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沙巴│
 宗教教育講習會
 及參訪心得

/事奉心得/

但我在以色列中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

曾向巴力屈膝的，未曾與巴力親嘴的（王上

十九18）。

感謝神的安排，2023年7月有幸與李執

事一行人到沙巴，除了參訪各教會及聆聽教

會見證與歷史之外，主要目的是協助宗教

教育教員講習會。我們帶著行囊來到遼闊美

麗的異國他鄉，在熱情的接待下開啟此次行

程。

本次的課程類似於臺灣舉辦的分段式教

員講習會，課程時間安排在連續兩週的週

六晚上、週日上下午及一次的週三全天（當

日為當地的公共假期）。課程內容分別是：

聖經概論、教學法、詩頌教學法、共習教學

法、班級經營及青少年心理學與輔導工作，

參加成員為沙巴總會培訓的宗教教育講員，

是各小區教員講習會的授課老師，因此這次

的課程除了傳遞課程內容之外，也有更多機

會做兩方宗教教育現況的交流。

沙巴面積約臺灣2.25倍大，幅員廣闊，

大眾交通設施卻不似臺灣便利，學員中有的

搭乘飛機來到亞庇（總會所在地），也有許

多人是單程花費八至九小時的車程，自駕來

到總會參加課程；課程中專心聽課、熱情回

應，時而振筆疾書，時而舉手發問，其學習

的熱忱著實能成為我們的榜樣。

沙巴民族多元，同時語言也多元化，華

語、英語、馬來語、客家語綜合使用，能同

時用兩種以上的語言溝通者大有人在。課程

中我們使用華語授課，仰賴翻譯人員將內容

翻成馬來語，雖然彼此存在語言隔閡，但透

過翻譯或簡單詞彙加上肢體動作也能交流；

最重要的是一句不分國籍及語言都能通用的

「哈利路亞」，快速的拉近雙方的關係。

沙巴的教區分成西海岸區、內陸區及東

海岸區，每一區又各自分成數個小區。舉辦

教員講習會的沙巴總會，座落於西海岸區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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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亞庇小區，因此在負責人的帶領下，有機

會參訪亞庇小區的宗教教育課程現況。沙巴

採用臺灣總會早年出版的宗教教育教材，將

華語課文翻譯成馬來語後使用，與臺灣不同

之處有以下幾點：首先，聯合多間教會共同

舉辦宗教教育，其次則是依照年級及語言分

班，並同時間在各自的教室上課。

與沙巴總會相鄰的亞庇教會，自1965

年開始舉辦宗教教育，其授課時間在每週日

上午，學員來自小區內的教會，教員亦由各

教會的有志同靈一同服事。因是合併上課，

因此每次教員與學員人數約三百人上下，儼

然是一所小型學校的規模。亞庇教會的宗教

教育依照年齡層分班，分別是3-4歲班、5歲

班、小一班、小二班、小三班、小四班、小

五班、小六班、初一班、初二班、初三班、

高一班、高二班、高三班。上述班級依照語

言的使用，同時又分有華語班及國語班（即

馬來語班），每班各有一間獨立教室。

因為分班細膩，故學員人數差距極大，

可能是個位數的學生，也可能是20多人一

班的組成。因班級數眾多，故需大量教員協

助，課程安排習慣每週由一位教員負責當日

所有的課程，當週沒有課則不需到班，也因

此較難做到教員的同工搭配及班級經營。

每次上課由家長或當地教會安排車輛接

送至亞庇教會，中午課程結束再各自接回。

宗教教育沒有安排午餐，學員及教員回家後

再自行解決。每每看到學員魚貫地上下車的

場景，深深地佩服學員的勤勞及成人的堅

持；相比之下，臺灣參加宗教教育不需要舟

車勞頓，真是幸福。距離亞庇教會大約10公

里的兵南邦教會，同時間也有百餘人的宗教

教育，一樣按照年齡層逐年分班，除了華語

班之外，還增加了部分英語授課班級。

曾提出疑問，為何要以語言分班上課？

以臺灣為例，雖然有閩南語、客家語及各

族的原住民語，但大家都能流利的使用國語

溝通，因此使用國語上課，不僅能整合教員

的力量，也不需要花費兩倍的人力及物力資

源。接待的執事解釋道：沙巴州雖然有統一

的國語（馬來語），但多元民族發展之下，

每個民族都欲保留自己的文化。

以華人為例，父母自國小起就替孩子報

名華語學校就讀，讓他們能熟稔華語的使用

及了解華人文化，因此對華語的掌握度較馬

來語高；同樣地，就讀英語小學及當地公立

小學的學生，分別善用英語及馬來語，為了

讓不同的學生都能受到宗教教育的薰陶，特

別依照學生善用的語言設立班級。

亞庇小區中的蘭腦教會，距離亞庇教會

約104公里，由於距離遙遠，因此每週六下

午聚會後，自辦宗教教育課程。這間教會位

於昆達山附近，以馬來語授課，因青年大多

往都市發展，因此學員數不多，大約20位。

雖然如此，仍然依照年齡分班，以會堂前後

及副堂作為三班宗教教育的上課地點。

部分班級在簡陋的宗教教育教室上課，

教室位於會堂旁的小平房。打開大門，映入

眼簾的是約一人寬的小走廊，走廊兩旁分別

是六間用木板隔間的教室。每間教室用布簾

或簡易木板作門，教室內擺放簡單的桌椅；

可能為了採光及通風，隔間木板並未頂天立

地，因此課程進行中難免互相干擾及影響。

走廊的天花板上掛著兩支吊扇，供所有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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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並不富裕，但仍堅持落實宗教教育；有鑒

於硬體條件不足，教會也有意修整宗教教育

教室，求神帶領一切順利進行。

這次的參訪中，還有一些令人印象深刻

的事情，比如：每一間教會的公佈欄都張貼

著圖文並茂的提醒，提醒信徒在潮流衝擊之

下，不要被流行元素影響而在穿著上失了敬

虔。從頭髮的樣式到男女生的穿著，都以圖

案加上文字說明來提醒信徒，也許髮型不時

尚，服裝款式很呆板，這又何嘗不是在提醒

我們，於快速變遷的世代中，更應該在小事

上謹慎。

第二件事情：將週五晚上的聚會稱為安

息日聚會，並安排祈求靈恩。以亞庇教會來

說，週五晚上聚會人數約百餘人，到臺前禱

告的人數眾多，除孩童之外，各年齡層的信

徒都願意主動到臺前接受按手禱告。週日早

上七點舉辦早禱會，一小時的時間內除了唱

詩、道理勉勵外，禱告時間加總約有四十分

鐘。週日晚上八點還有一堂聚會，由陪訓中

的領會人員及翻譯人員主領聚會。聚會人數

的參與率、長時間的禱告及週五晚上開始進

入安息的態度，都值得我們自省及效法。

沙巴屬馬來西亞聯邦之一，該國家以回

教為主，街道上有富麗堂皇的清真寺，一天

五次的全國性回教祈禱廣播充斥於耳。雖然

沒有限制其他宗教活動，但以保護回教徒為

考量，明確規定不能對回教徒傳教。因此，

若欲與他人分享教會訊息，當對方表明自己

的回教身分，則不能繼續談論宗教議題，更

遑論邀請對方來到教會。舉辦各項宣教活動

的文宣品都須加註「只限非回教徒」，而其

他宗教不得傳教給回教徒之外，回教徒也不

能隨己意更改信仰，其子女更是自出生後便

自動成為回教的一員。除此之外，對於更改

信仰加入回教的成員，會有許多經濟、就業

或物質上的補助，因此也有信徒受到影響而

改變信仰。

漫步在沙巴州的街頭，驚艷海岸線的壯

闊，細品夕陽西下的色彩變化，耳邊再次

響起回教禮拜的誦經聲，腦中浮現了這段

經文：「但我在以色列中為自己留下七千

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未曾與巴力親嘴

的。」沙巴與臺灣很相像，講華語、吃米

食，同樣也接受信仰的衝擊。沙巴的信徒身

處回教國家，在政策驅使下，傳教實屬不

易，又要小心地避免軟弱的兄姐受利益誘惑

而離開教會；臺灣的信徒要從學校教育和媒

體資訊中，仔細地辨別與聖經教訓不同的性

別教育和婚姻觀，更要謹慎每年用「文化資

產」來包裝的各種偶像祭拜活動。

感謝神的保守和揀選，我們成了主的小

羊，求神加添心力，讓小羊成熟強壯，能擔

負神所託付的責任；也祈求神保守，不叫羊

群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再次祈求神

安慰疲乏、受傷的小羊兒，使弟兄姐妹力上

加力，向前奔跑直到終點，最後得著那天上

永恆的獎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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