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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前進行中覺得不錯的事工

一、教會部分

1. 培育上帝兒女

(1) 查經班事工，如《新眼光讀經》分

享、家庭祭壇。

(2) 長執信徒裝備訓練。

(3) 兒童才藝班、青少年心靈培育，小

教會小班制為主。

(4) 持續培訓、更新教材。

(5) 遠距教學、學院的訓練持續進到部

落教會，邀請羊群更多參與對內的

宣教。

(6) 推動晨禱的導讀，如使用《新眼光

讀經》的信息培育信徒靈性成長。

(7) 詩歌練習。

(8) 跨文化宣教或協傳的人員需要培育

訓練。

(9) 聖經共讀（線上、會友一起讀一部

章節、同一時間），按教會讀經表

進行。

(10) 團契自主。

(11) 各年齡層組織、團契及小組建立。

(12) 推動 2 至 3 人建立禱告小組，落

實關懷與扶持。

(13) 兒童禮拜。

(14) 視訊主日禮拜。

2. 宣揚福音、社會改造、關懷受造界、

福音與文化

(1) 社區營造連結教會和社區，宣教事

工推廣如探訪事工、教會茶話會增

加教會的動能。。

(2) 建立與社區的關係。

(3) 推動探訪會友的關懷事工。

(4) 教會與部落協會成立文健站已進入

第三年，教會成員與協會理監事對

實踐部落宣教理念較相近。文健站

服務的對象有教會長者、他宗教信

徒和漢族（民間信仰），沒有相互

排斥，而是和平相處。文健站照服

員的工作留住部落婦女、青年，他

們照顧在地長者，活絡了部落社區。

(5) 邀請長者來教會話家常，分享彼此

生活。

(6) 教會連結文健站資源，可關心非信

徒長者。

(7)培育原住民文化人才已持續24年，

藉此活動傳承本族文化、族語、歌

謠、手工藝、美食等，有助於推動事

工（每年 8 月 1 至 14 日）。

(8) 教會與部落連結事工，包括學校生命

教育事工（禮拜二上午 8:00-8:50，已

持續 18 年）、監所事工（20 年）；

每年全員參與部落慶典；部落的婚喪

喜慶等；成立關懷據點。

(9) 族語推動或族語聖經。

(10) 社區宣教，包括兒童才藝班、老人

事工，讓社區就是教區。

(11) 主日接送會友。

(12) 教會參與部落社會的議題。

(13) 舉辦社區才藝教室，如舞蹈班、花

藝班、日語班。

(14) 社區事工，包括：食物銀行，分享

耶穌基督的愛給弱勢者；課輔班，

陪伴弱勢家庭的孩子，幫助他們在

劣勢中向上成長，最終引領他們認

識主耶穌，到主日學接受宗教教育；

旺得福俱樂部，針對長者的社區宣

教，透過健康促進吸引長者來教會，

建立信任關係，讓長者留在教會，

價值觀內化後，願意接受門徒建造、

栽培，委身於生命改變

(15) 部落產業的推廣、多元的佈道模式

（觀光景點的詩歌分享、露營區的

佈道）、課後輔導班、部落樂器班。

3. 愛心服事

(1) 教會對上帝忠心，單純熱心追求信仰

(2) 順服牧者。

(3) 肯定 keep going。

(4) 漸漸切入代禱、短分享、見證、福音。

(5) 在團契主日（松年、婦女、青年）以

禮拜的方式回應上帝，展現各團契的

信仰生命。

(6) 詩班外訪文健站，到教會唱詩歌或是

做見證。

(7) 信徒以個人恩賜無償教學、分享。

(8) 禮拜後的禱告時間，牧師、長老為信

徒禱告。

(9) 網路建構親友禱告會，尤其是針對慕

道友。

(10) 普及社區開拓福音讀書會，如《新

眼光讀經》讀書會。

二、中會部分

1. 培育上帝兒女

(1) 中會總幹事繼續教育。

(2) 中會對傳道師的訓練很盡責。

(3) 中會確實幫助很大，但可以再成長。

(4) 建立夥伴教會關係，大教會關懷、扶

持小教會。

(5) 聘任總幹事規劃中會宣教事工。

(6) 大手牽小手，大教會認養小型教會的

傳道費。

2. 宣揚福音、社會改造、關懷受造界、福

音與文化

(1) 持續不斷執行中會性普世宣教研討

會，每年上、下半年皆針對牧者召開

檢討與改進的研討會。

(2) 福音與文化，如兒童教育教導族語朗

讀十誡、主禱文。

(3) 族語推動。

(4) 繼續以中會的性質拓展事工，落實本

土在地化。

(5) 多元音樂推廣。

(6) 賽德克族群區會的事工，包括承辦部

落宣教事工，如高齡者關懷、文化健

康站、部落兒童課後輔導班，以及部

落文史的記錄與保存。

(7) 社區宣教事工。

3. 愛心服事

(1) 原鄉教會較合一，彼此成為一體。

三、總會部分

1. 培育上帝兒女

(1) 新眼光讀經運動是可以持續的事工，

幫助不少教會同工、信徒靈命成長，

滿足他們的靈性需要。

(2) 新眼光讀經運動推廣成效不錯，延伸

教育如松年大學、玉山神學院信徒延

伸教育亦然。

(3) 新眼光讀經的推動有助於鞏固信徒靈

性生活的根基。

(4)《新眼光讀經》及《少年新眼光》都

是很棒的靈修及禱告材料。

(5) 門徒培育。

(6) 舉目向山祈禱會。

(7) 原住民總幹事訓練、總幹事再教育。

(8) 新眼光讀經運動不錯，但讀經手冊字

體太小。

(9) 聖經翻譯成母語。

(10) 強化中會功能。

(11) 原住民各中會或族群區會全力支持

與推動總會各項事工。

(12) 宣教基金事工為中會、學校等。

(13) 在原住民教會設立總幹事，協助中

會事工整合、中委會會議前資料掌

握與整合，以及教會問題事先協調

與諮詢。

(14) 各委員會推動各部會事工。

(15) 族群區會總幹事的設置。

(16) 協助小型教會，從扶助到自助擬定

方案。

(17) 事工補助款支援原住民中區會。

(18) 不同型態的方案、活動和視野。

(19) 協助原住民中區會設立總幹事。

(20) 幫助小型教會的方案。

(21) 產業的推動更落實。

(22) 小型教會、都市教會的經費支持。

2. 宣揚福音、社會改造、關懷受造界、

福音與文化

(1) 高齡關懷與小型教會支持事工。

(2) 小型教會輔助事工。

(3) 長者高齡宣教。

(4) 特色教會分享。

(5) 過去特色教會的更新與收集。

(6) 原住民地方教會與公部門合作，以

產業支持宣教，如 Smangus（司馬庫

司）教會、Cinsbu（鎮西堡）教會及

山地門教會等。

(7) 總會推行的高齡關懷事工，促使地

方教會在社區工作有更多元的發展

和思考。

(8) 福音與文化的結合。

(9)「一領一‧新倍加」宣教運動。

(10) 宣教大會。

(11) 高齡或松年宣教。

(12) 宣教事工研討會。

3. 愛心服事

(1) 社會關懷再強化。

(2) 普世連結。

(3) 公共議題與關懷，如社會議題、環

保、人權。

(4) 普世關係，包括中會和族群區會之

普世事工。

貳、目前進行中覺得可以再調整的事工

一、教會部分

1. 培育上帝兒女

(1) 讀經運動比較弱，遇事就離棄信仰，

需加強信徒的信仰品質。

(2) 年齡斷層、同工缺乏培訓。

(3) 原住民教會牧長對長老教會認識及

向心力不足。

(4) 原住民教會對聖經神學實況的詮釋

與嫁接不足。

(5) 門徒訓練未深化成為信仰的動能和

宣教的行動。

(6) 門徒訓練可以再加強策略、方法。

(7) 團隊服事的裝備。

(8) 教會信徒教育培育系統建立。

2021 年年度宣教座談會彙整 下

▼ 2021 年年度宣教座談會南部場 10 月 28 日在台南中會東門巴克禮紀念教會舉行。（攝影／林婉婷） 

座談會各場次的回饋



(9) 造就訓練。

(10) 媒體、網路教會推動和訓練。

(11) 教會會計訓練裝備。

(12) 主日學事工。

(13) 門徒訓練推動不易，因沒有時間

或不好意思面對非信徒。

(14) 教會更落實閱讀《新眼光讀經》。

(15) 教會推動讀經運動、培育造就。

(16) 長執的訓練與學習不太夠，從服

事中學習無法周全。

(17) 門徒訓練，鼓勵更多信徒參與。

(18) 兄姊受造就的參與度不足。

(19) 青少年比較喜愛外教派的禮拜，

因為比較活潑、有活力。長老教

會信徒老年化。

(20) 強調時間控制。

(21) 有台語、華語禮拜，不夠融合，呈

現兩個教會的感覺。

(22) 教會歷史的建立、彙整資料，如

特刊。

(23) 小組化教會推廣不易，不夠創新。

(24) 人力參與沒有符合期待。

(25) 牧者想在教會成立老人關懷站，

但之前長執沒有共識，現在部分

長執有心做，但有人力的困難，尚

在醞釀中。

(26) 小型教會資源缺乏，包括人力、

財力等。

2. 宣揚福音、社會改造、關懷受造界、

福音與文化

(1) 宣教傳承。

(2) 媒體宣教。

(3) 初期試辦幸福小組方案，感覺不錯，

但後繼無力。原因推估是因為受邀

者覺得不好意思，無功不受祿，而

帶領者太制式化。

(4) 不敢與陌生人互動。

(5) 加強原住民教會釘根本土的宣教。

(6) 教會活動與社區協會連結。

(7) 分享教會空間，提供社區兒童課後

輔導場地。

(8) 地方教會對青年的支持。

(9) 外配第二代牧養。

(10) 社區宣教如何傳達福音。

(11) 婦女事工雖有活動，需要有行動

幫助弱勢教會、婦女家庭的需求。

(12) 主日接送事工。

(13) 青年牧養。

(14) 如何藉著社區工作進一步把上帝

的愛傳遞給需要的人。

(15) 教會課輔、兒童主日學事工可以

再加強。

(16) 社區宣教事工組織化與制度化，

投入產業時繼續宣教事工，而非淪

為經營企業的景況。

(17) 文化、社區議題的研討。

(18) 對從鄉下來到都市的 salikaka（弟兄

姊妹）下功夫，把人找回教會

3. 愛心服事

(1) 找不到分享話題。

(2) 不應以自己的喜好安排餐食，應考量

大眾及參加者的需要。

(3) 教會事工重點總落在辦活動，辦活動

之後的實踐需要不斷反省、調整。

(4) 聽道也要行道的信仰見證，尚未落實

於本會。

(5) 服務是與上帝同工，跟隨耶穌，並不

是只有靈性的事情。

(6) 沒有行為的信心是死的。

(7) 靈命更新，如推動全教會讀聖經、抄

寫聖經。

(8) 長執同工服事心志不足，不夠熱誠，

常喊累。

(9) 設置教會的救災小隊。

(10) 志工召募，包括關懷據點以及生命

教育。

(11) 教會友善空間改建。

二、中會部分

1. 培育上帝兒女

(1) 中會對長執的訓練不足，對教會事工

會形成阻力，而非助力。

(2) 中會對事工不夠落實，希望總會可安

排中會幹部的訓練。

(3) 加強、落實中會制度的面向，並強化

對總會的認知與認同。

(4) 會計、財務之培訓。

(5) 牧者培育。

(6) 長執培育。

(7) 牧者在職進修方案及督促。

(8) 教會法規的學習、教育訓練。

(9) 中會對族語的要求是好事，但期盼以

更健全、正面的方式，而不是用強迫

的方式。

(10) 中會功能尚弱，推動整體宣教事工

上似乎沒有對焦，僅維持中會內各

教會事務或例行性事務的協調。

(11) 中會作為所屬各教會之間的橫向連

結功能不足。

(12) 各中會的連結。

(13)急難救助的組織、動員力可再加強。

(14) 希望強化中會的制度、組織。

(15) 中會的青年幹事。

(16) 加強族群區會的事工。

(17) 總會、中會和地方教會之間的連結

需要加強。

▼ 2021 年年度宣教座談會北部場 11 月 4 日在聖經學院舉行。（攝影／ 21 世紀新台灣宣教運動推動中心、林宜瑩） 

(18) 教會與教會間的合作需加強。

(19) 總幹事制度在中會的權責必須再思

與深化。

(20) 鼓勵中會設立各部門幹事，如青年

幹事等。

(21) 中會與中會的宣教連結。

(22) 建立宣教開拓小組。

(23) 各中會或族群區會應多建立夥伴關

係，分享資源。

(24) 小型教會或開拓教會的補助資源可

以更充足，無論人力或財力。

(25) 中會網頁、資料建構及歷史保存。

(26) 海內外宣教事工的整合。

2. 宣揚福音、社會改造、關懷受造界、福

音與文化

(1) 對都市原住民教會（特別是開拓）的

具體關心與支援。

(2) 未觸及宣教核心及行動力。

(3) 教會與社區宣教。

(4) 實務性宣教策略需加強。

(5) 佈道活動需加強。

(6) 在地化的宣教不夠扎實。

(7) 事工導向的中會無法有效在宣教事工

上著力，可思考如何連結原本的事工

與部落、人民。

(8) 中區會的教會增長策略。

(9) 建立北中南區關懷網絡。

(10) 找到各教會、中區會的特色，以便

進行宣教。

3. 愛心服事

(1) 牧者相互關懷。

(2) 各教會普遍舉辦福音見證分享，如福

音主日。

三、總會部分

1. 培育上帝兒女

(1) 總會推動「一領一‧新倍加」宣教運

動，提供的教材手冊與中會和地方教

會的需求不盡吻合或不切合實際，執

筆牧長也許還不夠瞭解多數鄉下教會

的情況。

(2) 原住民教會領袖訓練。

(3) 原住民教會法規研討會。

(4) 原住民財產管理、土地管理研討會。

(5) 重視神學院的整合，台灣神學院、台

南神學院、玉山神學院三所神學院需

要整合成聯合神學院。

(6) 總會、中會應強化資訊傳遞。

(7) 神學院與地方教會牧養連結。

(8) 各事工單位整合，如普世、婦女、青

年及原住民等。

(9) 組織精簡，以便能夠符合地方教會及

台灣處境。

(10) 總會、中會和地方教會之間的連

結需要加強。

(11) 全面包容性的神學可以繼續深入

探討。

(12) 陪伴族群區會成為中會。

(13) 促進中會之間連結與合作、反省

體制再造。

(14) 地方教會的團契與所謂小組化已

經模糊化。

(15) 就近教會禮拜及會籍規定研究。

(16) 小型教會的補助事工可以更全面

性，特別是連結大型教會與小型

教會之夥伴關係。

(17) 總會網站資訊穩定度及更新。

(18) 恢復舊《聖詩》（1964 年版）之

發行。因推動新《聖詩》而停止發

行舊《聖詩》，以為能大力推行供

教會使用，但反而使尚未考量使

用新《聖詩》的教會因司琴與音

樂（樂器）使用上的困難，大量使

用「讚美之泉」或其他流行詩歌

替代聖詩。

(19) 急難救助的組織與動員、設備與

使用。

(20) 總會可以協助教會建堂，減輕教

會財務負擔，讓教會可以專心牧

養。不要只有地方上繳，卻得不

到總會關心及幫助。

2. 宣揚福音、社會改造、關懷受造界、

福音與文化

(1) 策略方案能實際應用在地方教會。

(2) 在處境中落實基督福音。

(3) 總會的「一領一‧新倍加」宣教運

動尚未落實在原住民教會，希望能

做下去。

(4) 原住民宣教會議舉辦。

(5) 神學與宣教在教會落實。

(6) 原住民婦女、青年宣教大會。

(7) 推行新眼光讀經運動與舉目向山祈

禱會。

(8) 對政治層面的議題應持中性且客觀

態度，幫助會友理性思考民主的意

涵，而非針對政黨。

3. 愛心服事

(1) 希望總會能加強推動原住民相關權

益之倡議。

(2) 推動建立夥伴教會關

係，可 1 至 3 間教會支

持一間小教會，落實聖

而公同的教會，成為生

命共同體。

(3) 落實所屬醫療機構對原

住民教會的關心與支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