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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巴拿（Barna）2019年一個家庭與信仰的研究發現：美國的基督徒

家戶，傳統上以兩夫妻及其孩子所構成的核心家庭為主流的形態，已經

被多元化的家戶組成所取代。
1

華人集中的地區例如：中國、香港、台灣，政治與社會文化均有顯

著的區域性差異，家庭的結構較之西方社會，多元化的程度有過之而無

1 
巴拿針對2347位成年與青少年基督徒的調查發現家戶組成如下：核心家庭 （nuclear 

family households）佔樣本數的25%；未婚成年人同住的室友家戶（roommate households）
佔17%；只有夫妻而沒有孩子同住的家戶（couple households） 佔14%；單親家戶（single-
parent households）佔12%；三代同堂或只有祖父母養育孫輩的家戶（multi-generational 
households）佔12%。資料來源：Barna Research Group, "At Home with Christians," 
Households of Faith (Ventura: Barna Group, 2019),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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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及。相較於美國傳統的核心家庭的概念，華人家戶的傳統形態可能是

三代同堂更為貼切，隨着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父母與子女兩代的小

家庭也在前個世紀開始盛行於各大城市。然而，常有雙薪家庭倚賴長輩

提供資源、孩童照顧的情況，繼續有三代同堂的「擴大家庭」，或「新

式擴大家庭」（Neo-extended Family） ，2 勞動人口移往城市，不少父母

將孩童留予農村老家的長輩照顧，
3  家庭家戶觀念已經很多元 。全球化

也加速不同地域與國籍者的通婚，例如：台灣近年來盛行外籍與大陸配

偶的家庭，其福祉包含經濟、下一代教育以及家庭關係等生活適應，也

成了政府當局與社會及學術界關注的課題。
4

此外，經濟、政治社會及教育等因素促使華人在歷史上以遷徙著稱，

攜家帶眷移居境外，世界五大洲都有華人的足跡。移民家庭更產生特有

的需要，常見的是：第一代移民與在移入地生長的孩子之間文化差異帶

來關係上的挑戰。
5 此外，近一、二十年，在北美、新加坡、紐澳常見一

波波先是從台灣、後來大舉從中國大陸來，以讓下一代能接受優質教育

之名，由父母的一方（通常是母親）留下陪伴孩子，成為俗稱「假性單親」

的「陪讀媽媽」 （Study Mothers, Lone Mothers），父親仍在祖國工作供

應經濟來源，這樣的跨國性（transnational）家庭被稱為 「太空人家庭」

2 
這類家庭例如婚子女與父母不同住，但住在鄰近且互動頻繁。相關討論可參An-chi 

Tung, Chaonan Chen,  and Paul Ke-Chih Liu,  "The Emergence of the Neo-extended Family in 
Contemporary Taiw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Studies 32 (June 2006): 123-52；董安琪、陳肇
男、劉克智：〈台灣新式擴大家庭之興起〉，《人口學刊》 第 32 期（2006年6月），頁 
123∼152。

3 Yao Lu, "Education of Children Left Behind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4 (April 2012): 328-41.

4 有關討論可參王永慈：〈外籍與大陸配偶家庭之貧窮分析〉，《臺灣社會工作學刊 
》第4 期 （2005年7月），頁1∼32。

5 相關的資料可以參考以下: 1) Alejandro Portes and Rubén G. Rumbaut, Legacies: The 
Story of the Immigrant Second Generatio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198-99；2) Chunxia Wu and Ruth K. Chao, "Intergenerational Cultural Conflicts in Norms of
Parental Warmth among Chinese American Immigra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29 (November 2005): 5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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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衛星家庭」 （Astronaut or Satellite Households）。6  跨國性家庭形態

還包括移民父母將小孩留給中國的（外）祖父母照顧到孩子達到學齡再

帶回移居地； 7 或（外）祖父母為協助照顧孫輩而輪流在中國與移入國

家往返。
8  這些背景因素都說明華人社羣裏的家庭相較於西方社會，在

父母角色或家庭關係上都來得更具挑戰性。在如此全球化、跨國化、移

動頻繁的華人社會，各項因素讓華人家庭充滿挑戰，家庭的需要是多層

面的。領受大使命的基督徒羣體自然也隨着華人的足跡所到之處設立教

會，傳福音、從事真理教導之外，也提供滿足其社會性需要的支持系統。

在文化的適應上，受歡迎的移入國家（如：美國） 教會在華人多重身分

認同（例如：華裔，美籍，基督徒） 的整合中扮演極重要的角色。9

席捲全球的多元價值文化在當代也對教會產生巨大的衝擊。一項在

台灣所進行的基督信仰與社會研究調查發現，最大的社會議題正是同性

婚姻以及多元成家的立法爭議。
10  如此趨勢與環境勢必影響教會對家庭

事工有更積極的想法與做法。

6 關於這方面的研究可以參考以下資料: 
1) Man Wai Chang and Yvonne Darlington, " 'Astronaut' Wives: Perceptions of Changes in

Family Roles,"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17 (March 2008): 61-77；Lan-hung
Nora Chiang, "Middle-class Taiwanese Immigrant Women Adapt to Life in Australasia:
Case Studies from Transnational Households," AJWS 10 (December 2004): 31-57.

2) Johanna L. Waters, "Flexible Families? 'Astronaut' Households and the Experiences
of Lone Mothers in Vancouver, British Columbia,"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3
(November 2010): 117-34.

3) Brenda S. A. Yeoh and Shirlena Huang, "Navigating the Terrains of Transnational
Education: Children of Chinese 'Study Mothers' in Singapore," Geoforum 42 (June
2011): 394-403.

7 Wei-Wei Da, "Transnational Grandparenting: Child Care Arrangements among Migrant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Austral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4 (March 2003): 77-101. 

8 Yanqiu Rachel Zhou, "Space, Time, and Self: Rethinking Aging in the Contexts of 
Immigration and Transnationalism," Journal of Aging Studies 26 (November 2012): 232-42. 

9 Fenggang Yang, Chinese Christians in America: Conversion, Assimilation, and Adhesive 
Identities  (University Park: Penn State Press, 1999). 

10 伊慶春主編：《基督信仰在台灣：2012年基督信仰與社會研究調查》（台北市：中
華21世紀智庫協會，2014），頁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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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當代家庭事工與重要概念 

（一）  聖經神學基礎，「教會似家」（Church-as-Family） 

或「家如教會」（Family-as-Church）?

從一個比較寬廣的定義來看，家庭事工是關乎屬靈大家庭，也就是

基督教會的事工。主耶穌說凡遵行天父旨意者都是祂的家人，都屬神的

兒女（參太十二 48∼ 50；可三 35；弗四 1∼ 6），因此每個教會都當視

為神的家，裏面所有的活動也是關乎這個家。
11  為了實現耶穌基督所吩

咐的大使命（太二十八 18∼ 20），教會的事工除了直接與間接建造屬

靈的大家庭，幫助基督徒在家庭關係中追求像主外，也裝備及扶持其中

每個神所召的家庭發揮功能。
12  對於每一類型、每種處境的家庭，教會

培養能力，裝備家庭成員使其成為神救贖大能的管道。
13 家庭事工若是

強調教會似家（Church-as-Family），其聖經根基除了前所援引的馬太福

音十二章 48至 50節、二十八章 18至 20節、以弗所書四章 1至 6節之

外，還可以從以弗所書四章 12節（「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

督的身體」）、
14 提摩太前書三章 15節下（ 「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

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加拉太書四章 5節（「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贖出

來，叫我們得着兒子的名分」）
15
、申命記十四章 29節、提摩太前書五

章 16節、雅各書一章 27節（ 照顧寄居的、孤兒及寡婦）、哥林多後書

九章 11節、以弗所書四章 28節、提摩太前書六章 18節（施捨財物，供

11 Chap Clark, The Youth Worker's Handbook to Family Ministry (Grand Rapids: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97), 23 & 32. 

12 Diana R. Garland, Family Ministry: A Comprehensive Guide, 2d. ed.  (Downers Grove: 
InterVarsity Press, 2012), 120-21. 

13 Richard P. Olson and Joe H. Leonard, Ministry with Families in Flux: The Church and 
Changing Patterns of Life (Louisville: Westminster/John Knox Press, 1990), 19. 

14 Danny R. Bowen, "Be a Family By Equipping Parents," in Practical Family Ministry,  eds. 
Timothy P. Jones and John D. Trentham (Nashville: Randall House Publications, 2015), 69-78.

15 John D. Trentham, "Be a Family for Emerging Adults," in Practical Family Ministry,  
7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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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有需要的人）、哥林多前書十二章 25節、加拉太書六章 2節（肢體相

顧、互相擔當）、
16 詩篇七十一篇 17至 18節、提多書二章 3節（傳承

信仰、教導年輕人）
17
、帖撒羅尼迦前書二章 7-8節（屬靈母親的責任）18 

等經文找到根據。綜合來看，家庭事工的確涵蓋了在教會大家庭中各種

境況、年齡層、社經地位的對象，教會領袖從事教導、關顧、傳福音，

也裝備成全聖徒以發揮這些功能。在新約聖經裏面初代教會的真實相交

的聖徒生活，對於較大的教會羣體的所有益處能夠藉着小組團契來保有

傳遞 。19

除了「教會似家」之外，「家如教會」 （Family-as-Church） 是另

一股家庭事工的動力，旨在訓練幫助每個家庭成為一個個小教會。
20  而

後者的強調指向近年美國所興起的家庭事工運動或是「信仰始於家運動」

（Faith-at-Home Movement） 。21 聖經神學基礎容下文介紹。

（二）美國家庭事工運動

近幾年領導家庭事工運動的代表人物如安東尼（Michelle D. 

Anthony）、鍾斯博士（Timothy P. Jones） 等人都提及：美國主流教會

在前幾代也受到「術業有專攻」意識形態的影響，聘請專門的人來負責

16 Joshua A. Remy, "Be a Family for Blended Families," in Practical Family Ministry , 
89-98.

17 Robert L. Stanford, "Be a Family for Senior Adults," in Practical Family Ministry ,
109-15.

18 Clark, The Youth Worker's Handbook to Family Ministry,  31. 
19 Charles M. Sell, Family Ministry  (Grand Rapids,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95), 175.
20 Timothy P. Jones,  "Introduction: The Faith-at-Home Movement, What Makes It Distinct 

and What Gaps Still Remain," Practical Family Ministry,  5-13.

 Jones, "Introduction: The Faith-at-Home Movement, What Makes It Distinct and What 
Gaps Still Remain," 11.

21 Jones, "Introduction: The Faith-at-Home Movement, What Makes It Distinct and What 
Gaps Still Remain," 5-10, 13.



建道學刊114

兒童或青少年事工，演變成父母對孩子屬靈生命的培育，完全依賴受

過裝備的牧者或輔導。
22 巴拿在全國性的研究結果中觀察到這個親職

（parenting）的危機：基督徒父母對孩子屬靈生命的培育方面實際所做的，

在所有責任中敬陪末座。
23 與如此危機呼應的是這樣的研究發現： 美國

基督徒家庭的孩子對神、救恩與傳福音等信仰內涵欠缺認識與熱誠。
24

其實稍早克拉克博士（Chap Clark）已觀察到一些教會開始覺醒，使得青

少年事工從教會裏眾多事工之一的分開運作，移轉到強調教會與家庭合

作模式的家庭事工。
25  響應 「信仰始於家」， 安東尼提出：「屬靈親職」，

以裝備父母成為孩子靈命首要的培育者為訴求；
26 杭特（Ron Hunter）則

領導發起 D6 年會 （D6 Conference, D6 意指申命記六章），自 2009 起每

年都吸引上千全美各地而來的參與者。
27  另外，「家庭門訓」（Family 

Discipleship）也被視為家庭事工的同義詞，強調父母當以主的訓練與指

示來養育下一代。
28

由鍾斯博士等人的倡導下，教會的家庭事工從早期的注重「家庭生

活教育」（family life education）移轉到以「裝備家庭範型」（family-

equipping model）為主的新趨勢。29 尼爾森（Nelson）和鍾斯為家庭事工

22  1) Michelle D. Anthony, "Equipping Parents to Be the Spiritual Leaders in the Home," 
in A Theology for Family Ministries ,  eds. Michael and Michelle Anthony (Nashville: B&H 
Publishing Group, 2011), 182-205. 本篇論文節錄自安東尼博士的著作Spiritual Parenting: 
Awakening Faith in Today's Families (Colorado Springs: David C. Cook, 2010)，其中文譯本
為：《從靈開始做父母》（北京：華夏，2015年）。2) Timothy P. Jones, "Family-as-Church, 
Church-as-Family: Toward a More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Family Ministry," D6 Family 
Ministry Journal  4 (May 2019): 3-25.    

23 George Barna, Revolutionary Parenting (Carol Stream, IL: Tyndale House, 2007), 10.
24 Barna, Revolutionary Parenting, 8-10. 
25 Clark, The Youth Worker's Handbook to Family Ministry, 7-9, 57-76. 
26 Anthony, "Equipping Parents to Be the Spiritual Leaders in the Home," 182-205. 
27 Jones, "Introduction: The Faith-at-Home Movement, What Makes It Distinct and What 

Gaps Still Remain," 9.
28 Robert L. Plummer, "Bring Them Up in the Discipline and Instruction of the Lord," in Trained 

in the Fear of God, eds. Randy Stinson and Timothy P. Jones (Grand Rapids, MI: Kregel, 2011), 45-59.
29 Plummer, "Bring Them Up in the Discipline and Instruction of the Lord,"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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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一個定義：它是刻意地並持續地在一個教會所宣揚與付諸實行的聯

絡的過程，以致於教會認可並訓練父母、讓他們擔負起孩子生命中最重

要的門徒訓練者之責 。30

以上，當每個家庭就如同教會一樣被強調時，家是家人一同敬拜

神、上一代教導下一代認識神的作為、遵守神的命令的地方；也是學習

當耶穌門徒、並擔負宣教使命的處所。
31 作為家庭事工的「家如教會」

這一觀點或是動力，以下這幾處經文可作為聖經基礎：申命記六章6至

7節、詩篇七十八篇1至7節、一四五篇4節、使徒行傳二章39節、以弗所

書六章4節、歌羅西書三章20至21節、提摩太後書一章5節。32 除此之

外，安東尼提醒父母在家中必須活出與信心相稱的行為，力行真理以作

為兒女的榜樣（雅二14∼26；太七24∼27）。33 注重靈命塑造的她建議

父母：要在家裏營造讓聖靈可以在其中動工的環境，
34 以致信仰可以透

過父母的言行一致，真實地傳給下一代。以「家庭門訓」為訴求的則可

以在涵蓋新約全書所有訓練（discipline）與指導（instruction）的經文

30 Nelson, Bryan, and Timothy.Jones, " Introduction: The Problem with Family Ministry," 
in Trained in the Fear of God, 13-32. 原文："Family ministry is the process of intentionally 
and persistently coordinating a congregation's proclamation and practices so that parents are 
acknowledged, trained, and held accountable as primary disciple-makers in their children's lives." 
(p.15)

31 相關資料可以參考以下文章：1) Brian H. Honett, "Family, a Context for Worship," 
in Practical Family Ministry, 17-27；2) Steve Wright, "Family, a Context for Evangelism," in 
Practical Family Ministry, 29-38；3) John E. Steen, "Family, a Context for Discipleship," in 
Practical Family Ministry, 39-48；4) Scott Douglas, "Family on Mission," in Practical Family 
Ministry, 59-66.

32 Jones, "Introduction: The Faith-at-Home Movement, What Makes It Distinct and What 
Gaps Still Remain," 11; 2) Wright, "Family, a Context for Evangelism, " 31, 35.

33 Anthony, "Equipping Parents to Be the Spiritual Leaders in the Home," 187-89.
34 這些環境包括：講故事（The Environment of Storytell ing）、身分定位（The 

Environment of Identity）、（The Environment of a Faith Community）、服侍（The 
Environment of Serving）、走出舒適區（The Environment of Out of the Comfort Zone）、
責任（The Environment of Responsibility）、路線修正（The Environment of Course 
Correction）、愛與尊重（The Environment of Love and Respect）、認識（The Environment 
of knowing）、做榜樣（The Environment of Modeling）。資料出自：Anthony, "Equipping 
Parents to Be the Spiritual Leaders in the Home," 19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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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得到支持，比如：馬太福音二十八章18至20節、哥林多前書七章12至

16節、十章33節至十一章1節、以弗所書六章15至17節、歌羅西書四章6

節、提摩太前書三章4至5節、彼得前書二章9至12節等。35 

稍早克拉克觀察到有愈來愈多的美國基督教會開展家庭事工，然而

每個教會所做的項目以及注重點都不盡相同 ；因而有不少教會想投入，

卻因為不確定其對於自己的堂會意味着甚麼而不知如何着手。
36 對於家

庭事工的定義，美國教會牧者們的認知仍是不統整一致的。
37 美國的教

會裏的家庭形態日趨多樣化，例如已經有人開始考慮到多代的家庭關係。

從教會猶如家庭的觀點來看，祖父母接受教會的異象：給予兒孫祝福、

教導、恩典並活出渴慕真理的榜樣。
38 鍾斯在提到之前為家庭事工所下

的定義是不完全的， 原因是他認為這樣的定義在強調教會必須裝備父母

（核心家庭）這方面是很強，但至於對訓練這個多代同堂的屬靈大家庭

的部分卻少着墨。
39 他修正的新定義乃是將美國教會的會眾以更多元組

成的家庭（例如：多世代、多種族、不同社經背景）為常態來考量。
40

如此的更新反映出教會的家庭事工應該考慮日漸多元化的教會裏面的家

庭。對我們想要迎頭追上的華人研究者及教牧人員，我們在採用他們的

觀點或資源時，更必須考量其對我們華人家庭之適用性，突破某特定家

庭結構、文化組成為參考架構所產生的家庭事工範型。

35 Plummer, "Bring Them Up in the Discipline and Instruction of the Lord," 51.
36 Clark, The Youth Worker's Handbook to Family Ministry, 8-9.
37 Timothy P. Jones and Randy Stinson, "Family Ministry Models," in A Theology for 

Family Ministries , 155-80.
38 Gary May, "Be a Family by Giving Grandparents a Vision for the Generations," in 

Practical Family Ministry,  99-107. 
39 Jones, "Family-as-Church, Church-as-Family," 3-4, 16-22. 
40 鍾斯所提出的修正原文： "Family ministry is the process of coordinating the practices 

of a church so that members develop diverse disciplining relationships and so that parents are 
acknowledged, equipped, and held accountable as primary disciple-makers in their children's 
lives." 資料出自：Jones, "Family-as-Church, Church-as-Family,"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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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華人基督徒羣體的家庭事工發展概況

有鑑於教會與世界各地華人的需要，第一作者所任教、居於北美的

神學院，在 2015年設立家庭事工碩士的學程，以栽培家庭事工人才為目

標，定焦訓練學員能在教會裏推動家庭事工包括：婚姻、親子以及不同

生命發展階段，以家庭為導向的教會事工。華人家庭事工研討會（FMC）

也在神學院及機構共同主辦下，以多元講座的方式，邀請華人界推展家

庭事工不遺餘力的林國亮、葉高芳及楊寧亞等牧者分別代表神學院、福

音機構及教會主講並舉辦座談，說明華人信徒也積極地回應這股浪潮。

對於本研究調查華人教會如何實際參與家庭事工，頗具規模的台灣

台北信義會真理堂，以及北美西區曉士頓中國教會（WHCC） 都有涵蓋

面極廣的家庭事工項目。真理堂用各個家庭發展階段的課程提供裝備信

徒經營基督化家庭，也藉着其中適合對未曾接觸過基督信仰者開放的單

身營會、婚前預備及婚姻課程、兒童及青少年親子課程、爸爸及媽媽學

校等來做社區的服務。
41 WHCC在教會裏提倡婚姻與家庭的多樣事工，

使用了針對不同年齡孩子的靈命培育裝備父母的信仰之旅，也成了該教

會領先所有華人教會中響應「家如教會」家庭事工這股動力的證明。
42

華人的家庭事工已經開始在各區域展開，但是相較於西方世界，特

別是美國主流教會以及學術界對家庭事工的廣大回響，華人基督社羣尚

缺實證研究來探討教會界對與家庭事工的看法與實務操作。本研究相信

藉由調查各個地區不同大小的華人教會的牧者或領袖，他們如何看待以

及施行家庭事工，受訪者的經驗可以幫助華人教會及裝備神國人才的神

學院或機構對家庭事工有更整全的認識。

41 台北真理堂基督化家庭系列裝備請參：<http://www.tlc.org.tw/portal_a1.php?owner_
num=a1_499485&button_num=a1>（2019年12月9日下載）。

42 曉士頓西區中國教會（WHCC） 婚姻與家庭事工請參考：<https://www.whcchome.
org/ch/%E8%A5%BF%E5%8D%80%E7%94%9F%E6%B4%BB/marriage-family/>（2019年12
月9日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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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關於本研究

（一） 研究者背景與目的

第一作者在台灣與美國協助外子牧養小型的華人教會超過二十載，

並在神學院教授家庭事工有關科目；第二作者則以美國為基地並在亞洲

及世界各地，以舉辦家庭關係講座來服侍華人眾教會。基於對家庭事工

的熱誠與負擔，我們策劃並執行了這個質性研究，期盼藉着調查不同區

域、不同大小之華人教會的牧者或事工領導人對家庭事工的認知與所開

展的實務，我們能夠了解家庭事工對於施行教會的意義為何，以及華人

教會如何用之來服侍華人家庭的需要。也希望藉着這些研究結果的分享，

鼓勵華人教會能夠對欲接觸或所牧養的家庭（戶），益加敏銳於其需要，

並有效地評估並採用資源，讓愛神與愛鄰舍的命令，以及主所託付的大

使命在家庭事工這個平台展開，收穫豐碩的成果。

（二）資料收集與分析

這個質性研究， 我們一共訪問了52 位（28位個人及12對夫婦），

來自世界各地包括美國、加拿大、中、港、台、紐澳，東南亞，39 間小

型（100 人以下）到超過4000人的大型華人教會的傳道人或有關的事工負

責人，他們表示自己具有某種程度地參與在某項家庭事工中，受訪者包

括大部分的全職牧者或幾位積極參與的義工，夫婦受訪者乃因為他們共

同在事工中配搭事奉，國籍和族裔呈現多元。
43 在第一研究者所任教的

學校IRB委員會對研究計畫的核准後，我們進行面對面或視頻訪談，分別

以英文或中文進行，端賴受訪者較為嫻熟的語言，訪談問題包括：1. 你

認為甚麼叫做家庭事工？2. 你認為當代家庭面臨哪些困難？3. 談談你所

牧養、服侍的主要是怎麼樣的家庭？還想嘗試接觸哪種家庭呢？4. 你或

你的教會目前做了些甚麼？5. 回顧以往，哪些方面有成果？哪些則不是

43 受訪者的族裔與國籍：中國10 人、台籍7人、香港3 人、美加第一代華裔 12 人、紐
澳、巴西第一代華裔 3 人、第二代華裔及非華裔，第一語言為英語者 14 人、其他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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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有果效？甚麼是關鍵因素？6. 對於一個教會要開始某項家庭事工，

你有甚麼建議？

訪談後的資料製成逐字稿分析，基本採用現象學的觀點，研究者從

受訪者的經驗中揭示他們對某現象（如：家庭事工）所抱持的意義，經

由下列步驟：整個看一遍先了解梗概（getting a sense of the whole），繼

而尋找所蒐集資料字裏行間之意義單元（identifying meaning units），

轉化受訪者的表達成抽象語言（transforming the participants' expressions 

into abstract language），最後將轉化了的意義單元綜合成為主體性

的陳述（ synthesizing transformed meaning units into a statement of the 

phenomenon）。44 兩位研究者在分析的主題陳述上的看法須達到一致。 

本文所援引的例證，來自中文的逐字稿，或是從英文逐字稿翻譯成中文

數據；此外，文中所使用的名字均為化名。

（三）研究結果   

從牧者及教會事工領袖的訪談中，我們綜合歸納以下的主題，
45 讓

我們看到了受訪者的對家庭事工的看法以及實務；

甲 家庭事工被視為或作為教會觸外的平台

超過一半、包括大部分的華語受訪者，表示從出生到年老，甚至以

單身為主要對象的事工都可以包含在家庭事工裏面；也有不少受訪者認

為家庭事工涉及教會應該提供身心靈關顧全方位的資源，透過實質的供

給、教導、協談、門徒訓練等途徑來達成。因而，這樣的認知與教會所

開展的各樣事工代表家庭事工具有涵蓋面極廣的定義。

以觸外為重點的家庭事工，看重關係的建立，往往從對一位成員的

服侍擴及對其他家人甚至整個家庭的服侍。在台灣都會區一百多人的教會

44 Amedeo Giorgi, Phenomenology and Psychological Research (Pittsburgh: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1985).

45 主題分類並不彼此互斥，意即資料可能屬於多個主題涵蓋、重疊的部分。比如：有
不少的受訪者同時提及父母的價值觀以及親子兩代關係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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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會的受訪者佳慧，她經驗裏的家庭事工是：陪伴一個家庭去經歷家庭成

員的發展階段，包括生老病死。另外，有幾位受訪者是從與兒童相關的

事工開始，進而接觸家長，這些經驗包括：從兒童牧區或事工中，看到

必須接觸父母才能對孩子有幫助；香港與菲律賓的受訪者均提到他們的

教會如何進入社區裏的學校，藉着接觸新移民家庭的孩子來關心家庭。

內容項目方面，例如：針對低收入家庭外籍配偶或新移民的事工，

台灣、香港都有藉着對孩子的課業輔導、語文的教導而接觸其家庭，提

供食物等實際的幫助，有香港的教會甚至對新移民家庭的母親施以職業

技能的訓練。菲律賓的牧者談到他們教會鎖定菲華學校的家庭做為觸外

的對象，他們會藉着兒童與青少年事工，也辦家庭營會來服侍華人家

庭。北美及紐澳的教會則提供中文學校，孩子接受母語教育的同時，

教會也對父母提供親職課程。 這些教會的確是用提供兒童的活動（課

程）來吸引父母以及全家來到教會。有中國的教會則將輔導兒童課業的

事工項目帶到農村，以服侍留守兒童作為接觸家庭的渠道。家庭事工也

與急難事工做連結，進入到受災戶中，一中國內地的受訪者描述他們在

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之後投入物資，並且持續以暑期營會的方式來接

觸當地家戶。

父母的關注在隨着孩子的發展階段，益發顯大，教會常會為處於特

定階段的孩子，回應家庭需要，提供資源預備家庭有好的適應，往往吸

引不少慕道友。例如：台灣的李牧師教會裏有家長禱告會提供給孩子考

高中的家長；北美的千人教會牧師瑜萱表示，不少慕道友因為教會提供

完整分齡親職課程而來到教會的。

家庭事工作為觸外，常會使用專業機構的資源。不管是中國、台灣

及北美，都有牧者談到他們使用機構（例如：家庭更新協會）的婚姻更

新的三天兩夜之營會方式。
46 不僅是對內家庭的關係的強化，也以此接

46 最常被使用的資源為家庭更新協會的《恩愛夫婦營 MER》， 可參考以下網站：1) 
美國家庭更新協會：<https://www.cffcusa.org/>；2) 台灣家庭更新協會：<http://www.cffc.
org.tw/>（2019年12月9日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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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非基督徒朋友。還有台灣教會受訪者，提到爸爸學校及媽媽學校也有

觸外性質。

有幾位台灣、香港及中國內地的受訪者都提到了教會事工在接觸未

信主家人上的宣教策略。他們的教會藉着舉辦餐宴、旅遊、家庭營會等

輕鬆的活動鼓勵邀請家人來接觸基督徒羣體，感受牧者與教會大家庭的

溫暖與接納，這方面據說效果不錯。

乙 家庭事工着眼核心價值的傳遞

當問到甚麼是他們所觀察到的家庭挑戰，受訪者提及的包括：家庭

關係裏的衝突包括姻親問題（例如：婆媳問題，上一代介入孩子管教子

女）、對孩子的課業或生涯選擇的高期待或高掌控造成親子衝突，移民

教會受訪者較多述及；政治社會文化對家庭的衝擊，例如：一胎化政策

影響下的中國及少子化的台灣都有受訪者談及父母寵溺或孩子自我中心

的挑戰、分隔兩地類似單親的家庭以及不少人都提及的過度忙碌的生活，

以及婚姻的問題等等。多位台灣及北美的受訪者談到了教會及父母對學

校施行背離聖經真理的性教育的憂慮，有關信仰價值觀方面的挑戰，最

多人提到的是父母在家庭裏不能活出基督門徒的生命或是世俗化的問題；

台灣一對夫婦受訪者表示，就是教會裏面的同工們也出現將自己孩子與

別人家的攀比學業成就。

約莫三分之一的受訪者強調家庭事工有預防勝於治療的涵義。其中

有不少人特別提到婚前教育或輔導的效果。在台灣二百多人教會的張牧

師說：

我們很看重做婚前輔導，而且是他從交往的時候就開始做了，不

是結婚前才來做婚前輔導，那交往的時候，就一對一對好好的，

每個月跟他談，就是希望說，他能夠提早做預備，然後不要進到

婚姻裏面去才產生很多問題。

中國內地的受訪夫婦，則談到他們接待外地來的民工的經驗，從他

們一個人開始出外打工的階段，傳福音給他們，使他們在教會中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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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教會的生活之後，看到他們的年齡可以到結婚的時候，就協助他們找

合適的配偶。這樣的事工成為他們夫婦牧養教會的一個特色。

教會肩負起基督化婚姻家庭的價值觀傳遞，這個是最佳的預防之

道，在不少受訪者的口中都有強調。他們一致地認為家庭事工關乎轉化

價值觀，以及幫助弟兄姊妹建立與神的關係、改善與人（特別是婚姻與

親子）的關係。有在北美的以及內地的受訪者提到中國女性地位比前世

紀大大提高，出現他們口中 「強勢」的情況，然而，信仰羣體的生命榜

樣影響了她們。一對生長於台灣，在中國一同服侍的夫婦，先生述說他

的觀察：

當他們看到別人也走過，他們就是一樣的情況，走出來了，然後

得到好的結果，有一種羡慕⋯⋯比如說我們有一些的丈夫一直覺

得跟妻子的關係很緊張，在我們所在的地方發現很多的女士是很

強的。這個強勢的原因，包括因為是一胎，所以得到最好的教育。

父母親給這個妻子，女兒最好的教育，然後呢最好的學校。所以

當她結婚的時候呢，女人是強者⋯⋯這樣的比例相當高，所以很

多的男生在這方面受到很大的壓抑，當她們聽到我們講到這個聖

經裏面的要順從，是因為順從神，所以順從自己的丈夫，這對她

們來講是一個新的挑戰。但是感謝神，好多人願意走這條路之

後，就發現整個家庭的氣氛改變了，很多好像解不開的問題呢，

就好像慢慢慢的，用很溫柔的力量去解開。然後呢看到丈夫也改

變，孩子也改變，所以就變成一個很正面的影響。

有幾位牧者強調靈命成長會帶來健康的婚姻 ，北美小組化教會的家

庭事工負責夫婦，先生伍弟兄對於教會裏所常見夫妻分隔兩地的現象，

提到了在牧養系統注重門徒訓練，他說：「他自己的生命可以調整的時

候，相信婚姻喔⋯⋯即使是兩地分隔，還是能夠相處得很好。」北美的

羅牧師則認為家庭事工的導向在於：教會體制及華人傳統價值觀對抗，

他並且從主耶穌的帶領門徒的模式來類推表示：「門徒訓練其實就是家

庭事工。」與師母一同從事家庭事工多年的他，針對他觀察到有小組化

教會的領袖因為外遇，而導致婚姻破裂，他警告說：「把人數的增長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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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需要之前是危險的。」在台灣小組化教會的美玉牧師表示對社會

當代議題以及人們價值日趨多元的憂慮，遇到同性婚姻的挑戰，她認為

家庭事工更加重要，她在教會裏推動兒童事工與家庭事工的聯合事工，

例如：家庭月、親子月、家庭祭壇等等。

有受訪者認為在信仰價值實踐方面，弟兄姊妹仍有很大的成長空

間。一對從海外到中國大陸服侍的傳道人夫婦意識到這個挑戰，妻子認

為雖然資源（培訓材料）並不少，但會友們基本觀念都尚屬缺乏。

丙 家庭事工關乎跨代連結

本研究發現許多受訪者都同意下列廣泛存在的現象：父母對孩子

課業成績表現得過度重視，在家庭中出現高期待的壓力；父母忙於工

作，孩子忙於課業與活動，忙碌令一家人少花時間在一起。對弟兄姊

妹的家庭來說，靈命塑造的環境不彰，對於信仰的傳承，有少數幾位

牧者談到許多第一代基督徒自己的屬靈身分還在確立中，要在信仰中

帶領孩子，的確是挑戰。美國的白人英文牧師布朗描述他在移民型教

會的經驗說：

一般說來，難處之一是： 許多的青少年發現他們的父母很少談
及孩子們覺得重要的事。父母喜歡跟孩子講學校功課，是家長自

己認為重要的。我們聽青少年說他們感覺父母有真信仰，看起來

也很愛主，但就是從不跟孩子談信仰的事。

受訪者中，比例較高的英語牧者提到家庭中信仰傳承的議題在華

人家庭中是很需要關注的。布朗牧師說家庭事工的首要之務就是預備孩

子進入世界這個宣教工場；美籍牙買加裔的英文牧師則說家庭事工是

幫助父母經營一個以 神為中心的家；澳洲籍華裔的青少年 /家庭牧師

認為是幫助家庭成長、協助父母能夠在基督裏養育孩子。關注信仰傳

承的功能說明了他們認為家庭事工與父母對孩子進行門徒訓練是密不

可分的。這也代表家庭事工對於其跨代連結的功能，具有需要刻意執

行的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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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型教會的受訪者普遍認知華人的家庭有父母與青少年兩代之

間文化差異的挑戰。不少牧者提到教會刻意地製造兩代互動的機會，包

括：鼓勵父母加入青少年參與的英語崇拜；提倡親子一同參與短期宣教

或社區服務；使用Awana 要求父母與孩子一同參與。47 北美一教會師母

提到教會的活動盡量用雙語進行，也精心地設計兩代一起從事的家庭營

等活動以及慶典。雖然多位受訪者觀察到華人家庭常見祖父母負責孫兒

的照顧教養，但是沒有聽到教會如何針對祖父母在家中的角色有特別的

服侍。與北美英語主流教會的資源有很好連結的瑜萱牧師，她的教會開

始提升原來只是團契聚會的長輩事工，採用美國主流教會所推動的祖父

母事工的理念，
48 着眼於訓練長者給家族的子孫祝福。

也有受訪者針對父母與青春期孩子如何談論性，傳統上這個禁忌的

話題，隨着社會議題的衝擊，覺得相形重要。美籍華裔的英語牧師評估

教會由兒童事工傳道所主導的性教育很有效，它是以促使五年級的女孩

與她們的母親談話的方式進行，是受到家長歡迎的事工。另外一對 北美

受訪者夫婦在其教會採用英文的教材，行之有年。他們表示，對華人父

母的幫助很大，針對文化差異帶來的親子疏離有個革命性的做法與裝備

模式，根據他們的經驗，他們針對青少年及家長營造出輕鬆環境、積極

地鼓勵親子互動及討論。他們每年舉辦的「純潔之旅親子營」已然成為

父母及青少年最喜愛或期盼的項目。

丁 家庭事工從小團體來施行的效果

幾乎每一個地區的受訪者都談到，透過小組或團契等較小的團體所

執行的家庭事工在操作上的效果。小組同質性高者，提供互助與支持；

47 有關這個國際性、跨宗派，以聖經為基礎的兒童事工，可參考： <ht tps://www.
awana.org/>（2019年12月9日下載）。

48 受訪者的教會所推動的祖父母事工，響應The Legacy Grandparenting Summit 的宗
旨理念，這個全國性的會議是針對願意接受裝備學習將信仰傳給孫輩的基督徒祖父母。

<https://legacycoalition.com/summit/>（2019年12月9日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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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組成多元的小組也能互相交流經驗。有些配合社交網路（羣組），

效益更佳。

北美的許姓牧師夫婦談到家庭團契的運作，讓慕道朋友或初信者可

以看到榜樣。澳洲的林牧師聲稱他藉着小組來進行婚姻家庭事工；類似

的有香港的夫妻事工牧者說他們的教會的長執同工，因為兼具小組領袖

的身分，所以他們也對所帶領的小組，若有夫婦吵架的，會對他們做輔

導協談；台灣的佳慧牧師說她使用 Line羣組來牧養；在中國事奉的傳道

人夫妻同時受訪，妻子描述她如何使用羣組來做關懷：

她們建立了一個媽媽小組⋯⋯⋯她們的孩子剛剛滿週歲了，有剛

生，她們就贈送二手貨，或者媽媽要母乳卻不夠怎麼辦⋯⋯我就

看她們聊天，因為我想了解她們，所以我在那個羣裏面，嚴重的

情況就會去探訪⋯⋯她們一個小組建立另一個小組，這樣家庭事

工慢慢成型。

瑜萱牧師的教會提供完整豐富的資源幫助人建立一個和諧蒙福的家

庭，不少慕道友參加課程三個月後留下來，教會便以小組的方式跟進，

她說：「所以我們不僅是單單看一個班，我們是一個事工、一個團隊來做，

他們分幾組，每組有一對夫妻來做同工、來關懷，跟他們聯絡和建立關

係，然後邀請他們到小組。」北美一英語受訪者提醒，家庭事工是應該

刻意地考量優先順序以及目的，他重組團契小組以營造一個環境鼓勵有

幼小兒童的家庭可以參與。

北美的一位美籍華裔英文牧師，特別從他的經驗中描述細胞小組對

第一代移民觀念改變的影響，他看過幾位家長送小孩進入美國最頂尖的

學校，最後孩子卻選擇成為全職傳道人。他說原本父母並不贊同，但是

他們看到小組裏別的家長竟能全力支持孩子的抉擇，所以心門也打開了。

這位牧師因而認為：家庭事工並不只是教會牧者服侍家庭，教會裏的生

活也讓家庭之間彼此帶領，一個個的小家庭得以超越自定的價值體系，

在大家庭中被更寬廣的屬靈價值所取代。他強調家庭經歷這樣的成長讓

孩子可以得到不少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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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討論與結論

從所綜合歸納的四個主題：家庭事工為教會觸外的平台、着眼核心

價值的傳遞、跨代連結、小團體（組）的效果，華人教會的家庭事工，

在人們的認知與實務操作上都顯得很多元；與克拉克、鍾斯等人針對各

教會對家庭事工的意義沒有達到統整一致的觀察相符合。
49  或許因為華

人社羣基督徒偏低以及在華人教會中第一代信徒的比例為高，我們藉以

下的討論來呼應美國家庭事工運動之兩股動力：「教會似家」（Church-

as-Family） 與 「家如教會」（Family-as-Church）。50 這兩項可說是同

等需要，必須更刻意地、更周到地交織在當代華人的家庭事工中。
51

（一） 「教會似家」建立歸屬

本研究發現華人家庭形態的確日趨多元，驗證了這正是好好思考教

會與家庭（戶）如何合作、回應不同的需要與挑戰，以活出基督信仰價

值觀的時代。從受訪對象得知北美、南美、紐澳及東南亞都有不斷遷入、

特別是從中國大陸來的新移民；大部分港台受訪者都提到中國內地或東

南亞因與本地男子通婚的大陸以及外籍新娘，所謂的新住民，這些家庭

在新文化或跨文化的適應中，家庭事工特別是親職教育有很大的需求。

整體而言，本研究發現，主流華人教會多數偏重以觸外為目的的事工，

符合耶穌「愛鄰舍」的教導（路十 27），也對吸引不同背景的人來到教

會這個大家庭，均肩負使命感。

美國的家庭事工運動誠然是着眼於：裝備父母成為孩子靈命的首要

培育者。針對華人的第一代信主的家庭為多，父母成長過程沒有信仰背

49 Clark, The Youth Worker's Handbook to Family Ministry, 8-9; Jones  and Stinson, 
"Family Ministry Models, " 155.

50 Jones, "Introduction: The Faith-at-Home Movement, What Makes It Distinct and What 
Gaps Still Remain," 11-12.

51 Shuling Peng and Ruth Chang, "Issues Faced by Chinese Families: Church Leaders' 
Perceptions and Practices of Family Ministry," D6 Family Ministry Journal  4 (May 2019): 4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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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本研究呼籲：從教會裏所營造的支持體系可以協助父母了解可以如

何做親職，不同的家庭形態（例如：單親、衛星家庭等）也能夠在教會

大家庭中得到資源的幫助，不致令父母覺得自己無法做到而沮喪挫折。

另外，針對華人家庭祖父母參與教養孫輩的家庭，我們不應輕忽其角色，

對於父母為主要的照顧者的家庭，我們當鼓勵祖父母看自己的角色合乎

中道，由此看來，當今華人的家庭事工的涵義，的確應該考慮教會裏多

代同堂的現實，如同鍾斯的最新定義。
52 裝備父母、甚至祖父母的目標，

對多數華人教會的事工而言，多半屬於尋求摸索階段。少數已經開展裝

備家長的華人教會，直接採用美國主流教會的教材或參加他們所舉辦的

特會，作為一個方便的途徑。針對華人家庭或許可以多多提醒家中長輩

謹守分際、不干預下一代的親職，然而，他們在屬靈上可以給兒孫帶來

祝福。這次受訪者當中，強調祖父母的屬靈角色的不多，而且還是受到

美國主流教會的帶動。從屬靈的責任來思考擴展家庭的三代關係，想必

華人有更大的成長空間。

如稍早家庭事工前輩所強調，發展小組是提供基督教會裏所有益處

的有效方法，
53 本研究證實了這個觀點。教會有別於世俗的團體俱樂部，

小組或團契提供了落實家庭事工的環境，藉着彼此學習，守望禱告，資

源的交流，互補不足 （林後八 14）。也要注意畢竟教會不像一般社會上

的社團，從事家庭事工，召聚人並不是主要目標，移民若因離鄉背井來

到異地，如果堂會的牧長只着眼於提供同語言同文化中的舒適區，可能

不僅忽略了教會裏應承擔轉化價值觀的角色，反而讓傳統文化成為家庭

關係的包袱而不是資源了。例如：教會裏的父母可能落入與他家孩子的

成就「攀比」的試探中，徒增自己孩子的壓力，背離了在親職中彰顯因

福音帶來的大能與盼望。實現大使命才是家庭事工的重要目標，以之為

平台，教會在提供人們轉化價值觀的環境方面，有其重大的任務。因此，

我們在此必須提醒華人教會：小組的目標乃是將信仰價值觀更有效地傳

52 Jones, "Family-as-Church, Church-as-Family," 3-4, 16-22. 
53 Sell, Family Ministry,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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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在小團體中，藉着彼此扶持鼓勵及問責導正，是以聖經真理、福音原

則更能具體落實在各自的家庭生活中。

本研究對於教會提供家的歸屬，還有兩項建議：首先，需要保留時

間讓家庭擁有一些時間去從事一般活動，因為如此一家人才有可能聚在

一起談論神及一起禱告。
54 教會領袖要思考並評估是否因為在教會裏的

同工訓練、還有一些着眼於教會成長立意甚佳的活動占用了家人共處的

時光。其次，第一作者曾遇學生反饋，當他們的教會正着手推動家庭事

工時，單身成年人覺得自己的需要被漠視。從「教會似家」的角度來看，

忽略任何一個年齡層，都是失衡的。我於是開始修正我的教學目標與課

綱，傳遞如此異象：家庭事工應該讓單身者也認同歸屬於在教會大家庭。

回應本文開始所提及巴拿的調查研究，
55 我們服侍者也被提醒該思考：

「家如教會」 如何落實在像室友家戶這樣的組成當中？這需要教會牧長

鼓勵並針對營造屬靈環境上提供資源。這兩項建議可以視為從 「教會似

家」 往 「家如教會」方向思考的一種提醒。

（二）「家如教會」深化信仰

在家庭裏面活出信仰是本研究所發現一個很普遍的挑戰，提醒家庭

成員們勿將教會的活動視為浮木，緊抓着卻不去面對緊張甚至破裂的家

庭關係。畢竟，家庭也是一個宣教工場，在那裏見證主的福音，帶領未

信主的家人。華人的家庭多有從子孫先接觸教會或福音而信主，然後長

輩才認識基督信仰的。或許美國家庭事工代表人物的建議不論是家庭門

徒訓練、家庭裝備模式等等，都是一個可以思考如何擴大的觀點。

比例上這次台灣的受訪者比較多回應社會議題（例如：同婚與性教

育課綱）帶來當代家庭的挑戰，面對這樣政策的衝擊，大部分對於家庭

事工在教會所扮演的積極角色，都予以肯定。在我們為文當時，第一作

54 Barna Group, Households of Faith, 63.
55 Barna Group, Households of Faith,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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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所任教家庭事工科目的學生社交網路羣組中，有關於在北美施行全面

性教育（CSE, Comprehensive Sex Education） 的熱烈討論，面對這些華

人教會與家庭所處的環境，我們的結論正是：此乃父母應該扛起親職責

任的時代，這種迫切性，也讓家庭事工逐漸被華人教會所重視。而父母

成為孩子最重要的屬靈培育者，以至於他們在這個價值觀混淆的時代中，

可以從真理來分辨錯誤的教導，也以全備福音所強調的神的創造、人的

墮落、基督的救贖以及作主門徒來活出信仰。

（三）結語

作為觀點或是動力，家庭事工不論在「教會似家」或「家如教會」

那一方面被強調，家庭事工都不是教會的終極目標。如同這些美國家庭事

工運動的先驅者所強調：家庭事工並不是解答，真正轉化人生命的不是

它。
56 而對於當今多元價值觀衝擊教會的服侍者，我們要留意的可能是

如何營造友善的環境，讓不同背景、生命階段、來自不同家庭（戶）結構

的人們能夠在這樣的大家庭中感受到歸屬，進而願意效法其中的基督門

徒。藉着這個研究結果，讓我們能夠對這世代的華人教會呼籲：教會必須

主動提供一個友善溫暖、能學習如何做基督的門徒的環境，並裝備家庭

（戶）讓成員在有真理有恩典的氛圍中一同成長 。回應本研究最多受訪

者描述家庭裏不能活出信仰，或者是價值觀的世俗化為當今家庭的最大挑

戰：在領受並教導家庭信仰傳承的異象，華人教會還有一大段路要走。

最後，關於本研究的聲明，質性研究探討性的功能，幫助研究者從

不同地區、不同族裔的教會領袖口中，探討了華人家庭的需要複雜與多

元，對家庭事工的認知與實務也是非常多樣多層面。由於質性研究的目

的往往在於揭示人們的生活經驗，從研究中了解現象的意義，並不在於

類推到整體華人，換言之，本研究的結果並不足以代表每個地區、其他

教會的經驗。

56 Nelson & Jones, "Introduction: The Problem with Family Ministry,"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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撮     要
本質性研究訪問了世界各地的華人教會的牧長或事工領導人，調查其對家

庭事工的看法以及實務經驗。研究者一共訪談了在中國、台灣、香港、北美等地

區服侍的 52 位個人或夫婦，並且從 40個訪談中綜合歸納出四個主題：家庭事工

為教會觸外的平台、 着眼核心價值的傳遞、跨代連結、小團體（組）的效果。對

照美國家庭事工運動之兩股動力： 「Church-as-Family」 與 「Family-as-Church」

本研究根據受訪者的經驗提出兩項主張：「教會似家」建立歸屬，以及「家如教會」

深化信仰；和其他具體建議。

ABSTRACT
This qualitative study is to discover how Chinese church leaders perceived 

and practiced family ministry. Forty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in either Mandarin 
or English with 52 participants from several areas around the globe, including China, 
Taiwan, Hong Kong, North America, etc. Four themes were identified from the results, 
including outreach, core values,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and small groups . 
Compared to the Family Ministry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hinese churches 
have demonstrated the increasing need in both "church-as-family" and "family as 
church." The authors proposed that Chinese Churches with the "church-as family" 
dynamic continue to help establish and strengthen belonging in the faith community and 
the for the "family as church" one to help form and deepen faith in the home.  Tentative 
suggestions to consider some family ministry strategies as means to serve Chinese 
groups were made based on research participants' respons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