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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lul專題報導】門徒培育是宣教的重要環節

之一，目的在於對內培訓信徒，幫助他們更深入了

解福音，並將其轉化為宣揚福音的動力。七星中會

雙連教會蔡政道牧師在「培育上帝兒女」專題中，

以「培育上帝兒女的回顧與建議」為題，分享他過

去在門徒培育方面的經驗和心得。他表示，儘管每

個教會的情況和培訓方式都不同，但希望可以從

原則上提供新的啟發和互動。

蔡政道指出，在他觀察到的教會現況中，學習方

式主要有三種：知識性傳遞、技術性操練和感受

性學習。知識性傳遞多為單向的，例如講道和演

講，這也是教會最常使用的方式；技術性操練則

透過反覆練習來學習技能；而感受性學習則是門

徒培育中最重要的部分，藉由信仰引導人們思考，

進而影響他們的價值觀，並成為他們未來做出判

斷的依據。

蔡政道也分享他過去在台南中會富強教會服事

的經驗。他提到，當時在青少年事工中，他發現青

少年容易受到社會風氣或家庭背景影響，思考問

牧養心田 培育門徒

培 育 上 帝 兒 女

【Dalul專題報導】面對社會多元議題，許多教

會透過福音和愛心服事連結社會。隨著台灣邁入

超高齡化社會，服務範圍和關懷面向也面臨新的

挑戰。台灣社會福利總盟秘書長孫一信在「愛心服

事」專講上，分享自身參與服事的經驗，以及未來

教會在愛心服事上的切入點和實踐方向。

孫一信指出，1994年他開始在中華民國智障者

家長總會服務，在實務經驗中，他深刻體會到不論

是面對案主的處境，或是在社區、社會中處理相關

議題，都需要大量的協調與溝通。這也讓他反思，

完善社福政策只是第一步，後續更需要考量機構

設置後如何與社區居民溝通、如何在媒體上傳遞

正確的觀念和想法，甚至追根究柢探討文化脈絡

和宗教思想如何影響社會對智能障礙者的認知。

回顧身障者議題的倡議歷程，孫一信觀察到社會

觀點的轉變：從早期神學將身障詮釋為罪惡，到從

生物醫學角度尋求治療方法，再到強調以職業訓

練幫助身障者自立，最終關注公共政策如何保障身

障公民的權益。從監護到治療，從照護到賦權，這

段歷史過程顯示，愛心服事除了熱忱，更需要持續

討論和反思，才能兼顧被照護者的各個面向，例如

身心健康、生活品質、社會參與和自我實現等。

2025年台灣即將邁入超高齡社會，老年照護成

為重要議題，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也面臨相關挑戰。

孫一信認為，並非每間教會都必須成為推動長照、

【Dalul專題報導】今年適逢原住民宣教70週

年，擁有豐富多元民族文化的台灣，宣教過程中勢

必面臨跨文化對話挑戰。原住民教會積極透過多

元服事和參與社會議題，嘗試以福音搭建不同族

群間的橋梁。為此，Tayal（泰雅爾）中會會友、

文化部原住民族部落大學計畫委員Oto Micyang

（伍杜‧米將）在「福音與文化」專講中，以「原

住民族」為題分享社會議題脈絡、文化定義、多元

文化敏感度和生活福音等觀點。

Oto Micyang指出，文化差異和誤解不僅在福音

分享中出現，也存在於日常生活和社會各個層面。

在信仰方面，過去原住民歲時祭儀與福音之間的

衝突在許多部落留下了深刻的歷史記憶。台灣基

督長老教會總會於2016年通過「支持原住民恢復

權利與自治」決議文，對這些衝突進行信仰反省並

向原住民道歉，成為一個重要里程碑。在社會和文

化議題方面，儘管近年來推動了許多教育和倡議

活動，刻板印象仍然存在。例如，台灣大學曾發生

言論自由月諷刺原住民加分海報事件，以及選秀節

目創作者調侃原住民加分制度等案例。日常生活中

也常見對不同族群的歧視和玩笑，顯示社會對其

他文化和背景脈絡的認識仍有待提升。

Oto Micyang表示，文化是一個族群對其生長環

境、人際關係、歷史和生活規範的整合體，具有創

新、學習和群體性等特質。他指出，台灣歷史上外

來政權的殖民對族群文化造成了巨大衝擊。在這

樣的脈絡下，社會應積極落實轉型正義、提升文化

敏感度，並推動全民原住民教育。

教會如何透過不同方式滿足社會需求並提供幫

助？Oto Micyang舉例，過去教會參與拉倒吳鳳銅

像事件，就是對社會議題的回應。如今社會除了面

臨多元文化對話的挑戰，還需應對社群平台帶來

的文化衝擊。他期待教會能進行信仰反思，回歸長

老教會的〈信仰告白〉：「根植於本地，認同所有

的住民，通過愛與受苦，而成為盼望的記號。」他

盼望教會的福音不僅能在個人身上發光，更能成

為連結不同文化和族群的橋梁。

題時常以自我為中心。因此，他開始深思如何透過

培育，幫助青少年拓展視野。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蔡政道首先教導青少年為

他人禱告，鼓勵他們學習關心別人的需要。接著，

他在每次團契聚會中，讓青少年兩兩一組，輪流報

告教會事務，並分享三則台灣社會新聞和三則國

際新聞，以不同角度呈現觀點，並融入信仰反思，

幫助他們將生活周遭的人事物與信仰連結。

在教會的集體事工方面，蔡政道推動有系統的

查經課程。課程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研讀福

音書，了解信仰根源；第二階段研讀加拉太書，探

討救贖論和學習保羅的宣教精神；第三階段研讀

以弗所書，建立正確的教會觀；最後則是主題式查

經，從不同信仰主題切入，分享聖經中的教導。教

會在門徒培育中，透過感受性學習，刺激並轉變信

徒的價值觀，讓信仰和上帝的旨意從生命的本質

延伸到行為和言語上。

蔡政道分享，作為長老教會的牧師，最重要的工

作，就是幫助信徒尋求和聆聽上帝的心意，使信徒

遵照上帝的旨意行事。門徒培育的目的，正是讓信

徒在信仰和生活中更加親近神，了解上帝的話語。

由此可知，培育上帝兒女是教會不可或缺的事工，

值得投入精神和時間陪伴他們成長，期望他們未

來能走出教會，承擔使命，成為宣揚福音的門徒。

文健站事工的據點，但了解如何申請長照資源是

必要的，因為教會會友和社區民眾都有潛在需求，

教會可以成為協助的角色。

孫一信建議，總會和中會層級應多舉辦學習講

座，例如年金改革、社會住宅、成年監護和意定監

護等議題。隨著相關措施不斷演變，教會也應持續

學習，將愛心服事落實到實務層面。

除了上述面向，孫一信表示，他認為目前需要

關注的弱勢族群還包括卡債族和受貸款困擾的民

眾。現代社會購物便捷，但債務控管需要協助和觀

念轉變。教會擁有討論和行動的能量，期盼不只看

見需求並提供服務，更能在服事過程中找出造成

不公平的原因，從體制面落實愛心服事。

境保護、人權等議題，並積極參與社會改革。

鄭仰恩表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作為改革宗的

一派，秉持持續檢視自身信仰，並在改革與更新中

成長的精神。基督教應從信仰出發，真實地活在世

上，追求人類的解放，對抗不義。這種信仰觀點不

僅關心個人靈性，更關心社會正義和人權。

「教會是基督臨在於世界的記號，應追求和好、

性別平權、男女共同參與和共治，並拆除藩籬，對

抗壓制，維護人性的尊嚴。」鄭仰恩指出，教會也

應扮演先知的角色，挑戰不公義，呼籲悔改，追求

公義與和平。

鄭仰恩提到近30年來興起的公共神學，指出神

學必須對教會、學術界和公共領域有所回應，並針

對公共利益議題進行思考和實際回應。他強調，今

日宣教的六個面向並非各自獨立，而是構成整全的

宣教，除了牧養教會自身的羊群外，教會也應反思

並採取行動，回應世界的需要。

鄭仰恩以今年因國會濫權法案而興起的青鳥行

動為例，說明教會在社會運動中的角色。在青鳥

行動中，各地教會並非毫不發聲，而是主動敞開大

門，邀請人們進入，成為心靈的庇護所，提供身心

靈的安慰。

鄭仰恩認為，在台灣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教會應

在公共議題的討論中扮演領頭羊的角色，尤其是

在與土地、人民生死攸關的議題上。長老教會應延

續過去在政治、人權方面的努力，持續關注社會正

義議題，為弱勢群體與邊緣群體發聲。他強調，唯

有願意面對當代社會議題挑戰並積極回應的信仰

團體，才能在新時代發揮影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