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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大家好好排隊喔！」「今天換誰禱

告？」「拿餐點的時候，記得跟老師說謝謝

喔！」在東部中會豐田教會旁的走廊，陪讀班

兒童們每個禮拜二至禮拜五的晚餐時間，都

會聽到老師們親切叮嚀小孩，關心他們的飲

食、靈性和品格。

用餐後，兒童們在老師指導下於教堂裡寫功

課，也有小朋友就在禮拜堂前空地遊戲。看

著這樣的場景，教會牧師周家慶指出，陪讀

班從一開始的7至8位學生，到目前能夠有平

均超過50位的孩子在教會活動，這是他在7、

8年前來到豐田教會時難以想像的畫面。

周家慶回憶，自神學院畢業後，被派到壽豐

教會擔任傳道師，與當時主任牧師池怡凡牧

師同工。那時壽豐教會已有陪讀班，並成立

10年之久；那段服事期間雖然認識到陪讀班

的運作，但也感受到挫敗。

當時他還不太熟悉課室管理，不知道該怎

麼恩威並重、循循善誘帶領孩子，尤其陪讀

班工作大多時間是管理秩序，無法真正關心

孩子們的生活；再加上是「空降」，與孩子們

的關係也較為疏遠。這也讓他了解，不管是

社區宣教或是陪讀事工，關係的建立與培養

都是很重要的事。

當他在2016年來到豐田教會時，帶著過去

學習的經驗，期待能透過事工陪伴會友與社

區；然而豐田教會教會會友年齡層偏高，大

多社區居民信仰傳統宗教、對於教會非常陌

生。初期推動陪讀班和暑期營隊時，針對教

會附近的兩間國小發放共140張傳單，甚至為

期五天的品格才藝營包含營隊會服、飲食和

教材，只要新台幣200元報名費，最終仍只有

2位社區孩子參與，其餘7、8位都是陪讀班學

生。這個經驗再次提醒他，教會平時若沒有

跟社區、家長、孩子建立良好關係，即便是多

好的活動，也沒有人願意參與。

關係建立與培養方面，社區中其實有很多協

會、單位投入各樣社區服務，但大多都是針

對長輩，唯獨兒童資源較稀缺，這也成為豐

田教會與社區連結的契機。教會陪讀班就在

禮拜二至禮拜五中午到晚上陪伴社區學童，

雖然投入大量經費與人力，推動起來不容

易，但這幾年的陪伴也看見許多見證、獲得

許多支持。

陪讀班約從中午開始就會小朋友到教會，

所以牧師與同工們，必須在那之前預備好教

材和分享內容；從今年開始，每個禮拜會安

排一次由牧師娘盛懿與同工們開會，預定整

個禮拜的陪讀行程，或各班老師交流孩子

們整個禮拜的學習狀況，包含需要注意的表

現、課業上的問題等等，希望透過討論更掌

握孩子們的狀況。

負責規劃課程、體驗以及相關資源申請的

盛懿，在受訪時提到，起初陪讀班的設計是

採用大班制，也就是全年齡層一起寫功課、

陪讀，然而隨著同工加入、孩子數量增加，

2023年改為分班制，從低年級開始依序分

班，同工們也能聚焦在所服事的班級，透過

陪伴與課後加強練習，讓孩子的學習獲得更

多助力。

她談到，因為現行課綱及學校安排，孩子們

在學校除了上課以外，還會有許多課後活動

的學習，像是跆拳道、樂器、其他單位的補救

教學等，所以每位孩子的課表不盡相同，來

到陪讀班的時間也不同，如何運用與掌握，就

看有什麼資源可以幫助孩子。

而陪讀班與學校之間，也並不是兩個獨立

作業的單位，而是透過群組聯繫學校老師、

陪讀班同工、家長等，彼此分享與共同關注

孩子，尤其是在學校裡觀察到需要注意的情

形、在陪讀班的表現、回家的狀況等資訊，透

過建立資訊網絡，更了解孩子狀態與需要。

她表示，從中午到晚上，陪讀班的孩子們幾

乎有半天時間在教會，除了人力，餐食與師資

經費支出都帶來不小的壓力；所幸在這幾年

下來有許多單位從不同方面協助，像是中華

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提供社工與陪讀老師

薪資，以及八次藝術親子創作團體師資等；

而伊甸基金會「象圈計畫」幫助多元才藝課，

晚餐的廚師費用、食材費用等。

而除了鴻海基金會提供線上課輔，中華基督

教救助協會也提供部分經費補助，與愛心第

二春文教基金會（愛基會）合作，每個禮拜其

中三天晚上，有四班同時進行課業補強，因這

些資源的挹注，讓讓孩子們不只有學業，也

透過多元管道與課程體驗有寬廣視野，家長

也更放心讓孩子在陪讀班學習。

而參與服事的同工裡，本來是家長、但後來

成為陪讀老師的洪靜如姊妹，受訪分享她身

分轉換的心得。她在兩、三年前，剛好在學校

看到教會的傳單，於是讓自己就讀低年級的

孩子進入陪讀班；去年開始因為孩子長大，

有較多自由時間，希望找一份工作，便應盛懿

之邀從故事媽媽開始，在學校為孩子們講故

事，後來又到陪讀班成為陪讀老師。

看見自己的孩子在陪讀班成長，她覺得很開

心；特別在成為陪讀班老師後，又透過分班

制度看見許多教育重點，像是除了要叮囑、

幫忙孩子完成功課外，自己也要帶領許多課

後練習，例如目前的陪伴三、四年級孩子有日

記、作文練習。他期盼孩子們有更豐富的學

習經驗。

周家慶也分享，除了這些家長同工、教會長

執們協助，這些年更是與在地的「牛犁發展

協會」合作老幼共學計畫，讓社區的阿公、

阿嬤不只是關懷據點的受教者，也可以搖身

一變成為陪讀班學童的教育者，打破年齡隔

閡、拉近孩子與長輩的關係，也學習語言、文

化的知識。因為這些接觸，這些孩子與長輩

在日常生活中也會彼此打招呼、關懷。

談到未來計畫，他表示並不是每位孩子都

善於閱讀、邏輯思考、考前抓重點，但他們身

上都有上帝給予的恩賜，只是這些孩子們自

己不知道；他期待教會陪讀班能加入職涯探

索課程，包括邀請百工百業職人專講，或是

為高年級與國中生設計實作課程，讓孩子們

可以提早探索將來要走的道路。

天色逐漸變暗，看著孩子們陸續回家，周家

慶表示，雖然每天都要參與孩子們的課業、

課程、學習與情緒，但是真的非常值得，「尤

其看見孩子對於教會，從完全不認識、不會

踏進來，一直到現在能安心的玩樂、學習、吃

飯等，更是會成為不同的動力。」

他談到陪讀班對於教會的宣教影響；雖然

較難突然間讓教會人數增長，然而他沒有灰

心，因為從「社區對教會的觀點」上來看，

確實是逐漸在被翻轉。像是教會鄰居因為與

教會關係友善，會在聖誕節特地準備湯圓共

襄盛舉；記得有一年，隔壁鄰居為了幫教會

準備鹹湯圓，去菜市場買豬大骨，結帳時豬

肉攤老闆娘好奇詢問鄰居為什麼今天買特別

多？鄰居表示是因為教會舉辦聖誕節活動，

「我們煮湯圓過去，大家一起熱鬧一下。」沒

想到豬肉攤老闆娘竟願意免費贈送，「因為

我的兩位孫女都在陪讀班。」

周家慶點出，這種例子在豐田社區陸續在發

生，透過關懷孩子的事工，教會成為被社區

所知道的地方，即便家長們還是因為本身信

仰的緣故尚未因此到教會聚會，但孩子們的

表現、陪讀班老師們的付出、教會這些年的

努力，都是成為宣教的種子，栽種在孩子或

社區兄弟姐妹們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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