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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课：人才的培养、发挥与安排 
 棒 

 

边说 边做 

培养人才的使命 

 
 
左手好像拿着一棵树苗 
（树苗代表人才）； 
 
右手好像拿着一壶水，浇灌树苗 
（代表培养人才）。 

策略个案看圣经 

 
 
左手手掌张开 
（代表圣经）； 
 
右手指着左手手掌， 
双目同时注视左手手掌 
（代表按照圣经的 
策略、个案培养人才)。 

发挥恩赐需禾场 

 
 
双掌平放腰间，像放在地面上 
（地面代表禾场）； 
然后，双手慢慢向两边伸展开
去（代表恩赐需要在禾场上才
得以发挥）。 

 

安排适当教会兴 

 
 
 
 
 
 
 
 

双手好像把两棵树苗分别 双掌合于胸前，然后向上伸 
种在左边和右边的禾场上 展开去，好像树苗不断成长， 
（代表把人才安排在适当 成为结果子的树（代表人才 
岗位）。 成长，教会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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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故事‧讨论 

〖 教学提示：请教师先把“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这句谚语写在黑板上，然后，

向学员提出以下问题： 
1.  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 

2.  你知道它的出处吗？ 

跟着，请教师生动地讲述《千里马》的故事。然后，安排学员进行分组讨论（教师可预

先剪下附录十《第五课应用》中《千里马》的部分，复印足够每组一张的数量，然後在课堂

上分发给各组）；之后，由组长汇报结论。最后，教师可以总结一下同学的回应，并提出自

己的观点，供学员参考。〗 
  

千里马 
唐代文学家韩愈曾经说过：世间要先有善于

相马的伯乐，然后才会有千里马。千里马经常有，

可是伯乐却不是经常有。 
据说千里马能日行千里，夜行八百；奔跑起

来既轻且快，在你眼前一闪而过，转眼间无影无

踪，教人不仅看不见它扬起的尘土，连它蹄印儿也寻不着。可是，很多

这样的千里马却往往在不识货的马夫手里受尽屈辱，和普通的马一起老

死在马棚里，未能发挥所长，寂寂无闻。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千里马一顿饭要吃一石小米那么多，而喂马的人不懂得它能日

行千里，不愿意用那么多饲料喂它。所以，这匹千里马啊，虽然有日行

千里的本领，却因为吃得不饱，力气不足，想要跟普通的马跑得一样快

尚且办不到，更不用说日行千里了！ 
不识货的马夫不懂得按千里马的特性喂养它、鞭策它，千里马又怎

能发挥它的才能呢！千里马无奈地嘶呜，马夫却不懂得它的意思，反而

手执马鞭，对着它说：“天下没有好马！” 
唉！是天下真的没有好马？还是真的没有识马的马夫呢？ 

 
  

《千里马》的喻义 
世上有千里马，只是往往不获赏识，没得机会发挥所长。换句话说，

有才干、有力量的人很多，但懂得赏识他们的人却很少。 
因为一般养马的人不懂得千里马的特性和价值，没有按它的特殊才

能培训它、喂养它，结果扼杀了它日行千里的才能，还说天下根本没有

什么千里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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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讨论： 
1.  你认为在教会中，“伯乐”可以比喻谁？“千里马”又可以比喻谁？ 
2.  教会要怎样才能出现更多“千里马”？ 
3.  你的“提摩太”是谁？请列出他的一些恩赐，并设计一个发挥他的恩赐的计划。 
 

〖 教学参考： 
1.  伯乐可以比喻教会的牧者，千里马可以比喻有恩赐的弟兄姊妹。 

2.  教会牧者不要说弟兄姊妹没有恩赐，反而要： 

• 懂得识别弟兄姊妹的恩赐； 

• 按弟兄姊妹的恩赐培训他们，喂养他们； 

• 按弟兄姊妹的恩赐引导他们到合适的岗位，栽培和发挥他们的恩赐。〗 
 

教会 重要的资源就是人。信徒的恩赐、才

干都是教会里的宝藏，有待我们去发掘；各人的

恩赐、才干如同种子埋在地里，如果得到适当的

栽培，就能开花结果，有的收成三十倍，有的六

十倍，有的一百倍。反过来说，如果弟兄姊妹没

有得到适当的培育，他们的才干和恩赐就会被埋

没，教会就很难增长。教会领袖的一个主要职责

就是培养信徒成为门徒、同工或领袖，让他们充

分发挥他们的恩赐，彼此搭配，建立基督的身体，

叫教会和众人蒙福。在这一课，我们会集中讨论

教会的领袖应如何看待和履行这方面的职责。 
 
 

培养人才的使命 

一、主的托付与命令 
读经 : 太 28:19~20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

洗。20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

末了。” 
身处任何时代，教会都必须重视培养人才，因为这是主耶稣给教会的命令。马太

福音 28章 19至 20节记载了主耶稣在升天前给使徒的使命，也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使命。

这不光是一个关乎宣教的使命，也是一个关乎培养人才的命令。因为我们要使万民成

为门徒，引领他们向主委身（受洗），并且要以真理造就、栽培（教训）他们，以致他

们日后也能遵守这条命令，帮助其他人成为主的门徒。事实上，新旧约圣经有不少关

于培养人才的例子，其中一些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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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亚伯拉罕培训家中 318 名壮丁，结果他们成为拯救罗得一家的特别部队（参创

14:14~16）。 
2.  摩西栽培约书亚成为他的接班人（参出 33:11）。 
3.  撒母耳负责监管一群先知（参撒上 19:20）。圣经学者相信他建立了一所训练先知

的学校。 
4.  以利亚拣选、呼召以利沙作他的门徒（参王上 19:19~21）。 
5.  彼得栽培马可，让马可知道主耶稣在地上所行的许多事迹，马可因而能编写马可

福音（参彼前 5:13）。 
6.  重要的例子是，主耶稣花了三年的工夫来栽培十二个门徒，在他们身上付出了

很多时间和心血，以致他们在他升天后能够承担天国的使命，完成他给他们的托

付。 
 

二、教会当前的需要 
随着中国教会的复兴，中国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信主。教会的事工，例如：讲

道、牧养、教导、探访、辅导、植堂、主日学、巡回布道、音乐敬拜、文字工作、青

少年事工等，都需要更多人，特别是年青同工的参与。可是，中国教会在人力资源方

面遇到三大难题： 
1.  供不应求：中国教会的牧者与信徒的比例约为 1:10,000，试问一位传道同工又如

何能同时牧养一万名信徒？这个数字反映培训工人是中国教会当务之急； 
2.  缺乏训练：由于传道同工严重不足，不少灵命仍未成熟的信徒不得不承担牧养教

会的工作。可是他们大部分都缺乏真理和技巧方面的装备，因而未能充分发挥恩

赐，事奉的效果也未如理想； 
3.  人才流失：年青的同工因经济或其他问题退下来，转到外地打工。 
 

要解决这些问题，教会的领袖必须按各样事工的需要和发展，制定培养人才的计

划： 
1.  先评估教会缺乏哪方面的人才。例如：教导、牧养、音乐、敬拜、辅导、管理、

宣教、主日学、传福音、文字工作、青年班导师。 
2.  计划如何培养教会所需要的人才。例如：如果教会需要音乐方面的人才，可以考

虑把合适的人送到音乐学校接受训练。教会的领袖要在这方面作长远的规划，以

致教会不会缺乏任何一类的人才，并且各人都能称职。 
3.  与此同时，教会也要给同工合宜的安排和支持，留住教会的人才。 
 

三、都市化的挑战 
面对都市化所带来的挑战，各教会必须加倍重视培训人才，特别是年青人，方能

满足未来的需要。截至 2008 年，中国农村人口约为 7 亿，城镇的人口约为 6 亿。然而，

目前中国都市化的速度是全球之冠。有研究指出，到了 2025 年，中国市镇的人口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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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9 亿，而到 2030 年将会突破 10 亿。

也就是说，在未来 20 年，将会有大批农

民，特别是 20 至 50 岁的一群，迁往市

镇工作或居住。 
这几年，全国的各个城市和沿海地

区的春运紧张情况，清楚说明与都市化

关系密切的民工潮已经势不可挡。再者，

好些省市的政府已着手在农村大幅征收

土地，把农民迁徙到新建的社区。我们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会有大量的基督徒

和非基督徒从农村迁往城镇。面对急遽的都市化所带来的影响，教会必须针对年青人

进行“四化”：万民福音化、信徒门徒化、教会属灵化和家庭基督化。因为城市的教会，

不管它们服事的对象是以知识分子还是以民工为主，都会有较多的年青人。 
可是，年青的信徒很容易被世界同化，在世俗潮流和各样歪风中随流失去。教会

如果不愿意年青人流失的话，就要想想如何帮助他们。年青人有理想、创意、冲劲，

愿意拼搏和学习。所以，我们应把握都市化的机遇，用心培养他们，给他们合适的平

台和足够的时间去发挥他们的恩赐和才干，以致他们不会失去事奉主的职分和福分。

因此，各地的教会，尤其是农村教会，现在就要加紧培养年青的一代，安排他们在本

土服事，让他们起来栽培和训练将会迁到城镇工作的一代；又或是训练他们，然后把

他们差到城镇带职或全职服事，一边向城镇的新移民和流动人口宣教，一边牧养从农

村到城镇打工的信徒，实现万民福音化、信徒门徒化、教会属灵化和家庭基督化。 
 

小结 

基于主耶稣给教会的托付，同时因应教会当前的需要，教会必须加倍重视培养和

发掘人才，方能完成主耶稣给教会的使命。假如我们不重视，教会必定会受到很大的

亏损，以下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一位 70 多岁的老弟兄在教会服事了 30 多年。一直以来，他认为星期天
有聚会就可以了。他不但没有培养教会的年青人起来接棒，还把有恩赐的人
一一赶走，导致现在他的教会没有年青人，没法前进。 

 
此外，面对急遽都市化所带来的转变，各教会的同工，特别是已届中年的，一定

要明白：假如教会不重视培训人才，不管教会目前有多兴旺，也不管他们如何尽心竭

力事奉，教会早晚会后继无人，顶多只能勉强维持下去。反过来说，如果教会能吸纳

和培养更多年青人成为门徒、同工和领袖，教会就能有效地把福音伸延至其他地方，

开拓和建立更多的聚会点，履行主耶稣给教会的托付和命令。 
 



84 教会管理实务 

策略个案看圣经 
即使我们有培养人才的异象和负担，这并不能保证我们必定可以达成目标，我们

还需要制定有效的策略。 有效的策略是，培训者跟随基督的榜样，愿意舍己，通过

实际生活和有系统、有计划的训练和教导，使受训者成为门徒、同工或领袖。在主耶

稣事奉的生涯中，他把一部分精力投放在医病、赶鬼

和向群众传道的事上，又把一部分精力投资在门徒身

上，用心栽培他们，包括七十个门徒、十二位使徒，

又特地培育彼得、约翰和雅各。他的栽培工作为日后

初期教会的运作和发展奠定了很重要的基础。四福音

书记载了不少主耶稣培养和发挥人才的策略，很值得

我们一起学习。 
 
读经 : 太 9:36~38 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

一般。37 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38 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

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读经 : 路 6:12~16 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13 到了天亮，叫他的门

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14 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

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得烈；又有雅各和约翰；腓力和巴多罗买；
15 马太和多马；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和奋锐党的西门；16 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卖主

的加略人犹大。 

一、先祷告 
主耶稣看见许多人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就教导门徒要先祷告，求神“打发

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要有效解决工人荒的问题，我们要遵照主的教导——先祷告，

求神感动合适的弟兄姊妹投入服事主的行列，并且引导我们有策略地培训工人。以下

是一位同工的见证： 
 

“我在……宣教期间，眼看不少宣教士未能好好承担主的托付，因着种
种情况，更相继离开禾场。我就向神祷告寻问，应如何回应这看见。经多年
祷告，神让我明悉培训工人的重要性。于是，我再进到神学院接受装备，也
继续寻求神的引导。”1 

 
再者，我们也要为今天教会里的年青人和他们的父母祷告。由于眼见上一代的传

道人生活困难、挨打、坐牢、被人轻视，很多年青人都害怕当传道人，也有年青的姊

妹表明不愿意跟传道人结婚。此外，他们的父母大都宁愿他们出外打工，也不愿意他

们接受教会的培训。因为他们认为传道人的生活没有保障，不希望自己的儿女吃苦。

                                                        
1 〈培训工人，承担使命〉，《传书》双月刊，2010年第107期（中国信徒布道会：网上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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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青一代和他们父母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教会的领袖和为人父母的弟兄姊妹

都应在神面前祷告和思考：教会应该怎样看待那些既有恩赐，又甘心在教会劳苦服事

的工人？大家要怎样做才能留住这些负责牧养教会下一代的人？怎样做才能鼓励和支

持更多的年青人投入全职事奉，并且一直坚持下去？ 

二、挑选人 
虽然当时有很多人跟从主，但主耶稣不是统统给他们训练，而是先上山祷告，然

后从众多跟随他的人中，挑选十二位成为使徒。在一般人的眼中，十二使徒都不是适

合作使徒的最佳人选，因为他们的社会背景或性情都不大理想，包括四个渔夫、一个

当时社会所憎恶的税吏（马太）、一个性格多忧多疑的多马……。然而，主耶稣的做法

提醒我们：要挑选合适的受训者，我们不能凭个人的主观感受或社会的价值观来做决

定，而是要寻求神的引导。因为我们很想训练的人，不一定愿意谦卑受教；我们认为

不合适的人，却很可能是愿意接受培训的合适人选。 
哪些人最适合接受培训呢？主耶稣曾向众人和门徒表示：跟从他的人必须舍己，

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参可 8:34）。接受培训的人必须

愿意舍己；他们必须愿意放下自己——放下自己的权利

和安舒，愿意接受各样的安排；放下自己的观念，愿意

谦卑地学习；不求自己的荣耀，但求耶稣的荣耀；他们

如同当年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所骑的驴驹那般完完全全

地顺服主的命令，并且让人注视耶稣基督。舍己的心志源于

人对神的渴慕，我们只要从日常生活入手，细心观察，就不

难知道哪些人对神有很强烈的爱慕，愿意为神舍己。 
 

 
没有呼召的年青人可以接受培训吗？ 

我们认为没有或还未清楚呼召的年青人也可以接受培训。受训者有从神而来

的呼召，当然是非常理想。可是，不少年青人是在培训或事奉期间，才清楚神对

他们的呼召。例如：在某个片区，纵然很多年青信徒的父母都是信主的，但这些

年青人大都不愿意事奉。可是，他们的父母坚持要他们参加教会的培训和事奉，

结果其中一些人的口才、恩赐都挑旺起来，并且在事奉中确定神对他们个人的呼

召。退一步来说，即使在接受培训的人中，最终神只呼召其中少数人全职事奉，

但大部分人在多方面已得到造就，培训工作仍是有价值的。 
但话得说回来，接受宣教培训的年青人应该先清楚从神而来的呼召，并且最

好能得到家人的支持。因为宣教工作涉及大笔的金钱支出，例如：路费、生活费

等。如果他们没有或不清楚从神而来的呼召，他们很快就会退下来，他们和教会

都会蒙受很大的损失。例如：某教会打发一个年青人去西北宣教，为各项的费用

支付了差不多二万圆；可是那个年青人到达禾场后，就跟教会失去联络，音讯全

无。后来，教会才知道他在当地打工，并且已经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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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培训领袖开始 
读经 : 路 6:12~13 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13 到了天亮，叫他的门

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 
主耶稣认为训练领袖是 首要的培训工作。他整夜在山上为挑选十二使徒祷告，

由此可见，对他来说，培训领袖是非常严肃和重要的事情，我们应予高度重视。保罗

也认为领袖训练 重要，因此，他 
1.  嘱咐提摩太：“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

的人。”（提后 2:2） 
2.  带着提摩太到各处事奉， 后安排他作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并且指示他在神的家

中应当怎样行。（参林前 4:17；提前 1:3，3:15） 
3.  安排提多作革哩底教会的长老，并且告诉他应如何帮助当地的信徒。（参多 1:5） 
4.  训练以巴弗，并且安排他在歌罗西牧养教会。（参门 1:23；西 1:7） 

《直奔标竿》的作者华里克所服事的马鞍峰教会是一所小组教会，这所教会每年

约有 8,000 人受洗归入基督，教会的人数因而不断倍增。有好些教会也曾尝试以小组

的模式来牧养，却不成功。一个主要原因是，这些教会没有健全的小组组长训练系统

作为配套，因而没法有效地把信徒训练成为小组的领袖、牧者，结果组员的成长和小

组的扩展都受到很大的限制。此外，某城 大的一个教会有多达 10,000 名信徒（2010
年的数字）。该所教会的主任牧师表示：教会要倍增，必须把重量级的人才放在两方面：

分别是传福音（包括门徒训练）和领袖训练。古今中外的经验都证明：教会要倍增，

就必须注重领袖训练。 

四、小组训练 
读经 : 可 3:14 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 

十二个人就是一个小组。主耶稣主要以小组的形式来培养天国的人才，好让使徒

能常和自己同在。这种方法不单可以让他们感受到主耶稣在生活各方面对他们的关怀

和照顾（例如：主耶稣跟他们一起坐船，遇上暴风，主为他们平静风浪）；还可以让他

们直接从他身上学习功课（例如；主在被卖的那一夜，洗他们的脚）。主耶稣与使徒一

起生活三年多，与他们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他们亲眼看见和亲耳听见主耶稣如何讲

道、面对逼迫、关心有需要的人、安慰伤心的人……，从而学到许多实际的知识和技

巧。典型的例子是，有一回，门徒不能把一个小孩子身上的鬼赶出去，就把那个小孩

带到耶稣面前。耶稣就在他们面前斥责那鬼，把它赶出去。于是门徒问耶稣为什么他

们不能把那个鬼赶走。耶稣就教导他们，对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就不能

把它们赶出去（参太 17:14~21）。 
此外，在十二使徒当中，主耶稣特别栽培彼得、约翰和雅各，经常带领这三人小

组去祷告（参路 9:28~29；可 14:32~33），刻意栽培他们成为初期教会的主要领袖。 
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只管专注栽培一小撮的人，不用理会其他弟兄姊妹的需要。

我们也不是否定短期或大型训练聚会的价值。然而，我们要明白：小组训练的模式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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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师徒关系，能让培训者悉心以真理和个人的生命紧密地栽培、激励受训者成为既有

知识也有生命力的牧者，可以有效满足教会目前和将来众多的需要。即使我们因好些

条件限制而未能以小组的形式来培训人才，我们也要多争取机会，与受训者共同生活。

以下就是一个例子： 
某教会的圣经学校安排了一对夫妇专门照顾学生的生活，他们不单跟学

生一起住、一起吃，还跟学生一起祷告和灵修。他们主要的工作不是讲课，
而是跟一群接受培训的年青人彼此交心，关心他们，辅导他们，以他们的生
命来影响受训者的生命，成为他们成长路上的良师益友。学校发现这种生命
教育对造就一群年青受训者的灵命十分有效，可以让他们亲身体验到如何追
求长进。 

 

五、按部就班 
读经 : 可 3:14~15 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15 并

给他们权柄赶鬼。 
读经 : 可 6:7 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地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

制伏污鬼…… 

（一） 不用急 

耶稣设立十二使徒的时候，他没有马上差他们去工作；过了一段日子，他才差遣

他们两个两个地出去传道、赶鬼。同样，我们不要因为教会闹工人荒，就急于把一大

堆材料一下子塞进受训者的脑子里，然后匆匆打发他们出去服事。我们要由浅入深，

按部就班地培训他们。各教会可以考虑我们所倡议的培训原则——也就是系统性、全

面性、全人性、延伸性、倍增性、传递性和十架性，来设计全方位的培训计划，使受

训者成为无愧的工人（详参《培训之道》）。 

（二） 分阶段 

理想的培训应包括三个层面：真理、灵性和事奉技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全人性

原则。培训的过程可以按内容分为三个阶段： 
1.  第一个阶段是基础训练，内容可以包括《新生命》、《新生活》、《门徒之道》和《牧

者之道》等入门课程。 
2.  第二个阶段是研习圣经经卷，内容可以包括新旧约各经卷的概论。这个阶段的训

练十分重要，我们务必帮助受训者认识、明白和遵行神的话，以致他们日后能按

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也能胜过魔鬼的试探。就是主耶稣，也是以圣经的话来抵

挡魔鬼的试探（参太 4:4、7、10）。因此，我们应该培养受训者重视神的话。事实

上，不符合圣经真理的“事奉”，是不会有效果的。 
3.  第三个阶段是事奉训练，内容可以包括释经学、讲道学、教会历史和宣教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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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有弹性 

此外，我们要按一般受训者的文化程度、灵命，制订一个进度表，例如：每年、

每月或每个星期要训练的项目。培训的内容不能太深，不然受训者会接受不了；但也

不能太浅，否则他们会失去兴趣。无论如何，我们要因应受训者的实际情况，弹性调

整培训的方案，包括训练的内容、时间和地点。 
 

六、帮助受训者彼此相爱 
读经 : 约 13:34~35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35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

徒了。” 
主耶稣培训的一个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事奉的团队——当中的成员能彼此相爱，

而不是互相争竞，甚至互相排斥。当门徒争大时，他特地为他们洗脚，教导他们彼此

接纳、彼此相爱的功课（参约 13:14~15）。要在这个时代有效见证主，教会的弟兄姊

妹，特别是一群同工，必须彼此相爱。大有恩赐的使徒保罗也需要有属灵的伙伴帮助

他完成使命，何况我们和我们所培训的人呢？ 
如果受训者的性情在受训期间没有被塑造，总是自我中心，日后他们在禾场就很

难跟其他同工搭配。即使他们在其他方面的装备都很好，他们也会因为未能爱弟兄而

失去圣灵的能力，没法在世人面前见证主。所以，我们栽培弟兄姊妹的时候，要以身

作则，以自己的生命榜样来教导他们彼此相爱的功课。 
事实上，彼此相爱是每一个事奉主的人要终身持续学习的功课（参《巴拿巴手册

（一）》和《巴拿巴手册（二）》）。因为许多例子都说明一个现象：目前各教会内部出

现的问题，大多数是因为教会里有人专权，又或是同工间的分裂带来的。 
 

七、帮助受训者操练敬虔 
读经 : 约 15:19 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

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 
主耶稣在他被卖的那一夜，提醒门徒：他们不属这个世界；他们是天父从世上分

别出来赐给他的人（参约 17:6）。同样，我们也要提醒受训者，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并且要帮助他们分别为圣，不要爱世界上的事，包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

的骄傲（参约壹 2:15~17）。随着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社会变迁，魔鬼对教会同工的攻击

逐渐以名、利、财、色来代替以往那种直接的逼迫，有很多人都受不住引诱，毁了自

己的事奉。因此，我们不单要传递圣经的真理，更要教导受训者如何在这个以金钱挂

帅的社会和今世的风俗中，操练敬虔，结出圣灵的果子，讨神喜悦。我们要帮助他们

建立和保守内在的生命，以致他们能有美好的外在服事和见证（参《仆人的素质》第

七至十二课）。总的来说，我们既要以真理装备受训的人，也要培育他们的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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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讨论 

你的教会有没有训练人才？你们采用什么样的培训模式？训练了多少人才？效果

如何？如果是效果很好，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是效果未如理想，你们有没有找出

失败的原因？ 
 

发挥恩赐需禾场 
福建有一位弟兄训练传福音的人才的方法是，安排受训者到街上或某些公众场所

实践他们在课堂上所学的东西（每星期上课四天，

另外两天实习），效果不错。这个例子说明：要让

受训者充分发挥他们的恩赐、潜能和才干，我们

不单要为他们提供培训，还要为他们安排实习的

机会。这实际上就是主耶稣所用的方法——分派门

徒两个两个地出去服事。然而，我们要在事前有妥

善的计划，并且在事后有适当的跟进。 

一、心理准备 
读经 : 太 10:1 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

症。 
马太福音第 10 章的内容可以说是耶稣差遣十二门徒到外面实习前的简报会——

主耶稣向他们说明实习的地点（参太 10:5）；他们要有什么装备（参太 10:9~10）；他

们要怎样入手（参太 10:11~13）；他们会遇到什么困难（参太 10:14~22）；鼓励他们不

要害怕（参太 10:24~42）。 
大家要学习主耶稣的做法，在差派受训者到禾场实习前，要给他们清楚的指示，

让他们有充足的心理准备，免得到时感到慌乱、不知如何是好，又或是给自己太大的

压力，影响发挥。 

二、逐步放手 
读经 : 约 3:30 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即使我们已给受训者做好心理准备，我们也不能一下子就完全放手，让初出茅庐

的受训者独自面对各种他们从未遇过的挑战，免得他们因期望太高或遭遇挫折而对自

己感到十分失望。以下是一个例子： 
一位老同工带同一位有潜质的年青同工一块儿服事，让年青的同工可以

在讲道、带领敬拜等方面学习和实习；老同工也观察他在哪方面较有潜质，
然后就在那方面给他安排更多事奉的机会，让他的恩赐显明和发挥出来。 
受训者需要磨炼事奉的技巧，累积事奉的经验。大家可以考虑采用以下的事工交

接原则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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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初的阶段，培训者先给受训者示范，让他们从旁观察。例如：我们要去医院

向垂危的病人传福音，我们可以邀请受训者跟我们一道去，让他们学习如何向这

一类的病人传福音，了解需要注意的事情。 
2.  过了一段时间，培训者可以做一部分，让受训者做一部分。例如：由一位年长的

同工带着数位年轻信徒一起去布道，彼此搭配。 
3.  再过一段时间，培训者看，受训者做。这不是说，培训者袖手旁观，而是说，培

训者要从旁鼓励、指正，甚至在必要时，加以协助。 
4.  在 后的阶段，培训者退，受训者做。在正式放手前，培训者可以学习耶稣的方

法，安排受训者两个两个到禾场实习，让他们可以彼此支持，彼此分担所要承受

的压力。由于培训者没有亲自到禾场指导受训者，培训者要小心挑选禾场，禾场

的带领同工必须有栽培后辈的异象和爱心——不会事事挑剔或提出诸多要求，又

能真诚地给受训者提意见。 

三、时间、空间 
读经 : 传 3:11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 

教会要给受训者足够的时间去发挥他们的恩赐。以讲道为例，不要以为受训者平

日会有很多机会讲道，其实他们讲道的机会都很少。因此，在实习期间，大家不要因

为受训者起初一两次讲道的表现未如理想就马上断定他们没有讲道的恩赐，因而不再

给他们讲道的机会。我们要明白：越多讲就越想讲，越少讲就越不想讲，越不想讲就

越不敢讲。诚然，恩赐还未显明的受训者，往往不受欢迎。然而，我们要多给他们机

会。我们也要跟这些受训者一起检讨，找出改进的方法。一棵果树的各条枝子，不一

定会在同一时间开花结果，有些会快一点，另外一些会慢一点。同样，即使两个人有

相同的恩赐，他们的恩赐不一定会在同一时间内显明，我们要接受这种差异，给各人

足够的时间去确定和发挥自己的恩赐。 
此外，由于恩赐的种类可不少，要帮助受训者确定自己的恩赐， 好的方法就是

给他们足够的空间，让他们尝试在不同的事奉岗位实习。一个从没尝试过教导别人的

人，当然不会认定自己有教导的恩赐。我们可以先从他们个人的兴趣和负担入手。然

而，培训者和受训者都不要因为受训者的兴趣和负担而限制实习的范围。相信经过一

段时间多番的实习，众人都会发现受训者的恩赐。 

四、鼓励、信任 
读经 : 提后 1:6~7 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

7 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第二封信。虽然他写了“前书”去鼓励提摩太，

但还是要再写一封信鼓励他，因为提摩太仍是胆怯，恩赐仍未得到有效的运用和发挥。

对于年青的同工，我们要信任和多番鼓励他们。很多人的才干和恩赐没得到应有的发

挥，因为责备太多，鼓励太少；众人只指出他们做得不对的地方，却没有就他们做得

对的地方给予鼓励，导致他们灰心退后，不愿意继续服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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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流、进修 
每个教会或圣经学校都有自己的特色，也有本身的限制。要突破本身的限制，提

升教会人才的素质，各教会可以考虑邀请别处教会的老师来教导一些短期课程（例如：

辅导学），那就可以弥补不足。 
此外，我们可以鼓励那些已经有基本训练的受训者，参加别处教会或团队举办的

培灵会或短期培训班，既可让他们与别人交流，扩阔他们的视野，也可以让他们接受

进一步的造就。 
对于恩赐和负担都已经显明的受训者，各处教会可以考虑按他们的恩赐和负担把

他们保送到相关的学校进修。例如：把有宣教恩赐的人保送到训练宣教工人的学校受

训；把对牧养、教导有负担的人保送到一些较重视解释圣经和讲道的学校接受进一步

的栽培。然而，各处教会保送人到外面交流或进修前，需要注意以下两点： 
1.  要先弄清楚有关的教会或学校的理念和教义：如果彼此在教义和事奉的理念方面

有重大的分歧，受训回来的人很可能会因为观念不一样而未能投入事奉，甚至引

起纷争。 
2.  向受训者承诺他们进修回来后，教会一定会给他们事奉的岗位；受训者也应该承

诺日后必定会返回母会服事，因为教会为他们支付路费和生活费。双方都应该这

样做，因为教会不给他们安排岗位，就白白浪费了人才和金钱。受训的人如果因

为外面的条件更好而不愿意回到母会事奉，在道理和人情上都说不过去。 
 

安排适当教会兴 
我们要为有恩赐、呼召和接受过培训的年青人，安排合适的环境，让他们可以充

分发挥他们的恩赐和才干。 

一、正确的心态 
要在人事方面有 适当的安排，各教会的带领同工必须有正确的态度： 

（一） 舍己：年青同工是属于主的 

读经 : 林前 3:4~7 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

你们和世人一样吗？5 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

们各人的，引导你们相信。6 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惟有神叫他生长。7 可

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 
教会的领袖必须提防把年青的同工占为己有，更不应刻意安排他们成为自己“派

系”的人。虽然同工们花了很多心血、感情和时间在年青的同工身上——教导他们许

多真理和技巧，甚至给他们经济支持。但大家要谨记：他们成长，是因为神，而不是

因为我们的功劳。培训人才是舍己的工作。我们是为神的国培养人才，让他们成为耶

稣基督的仆人。这些人不是属于我们的，无须长期留在我们身边，跟我们一起服事。



92 教会管理实务 

对于其他同工所栽培的人，我们要一视同仁，接纳、珍惜他们。不然， 终只会为教

会带来亏损，以下就是一个真实的个案： 
 

90 年代初期，某个教会有一群青年同工被成全起来。他们既有恩赐又有
受苦心志，并且口才、知识都很好。可是教会的领袖互相争斗，不信任对方
所栽培的同工，结果当权的领袖把他们统统打发到东北去开拓教会。他们开
拓了五六个聚会点。由于领袖们只顾争斗，没有关心他们的死活，他们在长
期没有任何支援的情况下，受了很多苦。四年后他们不得不退回母会。然而
他们都很伤心，有些结婚去，有些打工去，几乎所有人都流失了，剩下的寥寥
无几。 

 
假如我们所管理的教会暂时没有合适的岗位给一些年青的同工，我们应该跟他们

商量，看看他们是否愿意被打发到别的教会服事，免得埋没他们的恩赐和才干。无论

如何，我们要鼓励他们多去服事，接触不同类型的人，从而了解他们 适合在哪一类

人当中服事。 

（二） 谦卑：我必衰微 

我们不用担心年青的同工会超过我们，做得比我们更好，

而故意限制他们发挥的机会，特别是那些在恩赐、学识和才

干方面都比我们优胜的年青同工。我们要有国度的胸襟，而

不是以自己为中心。我们应该学习巴拿巴的榜样：刚开始的

时候，巴拿巴是保罗的师傅，带着保罗四处去服事。但后来

保罗反而带头说话（参徒 14:12），担当领导的角色，可是巴

拿巴并没有因而感到酸溜溜。我们相信巴拿巴给保罗足够的

空间，保罗才可以有效地发挥他的恩赐。我们要谨记：“他必

兴旺，我必衰微。”总有一天，我们都必定要退下来。事实上，

如果年青的一代比我们做得更好，我们应该为他们感到高兴，

为他们感谢神。因为神的国增添了一些优秀的工人。 
 

二、按恩赐、需要分配 
读经 : 太 25:15 按着各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五千，一个给了二千，一个

给了一千，就往外国去了。 
马太福音 25 章 14 至 29 节的比喻指出，身为天国的主人，神会按各人的才干给他

们不同的责任。同样，我们要按各年青同工的恩赐分配岗位，既不能大材小用，也不

能小材大用；让各人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事，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再者，我们也

要按禾场和片区的需要，安排合适的工人到当中服事。如果两个片区都有同样的需要，

我们应向弱小的片区投放更多的人力资源，毕竟大的片区已经有不少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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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足够的支持 
我们不要以为当受训者起来服事后，培育人才的使命就完成了。要避免教会的人

才流失，我们必须给同工，特别是年青的同工，足够的支持，帮助他们坚守事奉的岗

位，忠于主给他们的呼召。 

（一） 情感支持 

读经 : 提后 1:3~4 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事奉的神，祈祷的时

候，不住的想念你，4 记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 
在提摩太后书，保罗不是一开始就给提摩太一大堆指引，而是先告诉提摩太，他

在神面前不断记念提摩太，也记念他的眼泪，让提摩太知道保罗明白他的艰难和痛苦。

这点人情味能鼓励提摩太，因为他知道他不是在单打独斗，或处于一个叫天不应、叫

地不闻的局面，而是有人在记念他；就是那位位分很高，并且承担着很多教会事工的

保罗，一直在关心他。 
在教会中，成熟的同工就好像保罗，而年青的同工就好像提摩太。我们要仿效保

罗的做法——让一个成熟的同工跟几个年青的同工建立稳定的“师徒关系”，常常鼓励

年青同工要爱主和事奉主，并且以祷告托着他们的事奉。对于被打发出去服事的年青

同工，他们的师傅要跟他们保持沟通，定期了解他们的困难，因为他们会很容易感到

灰心。对于移民宣教的同工，当师傅的每年总要抽时间去到禾场探望他们，甚至在有

需要的时候，请他们短暂离开禾场，回到母会休息一下。 
至于留在本地事奉的年青同工，特别是恩赐不突出的（他们很容易会因为未受到

重视而感到心灰意冷），我们除了个别关心他们，也可以为他们安排牧人团契。例如：

老一代的同工可以把不同片区，但在相同岗位服事（例如：主日学）的同工，定期招

聚在一起，既可给他们查考圣经，以及提供训练，改进他们事奉的技巧，也可让他们

彼此分享事奉的心得和个中的苦与乐，彼此学习和支持。 

（二） 经济支持 

读经 : 加 6:6 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 
读经 : 林前 9:13~14 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伺候祭坛的，就分

领坛上的物吗？14 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 
很多年青的同工，由于在经济上没有任何支持， 终被迫放弃事奉，出外打工。

面对年青同工流失的问题，教会必须思想如何在经济上支持年青的同工。他们跟其他

人一样，也需要结婚成家、养妻活儿、照顾父母。即使教会的收入有限，不能多给同

工经济补助，但绝不应不理会他们的生活需要。以下就是一个治理同工的做法： 
 

一位年青同工到了成婚的年龄，且已找到对象。可是由于家境穷困，这
位同工打算出外打工赚钱。我为了让他可以留下来事奉主，特意找男女双方
的家长倾谈，向他们表示弟兄要专心事奉，希望他们可以免除盖房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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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向他们表示：教会的钱不多，只能在弟兄的婚事上给他数千圆的补助；
此外，为解决一对新人居住的问题，教会安排把他们调到某个城市服事，并
且会在当地为他们租房。 

 
事实上，我们要教导弟兄姊妹，他们身为在道理上受教的一群，有责任把一切需

用的供给施教的人（关于这方面，我们将在第十课《教会的财务管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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