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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道學                  簡明瑞 

一、講道的定義 

  1.字典的定義：講解經義或宗教教義。 

  2.聖經的定義：傳講神的道（路五 1；徒二 14-37；提後二 15；徒十八 24-28）。 

    A.對外傳福音（可十六 15）。 

    B.對內牧養（約廿一 15-17）。 

二、講道的目的 

    1.領人歸向神（徒廿六 18）。 

2.福音的廣傳（徒一 8）。 

3.生命的改變（雅一 21-25）。 

三、講道者的態度 

  1.重視講道的職分（林後四 1-2、7；帖前二 4）。 

  2.學習講道的方法（太五 1-2；八 1；十 1）。 

  3.祈求講道的恩賜（林前十二 28-31；十四 1；出四 10-12）。 

四、講道者的裝備 

  1.正確信仰與信心（徒十一 19-24）。 

  2.自覺自己的使命（徒廿六 19；林前九 16-17、19）。 

  3.充實自己的知識（提後三 15-17） 

  4.重視靈修生活（提前四 8、12-16） 

  5.祈求聖靈充滿（徒一 8）。 

    A.聖靈是奉差遣的證據（約廿 21-23）。 

    B.聖靈參透萬事（林前二 10-16）。 

    C.講道乃是倚靠聖靈的大能來證實真理（林前二 1-5）。 

      ※眾人很希奇耶穌的教訓（太七 28-29；可一 21-22）。 

五、講材的來源及運用 

  1.講材的來源蒐集 

    A.整本聖經（提後三 16-17）。 

    B.天地萬物（詩十九 1-5；羅一 20）。 

    C.生活體驗（林後一 8-10）。 

    D.有益書籍。 

  2.講材的運用原則 

    A.適合講道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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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適合自己的程度。 

    C.適合聽眾的程度。 

    D.切合實際的需要。 

六、組織講章的重要 

  1.對講道者─容易講述、理論清楚、避免遺漏、便利存查（作記錄）。 

  2.對聽道者─容易聽懂、容易牢記、容易筆記、段落分明，融會貫通。 

七、講章的結構─題目、引言、本論、結論。 

1.題目─沒有題目就沒有目標。題目是講章的名子與記號。 

  A.定題目的目的： 

    a.好題目會引人注意與興趣。 

    b.題目標示出講道與聽道的方向。 

    c.題目有助整合與記憶講章內容。 

  B.定題目的原則： 

    a.主題單一。 

    b.縮小範圍。 

    c.簡潔淺易。 

    d.有吸引力。 

    e.有真理性。 

  c.如何定題目： 

    a.以經句為題目。 

    b.以聖經的事蹟為題目。 

    c.以時事的需要為題目。 

    d.以信徒的需要為題目。 

  2.引言─講章的媒介、先鋒、開場白。 

    A.引言的目的： 

      a.引言必須吸引人，並破題讓人對這個題目有興趣。 

      b.引動聽眾聽道的動機，引發聽眾關注自我的需求。 

      c.引導進入本論，使聽道與講道的律動自然流暢，步步引人入勝。 

    B.引言的方法： 

      a.引用經文。 

      b.引用時事。 

      c.引用故事。 

      d.解釋題目。 

      e.感觸感想。 

      f.名人名語。 

      g.問題導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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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引言的原則： 

      a.要與主旨題目或本論有關。 

      b.單一思想、簡要精確。 

      c.具有延展性、啟發性。 

  3.本論─是主題或中心思想所在，對中心論點作出論證。 

    A.目的─教訓、勸勉、警戒、安慰…。 

    B.大綱─為何（目的）、如何（方法）、勉勵（實踐）。 

      ◎題目：當孝敬父母 

      ◎大綱：一、為何孝敬─目的 

                1.為報答親恩（提前五 4） 

                2.因神的命令（出廿 12） 

                3.神應許祝福（弗六 1-2） 

              二、如何孝敬─方法  

                1.尊敬父母（利十九 32；王上二 19） 

                2.聽從父母（弗六 1；撒上十七 17-22） 

                3.奉養父母（可七 10-13；創四十七 12） 

              三、勉勵孝行─實踐 

                1.大衛的模範（撒上廿二 3-4） 

                2.耶穌的模範（約十九 25-27） 

  4.結論 

    A.結論的意義─是用來結束講道的。 

    B.結論的原則： 

      a.結論必須簡潔有力，總結、提醒聽眾全篇的要旨。 

b.結論不能沖淡本論，讓聽眾聽完結論後，受感動立即去實行。 

      ◎以上述題目作結論：當孝敬父母 

      結論：戲笑父親、藐視而不聽從母親的，他的眼睛必為谷中的烏鴉啄出來， 

           為鷹雛所吃（箴卅 17）。 

           你們作兒女的，要在主裡聽從父母，這是理所當然的。要孝敬父母， 

           使你得福，在世長壽。這是第一條帶應許的誡命（弗六 1-2）。 

八、釋經的方法：歸納法 

  1.什麼是歸納法： 

    英文的 Inductive（歸納）源自於拉丁文的 in-duce，為「帶進」的意思。 

    也就是由「具體事實」帶進「一般原則」或「真理」的方法。 

  2.歸納法的步驟：觀察→解釋→應用 

    A.觀察：先由速讀與精讀，看清楚聖經說了哪些事實？ 

◎運用「六何」分析法，來觀察事實。※亞伯蘭下埃及（創十二 10-20） 

        何人──有哪些主要人物？（背景、品德、信心、結局…等）。 

https://bible.fhl.net/new/read.php?id=17269&VERSION=unv&strongflag=-1&TABFLAG=0&ide=1&m=#h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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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事──發生甚麼事，主旨是甚麼？ 

        何時──甚麼時候發生？與何重要事件時間背景有關？ 

        何地──在什麼地方發生？地點的背景有何關係？ 

        為何──發生的原因是為何？。 

        如何──結果及影響如何？ 

B.解釋：再明白這些經文對當時人與現代人的意義是什麼？ 

C.應用：最後找出這段經文對我們個人的生命與生活應用。 

  3.簡單的方法：進入歷史（觀察、解釋）→走出歷史（應用到現今）。 

九、講章的寫法 

◎人物講章、事蹟講章、經文式講章、解經式講章、專題式講章。 

  1.人物講章 

    聖經中有許多人物，這些人物有好的，也有壞的，好人可以做我們的榜樣， 

    壞人可以做我們的鑑戒。以人物為題材而組織的講章，稱為人物的講章。 

    A.列出人物的優、缺點。 

B.探討其行事的結果。 

C.提出屬靈的教訓。 

 

    ◎例一：愚頑人拿八 

      經文:（撒上二十五 1-38） 

      一、他的缺點： 

        1.剛愎兇惡。 

  2.忘恩負義。 

  3.以惡報善。 

  4.貪食醉酒。 

   二、結果：被神擊打而死。 

      三、教訓： 

        1.言行要柔和謙卑。 

  2.要知恩圖報。 

  4.要以善待人。 

  5.勿貪食醉酒。 

 

    ◎例二：撒該得救恩 

      經文：（路十九 1-11） 

      一、他的優點： 

        1.迫切的想見主耶穌。 

        2.歡歡喜喜的接待主。 

        3.在主前切實的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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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結果：救恩臨到他的家。 

     三、教訓： 

       1.當尋求主。 

       2.當接待主。 

       3.當切實悔改。 

   

  2.事蹟講章 

講章的內容取材自聖經中的某一段歷史事蹟或神蹟，以講故事的方法發揮， 

宣揚主道，以提出其中的教訓。 

A.講述事蹟應注意的事項如下： 

a.不要太長。 

b.不可誇張。 

c.講得生動。 

B.事蹟的講章是一種簡單且有效的講道方式，其構造要點如下： 

a.敘述事蹟的經過。 

b.檢討事蹟的原因。 

c.查明事蹟的結果。 

d.提出事蹟的教訓。 

 

    ◎例一：亞干犯罪 

      經文：（書七） 

一、犯罪的原因─違背神的命令。 

      二、犯罪的經過─看見→貪愛→拿去→藏著。 

      三、犯罪的結果 

        1.攻城失敗，連累百姓死了卅六人。 

        2.神不聽他們的禱告。 

        3.在仇敵面前站立不住、轉被逃跑，神不在與之同在。 

        4.自取滅亡，連累家人一起受刑罰。 

        5.所得之物，以及他所有的都燒滅。 

      四、事蹟的教訓 

        1.不可違背神的命令。 

        2.犯錯了要知錯悔改。 

        3.不可體貼隨從情慾。 

        4.要治死私慾免犯罪。 

 

    ◎例二：迦南婦人為女兒求主 

      經文：（太十五 21-28） 

      一、經過─略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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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原因： 

        1.她相信耶穌是救主、是基督。 

        2.她知道要向耶穌呼求得幫助。 

        3.她自覺不配，謙卑祈求。 

        3.她有不屈不撓的信心。 

      三、結果： 

        1.起初耶穌一言不答─信心的突破。 

        2.然後耶穌故意拒絕─信心的操練。 

        3.最終因她的信心，蒙主成全所求─信心的果效。 

      四、教訓： 

        1.要相信耶穌為救主。 

        2.要迫切的祈求主。 

        3.要謙卑的祈求主。 

        4.要不灰心的祈求。  

 

  3.經文式講章 

經文式講章就是根據少數幾節經文，依照經文的內容、順序訂定大綱而寫成 

的講章。 

A.經文式講章的特色： 

a.所採用的經文極短，只要一、二節經文，就可以寫出一篇講章，易於準 

備。 

b.講章的分段、大綱的編排，全部按照經文本身，內容的充實，是根據大 

綱而發揮，容易講解。 

c.以經文的前後順序為大綱的順序，因為經文簡短，聽眾容易了解，容易 

記憶。 

B.經文式講章的形態 

a.根據經文中明顯的字句而編訂大綱。 

b.根據經文的主旨含意而編訂大綱。 

c.根據不同的經文，以同一個字根的字義（字句）而編訂大綱。 

 

    ◎例一：信而受洗必然得救 

      經文：（可十六 16） 

      一、信─信甚麼？ 

        1.相信耶穌唯獨一的救主。 

        2.相信真教會是神的教會。 

      二、受洗： 

        1.功效： 

          a.使罪得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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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得以重生。 

          c.歸入基督。 

          d.成為神子。 

        2.方法： 

          a.奉主耶穌聖名。 

          b.面向下低下頭。 

          c.全身浸入活水裏。 

      三、得救： 

         1.從罪裏被救出來。 

         2.救我們進入天國。 

         3.得聖靈作為憑據。 

       

      ◎例二：真實的虔誠 

        經文：（雅一 26-27） 

        一、心口的一致（26）─要勒住舌頭。 

          1.不是自己以為虔誠─是有真實的見證。 

          2.不要欺哄自己的心─內外要一致。 

            ※這人的虔誠是虛的。 

        二、愛心的實踐（27a）─看顧患難中的孤兒寡婦。 

          1.律法的規定與教導─生活教導，將心比心。 

          2.有世上財物，看見弟兄窮乏，卻塞住憐恤的心？ 

        三、聖潔的生活（27b）─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1.愛世界的和愛神的反對。 

          2.但以理立志分別為聖。 

      3.你們務要從他們中間出來，與他們分別。 

 

  4.解經式講章 

經文式和解經式講章的分別，前者是從較短的經文中取材，後者是從較長的 

經文取材。解經式的講道是講解所選定的某一段經文，將該段經文加以分析 

、分段，整篇講章的內容都是闡明該段經文，如有引用其他經文、比喻、神 

蹟或事蹟，也是為強化該段經文所要表達的真理。 

A.解經式講章的特色 

a.內容來自經文本身 

b.分層解釋經文的意思 

c.忠於經文原意 

B.解經式講章的優點 

a.講章是根據經文而來，講詞有所根據，不會雜亂無章。也不會根據個人 

獨特的觀點，斷章取義，謬解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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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有系統的探究神的話，並加以詳解，可促進信徒們在聖經的知識上，有 

系統的長進。 

c.正確的解經講道，發掘聖經的真理寶藏，可激發信徒研究聖經的心志， 

藉此鼓勵信徒重視聖經，有興趣研讀。 

d.正確的解經講道，詳述聖經的倫理準則，能促使信徒照所聽的真理去實 

行，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在黑暗的世代中像明光照耀，過著榮神益人 

的生活。 

C.解經式講章的寫法 

a.細心研讀。 

b.思考默想。 

  c.編出經文的撮要。 

     d.生活運用。 

    

   ◎例一：神創造天地                                                                          

     經文：（創一 1-25） 

     一、神如何創天地（1-2） 

       1.藉著神的靈。 

     2.憑著神的話。 

     3.從無中生有。 

     二、神的創造是豐富有秩序的（3-25） 

       1.第一日造光。 

       2.第二日造空氣。 

       3.第三日造青草、菜疏、樹木。 

       4.第四日造太陽、月亮、星宿。 

       5.第五日造魚族、飛鳥。 

       6.第六日造牲畜、昆蟲、野獸、人類 

    三、神的創造是完美完全的 

      1.神看所創造的是好的。 

    2.神所造的都各從其類。 

    結語：神的創造讓人知道神的事─顯出神的永能與神性。 

◎例二：人生的兩條門路 

    經文：（詩一 1-6） 

一、義人的道路（1-3）－蒙福的門路。 

      1.義人的消極行為（1）－三不。 

a.不從惡人的計謀。 

b.不站罪人的道路。 

    c.不坐褻慢人的座位。 

     2.義人的積極行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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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喜愛律法。 

b.晝夜思想。 

3.義人蒙福的形容（3）。 

      a.像一棵樹栽於溪水旁。 

      b.按時候結果。 

      c.葉子不枯乾。 

        ※凡他所作的，盡都順利。 

二、惡人的道路（4-5）─招禍的門路。 

     1.惡人的行為（4a、1）─「惡人並不是這樣」－惡人與義人正好相反（1）。 

        a.墮落是漸進的，越來越惡，越陷越深─「從」→「站」→「坐」。 

      b.「計謀」尚未犯→「道路」正待犯→「座位」同犯了。 

        c.「惡人」心中沒有神的人→「罪人」偏離正路的人→「褻慢人」輕慢神的人。 

2.惡人招禍的形容（4b）─不像義人的結局。 

a.不是樹乃是糠米比 。 

b.被風吹散。 

     3.惡人的結局（5）─必受審判，在義人會中站立不住。 

結語：（6） 

1.耶和華知道義人的道路。 

2.惡人的道路卻必滅亡。 

  ※世上只有兩條門路，兩種結局，你選擇哪一條門路呢？ 

 

  5.專題式講章 

專題式講章是以一個中心思想為主，而加以發揮、闡述的一種講道方式。它 

的結構綱要（大綱）是根據題旨（題目的字意或含意），加以發揮分析而獲 

得。這種講章的用途最為廣汎，形式也較自由。 

A.專題式講章的特色 

a.以講題所釐定的方向來編定大綱。 

b.講章有羅輯性的架構。 

c.講章內容不受經文限制。 

d.自由定題發揮。 

B.專題式講章的優點 

a.可以配合環境的實際需要（教會的活動、節期、慶典、社會百態等）來 

訂定題目。 

b.範圍寬廣，講道者容易將自己的思想和見解加以發揮。 

c.容易把握中心思想，根據邏輯的原理發揮，可以講得生動有趣，引起聽 

眾的共鳴。 

d.講道者若熟讀聖經，有健全的靈修生活，專題式講章是即席講道或演講 

最佳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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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專題式講章的缺點 

a.容易以自己的主張、見解，謬講神的道（它的優點也是缺點）。 

b.容易利用聖經為工具，來證明自己的立場。 

c.只引用一二節經文，容易疏忽對整段聖經深入的研究。 

d.講道者若沒有搜集豐富的資料，很容易成為有骨沒有肉的講章。 

D.專題式講章的型式 

a.例證式──引證實例（人物、事蹟）來證明所主張的真理。 

b.答覆式──題目是一個問題，針對問題提出答案。有三種型式：怎樣型， 

為什麼型，是什麼型。 

c.發問式──針對你的題目自問自答，先發問：為何？如何？再列出結 

果，或以比較結束。 

d.心得分享──將讀經的心得提出幾點，與會眾分享。 

 

   ◎例一：不因酒錯誤  

     引言：酒能使人褻慢，濃酒使人喧嚷；凡因酒錯誤的，就無智慧（箴廿 1）。 

     一、酒的毒害 

       1.從道德來說：酒能傷德。 

       2.對身體來說：酒能傷身。 

       3.對錢財來說：酒能傷財。 

       4.對家庭來說：酒能傷家。 

       5.對信仰來說：酒能傷靈。 

         ◎ 醉酒者不能承受神的國。 

     二、醉酒之描述 

       1.咬你如蛇，刺你如毒蛇。 

       2.眼必看見異怪的事。 

       3.心必發出乖謬的話。 

       4.像躺在海中。 

       5.像臥在桅杆上。 

       6.失去知覺，愚昧無知。 

     三、人物的實例 

       1.挪亞因酒赤身。 

       2.羅得因酒亂倫。 

       3.暗嫩飲酒時被殺。 

       4.伯沙撒王因用器皿飲酒惹神怒而死。 

     四、當戒酒 

       1.不可流連、尋找。 

       2.不可觀看。 

       3.不和喝酒的人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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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求聖靈充滿，除死酒慾。 

 

   ◎例二：與我有益的事 

     引言：什麼事才是與自己有益的呢？（林前六 12） 

     一、諸般勤勞與我有益（箴十四 23） 

     1.殷勤人的手必掌權，懶惰的人必服苦。 

     2.耕種自己田地的，必得飽食。追隨虛浮的、足受窮乏。 

     二、親近神與我有益（詩七十三 28） 

      1.進入神的聖所禱告思想。 

      2.但以理素常一日三次禱告神。 

     三、得智慧指教與我有益（傳十 10） 

     1.神智慧的指教。 

     2.人智慧的指教。 

     四、受苦與我有益（詩一一九 71） 

       1.未受苦以前走迷了路，現在卻遵行你的話。 

       2.主所愛的祂必操練，管教。 

     五、活出基督與我有益（腓一 21） 

       1.不要在像沒有信主的人，要學像基督。 

     2.思念→追求屬天的事，基督是我們的生命。 

        ※活著是基督，死了就有益處。 

 

九、聲音與姿態 

   1.聲音 

     A.發音正確清楚 

       發音要清晰、正確、流利，話語要純正、真誠、自信、和氣，不可鄙俗、 

       譏誚或帶語病。宣布經文章節要清楚速度適宜，最好宣布兩次。 

     B.適宜的聲調 

       a.配合內心的情緒。 

       b.配合會場的環境。 

       c.配合講章的程序。 

    2.姿勢─動作的狀態。 

      A.動作的價值： 

a.合宜的動作可以加強講道者的力量與自信。 

b.合宜的動作可以掌握聽道者的注意力。 

c.合宜的動作對於意見的表達有所助益，就好比我們說：「一個很大的 

  東西」，如果在說「很大」的同時還張開雙手示意，會加強印象。 

    d.動作是人品格的表現，講道者上台時，若態度驕傲必然引起反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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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膽怯也易令人輕看，聽道者不只是對講詞有所反應，就連動作也會 

      有所迴響! 

      B.合宜的姿態： 

        a.態度要敬虔、可親、從容，不要顯出驚懼與膽怯，無故搖動身體。 

        b.兩腿要站直，兩腳與肩膀同寬，不宜站太開，也不宜合攏或交立。 

        c.兩手要輕鬆自然的放在桌上，或身體兩旁，方便於手勢隨時應用。 

          不要以手搔頭，手插在口袋中，兩手交叉胸前，聳肩插腰。 

        d.兩眼炯炯有神，講道者應善用眼睛「講」道，眼睛不要羞於見人面， 

          不可只低頭或頻頻看講章，不可只是看天花板、時鐘、窗外。要常看 

          會眾，來表達您的真誠。每望一次不必太久，幾秒鐘就轉到別人身上， 

          與會場的每一個人都應有所交流，必有助於道理的傳遞。 

        e.臉部的表情順其自然，隨著講道內容來變化臉上表情，但要自然莊重。 

十、登臺前的準備 

  1.心靈的準備：當把講章再溫習一次，禱告倚靠神，安靜自己的心靈。 

  2.身體的預備：不要忙於雜事，使身體休息，預備好精神。 

  3.用品的檢查：聖經、讚美詩、講章、手錶、手帕、眼鏡、水杯…等。 

  4.儀容的檢查：領帶是否帶正，鈕扣是否扣好，鞋帶是否綁好，頭髮是否梳好。 

十一、注意事項 

  1.豐富的講道：有道又有理。 

    A.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用。 

    B.講聽眾所需要的、講心所感動的。 

C.用真實的材料、用你明白的經文。 

  2.多講正面，少講負面；多造橋，少築牆。 

  3.多安慰，少責備；多鼓勵，少批評。 

  4.多講神的愛，多光明願景，少黑暗描述。 

  5.存心謙卑，溫和柔順。 

  6.勿講「自己」的道，卻用聖經來背書。 

  7.勿誇耀自己，提個人隱私，講個人政治立場。 

  8.不能將講台當砲台（出氣），不能將講台當舞台（耍戲、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