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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也得走向科技化和實踐化，增加擴展

性和有效性；再者，線上模式也能提供數

據化，讓教會能夠收集不同的數據，提供

客觀的依據，這在疫情陰霾下，教會能夠

集思廣益，在探討疫情下的差傳使命盡一

份力。這讓各國總會能夠反思疫情下牧養

的契機，塑造雙線的牧養模式。由於信徒

普遍對數碼化的接受程度提高，呼籲教會

共同進行疫情的事奉反思，將不利時勢轉

化為牧養新常態。因此，這線上線下進行

雙線牧養，將會是教會未來的宣道牧養方

向。

雖然，網絡上（On line）的事工模式

不能代替網絡外（Off line）的關係建立，

然而，這些知識的傳遞，若能加上專職同

工在這方面的引導作經驗實踐，更能事半

功倍。最後，在新常態下，各國總會勢必

要重新整合福音的宣教使命（The Who listic 

Mission），並牧養的方針。這疫情下的文

化衝擊，不用擔心，也不用怕，我們肩並

肩一起面對，有主可靠（賽四一10；羅八

31）。

面對這疫情，數位新媒體工具也成為

教會運用趨勢和因應之道，或許已經進入

善用科技建立無城牆的教會（亞二4），

這讓福音的影響力不會因為疫情而受影

響，更趨無遠弗屆。教會當藉著雲端科技

新媒體，讓聚會、進修虛實整合契機，是

時候讓信徒學習把信仰落實扎根在生活

裡，我們透過網路媒體聚會，也同樣有美

好的交通與屬靈的實際，神也在這個空間

裡與我們連結。我們還在顧慮什麼？      

我  日夜都想念祢 

想念祢的恩典  慈愛  憐憫

想得心都痛了

而祢的沉默  太久  太長

因此  就決定不再想祢

或許  可以沒有痛

祢愛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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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  那天唱到88首副歌一一

生時  祢愛我  死時祢救我

葬時  祢帶去  我罪孽遙遠

復活時  祢使我  白白稱義

霎時  恍然明白  祢是愛我的

是我的信不夠

對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