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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誠根

成人教育感想

「成人」可說是在教會中最廣闊層面的一��，按年齡來界定，

可指18至65歲；從職業分類，又可分為學生（一般就讀於大專院

校）、待業、在職（各行各業）、家庭主婦、退休等；按信仰歷程

來看，包括初信至資深信徒領袖不等。所以，在教會推動成人教

育，要顧及不同層面的需要。

因此，筆者的教會在兩年前於主日學部展開了改革，將課程

重新劃分及界定，��重信徒的信仰靈程，並分為不同的程度，以配

合不同信仰年資的信徒。其中，定立了「必修課程」予慕道者至初

受洗者，期望約在兩年內，使慕道者建立穩定的信仰基礎，並以接

受洗禮加入教會為目標。對已經受洗的信徒，則可自由選讀三組課

程（包括：聖經研讀、信仰生活，及實用訓練），並設立進度性的

「證書」，以作鼓勵。

推行了這新課程系統約兩年，效果理想，參與主日學的人數大

大提升。曾有成年信徒表達，這課程的安排，使他感到很有系統，

並更有目標地學習；而自由選讀的三組課程，更能切合需要，不單

可學習聖經經卷，也能提升事奉技巧及生活上對信仰的實踐。

至於「前線」的教學體驗，筆者所服侍的對象以大專及職青

��體為主，在心智上他們已經趨於成熟，但仍需要學習與磨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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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將信仰體驗與生活實況融合，他們不只是為得到「標準答

案」而滿足，更��重生活應用的真實。

對大專生而言，學術領域的知識，排山倒海地進入他們的思想

中；再者，大專生的生活方式，多采多姿，各種不同的活動，等待��

他們參與。社會文化、潮流、價值觀，更不斷衝擊��他們的生命。

在教會的主日學課程中，如果讓他們可以自由選擇課程時，他

們會傾向選讀一些較「艱深」的聖經經卷，就是那些比較難看得明

白的書卷（例如：利未記、啟示錄、但以理書等）；另外，他們也

會喜歡參與「基督教倫理學」這類可以有較多空間作課堂討論的課

程，此有助他們掌握從基督教的觀點回應社會問題的竅門。另一方

面，一些實用性的課程，例如：差傳教育、小組組長訓練、帶領敬

拜技巧等，也提供他們實踐信仰的機會。

在課堂上，大專生的學習模式，除了傳統單向的「教授法」

外，他們亦樂於參與討論，甚至由他們自己動手來作一次「專題研

習」，將研習的「結果」與同學分享 (presentation)。在教導大專生

時，教師一方面需要與時並進，留意日常的時事新聞、娛樂節目

等，以致與他們有共通話題的平台。另一方面，需使用不同的輔助

工具（例如：電腦、電影）作為教材，甚至可以設計網頁、留言版

的討論區，以作為課堂以外溝通和討論的渠道。

對於職青方面，他們期望主日學課程能回應他們的實際生活處

境，尤其是工作、家庭等方面。因為各人的程度和需要也有不同，

所以在課程設計上，同樣需要有足夠的空間讓他們作出「選擇」。

聖經的經卷仍然是他們的首選，對較難掌握的，例如：先知書等，

他們的參與性會較為熱烈。一般來說，職青（尤其輪班工作的）會

期望課程不要太長，八至十課屬較為理想的安排，甚至是一、兩次

專題性的研討會，他們也會有一定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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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青每天繁忙工作，他們極需要有「出路」來歇息，所以一般

來說，他們傾向「聽」教師的講授，功課及習作只會使他們感到是

負擔。

舉例來說，曾經有一季的主日學課程，安排了三位傳道人負責

教授「別異宗教」，每次由一位以一個異端或宗教作為主題。這課

程吸引了近四十多位成人（包括大專生、職青、成年人）參加，由

於每次的主題也不同，所以「學生」的出席率十分穩定。從他們的

分享中，知道他們在生活上，確實曾遇上不同的異端或宗教，以致

他們有動力來參與這課程，期望能對那些異端和宗教有更多認識後

能懂得應對。

從主日學的課程改革及教學中，筆者有以下發現：

(1)  成年信徒對主日學課程的需求，不單是學習聖經，更必須

對生活作出回應和實踐的教導。

(2)  教會眾多事奉崗位中，領導性及教導性的崗位，多由成年

信徒承擔，所以必須裝備及提升他們的事奉技巧。

(3)  給予成年信徒空間，在修讀課程上知所選擇。

(4)  基礎的「必修課程」以循環形式進行，配合在職人士（尤

其需輪班工作）的時間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