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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年前，小港教會發想並成立南洋姊妹關懷協會，幫助新住民姊妹們認識高

雄外，也在取得身分證、職業訓練等生活方面予以協助，走在當時新住民關懷工

作的前線。事工獲移民署配合、甚至效仿，而協會訓練新住民姊妹成為種子教

師，讓新住民孩子也能學習媽媽的語言，也得到教育局、社會局支持。目前協會

已單獨分設成為「高雄市外籍（南洋）姊妹關懷協會」。

吳典林表示，除了少數為自由戀愛而結婚，多數新住民姊妹是被夫家「買」來

的，其中不乏甚至為此借款者；在經濟壓力與不對等婚姻關係中，曾有部分新住

民姊妹取得身分證後選擇蹺家、離婚。「教會雖沒有公權力可以強力介入，但可

以陪伴，讓她們安心，讓教會變成她們第二個家。」

新住民姊妹們一開始接受照顧，後來開始回饋，例如附近的平安基金會所屬海

員／漁民服務中心如需要翻譯人才，就會派她們去幫忙，不再只是「既來之、則

安之」的消極態度。外籍（南洋）姊妹關懷協會積極推廣南洋美食外燴服務，提

供聚餐需要者創意新選擇，歡迎洽詢總幹事楊贊榮：0955-869210。

除了主日學事工，青少年團契同樣有所突破。小港

教會張雅雯幹事擔任輔導後，鼓勵青少年多嘗試、多

體驗，例如2016年聖誕節，青少年們首次以快閃方

式在小港紅6公車、大魯閣草衙道等人群聚集地報佳

音，期待未來挑戰到捷運等更多場所；2018年7月至

澎湖舉辦3日靈修營。其他還有讀好書分享會、衛生

保健知識分享、到長老家體驗農藝、密室逃脫遊戲體

驗等。

復活節青少年們協助裝飾與分送彩蛋。 二度挑戰密室逃脫遊戲，成功破關。

中秋烤肉聯誼。 澎湖靈修營。 青少年團契福音主日獻詩。

協會舉辦「我是你的鄰居」社區交流活動。

南洋美食外燴。

「岡山之眼」出遊趣。

4 月製作梅子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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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港教會牧會已19年的牧師吳典林，仍記得自己

剛到教會頭幾年，就大刀闊斧進行各樣事工改革的情

景。在他觀察中，小港教會會友組成有不少任職於國

營企業，生活型態低調保守，遂先著重信徒之間的聯

繫，安排活動讓彼此更為認識，

接著在講道時向弟兄姊妹傳遞「教會要宣教，不是

只是做禮拜」的觀念，配合長執開會溝通，陸續開啟

兒童主日學、新住民姊妹與社區銀髮族等事工調整。

17年前，小港教會主日學決定改變過去模式，不希

望只是熱鬧一時，孩子們和同工們卻沒有成長、反而

覺得倦怠。根據聯合國定義孩子成長有3種素養：手

藝、語文、音樂，小港教會主日學開設美勞、作文與音

樂班，每班接收15到20人，走精兵路線。美勞班主打

幼稚園到中年級學生參與，幫助孩子運用創意聯想；

從美勞班畢業的孩子們可以進入作文班；而音樂薰陶

是所有國中以下學生都可以參與。

除了課程形式調整，主日學也像學校一樣放寒暑

假，有助老師調整教學進度，也能有時間回歸個人、

家庭與教會生活。這樣深度牧養與栽培，讓孩子們甚

至在大學畢業後仍願意回到教會，如有離開小港到外

地生活者，也還是會去找地方教會聚會。

受少子化、地方發展、補習文化、科技娛樂等多種

因素影響，多數長老教會都注意到兒少青流失現象。

小港教會推出鼓勵育兒政策，生一個小孩補助5000

元，且補助教育費到大學，國小甚至全額補助。「教會

青少年還是要靠在地，不能是外地，否則時間到會流

失。」吳典林分析，在探討教會兒少青議題時不能只

看人數增減，還要留意是否有年齡的斷層。而雖然為

了邀請年輕人參與主日禮拜而開設華語禮拜，但還是

要注意勿因此折損長老教會「母語禮拜」的招牌。

高雄中會小港教會位於小港區港

中街，5 棟比鄰樓房組成教會，

藍色鐵捲門一字排開，教會就像

在海上航行的信仰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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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年前，小港教會留意到高齡化趨勢，著手進行高齡事工。參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

會推動松年大學與社會局推動長青學苑，小港教會與港后里辦公室合作，將兩者結合成

「社區長青快樂學堂」，招收65歲以上銀髮族為學生，為每禮拜一、三上午9點到12點

半上課並共餐。教會與社區參與者比例約為3：7，課程則是松大和長青5：5。

秉持「一路玩到掛」的挑戰精神，學堂課程包羅萬象，除體適能、量血壓、律動操等

必備健康促進活動外，還有大量手工藝與DIY體驗，如邀請中鋼幼稚園小朋友舉辦親子

互動、手作達人傳授如何自製曬衣架和S勾、在教會外架起爐灶翻炒花生糖等；靜態活

動有與公部門合作政策宣導與衛教講座、吳典林主講生命課程、各行從業人員專業分享

等；戶外活動則定期至公家機構、文化場館等處參訪。

吳典林指出，不論是城市還是鄉下，老人都需要「陪伴」，「長輩們很孤單，這沒有

城鄉差異。」他認為教會如要配合政府長照制度來進行事工也是可以，但制度會改變，

且要是完全仰賴政府資源和補助，若多年後政府供不應求，教會又要如何持續事工？公

部門與教會本身需「雙向搭配」才能避免過度依賴的風險。

基於對長照屬社會福利政策、恐有經費消耗後倒閉的擔心，吳典林認為國家應該推

動「長照時間銀行」，擺脫純粹經費的掛勾，鼓勵人民從小去做志工，「儲存時間」，

等年長後再依據當初存的時數換得相對應的照顧，「現在年輕去付出，老了再享受福

利。」

社區因事工認識教會、走入信仰，對此吳典林感謝教會全體支持教會事工改革，「大

家常說牧師要有異象，但其實是需要牧師會說明、去溝通。」關於溝通技巧，吳典林沒

有秘訣，「知道個性就好相處。取得信任是最基礎的。」在事工執行上，吳典林利用好

人脈、申請各樣補助，讓教會在推展事工時少有經費壓力。吳典林認為基督徒也是「市

民」，不需排斥政府資源，「教會可以幫助政府，政府也會幫助教會。」

對於傳福音，吳典林希望不流於數字競爭的負擔。人數眾多看似復興，但長老教會的

本質應該是要關心弱小、弱勢者，「用長老教會精神經驗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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