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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基督同死，在基督裡活課第

經      文

教學目標

羅馬書6：1∼14

教導學生明白信耶穌基督的意思：與基督一同死，與基督一同復活。勸勉學生

不要活在罪裡面。

9

教學流程（90分鐘）

合
班
︵
40
分
鐘
︶

1. 禱告

2. 詩歌：〈請來，耶穌，阮所向望〉（台語），見教師本190頁

〈十字架的勝利〉（華語），見教師本192頁

詩歌錄音均收錄於《主日學詩歌輯X》

3. 信息：與基督同死，在基督裡活

4. 金句：「如果我們跟基督同死，我們信，我們也要跟基督同活。」

（羅馬書6：8．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

「既然咱已經及基督做夥死，咱相信咱嘛會及伊做夥活。」

（羅馬書6：8．現代台語譯本漢羅版）

金句遊戲見教師本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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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罪，親近主

                單元二生活實踐：為主而活

初小級　單元一信息複習：活在基督裡

                單元二生活實踐：與主同死同復活

中小級　單元一與單元二合併：與主同死同復活

                

高小級　單元一與單元二合併：與主同死同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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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色筆

筆、剪刀、黏膠

筆、色筆、剪刀、

黏膠

筆、色筆、剪刀、

黏膠、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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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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書

6：1 那麼，我們該怎麼說呢？我們該繼續生活在罪裏，好讓上帝的恩典顯得更豐富嗎？

「那麼」：是表明保羅想要糾正人們對羅馬書3：8「讓我們作惡以成善呢？」的指控；以

及羅馬書5：20「罪越增多，上帝的恩典也更加豐富。」的錯誤理解。同時也帶出往下的

經文將有新的討論。

「罪」：舉凡被禁止或不被認可的思想、言論或是行為，皆稱為罪。

「繼續生活在罪裡」：是指活在被罪轄制、左右的生活中，罪成了他們的生活方式。

「恩典」：指上帝藉著耶穌基督所顯明的大愛，是白白賜給人的。基於這愛，上帝使人遠

離罪，並得以跟他建立一個新而正確的關係。

「好讓上帝的恩典顯得更豐富」：即犯罪越多，上帝給的恩典就越多。

6：2 當然不！從罪這一方面來說，我們已經是死了。我們怎麼能繼續生活在罪裏呢？

「當然不」：指上一節的說法是荒謬的說法，即保羅完全否認「犯罪越多恩典就越多」的

解讀。

「已經是死了」：基督徒受洗時就已經是向罪死了，所以不能繼續活在罪裡。

6：3 你們一定知道，我們受洗跟基督耶穌合而為一，也就是受洗跟他同死。

「受洗」：即洗禮，是一種宗教儀式。在施洗者約翰出現以前，猶太人用水為外邦人施

洗，使他們歸入猶太教。基督教會也施行洗禮（參馬太福音28：19）；洗禮象徵人藉著信

基督而得新生命，進入基督徒的團契（參羅馬書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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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藉著洗禮，我們已經跟他同歸於死，一起埋葬；正如天父以他榮耀的大能使基督從死

裏復活，我們同樣也要過著新的生活。

「同歸於死，一起埋葬」：指洗禮時，我們確定與基督同死，且一起埋葬。表明基督徒在

受洗時是真正的向罪死，在基督裡與基督同活，在生活的一舉一動中，活出榮耀主的新生

活樣式。

6：5 如果我們跟基督合而為一，經歷了他的死，我們同樣也要經歷他的復活。

基督徒若能在基督裡，與基督聯合，向罪死，並且願意順服，脫離罪的捆綁；同樣的我們

也會跟基督一樣，有復活重生的新生命。

6：6 我們知道，我們的舊我已經跟基督同釘十字架，為的是要摧毀罪性的自我，使我們不

再作罪的奴隸。

「舊我」：指從前活在罪中、在亞當裡受罪捆綁，仍活在上帝忿怒中的我。然而保羅在寫

給以弗所教會的書信中，指出那「舊我」是自己陷入私慾的誘惑（參以弗所書4：22）。

所以，保羅在此特別勉勵，不要再彼此欺騙，要把舊我跟基督同釘十字架，捨已，也就是

離棄舊我和舊習慣（參歌羅西書3：9）。

「十字架」：羅馬人的一種刑具，用來處死背叛的奴隸或叛亂的罪犯，特別是外國人。他

們用繩索或釘子把犯人懸掛在木架上，使他受苦至死。因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它成為救贖

的記號。

整句意思為，罪性的我既然已和基督同釘十字架，得蒙救贖；那麼，我們就不要再做罪的

奴僕，被罪控制。

6：7 因為人死了就脫離罪的權勢。

因為罪不能在已死的人身上掌權，且耶穌基督的死，也已經讓信徒與罪的關係結束了（參

彼得前書4：1）。換句話說，基督徒要脫離罪的轄制之方法，就是藉著與耶穌同「死」，

而不是靠自己掙扎或爭戰。

6：8 如果我們跟基督同死，我們信，我們也要跟基督同活。

人要與基督先經歷死，既已死，罪就無法轄制；且我們也會跟耶穌同活（參提摩太後書

2：11）更因著信，我們也經歷死裡復活的新生命。

6：9 因為我們知道，基督已經從死裏復活，他不再死；死也不能再控制他。

「他不再死」：因為基督的死只有一次，且基督已從死裡復活，死就不能控制他。

6：10 他的死，是跟罪決絕，一舉而竟全功；他現在活著，是為上帝而活。

「跟罪決絕」：基督的死是為了解決罪的問題，罪對已死的人不能再掌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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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著」：原文有永活，永遠活著的意思。

「為上帝而活」：指基督活著的意義和目的是為上帝而活。

6：11 同樣，從罪這方面來說，你們也要把自己當作死了，但是在基督耶穌的生命裏，你

們是為上帝而活。

「從罪這方面」：基督徒當在基督裡向罪死，且為上帝而活。

6：12 所以，不可再讓罪支配你們必朽的身體，使你們順服本性的情慾。

「所以」：表明為上文做小結。

「順服」：指順從、降服。

勸勉基督徒既然已和基督同死同活，就不要體貼自己肉體情慾，仍活在罪中。

6：13 也不可讓你們自己的肢體向罪投降，作了邪惡的工具。相反地，你們要把自己奉獻

給上帝，像一個從死裏被救活起來的人，把自己的整體奉獻給他，作為公義的器皿。

「肢體」：指身體器官，在此是指一切的天賦和才能。

「奉獻給」：把自己交付在某某權下，任其指使和運用。

「器皿」：工作或戰爭時所用的工具。

不要將身體的任何一部份獻給罪做不義的器具，被罪惡捆綁住。倒要把自己的生命成為

義的器具，獻給上帝。就猶如保羅在羅馬書12：1所說：「把自己當作活活的祭物獻給上

帝，專心事奉他，蒙他喜悅。這就是你們應該獻上的真實敬拜。」             

6：14 從此，你們不可再受罪的管轄；因為你們已不在法律之下，而是在上帝恩典之下。 

「法律」：律法，猶太人所謂「法律」通常指舊約的前五本書，也稱為「摩西五經」；但

有時也用在較廣泛的意義上，指舊約的全部。

將自己獻給上帝的人，是已經脫離罪的控制；這不是靠遵行法律，而是靠恩典被稱為義。

 信息：與基督同死，在基督裡活
前言

各位同學平安，上禮拜我們聽到保羅說罪和恩典的信息，筆者感觸很深；（出示彩

圖a）在我小學的時候，住在隔壁的堂哥很照顧我，每次他去溪邊玩水時，都會邀請我一

起去。之後我總覺得玩耍比寫功課重要且有趣，所以常常欺騙媽媽：「今天學校沒有功

課。」或是說：「我作業本放在學校忘記帶回家了！」媽媽每次都語重心長地回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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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一定要記得帶作業回家寫哦！」直到有一次，我從外面玩耍回家，看見老師來家中跟媽

媽談我常常沒寫作業的事，沒想到媽媽居然傷心的哭了，還說：「其實我知道我的孩子說

謊話，常常編理由欺騙我，但是我總是會給她機會，因為我希望她能改變。」當下，我的

內心煎熬又難過，心想：「媽媽這麼愛我，我還不斷犯錯讓她傷心，我這樣做，對嗎？」

於是我做了一個決定，就是向媽媽坦承認錯，並請求她的原諒。

其實，父母對我們的愛，與上帝對我們的愛是很相似的哦！當我們做錯事願意改過

時，上帝也會因著「愛」來原諒我們。只是，我們斷不能因為上帝愛我們，就繼續做錯

事，為要讓上帝展現出強大的愛，這是個錯誤的觀念。在今天的經文中我們可以知道，當

時的教會有些人刻意曲解保羅的話，到處散播：「讓我們繼續做壞事，好成全上帝的良善

與慈愛」（參羅馬書3：8），甚至還有人說：「我們壞事做越多，上帝給我們的恩典就會

更多、更豐富。」（參羅馬書5：20）其實，這樣的想法和說法都是不對的，這錯誤的信

息讓保羅相當著急，他擔心人們拿上帝的恩典當藉口而繼續犯罪，所以在羅馬書第六章，

保羅就進一步教導他們，要對付自己人性上的軟弱，脫離罪在心中轄制的方法就是：「相

信耶穌基督」，當我們把自己的心和所有想法都連結在耶穌基督裡時，我們便有從主而來

的能力抵擋罪惡的試探與攻擊，不再做主所不喜悅的事。

信耶穌基督的含意

「信耶穌基督」是什麼意思呢？是指相信耶穌的死與復活。「死」是指什麼呢？在聖

經裡，耶穌基督的「死」是使我們通往恩典的道路，因為人做錯事、犯了罪，而罪的代價

（結果）就是死，保羅也說：「罪的代價是死亡。」（羅馬書6：23）我們就好像一個本

來要被法官判死刑的罪犯，因著耶穌基督替我們背負所有的罪名，被釘死在十字架上，流

出寶血洗淨我們的罪，使我們免於上帝的憤怒；因而上帝在法庭裡，當場宣判我們無罪釋

放，使我們免去一死，這是何等的恩典，如同保羅所說：「當我們還是罪人的時候，基督

已經為我們死了！」（羅馬書5：8）

「死」同時也表示我們要效法耶穌基督，捨去自己最在意的部份，例如：面子、驕

傲⋯⋯等等。筆者國小六年級的時候被選為模範生，有一次和班上一位常找我麻煩的同學

發生爭吵，事後老師居然要我向他道歉；當時我覺得很委屈、很不服氣，心想：「我又沒

做錯事，為什麼要我跟他道歉！而且我是模範生，他是人人口中的問題學生耶！」當下我

很生氣，也覺得好沒面子哦！當時的感覺真的比死還要痛苦！於是我的嘴巴翹得高高的，

不停掉眼淚，也不想聽老師的話。

下課後，有一位和我一起在教會上主日學的同學跑來安慰我說：「你不要難過了，想

一想耶穌，主日學老師說：『耶穌沒做錯事、沒犯罪，但是他順服上帝，默然不出聲，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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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替我們死在十字架上』呀！」頓時，我平靜下來，在心裡問耶穌：「既然你這麼愛我，

為我捨去性命，那可不可以幫助我，使我可以捨去面子的問題，聽老師的話，去向那欺負

我的人道歉？」於是，我鼓起勇氣去道歉，而從那次後，我們兩個成為很好的朋友。當耶

穌基督死後第三天，上帝讓復活的大能戰勝死亡。同學們，相信耶穌基督真的可以使我們

改變，當我學習倚靠主捨去以前驕傲又愛面子的個性（老我）時，就讓不好的個性與耶穌

基督同死同埋葬。同樣的，當我們願意把老我交給耶穌之後，也可以跟基督一起經歷復活

的改變，展開新的生命、新的開始。這是耶穌基督給相信他的人的保證，只要我們願意，

都可以不再受罪的轄制，並且在基督裡成為新造的人，活出新生命。

信耶穌得以脫離罪的轄制

（出示彩圖b）羅馬書6：4「藉著洗禮，我們已經跟他同歸於死，一起埋葬；正如天

父以他榮耀的大能使基督從死裏復活，我們同樣也要過著新的生活。」保羅用洗禮來教導

我們，人可以和罪切斷關係，透過受洗歸入基督的死，是斷絕罪在我們心中做王、管轄我

們的好方法。然而或許有同學會問：「老師，我年紀還小，可以洗禮嗎？」如果你的父母

是已經洗禮的基督徒，那或許在你出生後不久，爸爸媽媽已抱著你在教會接受幼兒洗禮，

今天回家時，你們可以問問自己的父母哦！另外，除了幼兒洗禮，長大後你可以自己決定

要不要接受成人的堅信禮（已領幼兒洗者）或成人洗禮（未領幼兒洗者），來告白自己的

信仰。

現在的你，不管有沒有接受幼兒洗，重要的是確認你的信仰，並問問自己：「是否相

信耶穌基督？是否願意讓主耶穌成為你生命中的王？」若願意，主會幫助你脫離罪的轄

制。就像筆者，當學校老師要我去向那位同學道歉的時候，心中覺得很委屈、沒面子、很

不高興，這就是讓罪轄制我的心，讓魔鬼做我生命的王了。但是，當我願意接受同學的提

醒，轉向尋求耶穌基督的幫助時，我就是讓罪與耶穌同死了；既然罪已經死，就不能再控

制我。聖經提摩太後書2：11也說：「如果我們已跟他同死，我們也會跟他同活。」當我

們將自己的罪與耶穌一同埋葬，我們就能享受耶穌復活的生命，我們可以活出新的生命樣

式，為主過得勝的生活。

活在基督裡，不要活在罪裡

保羅強調，一個真正信靠耶穌的人，只要他願意時常連結在基督裡，他會在在生活中倚

靠上帝勝過種種試探與誘惑，不會願意生活在罪惡當中。而什麼是「罪」呢？例如：說謊、

驕傲、做不該做的事、想不該想的事⋯⋯等等，這些都算是罪。若是我們選擇順從這些罪，

任憑自己活在罪中時，就像那些沒有連接在樹幹上的樹枝，最後的結果就是枯死。然而，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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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選擇回轉信靠主，讓自己時時連結在基督裡，就能享受與基督同復活的新生命。

我們在現實的生活當中，隨時都充滿著各種的誘惑，可能一不小心就讓魔鬼作王，使

自己成為罪的奴僕，但保羅教導我們，信主的人不要順從私慾，也不要活在罪中，給罪做

不義的器皿，讓罪捆綁與支配。信主的人在領受基督裡的新生命時，同是從死裡被救活的

人，應該將自己的主權交給耶穌基督，獻上自己，成為公義的器皿，為主而活，討上帝的

喜悅，如聖經所說：「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自己，而是基督在我生命裏活著。」（加拉太

書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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