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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迎接主再來課第

經      文

教學目標

帖撒羅尼迦前書5：1∼11；彼得後書3：8∼13
教導學生明白主基督要再來，並帶來新天新地；勸勉學生要警醒，以信、望、

愛的生活來等候主的來臨。

5

教學流程（90分鐘）

合
班
︵
40
分
鐘
︶

1. 禱告
2. 詩歌：〈活出祢旨意〉（台語），見教師本180頁

〈耶穌要何時再來〉（華語），見教師本181頁
詩歌錄音均收錄於《主日學詩歌輯XII》

3. 信息：準備迎接主再來
4. 金句：「我們要以信和愛作護胸甲穿上，以得救的盼望作頭盔戴上。」

（帖撒羅尼迦前書5：8．現代中文譯本2019版）
「（咱著）用信心及疼心做護胸甲穿，用得救的向望做頭盔戴。」

（帖撒羅尼迦前書5：8．現代台語譯本漢羅版）
金句遊戲見教師本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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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田地，新天地

                單元二生活實踐：預備，等候！

初小級　單元一與單元二合併：

                以信望愛等候的精兵

中小級　單元一信息複習：屬靈防禦卡

                單元二生活實踐：防禦力UP！UP！

高小級　單元一信息複習：關於主再來

                單元二生活實踐：我想對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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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筆、剪刀、黏膠

筆、色筆、剪刀、色紙、

黏膠

聖經、筆、色筆

聖經、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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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自制、正直、敬虔的生活 第五課 準備迎接主再來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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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帖撒羅尼迦前書

5：1 弟兄姊妹們，關於這事發生的時間日期，不需要人家寫信告訴你們；
「這事」︰指主基督再臨。前一個段落（參帖撒羅尼迦前書4：13∼18）所關心的議題是
復活的應許，保羅勉勵信徒不要憂傷，若信徒在基督再臨前已過世，當主基督來臨時，已

經死了的信徒將要復活。本段落所關心的議題則是主基督再臨的時間日期；保羅呼籲信

徒，不要像在黑暗中生活的人一樣酒醉、沉睡，反倒要警醒等候。

「時間日期」：原文指主再來的時間（參使徒行傳1：7；3：19，21）。「時間」著眼於
「量」或「長短」，「日期」著眼於「質」（參提多書1：2∼3），在保羅書信的用法稍
有分別。「時間日期」兩者合併則是指主再來之前必須過去的時間（量），以及標誌末日

來臨之事件的性質（質）；即「那日子」、「那時刻」（參馬可福音13：32）。

5：2 因為你們自己知道，主再來的日子就像小偷在夜裡忽然來到一樣。
「主再來的日子」︰用來指主基督再臨的重要標語（參馬太福音24：42），是自舊約起為
人熟悉的術語（參約珥書2：1，31；阿摩司書5：18；西番雅書1：7，14；瑪拉基書4：
5）；這標語在舊約中被用來指上帝在審判中的臨到，延續到新約則指最後的審判及賞罰
（參使徒行傳17：31；羅馬書2：5，16；哥林多後書1：14）。據彼得後書3：10∼13所
述，天、地以及所有元素都將在那日被摧毀，並由一個新天新地取而代之。

「像小偷在夜裡忽然來到」︰「賊」不同於「強盜」，「賊」在夜間偷竊（參馬太福音

6：19∼20；約翰福音10：10）。賊的比喻在於忽然來到、無人能預測。正因信徒「絕不
會知道」主再來的時間（參啟示錄3：3），因此必須警醒等候（參啟示錄16：15；馬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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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13：32∼33）。本節經文極可能是基於耶穌的教導（參馬太福音24：42∼43；路加福音
12：39∼40）。

5：3 當大家正說「一切平安無事」的時候，災禍會突然臨到，正像陣痛突然臨到快生產的
女人一樣。他們一定是逃脫不了的。

「災禍」︰指財產的損失、死亡或永遠的刑罰。帖撒羅尼迦後書1：9「永遠滅亡」是「永
生」的反面意思。這裡對災禍的形容詞是「突然」而不是「永恆」，似乎是指歷史上一些

突發性的重大災難，也可能是預示那將來的審判。

「陣痛」︰在先知的文獻中常用胎兒突然想出來的臨陣痛苦，來比喻上帝審判所帶來的痛

苦（參以賽亞書13：8；21：3；42：14；耶利米書4：31；6：24；彌迦書4：10）。

5：4∼7 但是，弟兄姊妹們，你們並不生活在黑暗中；那日子不會像小偷一樣突然來到。
你們都是光明的人，是屬於白晝的。我們不屬於黑夜，不生活在黑暗中。所以，我們不應

該像別人那樣沉睡；我們要警醒戒備。睡覺的人在夜裡睡覺；酒徒在夜裡酗酒。

「光明的人」︰「光明」的字面意義是上帝所造（參哥林多後書4：6），是與黑暗相對的
（參哥林多後書6：14）。本節的「光明」代表上帝的啟示、救恩與義的生活，正如黑暗
代表不認識上帝、審判、罪惡（參詩篇27：1；以賽亞書60：20；箴言4：18∼19）。「光
明的人」跟「光明的兒女」（參以弗所書5：8）都表示與所指的事物或素質有密切關係。
「光明之子」亦見於其他新約經文（參路加福音16：8；約翰福音12：36）；對保羅、約
翰和彼得這些使徒而言，「光明之子」不僅是信徒的身分，也是他們具體彰顯流露出的生

命見證及道德行為。

保羅在此繼續使用隱喻及意象指出兩類人，其中可見的三個對應︰「黑暗、光明」、「黑

夜、白晝」、「警醒、沉睡」；保羅以這些意象對比指出，信徒接受了基督的救恩，且對

主基督的再臨有清楚認識，絕不能像不信的人過著墮落且無節制的生活；「酗酒」就是其

中一項壞習慣。保羅以此說明酗酒的人與沉睡、不警醒的人又有何異。

5：8 既然我們屬於白晝，就應該戒備。我們要以信和愛作護胸甲穿上，以得救的盼望作頭
盔戴上。

為保持警覺清醒，保羅想到頭盔和護胸甲是守望哨兵最重要的配件，保羅以此象徵基督徒

的美德，表示信、愛、望是屬靈裝備中最為重要的。

5：9 上帝不是揀選我們來受他的懲罰，而是要我們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拯救。
「懲罰」︰原文作「憤怒」。在此指不知悔改的人將在「上帝發怒的日子」（參羅馬書

2：5）受到公義的裁決和刑罰（參以弗所書5：6；歌羅西書3：6；啟示錄6：16∼17；
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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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指上帝藉著耶穌基督的死和復活，拯救人類脫離罪惡，與上帝恢復關係。此詞

在新約出現150多次，有時也指透過耶穌的醫病、趕鬼，使人恢復健康的行動。

5：10∼11 基督為我們死，為要使我們，無論是死了的或是活著的，都能夠在他再來的時
候跟他一同活著。因此，你們要互相鼓勵，彼此幫助，像你們現在所做的一樣。

「活」：原文有「進入生命」之意，指信徒在主基督再臨時，獲得復活的新生命（參哥林

多前書15：50∼54）；這新生命才是真正的生命。這裡回應4：15∼17「已死了的人」和
現在還「活著的人」，兩者都能同時享受主基督復活的救贖恩典。

彼得後書

簡介：

彼得後書的序言並沒有如前書指明收信人的所在位置（參彼得前書1：1），因此難以推測
收信人的處境，但這並不影響作者對於基要真理的教導。彼得後書的目的是勸勉信徒回

轉，把握得救的機會，重歸正義的道路，過聖潔的生活；同時也提出早期教會普遍遇到的

問題—「假教師」。從書信的內容，我們可以感受到兩股拉扯的力量，一方是作者給予

信徒的正確教導，另一方則是假教師對終末論的錯誤教導，導致信徒偏離正道的墮落信仰

生活。作者明確的表示，主基督並非不會再來施行審判，主基督的遲延乃是基於上帝的憐

憫，其目的是要蒙上帝揀選得了恩召的人，能活出得救之人該有的品德，並等候新天地的

降臨。

3：8 可是，親愛的朋友們，有一件事你們不可忘記：在主眼中，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
「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以詩篇90：4為基礎，闡述上帝的永恆與人短暫的生命，
提醒我們在有限的年日中審慎度日，因為上帝終要審判。若為回應書信中的「假教導」，

則此處所指出的是上帝有至高的主權掌管時間，並且上帝對時間的度量不同於人，因此不

可以人世間的時間概念，錯誤揣想上帝。

3：9 主並不像一般人所想的，遲遲不實現他的應許。相反地，他寬容你們；因為他不願意
有一個人沉淪，卻要人人悔改。

「應許」︰指主基督再臨（參彼得後書3：4）和審判（參彼得後書3：7，10，12）、新天
新地出現（3：13）及信徒進入永恆的國度（參彼得後書1：4，11）。
「悔改」︰指脫離不以基督主權的生活模式。因假教師將主基督再臨視為無稽之談，過著

荒誕邪淫的生活（參彼得後書2：2∼3，13∼14，18），被扭曲的終末論使信徒誤以為主
基督不會再臨了，並隨著假教師過荒淫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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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但是，主再來的日子就像小偷忽然來到一樣。在那日，諸天要在巨大的響聲中消
失，天體在烈焰中燒毀，大地和萬物都會消滅。

「主再來的日子」︰即1：16所提主基督再臨的日子。雖然教會每個禮拜都會在主日慶祝
上帝的得勝，但作者在此所指的是上帝在末後介入及審判的時間。到時，主基督將會在一

日之內毀滅一切敵人，並且賞賜屬他的人正義長存的新天地（參帖撒羅尼迦前書5：2）。

3：11∼13 既然這一切要這樣地毀滅，你們應該作哪一種人呢？你們應該過著聖潔、虔誠
的生活，等候上帝的日子，竭力加速它的臨到。在那日，諸天要被燒毀，天體在烈焰中熔

化。但是，我們在等候上帝所應許的新天新地；在那裡，正義常住。

「新天新地」︰以賽亞書65：17∼25；66：22和羅馬書8：21∼23記載，新天新地所指的
是舊世界的改變，就如同我們的舊軀體變成新身體，每一件事物都得著更新。這表明改變

是澈底和全面的，但所帶出的結果是救贖，而不單只是把舊的事物廢除。

天體及大自然的異象、烈焰的審判，都是舊約以及天啟文學常見的象徵主題和手法。彼得

後書針對那譏誚和不信主基督再臨的假教師，強調上帝必然揭露不義和邪惡，並以正義取

代。彼得後書以「大火」象徵主再臨將帶來救贖、更新和潔淨，也會揭露世上一切惡行進

行審判；如同何西阿書3：5所述：「過了這段時期，以色列人要再次回心轉意，尋求上
主—他們的上帝，歸回他們的君王大衛家。這樣，在將來的日子，他們會敬畏上主，領

受他豐富的賞賜。」

 信息：準備迎接主再來
主基督要再來，日子無從知曉

各位同學平安，2019年底的新冠狀病毒（COVID-19）爆發至今，大家對於「超前部
署」一詞早已耳熟能詳。「超前部署」簡而言之就是風險控管，提前思考危機擴散的各種

可能性，進而事先採取因應之道，將可能發生的風險降到最低。台灣在這場全球疫情爆發

的災難下，雖然出現確診案例，卻能有效控制疫情擴散，除了政府的超前部署，還有全體

人民在防疫政策上的配合，才能有好的防疫成果。

除了因應疫情所做的超前部署，每逢颱風季節，為了預防風災帶來的損害，我們也會

「超前部署」做好防颱準備，讓損害及傷亡降到最低。那麼在生活中，有哪些事是我們需要

超前部署的呢？（鼓勵學生分享）想必身為學生，最需要超前部署的就是「考試」了！我們

要如何針對考試進行超前部署呢？（鼓勵學生分享）不外乎課前預習、課後複習、上課專心

聆聽、按時完成作業，並且保持積極的學習狀態，如此，對於考試應該都能得心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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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疫情、颱風，甚至是考試，這些都是在可獲得情報或監測下，提前做好預備。

面對突然爆發的疫情，我們能採取防疫的行動與冀望疫苗的開發，終止疫情擴散；面對風

災，我們能提早防範撤離，減少損害；面對考試，我們能排定複習進度。科技的進步，讓

人類能有超前部署的先機，唯有一件事是人類無法掌控、預知的，那就是主基督的再臨。

聖經清楚記載，主基督將再臨且施行審判，然而我們卻無法預測主再來的日子是何

時？他會以何種方式臨到？這些我們都無法掌握，與面對疫情、風災或考試截然不同。身

為基督徒的我們需要更多的毅力及決心，持守對上帝的敬虔，彼此相愛、行善，因為面對

主基督的再臨，我們只有一次的機會！

主再來的意義

（出示彩圖a）聖經描述主基督再臨的情景時，總是伴隨天搖地動的災難性事件發
生。今天我們從彼得後書的描述中看見日、月、星宿掉落、宇宙系統崩壞，天地萬物將被

燒毀、熔化。各位同學，你認為主再來的場景真的那麼可怕嗎？我們雖無從得知真相，但

聖經清楚告訴我們，當主基督再臨時，新的要替代舊的、好的要替代不好的。

上帝為了使他創造的世界恢復正常，要以大火除滅罪惡之人，（出示彩圖b）就像森
林大火會將已死亡或腐爛的樹木燒毀，同時透過大火清除森林生態系統中，那些被疾病纏

身的植物及有害昆蟲，也透過燃燒茂密的樹叢，使陽光重新照射到森林地面，讓新一代的

幼苗得以成長。屬基督的子民就如同經歷大火之後所長出的新苗，將獲得釋放與新生。彼

得後書描述主基督再臨時的場景雖然令人畏懼，但唯有大火才能燒盡不好、有害的一切，

在經歷審判的大火後，將會有新生的綠芽發苗，過程雖然會有痛苦，但卻是迎接新天新地

前必經的歷程。

主不願意有一個人沉淪，卻要人人悔改

如果我們以身體來比喻這世界的話，這個充滿罪惡的世界，就如同已病入膏肓的破舊

身體；而使世界病入膏肓的，就是那些私慾所引發的各式各樣惡行，以及那些行惡、不畏

懼上帝的惡人。那麼，基督徒在這「身體」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那就是上帝要醫治這

世界的工具！我們就像是上帝手中的藥品、疫苗，能增加身體的抵抗力與自癒力，使免疫

系統達到平衡正常運作。我們也像上帝手中的手術刀，要將世界的罪惡腫瘤切除，預防不

好的細胞擴散。或許這個充滿罪惡的世界，就如同已病入膏肓的破舊身體，似乎是沒救、

毫無指望了。然而，我們的上帝是大有能力又行醫治的神，如同主基督在世上所行的神蹟

一樣，使人病得醫治且復活！

彼得後書3：9說：「主並不像一般人所想的，遲遲不實現他的應許。相反地，他寬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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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因為他不願意有一個人沉淪，卻要人人悔改。」意思就是說，在主基督再臨前的日

子，正是上帝給人回轉的時間與機會。上帝要藉由我們讓更多人有悔改的機會，因此當我

們想向家人、同學或朋友傳福音時，我們自己必須要先有好的行為、思想及處事態度，使

他們能分辨是非，看見好見證。然而，上帝要如何醫治世界，這世界會有什麼樣的變化，

這些都不在我們的控制範圍內，我們只能盡力做好自己的本分，把握機會傳福音，讓更多

人願意接受福音。

我們要警醒，以信、望、愛的生活來等候

為了能坦然迎接主基督再臨，使徒保羅要我們學像守望的哨兵一樣，配戴齊全的裝

備，且保持警戒執行任務，提醒自己的身分與任務。正如醫生、警察、廚師或建築工等各

行各業，都有屬於各自領域的特定服裝與裝備。一方面是對自己的工作有歸屬感，另一方

面則是在專業技術上有責任感。（出示彩圖c）基督徒的裝備是無形的，信、望、愛是基
督徒的生命特質與美德，我們相信耶穌從死裡復活、升天，盼望著基督再臨後得著的新生

命；這一份從上帝來的愛使我們有憐憫之心，能熱心傳揚福音，使人有機會重回上帝愛的

懷抱中。

當我們的歸屬感冀望於未來的新天新地，且對基督徒的身分有責任，真實活出信心、

愛心與盼望的生命特質時，我們對於基督的再臨就不再是恐懼戰競，反倒會天天享受在每

個當下，保持警醒與感恩，盼望著基督再臨之日快快到來。我想，帶著期待的心情等候主

基督再臨，會比戰兢恐懼更能表現基督已為我們戰勝死亡，帶來新生命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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