及的教師，無論其

學問多麼淵博，對學生的影響力必不如理想。 

  3.5.3.存心謙卑，越降卑自己就越能使人們信

任【願意在學生面前顯出自己的弱點】 



  再次，溝通的秘訣，乃在於贏得對方的信任。

為此，教師必須將自己壓低到學生的水平，有時甚

至在學生的面前不惜透露自己的弱點，不掩蓋自己

所經過的困擾和掙扎，這樣，學生並不會以你過去

的情況來衡量你，絕大多數仍會以你目前的成就來

衡量你，而你卻贏得了他們的信任，樂意受教。 

 3.6.理想鼓勵(Encouragement)的定律──需能

激發學習的動機【引發學生求知的好奇心】 

  3.6.1.一個人的 MQ──動機商數(Motivation 

Quotient)遠比智力商數(IQ)重要【棒棒糖式的誘

惑動機會有不良副作用，應當適當且合理的動機】 

  激發學生們學習的動機，使他們自動自發地探

索他們所未知的事物，遠比他們學習的能力重要。

當教師賦予學生適當的動機時，往往會帶來最有果

效的教學。下面幾種方法，是常見卻會激發不適當

的動機：一是利誘，二是令其產生罪惡感，三是欺

騙式的空頭應許。 

  3.6.2.內在的學習動機比外在的學習動機更為

重要【外在動機指強迫式的】 

  學習的動機有兩種：內在的和外在的。前者是

原有的，後者並不是原有的，是教師賦予的。教師

賦予學生外在適當的動機，目的是要引發學生內在

原有的動機。神從不強迫我們事奉祂，乃是先為成

就慈悲的救恩，然後引發我們內在的感恩，自動自



發願意將自己奉獻給神(羅十二 1~2)。同樣，教師

也須激發學生內在的動機，使學生自動自發投身學

習。 

  3.6.3.激發內在學習動機的四階段：講說、展

現、控制下和不受控制的實行【講說指重複講說，

直到明白】【展現指提供活生生的模範】 

  激發內在學習動機的步驟有四：第一，提供書

面或錄音，使學生反覆複習教師所要讓學生熟悉的

某項課目。第二，教師以身作則，用行動來示範該

項課目的做法。第三，讓學生在控制的情況下，試

著照樣去做。第四，不加控制，讓學生自由發揮想

像力，自己在實行中激發有創意的動機。 

 3.7.理想準備(Readiness)的定律──教學雙方

需有適當的準備【好的準備是成功的一半】【田中

姊妹的備課工夫】 

  3.7.1.教師需提供好的作業以刺激學生的學習

【作業是把上課的起點往前移—事先有所準備】 

  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和學生雙方都需要做適當

的準備工作，才能產生最大的效果。而教師的準備

工作，就是提供學生良好的作業。不好的作業和問

題，反而會讓學生意興闌珊，或者將學生引入迷

宮。 

  3.7.2.成功的作業能幫助激發學習的興趣【好

作業三特徵：具有創造力、能刺激思考、可以做到】 



  讓學生做作業有三項好處：一，促進思考，是

學生的頭腦暖身運動；二，提供學生進一步建設的

基礎；三，培養學生獨立研究的習慣。 

  而良好的作業特徵也有三：一，作業必須具有

創造力；二，作業必須能夠刺激思考；三，作業必

須是可以做到的。 

  3.7.3.做好準備以激發課堂上互動式的討論

【美國教師遇到不能回答的學生問題時說，It’s a 

good question】 

  教師在上課之前，要做好備課。 

  課堂上互動式的討論，比單方面聽課更能激發

學生學習的興趣，因此身為教師必須事先做好準備

工作：首先，發現在班上支配討論的學生，設法使

他完全接受你的指揮與控制。其次，準備好當場解

決突發情況，引導學生正確的討論方向，防止脫

軌。 

  鼓勵學生們在課堂中養成做筆記的習慣，並提

供本堂課的基本大綱，以幫助他們做更好的筆記。 

備註：「理想教學七定律」取材自 “Teaching to 

Change Lives” by Howard Hendric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