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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永續發展的神學教育機制
社論

文／姚家琪

本會神學院系所是推動神學教育和培育教會牧者的搖籃，關係著真教會人力資源的質

與量，而優質的工人更影響到教會發展的各個層面，其重要性不可輕忽。以下係就建立

本會永續發展的神學教育機制，提出筆者個人的淺見。

一.加強招生工作

近年來，本會信徒數及教會數，在增長的比率上雖顯遲緩，但仍持續增長。而許多

資深傳道人在未來幾年內將陸續退休，但神學院的招生工作，一直不盡理想，傳道、長

執的評價也不高，大專青年獻身的意願也越趨低落，每年報考神學院及錄取者竟如鳳毛

麟角。以近十年入學人數為例，平均每屆3.7人。1而傳道人從2009年起，五年內屆齡強

迫退休者12人，過五年再加24人，再過五年又加27人，即預計十五年後，強迫退休者為

63人。如此計算仍屬樂觀，但若就年資來論，目前年資滿25年者隨時可退者23人，五年

後增加21人，再五年後又加25人，即從現今起十年後有69位是可退休者。2因此，只要有

稍微密集的退休潮，即將引起傳道駐牧教會調派的困難。

從傳道人的年齡分佈計算出本會現職傳道人的平均年齡約50歲，3而計算近十屆

（32-41屆）神學系畢業生入學的平均年齡為33.7歲（畢業時為37.7歲）。這兩個數據

是否偏高，見仁見智。若以三十年為服事目標，應多鼓勵30歲左右的中青分子獻身（目

前神學院入學的年齡限制，弟兄為23-45歲，姊妹20-45歲）。他們離開學校後，已在社

會有幾年的歷練，在教會中的服事應也累積了一些經驗，家庭與婚姻生活也漸趨穩定，

性情與待人接物也較圓熟。

如果每位青年從大學時代起，教會方面就為他建立個人學習、事奉經歷的資料庫，

並且不斷的鼓勵其接受進階學習與事奉，也努力提供各樣成長環境，相信必可培養出一

1.從下表所列近十屆入學人數平均而得：

35屆 36屆 37屆 38屆 39屆 40屆 41屆 42屆 43屆 44屆

4人 2 4 6 4 3 2 2 6 4

2.根據〈台灣總會傳道同工一覽表〉，《真耶穌教會教勢一覽表》（真耶穌教會台灣總會，2007），頁72-80，統計而得。

3.下表是本會在職傳道2009年年齡的分佈圖，係根據〈台灣總會傳道同工一覽表〉，《真耶穌教會教勢一覽表》（真耶

穌教會台灣總會，2007），頁72-80，再加上2008及2009年畢業生的資料統計所得。

年齡 30歲下 31-35 36-40 41-45 46-50 51-55 56-60 61-65

人數 1 6 8 20 30 27 24 12

％ 0.8 4.7 6.3 15.6 23.4 21.1 18.8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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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有心志作專職事奉的人才。對於可能會讓青年產生遲疑或顧慮的原因，應當漸漸地作

一些合理的改善，但也決不是開出一大堆「優渥條件」來吸引人，而忽略了「獻身」的

本質精神與意義。此外，姊妹獻身與弟兄作傳道丈的意願不可忽視，應按照神學院辦事

細則規定的辦法，每年開辦宣牧組、宗教教育組、文宣組、聖樂組、世傳組、社工組等

科別，寬廣青年獻身之路。此外，為傳道人的配偶開辦相關進修課程，以培養足夠的能

力，增進共同服事的可能性。

在此，要思考是否我們應該採取甚麼手段來刺激招生？根據調查，有人認為應提昇

傳道人的薪資；有人認為向政府立案，授予正式學位，就會有更多人有意願；有人認為

大專學歷的要求太高；有人認為審查過於嚴格等。若以為在這些作法上有所改變，就能

吸引更多人來就讀神學院，這種想法過於天真。西方的神學院就有失敗的經驗，當面臨

神學生減少，而青年獻身意願又低落時，於是提出四個關鍵課題作討論，即1.傳道人的

身分、地位、待遇問題；2.神學教育內容問題；3.神學制度問題；4.神學院招生的標準

與要求問題，欲藉由改變外在條件挽回青年獻身的意願。結果多年後產生了不良的後

果，即神學教育學術化、傳道工作職業化、教會信仰混雜化和屬靈事工世俗化。4我們當

引為鑑戒。獻身的心志和聖潔的生命是不可打折扣的。

至於研究所的招生，神學院應持定每年開班的決心，除接受自由報名外，也主動積

極發掘傳道和長執中有意願，也有能力就讀的人選，提報名單給「總會負責人會」通過

推薦，鼓勵報名。

二.提昇教化素質

神學教育是今日教會發展的基礎，有今日健全的神學教育，才有明日健康的教會。

而神學院是神學教育的施行者，應當要有能力塑造出優秀的傳道人，成為教會的棟樑。

根據筆者在神學研究所論文研究所做的調查，對於神學院栽培神學生的成效，認為卓越

的，傳道只有26.5％，長執更只有18.8％，約60％的傳道和長執都認為成效普通。而長

執對於傳道人牧會情形的評量，也顯示傳道人仍有許多長進的空間。5這些數據應不容忽

視。

本會神學院的院訓：「求靈力、求靈德、求靈智和傳福音」，這是神學院塑造神學

生的目標，也是神學生自我追求的目標。藉由禱告工夫的磨練，按時支取上頭來的能

力，豐富屬靈的生命，也增強屬靈的能力；藉由敬虔生命的操練，培養屬靈的德行，成



為聖潔的神人；藉由聖經知識的查考，增進屬靈的智慧與悟性，滿心知道神的旨意；

藉由事奉技能的學習，傳承前輩屬靈經驗，成為宣揚福音的使者。

神學院應注重屬靈學習環境的塑造，提供師生必要的屬靈情境，和合宜的文化氣

息；師長也要以身作則，時刻以宣讀、勸勉、教導、安慰、囑咐為念，真情表達出為

父的心；6此外，對神學生的學習成效要嚴格把關，對於學習能力較弱的，應給予特別

的輔導，建立其自信，務要做到最佳的「品質保證」。

三.強化師資系統

行政系統的三位傳道講員、專任講員、國外講員，及兼任講員，組成了神學院的

教師團隊。講員應專心致力於教學及研究的工作，並參與神學生共同生活，建立屬靈

情感，使對神學生心性的造就發揮潛移默化的功能。一位神學教育者如是提醒：「神

學教育的實施需回歸神學教育的本質，亦即它應是『塑造理想人性』的教育，更應是

培養『基督僕人典範』的生命教育。神學教育的實施者，應追求以『身教先於言

教』、『品格先於學識』、『服事先於批判』等態度來從事教育。」7

神學院的師資應是「在精不在多」，以目前的制度，講員比學生還多，但教學品

質不一，且神學系的師資多半不適合擔任研究所的課程。是以，今後應多培養研究所

的師資人才，以做為神學院主要的教學工作，使教學內容更具深度性及發展性。但也

應邀請有豐富實務經驗的師長，擔任相關實踐神學課程，在理論的教授外，輔予實際

經驗的傳授與實務操作的實習，定要避免只偏向學術，而忽略牧養經驗的傳承。每位

講員除了應不斷提升教學品質外，也應致力於研究和著書的工作，造福全體教會。

優秀的師資如何產生呢？以目前神學院的教學機制，恐難以單純藉由內部系統的

教導，而成為具有學術研究能力的教師。從目前神學研究所師資的型態就可明白，他

們都是先在國內外大學取得專科碩士、博士學位，而後成為傳道人或神學院教師的。

因此，神學院應有兩個努力的方向：1.訂定「獎勵教師進修辦法」，讓現有專任或兼

任講員再進修以取得學位；2.就本會已取得國內外大學神學相關系所碩、博士的同

靈，鼓勵其獻身，透過神學研究所公費生的管道，深入教導本會得救要道，使具備純

正的信仰，畢業後聘為講員。

四.健全組織行政

教會中行政系統的運作，往往是較弱的一環，也是最被詬病的地方，因為許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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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參考《聖經‧帖撒羅尼迦前書》二章11節和《聖經‧提摩太前書》四章13節。

7.吳富雅，〈神學教育之反省與再定位〉，《神學與教會》，第33卷第2期，頁210。

8.參考《聖經‧使徒行傳》六章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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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主管，都是傳道人出身，而傳道人擅長的是「專心以祈禱傳道為事」。8雖然事務處

理的方法，規章細則都有規範，但是繁文縟節常引不起興趣。或是一時疏忽，或是過

於隨性，個人的喜好或少數人的決定常變成重要決策，草率決定的後果，品質堪慮，

不是難以執行，就是造成惡果。在筆者所做的調查中，傳道人對於在神學院期間師長

知識的教導和屬靈的涵養，都還有70％以上的滿意度，但是對組織行政的運作，只有

51.4％的滿意度。9神學院的行政決策是採眾議制，惟因客座講員太多，以致不易尋得

共同允許的開會時間，所以多半是神學院行政職的講員和少數常在總會的講員開會，

也使得決議內容常有不夠周延的遺憾，有時損及其他講員權益，甚至傷及尊嚴，也是

偶有的事。

研究所的行政業務更常被忽視，因為都是由神學院同一批行政組員來負責，在工

作量上頗為吃重，又不易專注。而研究所經常因招生不成而停開，一些仍存在的業務

更容易被忽略。雖因神學院的規模不大，不宜有太大編制，若院長、系主任、所長是

同一人，則可從講員中選任一人兼任所務主任，協助所長推動一切行政事宜，業務則

由所有辦事員共同承擔，但有一人的工作重心是在研究所的業務上。所裡的各項行政

措施和重要決策，應由所長召集所有講員參與所務會議，共同訂定決策，使行事有所

依據為宜。

五.充實教學資源

總會對神學院的工作計畫，每年著實編列龐大的預算來支持傳道的培訓工作，光

是讀書還能領薪水，書籍和教學資料也是免費供應，就已經是個創舉了，當越發珍惜

這樣學習的機會與環境。在有限的經費和資源下，如何再充實圖書資源、教室設備、

校際合作，或舉辦神學講座等。除了書籍文字的資料，語音、影像教學的電子檔也能

有效的建檔、推廣，使教學能越發普及化。之前有教區提出應推動電子函授長執進修

的工作，神學院若能在這方面有更多的著力，必能提供相當完整的電子教材，促進全

民神學教育的實現。

結語

回顧本會過去的神學教育與研究，心中充滿著感恩，若非是聖靈親自的帶領與賜

福，在各式條件都不足的情況下，實難以培育出許多的傳道和聖職人員。但仍期待

藉由完善神學教育機制的建立，能促進本會神學教育與研究得以永續的發展，越發

提昇全體信徒靈命的塑造、培育優良的神職人員、促進福音的廣傳和帶動教會的增

長。這也是現今神學院和神學教育教師無可推諉的責任。                      

9.姚家琪著，〈真耶穌教會台灣神學教育的探討〉，表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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