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華神非正規教育理念 

華神首任院長戴紹曾牧師諄諄告誡，「很多在西方的神學院非常重視學問，華神應該。但同

時也應該顧到學生靈命的增長…」。華神自創校以來，一直秉持著靈命、學識、事奉三育並

重的神學教育理念。為此，學院非正規課程的設計，旨在補足課業知性訓練所不足以達成傳

道人養成之處，特別是蒙召委身的具體化、基督品格的內化、和事奉技巧的強化。過去的四

十五年，學校所堅持的非正規課程，皆是前人所立下的美好傳統。忙碌課業中的敬拜聚會、

團體禱告、個人佈道、群聚生活、校園打掃、教會實習等設計，不外乎是屬靈前輩對真理的

咀嚼，對教會歷史中傳道人養成的觀察、以及對時代需要的感知和回應。 

隨著環境的變遷、世代的交替、和教會對信徒信仰表達的再思，學院不時面臨需要為這些非

正規課程的設計作解釋。有人問：時代對於牧者期待極高，既不易在學養與實踐能力兼具，

何不二選一，著重其一即可。空間如此擁擠，住宿是否可以省略？學生課業和教會實習已經

如此沈重，每週的打掃服務是否還屬必要？接受專業輔導的學習，對於在救恩裡已經有確信

和經歷的信徒，更不必說是凖傳道人，仍有其價值嗎？聖經本身不是已足以回答人罪性而來

的種種問題嗎？此外，面對新展望、在不同聚點開設的分校及合作的新學區，學院也得同步

思考如何在不同學區的新處境裡貫徹一樣的屬靈塑造精神，使每一位華神人不失立校的使命

初衷，向神負責，也向基督的教會負責。 

為這緣故，學生牧育事務處把過去四十五年的活動設計（how的問題）一一列出，思考其究

竟（why的問題），並在過程中不斷反思什麼是學校工人訓練的核心理念。此反思過程不但

有利於學院把過去未成文的形塑理念訴諸於文字以方便解說，也提供了有助於檢核培育成效

的標準，用以辨識出何為遺漏或極需刪減的多餘設計，予以修正。 

屬靈操練：藉著個人、小組和群體屬靈操練的實踐，過與神聯結、榮耀基督的生活，使之成

為信徒的屬靈榜樣。透過敬拜、讀經、禱告，事奉、團契、佈道，養成時時親近主、順服聖

靈、越來越向罪死、向神活的成聖生活。 

華神多年來沒有早禱會供學生集體參加。靈修的操練，既是傳道人的基本工，獻己身接受裝

備的男女，理當在入學之前就養成這每日親近主的好習慣。但學院多年來總是透過課程、集

體或小組多元風格的敬拜、讀經、禱告，事奉、團契、佈道，提醒堅固並豐富同學在屬靈的

操練上不怠惰，過一個與神聯結、榮耀基督的生活，使自己成為信徒的屬靈榜樣。不時會看

到同學們在期末自我評估表上這樣分享：「印象最深刻的經文來自課程報告：『我必醫治他們

的背道』。在撰寫中不斷思想以色列人的背道及其招致的悲慘和混亂，及神永不改變的憐愛

如何持續呼喚、等待…心中就對神的恩典更加敬畏和感謝。」「在基督論中對耶穌人性的釐

清，使我因更能接納自己的有限而更有盼望，且更能接納其他人。」 



四、五年前，學院學生自治會因覺察有必要提醒同學建立屬靈同伴，就開始推動 SPA小組

（Spiritual Partners Accountability Group），鼓勵同學們三至四人一組，每週彼此分享分擔，

也監督彼此的屬靈現況，期許一起建立越來越向罪性死、向神活的成聖生活。有一位同學分

享說：「很高興能在學院有 SPA小組…和小組裡的弟兄們一起禱告。」還有一位同學回顧

說：「我同 SPA小組的姐妹相約去傳福音，很有默契。」更有一位寫下他的感恩：「期末前的

一個月，有一段模糊的低潮，弄不清楚哪裡有問題。在與屬靈同伴分享後，她提醒我不要太

急著脫離這個景況。在低潮裡待著、等候神。那天的談話讓我心靈一陣輕鬆，將主權再次交

給神。之後在靈修、讀經、敬拜上便有了顯著的突破，也恢復上學期常常感受到與聖靈同行

的親密。感謝神！」為此，老師課堂上的教學和榜樣、學生自發性的靈修小組、晨更聚會、

寢室禱告會，將持續會是學院的重點關注。 

團體生活：藉著委身於團體生活的學習，體驗與人連結、教會為基督身體的實在。透過團體

生活的彼此接納和協調、相互服事和支持，提醒自己為主僕人的身份，蒙召服事主、服事

人，並與其他肢體一同建造基督的身體。 

西方文獻常表揚華人是擁有集體意識的民族，但只有圈內的我們自己明白，不會合作、不懂

得合作是人性。這不僅是教育結果、是文化，它更是罪性。倘若我們專注學習、卻重視競

爭，把這種不合作的性格帶入教會，難怪團隊事奉不容易落實。神學教育如何更有意識的使

用團體學習，使傳道人的養成在學識、靈命、事奉上，達到更有效的濡化果效？華神兩棟大

樓，居住人口有二百三十人。個人所能擁有的物理空間非常有限，但彼此在狹小空間裡的過

度擁擠卻可能反向造成心理距離的更為疏遠。有新生在入住宿舍之後、就忍不住說：「我快

窒息了！」確實，唯有刻意地設計有意義的生活，使得在緊湊的時間表、狹小的空間裡也可

以時有豐富的領受。 

在學院每週的輔導小組裡，學生一起打菜、一起打掃、一起籌備禱告會、一起設計小組聚

會。這些團體生活的學習，旨在體驗與人連結、共同解決問題、演練完成任務所需的不同角

色、彼此接納與協調、相互服事和支持等。華神人藉此提醒自己是神僕的身份，蒙召服事主

服事人，並與其他肢體一同建造基督的身體，落實教會為基督身體的實在。 

印象深刻，有一位同學寫道：「輔導小組是除了上課的同學以外，相處較頻繁的團隊，起初

感到這種小組活動很佔用時間，收穫與得著卻不多。但時間一久，漸漸體會到在小組的互動

中，大家彼此間增進了解和默契、學習欣賞彼此的特色、學習與同工相融。原來，多元性與

包容性也是屬靈操練的必修課。」另一位同學分享說：「很珍惜聆聽每一位組員的自我介

紹。每一次聆聽，就更讚嘆神揀選呼召的奇妙……每個人的分享都使我再次發現自己如何因

背景緣故而有可笑的偏見，而神又是多麼樂意使用不同的肢體在同一個身體中彼此服事和建

造。」 



生活輔導：藉由當責人士的引導和陪伴，認識自己並向聖靈改造之恩敞開，接受挑戰和調

整，使之成為有效助人的牧者。透過學校輔導老師、教會實習導師和校外專業輔導諮商機

構，能以覺察自身的優勢和弱項、處理生命問題、習慣有遮蓋和監督的關係，做個思覺健康

的傳道人。 

輔導老師機制是華神的傳統。每一位專任老師每學年帶領十一、二位學生，近距離地認識他

們、關懷他們，也在每個月的輔導老師會議裡分享學生的狀況。除此，學生週末實習教會的

督導牧者，也提供學生教會事奉及人際關係的近況。學院是多層面的、多面向的去觀察、了

解並給予學生陪伴。儘管如此，我們意識到學生面對畢業時，心理往往有極大的壓力。課業

需要在期限內完成是其因之一，心裡若還有尚未了結的包袱，壓力更是大。為此，幾年前學

校為學生提供了專業輔導的服務，讓同學們到校外機構去尋求幫助。 

學院藉由輔導老師、教會實習導師和校外專業輔導人員等當責人士的引導和陪伴，期許學生

能更真實地認識自己。「我感恩讀神學院讓我有機會整理過去，課程和輔導讓我對於自己與

家人的關係作了一個總整理」、「感謝神，我有機會重新調整我的價值觀與偏見，重新檢視我

內在許多傷痕與錯誤的期待。原來我對父親的形象與錯誤的期待，嚴重影響我對權柄的看

法…」、「原來敏感是自我中心的，敏銳才能顧全大局」。如此能以覺察自身的長處和弱項、

向聖靈改造之恩敞開、接受挑戰去處理生命問題、並習慣有遮蓋和監督的關係，是學院的期

待。但願每一個華神人出了校門，皆是思覺健康、能勝任有效助人的好牧者。 

神國視野：藉著了解本地以及全球的教會動態，為福音而胸懷世界、掌握時勢並回應時代議

題，使之能以勝任二十一世紀教會的牧養。透過課外的專題聚會、神學講座和宣教週聚會，

認識神的教會在台灣和世界不同地區的彰顯和需要，期許自己在堂會的需要之外、不時有普

世宣教的參與。 

除了課堂的學習，學院更是透過專題聚會，裝備學生認識神的教會在台灣和世界不同地區的

需要，並期許自己在堂會的需要之外、不時有普世宣教的參與，為福音胸懷世界、掌握時勢

並回應時代議題，勝任二十一世紀教會的牧養。學生更是藉由共同異象和興趣，自組不同性

質的社團。其一的宣教團契，在學院宣教中心的輔導之下，同學們透過每週的聚會、一年一

次的宣教週籌劃、為宣教士及宣教工場的需要禱告，接觸並深化普世宣教的意識和負擔。 

暑假的國內外短宣體驗，更是學生身歷其境、粗淺地略微品味宣教士的辛苦和眼淚。有同學

回饋說：「先預嚐了全職宣教士的行程，學習和不同文化的同工溝通和共事，知道自己還有

一大段落差，可以有方向地禱告尋求未來是否合適當宣教士」，但也有同學總結說：「更確定

了自己未來的事奉工場和方向」。華神至今有將近二千位校友，其中宣教士僅占 3.8 %。眺望

全球廣大禾場，求主讓學院在使萬民作門徒的使命上，更蒙主加添心力。 

教會實習：藉著參與教會實際的事奉，使學識與事工、理論與實務，合而為一，能以領導教



會。透過時常省思自身所在參與事工的內涵與異象，培養神學反思的習慣，以達到課堂學習

和工場事奉的整合。 

(1)以課業上所學習到的神學和理論，引導教會的事奉。 

(2)以自己在事工領域上的事奉現況，持續探索所需要進深裝備的內容。 

在校教育許多時候難免是不夠自然、不夠真實的，神學院的在校教育也不例外。關心濡化教

育的學者們常批評一般畢業生比較知道怎麼做學者，而不知道怎麼做一個實務工作者。華神

每週末有一百五十位學生，分布在全省一百間的教會實習。在這一百間教會裡，有 60%的牧

者是學校校友所牧養或配搭的教會。在工場上服事的華神人，本著母校在聖經與神學、牧養

實踐和生命培育的訓練，經過多年的實戰應用、磨練和整合，提供實際事奉操練的機會給在

校學弟學妹們，傳承建造教會和服事主的寶貴經驗。如此的環環連結、代代相傳，延續並實

踐了華神培育神國僕人的重任。 

 

何等感恩，華神除了自己的校友們，多年來也承蒙台灣教會的信任，每年接納學生到教會實

習。「該生服事上當更敞開生命，學習新事奉並真切用愛的行動關懷服事對象及團隊夥伴」、

「太容易被有權柄的人影響而產生搖動，後又產生壓力，且需長時間地倚靠神去突破」、「很

欣賞該生的成熟生命、任勞任怨、能伸能縮…是充滿愛的好同工，謝謝華神栽培這麼優秀的

牧者，期待她在付出中也能照顧到自己的需要」。每逢閱讀牧者們對學生實習的認真回饋，

總低頭感恩有如此多在福音戰場上忠心事奉主的僕人。華神不配，一切是恩典。但願靠主再

接再厲，奮力培育神國僕人，進入教會，完成主使命。 

結語 

理念歸理念，要理念成為可實行，每個在基督裡的個人，才是別人學習的對象與情境。期許

華神塑造華神人，華神人也塑造更有效培育工人的華神。願主為祂國降臨的緣故，繼續使用

華神。主啊，我們願你來！ 

 

節錄自前學務長蔡珍莉老師之《華神人：工人培育的努力，再接再勵》，刊於 2016 年 7 月號

院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