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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年輕時尋求主上帝課第

經      文

教學目標

傳道書1：8∼11；12：1∼2
教導學生明白人生無常，我們要趁著年輕，把握時光來認識上帝。

13

教學流程（90分鐘）

合
班
︵
40
分
鐘
︶

1. 禱告
2. 詩歌：〈咱人性命無定著〉（台語），見教師本189頁

〈我要聽從〉（華語），見教師本192頁
詩歌錄音均收錄於《主日學詩歌輯Ⅷ》

3. 信息：趁年輕時尋求主上帝
4. 金句：「趁著你年輕時，要記住你的創造主。」

（傳道書12：1．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
「你著佇（ti）少年的日，記念創造你的主。」
（傳道書12：1．台語漢字本）
金句遊戲見教師本168頁。

5. 奉獻
6. 報告

分
班
︵
40
分
鐘
︶

各級活動 教具預備

幼兒級　單元一信息複習：年幼的我找到上主

                單元二生活實踐：做好自己榮耀上主

初小級　單元一信息複習：年幼的我找到上主

                單元二生活實踐：做好自己榮耀上主

中小級　單元一信息複習：追尋上主

                單元二生活實踐：只要有上主

高小級　單元一信息複習：追尋上主

                單元二生活實踐：我尋到上主

合班
祝禱

給予學生鼓勵，提醒下週注意事項，為學生禱告。（10分鐘）

彩色筆、剪刀、膠水、繩

或紙條

彩色筆、筆、剪刀、膠

水、繩或紙條

筆、剪刀

筆、剪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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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前的預備
1. 研讀本課經文。
2. 細讀研經。
3. 消化信息，注意本課教學目標。
4. 確認教具。
5.  老師在進行單元一之前，建議先複習本課信息，再跟學生解釋本單元內容，帶領學生進
行課程。

 經文研究 

傳道書

1：8 萬事令人厭倦，無法盡述。眼看，看不飽；耳聽，聽不足。
此處表達不息的循環，其實只帶來厭倦，厭倦的感受讓人無法盡述，甚至也看不飽、聽不足。

1：9 發生過的事還要發生；做過的事還要再做。太陽底下一件新事都沒有。
此處表達歷史的過程只是一連串事物的重複，沒有新意。

1：10 有哪一件事人能說：「看吧，這是新的？」不可能！在我們出生以前早已經有了。
這裡透過「有什麼是新的？」提問，提出自我「不可能」的反駁，表達人生毫無新事。

1：11 往昔的事沒有人追念；今後發生的事也沒有人記住。 
往昔的事與今後的事，帶出往昔與將來的生命認知，沒有人追念與沒有人記住，基本上是

同樣的意思，代表事物的虛空，不值得記憶。

12：1 趁著你年輕時，要記住你的創造主。趁著衰老的年日未到，你還沒有說「活著毫無
意思」，

「記住」：這詞不單指思維方面，更有行動的層面，人在未老之前應該要事奉上帝，否則

機會難再。

12：2 而太陽、月亮、星辰還沒有失去光輝，雨後的雲彩尚未消逝時，你要記住他。
「太陽、月亮、星辰還沒有失去光輝」：比喻晚年還沒有到，當趁著晚年淒涼之景未到，

要好好把握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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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趁年輕時尋求主上帝
人生，是什麼呢？

親愛的同學，你喜歡你目前的人生嗎？你覺得人生是什麼呢？（出示彩圖a）（因為這
樣的問題有點抽象，建議老師可以在黑板上寫「人」字，或是以人生曲線圖幫助學生思考）

「人」，只有兩畫這麼簡單嗎？還是人生是從出生、學走路、學騎腳踏車、開始準備上學、

當兵、婚姻、生子、年老、死亡這幾個過程嗎？（請老師逐步引導他們去思考人生。）

有本很有意思的繪本《人生，是什麼呢？》透過哲學方式的問話，幫助我們可以好好

想想幾個人生的問題，其中「我們為什麼活著？」的課題裡，提到每一天，我們起床、吃

飯，做事情，生活就這樣持續下去。不過，我們為什麼活著呢？問這個問題，是為了「善

用你的每一天，不要將生命視為理所當然」、「想想我們應該怎麼做，才能讓人生更充

實」、「讓人生透過思考而變得更豐富」。

確實，當我們認為人生平順時，我們會因為視為理所當然，忘記它是有盡頭的一天。

在生命的事實裡，每一個人都會年老，身體會越來越衰弱，沒有人可以阻止死亡的來臨。

因此，當我們明白死亡是會臨到的時候，我們就能學習生命是有限與可貴的，並且進一步

思考如何讓人生過得更有意義。

人生要如何有意義？

我們會擔心自己的生命隨時消逝，自己卻沒好好把握嗎？《最後14堂星期二的課》提
到「每個人的開始都是出生，結束都是死亡，而真正造成不同的地方就在於生命的過程

中，你是否有去付出和接受愛。」這句話描述生命的差異僅在於我們是否明白付出愛和接

受愛的意義。

傳道書觀察到生命好像是重複的過程：「發生過的事還要發生；做過的事還要再做。

太陽底下一件新事都沒有。」確實，人生有「必定」的過程，不過也有種種不同的階段，

差別只在於，我們不像是線上遊戲，輸了還可以重來，或是電腦當機，可以啟動「復原」

模式。

人生真正的現實是，我們都要面對年老或是死亡。《獾的禮物》這本繪本講到年老的

獾，是個講信用、願意幫助他人的動物，他知道自己即將要面對死亡，但是獾並不害怕，因

為他曉得死亡只是讓他離開自己的身體，有一天，他會在長長隧道的另一頭碰到大家。在獾

夢見自己快跑進入隧道，並且打滾也沒有損傷時，表示他終於進入生命的盡頭。獾的死亡，

讓他的朋友們很不捨，他們都很想念他，因為生前的獾，教大家許多事情，幫助大家的生命

可以更豐富，所有的動物，都會想起一些和獾有關的事。獾使每一隻動物學會了一些事，他

留給大家這些禮物，就好像是寶藏一樣。大家常常利用獾留下的這些禮物，互相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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獾在自己的生命歷程裡頭，去做利益眾人的事情，在他年老的時候，他可以安然地面

對死亡，不是悔恨自己即將告別人世，日子所剩無多，而是期待他的朋友以後也可以到長

長的隧道後，與他一起相見。這樣的事情，讓他在結束生命後，使人懷念，甚至也影響別

人的生命， 

人生消逝時，我們會後悔嗎？

傳道書帶有消極的味道，彷彿像是一個飽經世事的人，對於這苦難的人事，沒有任何

新鮮感，只剩下「厭倦」，甚至不斷重複，毫無新事可讓他期待。確實，人對新的事物有

動力追求，例如新年換新鈔、新衣、新車、新房，但是這些都可能變成舊的，甚至再也激

不起大家的熱情。這種感覺就像是小朋友提議要玩遊戲，但是每個都說已經玩過，不要再

玩，了無生趣。

確實，當我們說我們已經不期待明天，我們已經不想為人生奮鬥的時候，這是一種已

經坐著等待結局的消極態度，彷彿世上一切再沒有新意，所有事情在出生以前早已經有

了。就像著名的唐詩裡頭有段「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

下。」如同傳道書的這段：「往昔的事沒有人追念；今後發生的事也沒有人記住。」自己

活在這世上，就像個孤單的他者，沒有意義，甚至安息了，也沒有人紀念。

但是還是有很多人，當醫生跟他說他生命無多時，他仍要拼命的想抓住生命的尾巴，

不肯離開，甚至信誓旦旦的說，要去做讓自己人生不後悔的事情。於是，突然間生命好像

很寶貴，很新鮮，想讓人繼續去追逐美食、追逐美景，甚至去找自己昔日想念的對象。

把握時光、趁年輕，記住與尋求上帝

有首詩歌叫做「年少青春若日頭」（取自：聖詩490首，2009年），歌詞這樣寫：

年少青春若日頭掛佇日中晝，若肯為主來照耀，　驚黃昏到；

主的疼痛擒互住，注神看目標，信仰的路勤跑走，向前無退後。

青春一去不再回，轉眼化成灰，光陰難用金錢買，虛度空留白；

著趁少年好機會甘心為主做，主的恩典無欠缺，一路隨到尾。

提到年少如同中午的太陽、青春的花蕊、寶石，都是相當美好的事物，但也是一去不

再回的時間，轉眼都會變成灰。但是倘若我們可以為主來照耀，讓主來吹拂，讓主來磨

練，就不會覺得虛度人生。



2019年12月29日 167

（出示彩圖b）確實，傳道書雖然消極，但也提醒我們，要趁著年輕時，記住創造
主，要趁衰老的年日未到時，好好把握機會，畢竟我們還處在沒有失去光輝的時候，當失

去光輝時，我們就再也沒有機會了。

親愛的同學，你認識到自己生命的寶貴與意義嗎？有句俗語說：棺材裡頭裝的是死

人，不是老人，代表我們不可以為我們年輕，就可以虛度光陰，浪費生命的時間，相反

地，我們要求賞賜我們生命的主，能夠幫助我們認知生命的意義與價值，並且常常把握時

光來認識上帝，經歷上帝賞賜我們存在的價值。

生命相當奧祕與難測，有時我們以為我們還有時間，但轉眼間，意外來臨，或是遭逢

大災難，我們便一下子全然失去，甚至後悔都來不及。認識上帝，雖然也會遇到生命的挑

戰，但是並非全然的虛空、無助與空白，生命的過程會繼續在上帝的手中，重新得到意

義，並且具有永恆的價值。

所以，希望我們能趁著年輕，記住與尋求上帝，讓上帝帶領我們找到人生的說明書，

並且好好的度過每一天，直到我們安然前往另個隧道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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