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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會的團契組織多以對象或功能來區分，例如以年齡分類的老、中、青等團契；

或以功能分類者，則為詩歌、禱告、查經、校園等團契。

其實，像詩班、宗教教育系的各班等，也都可視為團契，只不過受到關注的程度

多過其他；特別是宗教教育系的班級，除非真沒有適齡的學員，否則，地方教會應

該不會有疏於此，卻非常熱衷於團契之運作者；畢竟我們都能按著聖經的教導，以

下一代的信仰傳承為重。

所設立的團契都應編制於教會組織系統中，在不同的功能股別內運作；如詩班會

放在宣道股，表示這個團契以功能為取向，目的在於宣道上的獻詩事工；而大專團

契則會放在教育股，因為它是宗教教育系的高級班之延伸，屬性相近、輔導容易。

 然而，團契編制於教會組織中的位置並無固定，端視教會對於該團契功能的定

位與目標之期許；並由職務會賦予該股負責人擔負起運作之責，方可使團契與教會

連結，穩定發展。

小型聚會之關注

有些教會存在著「隱性團契」，這是一種屬於默契的、隨興的聚會型態，不似

正式團契的規模，活動的內容也比較自由；有些人特別喜歡這種模式，因為感到自

在、不受制式的流程或課程所拘束，參與起來容易許多，感覺上比較能輕鬆愉快。

3

文／Day  圖／安其

教會如何介入關心團契？
教會的職務人員、負責人，都應該撥冗參與團契的運作與活動；

協助團契負責人建立幹部、找到人力支援、一起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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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敬畏祢、守祢訓詞的人，我都與他作伴。

I am a friend to all who fear you, to all who follow your precepts.

教會不要忽略了這類型聚會的存在，

反倒應當多多給予關注、鼓勵與協助。

筆者所悉，不少教會的團契從成形到

設立，初期運作的階段，多是從這種型

態開始的；不論是無心插柳、或是順其

自然的起頭，一旦運作的時間成熟、參

與的人數穩定或達到某種程度，就會希

望朝組織化、功能性的目標行進；教會

只需要順水推舟，一個團契的成立便可

水到渠成；況且，它在實務上已運作多

時，具有成熟穩定的基礎，較容易循序

成長、發揮所賦予的功能，成為服事教

會聖工的肢體與助力。

校園團契之關注

教會的各團契裡，有因其參與成員的

特性，而顯出較為獨立自主的屬性；教

會在關心該團契時，宜因事制宜、拿捏

妥適，以免有干涉、阻撓之嫌，反倒適

得其反，憑添無謂爭端，削弱其發展之

能量。

舉大專團契為例，通常在大專院校

所在地附近的教會，會有專屬的團契設

立；而當地教會則基於本身的能力及契

員、同靈的需要，提供不同程度的關懷

措施。

一般除了協助團契的課程、師資安排

以外，有些教會還會提供團契成員活動

經費補助，也有成立專屬之關懷家庭、

大哥大姐、提供用餐；甚至是住宿或聚

會的小屋等，就是為了將這些求學的遊

子，當成自家的孩子一樣來呵護與照顧，充

分表現出主內一家的精神。

地方教會之於大專團契的關懷不遺餘

力，特提出三個重點與建議：

1.參與團契的活動與運作

長執、負責人如能參與其課程規劃與講

員之設定最好，其次，便是參與其課程的進

行。

大專團契放在教育股，光靠股負責一人

恐難面面俱到，建議宜採取分工模式，組成

關懷小組，讓不同的關懷小組成員參與不同

的課程、活動；例如，負責人可參與婚姻講

題課程，適時給予回應或補充，亦可以輔助

年輕講員在於講述內容的不足。

小組亦可邀請甫畢業出社會的同靈，做

為團契的大哥、大姐來協助關懷，特別是從

團契中畢業的學長、學姐；他們與契員的年

齡接近，甫才走過相同的路程，很能提供經

驗與建議，容易貼近契員的心意，較能理解

其需要，談起事來自然容易溝通了。

2.邀請團契參與教會的事工

大專團契應該要主動地參與教會的各項

事工，特別是擔任宗教教育的教員，以及崇

拜聚會聖工的服事。

筆者有感，以往到當地求學的契員，絕

大多數已經參加過總會教牧處所舉辦的「教

員講習會」，並取得合格教員資格，可以立

即投入當地教會的教員之事工；豈料，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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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條件的契員逐年減少；更甚者，國、高

中時期有參與原屬教會的事工經歷者不多，

受聘為見習教員者亦寥寥可數，更遑論有教

學經驗的正式教員。

 這已經是地方教會在宗教教育系的教員

之培育與事工傳承上的危機，教會的長執、

負責人等切不可等閒視之！

教會在關懷大專團契時，職務會要把這

個議題列為重點工作計畫；就算本會目前

沒有迫切的人力需求，也需要付出關懷與鼓

勵，讓願意服事的契員，從見習教員開始培

育起；契員幾年後就會畢業離開，也許會回

到原屬教會，或往其他地方發展；今日教會

的關注與投入確有其必要，焉知藉此機會的

培訓，不但是為了提昇契員服事聖工的能

力，也是為了其他較為軟弱不足的教會提供

未來的事工人力，不是嗎？（參：斯四14）

3.關注契員之間的情感問題

大專團契中常有「契對」的存在，這是

長期存在的現象，只不過以前是遮遮掩掩，

除熟門熟路的契員以外，盡量不給旁人知

道；如今，則是正大光明、出雙入對，不怕

別人知道。

這種現象如果出現於未婚的社青團契

裡，教會應該會以較為放心的態度視之、樂

見其成；然而，這個問題於大專團契當中，

教會長執、負責人的態度則難免尷尬；目前

看起來，教會多採取被動的方式面對；似乎

是鼓勵不得、又不敢嚴厲禁止，議論紛紛，

莫衷一是！

「契對」很容易在團契中

產生渲染的效應，產生誤導的

效果；過度的親暱之表現，也

會讓其他契員排斥，甚至影響

其參與活動的意願；教會應特

別留意他們之間的互動，適時

地、主動地給於指導；除了

不要影響其他的同靈以外，

也要叮囑其持守分寸、潔身

自愛、保守聖潔，切勿落入

了肉體情慾的引誘，而干犯

了重罪。

做為父母的人應該要主動

關心兒女，定時與教會相關人

員聯繫，得悉孩子各方面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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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敬畏祢、守祢訓詞的人，我都與他作伴。

I am a friend to all who fear you, to all who follow your precepts.

況；教會負責人也應當據實回報，讓家

長知悉實況；切不可蓄意隱瞞，以免讓

父母錯失了跟進或教育的時機。

老人社區活動之關注

再以老人團契為例，其屬性與大專團

契迥異，略顯得較為被動、比較依賴規

劃好的課程來參與；這是因為成員的年

齡偏大，活動力自然不如青年熱衷，實

屬合理，教會自然得投入更多的人力來

關心。

近年來，政府推動長照計畫，陸續有

些地方教會參與其中，開啟了老年、樂

齡課程；這些課程不僅適合主內的老年

人參加，也可以對社區的居民招募；除

了發揮日照、學習與活動的功能以外，

也不失為教會對外開放、提昇能見度的

好方式，教會應該要給予支持。試想，

如果是附近宮廟舉辦了樂齡課程，我們

的同靈天天被鄰居或朋友邀請去參加，

這樣會比較好嗎？  

教會所開辦的樂齡課程，不論是否屬

於政府的長照計畫，都需要由不是高齡

的同靈來執行；同理，現階段的老人團

契，教會也不一定得拘泥於團契中年齡

的限制，讓老年人來服事老年人——即

由比較不老的老年人，來服事比較老的

老年人。

老人團契的年齡層雖然是從六十歲

開始加入，而六十五歲才是政府規範的

強制退休年紀；除非身體健康有恙，否則，

一般人也都認定，這是個並不算是太老的年

紀；但不可諱言，步入這個年齡之後，其體

力、腦力大不如前，常有力有未逮之憾、丟

三落四之嫌；要他們自力規劃課程，恐有難

度，故此，大多只能採用既定的模式，很難

有多樣化的樣貌。

老人活動之設計

教會關心老人團契，不妨加入幾位中堅

年齡層的同靈，以協助該團契規劃課程及執

行活動，除了減輕老年人的負擔，也可以降

低其擔任契負責、幹部人員的顧慮；將內部

聯繫與活動執行分工，應可獲得善性的循環

與發展。

同時，教會亦可鼓勵社青團契、大專團

契來為老人團契設計活動。

筆者所見，大學院校中多有校外實習之

課程規劃；如社工系規定其修習的內容，得

要含有一定的實習時數，而實習的場域均為

公私立照顧機構；學生依所學、所想而設計

的課程、帶領活動的進行，在在都能體現出

青年學生的創意。

感謝主，教會中的年輕人活潑、富有恩

賜，在福音事工上的參與及表現有目共睹；

參與老人團契的課程設計與活動執行應該不

難，只需要透過事前的溝通與籌劃即可；如

此，不僅可以豐富大專、社青團契自身的課

程與學習，也可以增進老人團契課程的多樣

性，應該值得有這類資源的教會一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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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自由發展」；如此作為，會讓熱心參

與者卻步，深怕經常出席者，恐要成為下一

個接手的人，而心生顧忌、畏懼，這是極不

負責的作法。反之，教會要協助團契負責人

建立幹部、找到人力支援、一起服事。

教會的事工組織與企業組織架構不盡相

同，在運作方式上要有所分別。企業強調組

織扁平化、精簡化，為了降低人事成本、提

昇溝通的效率；然而，教會的各項事工均亟

需要全體同靈來參與；因此，團契的事務

不宜單落在契負責的肩上；而且，擴大契員

的參與程度，不僅可共同分擔團契工作與責

任，亦不至於落入契負責或一兩個幹部唱獨

角戲的窘境。

教會的職務人員、負責人，都應該撥冗

參與團契的運作與活動，尤其是團契甫成立

之階段。透過親自參與的過程，才能了解該

團契的需要及問題所在，方能達到及時的協

助，以避免因處置上的延宕，造成參與者熱

情上消逝。

結語

基督是教會的頭，教會是祂的身體（弗

一22-23），而信徒和團契則都是其肢體，

當謹記以頭為主，順服其心意；切莫以參

與人數多寡為唯一目標；或為了提高參加者

的興趣，而安排世俗的內容、譁眾取寵的活

動，而逾越了敬虔應有的分際；如此，則團

契喪失意義矣，它將俗化成一般的社團、隨

興活動，這是每個教會都應該謹慎看待的

事。阿們！                                                   

然而，每個地方教會的條件不同，因

此，其團契的特性也大異其趣，如何介入關

心團契之議題，實難一言以蔽之。

各教會應依據自己的實況及需求來作，

當然可以參照其他地方教會的作法，但不一

定得要求團契必須到達「那個樣子」，才能

夠「符合標準」或「達成目標」，這樣的觀

念一定要注意；其他地方教會的團契之運作

方式，不見得全然適用於自己的教會，必須

拿捏分寸，不必照單全收。

團契是敬拜與服事

教會不要因為團契參與的人數少，就覺

得沒有關心的必要；主耶穌曾教導門徒，

就算只有兩三個人一起，奉神的名聚會、祈

求，天父都不會不垂聽。

我又告訴你們，若是你們中間有兩個

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麼事，我在天上

的父必為他們成全。因為無論在哪裡，有

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那裡就有我在他

們中間（太十八19-20）。

就算是幾個人參與活動的團契，或是僅

僅幾個人會出席，只要是奉主的名聚集、

唱詩、禱告，都是崇拜、是對神的敬拜，教

會不可輕視。當然，教會也不需要為了想要

有某個團契而設立，造成疊床架屋之累贅；

只好同一批成員，重覆參加著不同名義的團

契，這也是沒有必要的。

負責人更不可便宜行事，以為只要有人

願意接手團契契負責就好，便可卸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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