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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书4:1-6 

 
教学主题：保守合一 

一、 单元目标 

1. 认知目标：认识“合一”的原则和根基  

2. 情感目标：激发“合一”的渴望  

3. 意志目标：立定“合一”的心志  

4. 行为目标：操练“合一”的品格 

5. 灵命目标：建立“合一”的属灵目标 

二、 主题经文 

《以弗所书》4:1-6 

三、 设计 

设计对象：青少年 

设计者：乔文静、闫骊、张建宁 

总学时数：90分钟 

四、 敬拜赞美 

《新造的人》——赞美之泉·新造的人专辑（律动） 

《在主里合一》——基恩敬拜·当赞美进入祂的院专辑 

《从心合一》——赞美之泉·从心合一专辑 

五、 引导活动 

方案说明：若青少年年龄为15-20岁，可以选择方案一；若青少年年龄为13-

圖表設計：蘇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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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岁，可以选择方案二。若是参加学员的年龄跨度较大，时间充裕的话，老师可

以斟酌选其一或是两个都用。参加学员最好是至少持续参加教会活动半年以上的

初信和受洗的青少年，对圣经有基本或初步的了解和认知。 

方案一：激情创意“新造的人”[1] 

1． 活动目标 

利用一些废旧的物品，在有限的时间里，通过合作共同设计“人物形象”。

让参与者在整个变废为宝的过程中，体会到任何自己认为是无用、废弃的物品，

通过大家努力可以形成一个全新的“人物形象”，并从设计、准备及制作过程中，

体会到以下几点： 

(a). 选择材料时，明白拣选（蒙召）的意义； 

(b). 制作过程中，体会“合一”的概念； 

(c). 完成作品后，展现“新造的人”； 

(d). 通过作品展示与分享，由讲课老师引导学员进入“合一”的主题。 

说明： 

� “废旧物品”：教会或团契课前通知参加学员，每人带2-3样自己认

为不需要且想要丢弃的物品；教会或负责老师课前预备好彩笔、白

纸、胶水、剪刀等必要的工具类物品。 

� “人物形象”：用手里的废旧物品塑造一个人物，例如新约的施洗约

翰或者你喜欢的一个人物，要求反映出人物特点。  

2． 活动步骤 

将学员带来的所有物品归类、设计方案、选取材料、分工合作、组合材

料、完成呈现。 

(a). “变废为宝”激情创意设计； 

(b). 播放《新造的人》为背景音乐； 

(c). 学生呈现时，说出设计原理及过程及体会； 

(d). 由讲课老师引出主题，进入经文分析。 

具体说明如下： 

                                                             
1 洪中夫著，《让查经动起来》 (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 2013)， 174

（参考：二十六——人物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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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品归类——由小组自行分类归档或是老师收集后分类归档； 

� 设计方案——小组自行选择主题，合作设计，体现人人参与； 

� 选取材料——每类物品都需要选取，最终不剩下任何一个物品； 

� 分工合作——每个人都有职责和任务，需要体现出经文中的品德，旨

在提醒学员在日常生活中要活出圣经的教导； 

� 组合材料——作品只有一个，选取的物品就是其中不可丢失的元素； 

� 作品呈现——小组代表讲解这个“最美好的创造”，体现阅读、理解、

设计、创意、计算、沟通、合作、体谅、表达等能力和品德行为； 

� 引导主题——老师要注意观察每个小组的活动过程，发现其中的问

题，也要看到积极的一面，针对反映出来的情况，结合所要讲解的经

文，给予学员们正确的引导和启发（例如：是否有体现经文中的谦虚、

温柔、忍耐、爱心、和平、联络的品德行为，是否坚持一个整体的设

计和行动，是否照顾到每一个组员的参与和积极度等），由活动的点

评自然进入到经文的教导之中（蒙召、彼此联络、保守、合一、新生

命、新生活等等）。 

方案二：找到你，在一起，合成“一” 

1．活动目标 

学员根据自己手中物品的特性找到同类伙伴，组成小组；组员合作将所有小

物品拼装起来，完成原本为“一体”的作品。认识到每个小物品都是整体“一”

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让组员体会到自己隶属于小组，是组成小组的一部分。组

员分享拼装“一”的过程，进入经文主题，探讨合一。 

2. 活动说明 

(a). 本教案以四个小组为例，将原本为“一”的四样东西，拆散为小零件。

小零件的数量与小组内组员的人数相同，并将每份小零件装进透明塑料

袋内，然后混合放进一个大箱子里； 

(b). 要求四样东西为“一”的完整物品，本教案列举了挖掘机、飞机、拼图、

布娃娃，可以是其它任何具有相近难度的四类组装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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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587141644441&ali_refid=a3_430673_1006:1
110965040:N:%E6%8B%BC%E8%A3%85%E7%BB%84%E8%A3%85%E7%8E
%A9%E5%85%B7:a10ba7f1c8e476fc84010cee4486c1fe&ali_trackid=1_a10ba7f1
c8e476fc84010cee4486c1fe&spm=a2e15.8261149.07626516002.7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36193983401&ali_refid=a3_430673_1006:11
04281019:N:%E6%9C%A8%E5%88%B6%E6%8B%BC%E5%9B%BE%E7%AB
%8B%E4%BD%93%E6%A8%A1%E5%9E%8B:9d694a49832b890231e8776ac06
38b5a&ali_trackid=1_9d694a49832b890231e8776ac0638b5a&spm=a2e15.826114
9.07626516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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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587419937123&ali_refid=a3_430673_1006:1
109528615:N:%E6%8B%BC%E5%9B%BE:1daf736281c05a13f6a3e64b57dd55af
&ali_trackid=1_1daf736281c05a13f6a3e64b57dd55af&spm=a2e15.8261149.07626
516002.1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96.bbba54b7B2rm5R&id=43849
121529&ns=1&abbucket=19 

3. 活动步骤 

(a). 让所有学员从大箱子里挑选出一个小零件； 

� 老师随机抽问几位学员：请介绍一下你手中的“小零件”（形状及特

征）？为什么选择它？你觉得它会起到什么作用？ 

(b). 学员根据自己的零件找到与自己同类的零件伙伴，组成同一组； 

� 老师引导学员形成小组：如何根据手中“零件”的特点去找到能够与

自己“相合”且互相发挥作用的“伙伴 ”？比如 “螺丝钉”就要去

找可以与其合在一起的配件，组合在一起后可以成为一个发挥功能

的物品。 

� 当《我们爱（让世界不一样）》音乐响起时，大家开始找同类“伙

伴”；当音乐停止时，要求完成找“伙伴”任务。 

音乐链接：http://www.zanmeishi.com/video/5871aadd75a6e1602d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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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html 

� 小组形成之后，老师走到小组中提问，问A学员：你觉得B同学手中

的“零件”与你们小组的其他零件可以组合在一起吗？为什么？此

时，辅导老师要注意观察学员们的反应，引导他们以“温柔”、“谦

卑”的目光来看待与接纳其他的“小零件”。   

(c). 小组内成员合作，将自己的小零件拼装起来，还原整体“一”的样式； 

� 在组装的过程中，老师需要观察每一个小组学员之间的合作是否体

现出“谦卑”、“温柔”、“忍耐”、“宽容”等品德。 

背景音乐：《爱使我们相聚在一起》https://www.zanmeishi.com/son

g/33567.html 

(d). 拼装完成后，各小组由组长带领在小组内部，分享整个过程中自己的体

会； 

(e). 各组上台展示作品，且分享组装过程。老师点评每个组，依据各组的表

现，将各小组依次命名为“谦卑”、“温柔”、“忍耐”、“宽容”； 

(f). 此后，课程老师根据各组分享的内容引发进入经文主题，引导学生思考。 

� 当你们拿到“小零件”时，有没有人想过“我就是这个小零件”？你

的感受是什么？ 

（引导学员思考：不要以自我为出发点去寻找生命的目的，你必须

从神创造你的旨意去寻找，因你是为祂而造[2]的唯一）（蒙召的意义） 

� 每个“小零件”都有不同的特征，也被运用在不同的作品中，发挥不

同的作用。你怎样用神给你的一切来发挥作用？ 

是的，非常好，神所创造的你我也有不同特征和个性，“只有在神的

旨意中，才能明白我自己的根源、身份、人生意义、目的、重要性以

及命运”[3]（弗4:1、4-6上）提醒学员记住：神使用我们去完成祂的

计划，而非我们利用祂达到自己的目的。 

� 可否分享一下在你们的组装过程中，印象深刻的是什么？最深的感

                                                             
2 华理克著，杨高俐理译，《标竿人生》（上海三联书店， 2010），

29。  

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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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是什么？为什么？  

非常好的回答，在组装的过程中，小组会遇到一些困难，甚至会有争

执，但重点在于，关系永远值得我们去建立。神藉着这样活动，操练

我们如何以“谦卑、温柔、忍耐、宽容”彼此相处，如何“用和平彼

此联络”，照着各人的恩赐彼此服侍，同得主恩！“懂得与人和睦相

处，乃是灵命成熟的标记”[4]（弗4:2、7） 

  将零件合成为“一”的过程中，根据各个部分的特征将它们放到合适的

位置，彼此间的沟通合作需要谦卑、温柔、包容的心，才能合成一个“作品”；

而这里的每一个零件都是这精美作品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从而增强每个人

对于小组的归属感、合一感。我们的教会也是由不同的人构成，是一个整体，

就如每一个独立的作品一样。 

(g). 放松一刻，播放短片《团结的力量》，看到团结合一的巨大力量。 

http://www.iqiyi.com/w_19s09xx2yp.html 

六、 经文分析 

1. 经文主题 

基督徒当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2. 中心人物 

保罗，信件所传送到各教会的肢体。 

3. 经文背景 

“没有任何特殊的情况或问题促使保罗写这封信，但保罗在信中提到他

希望以弗所信徒知道他被囚禁的情况（6:21-22）。保罗在《以弗所书》中清

楚教导了一些真理，包括：神在基督里成就普世的救赎工作；不同的族群在

教会里合而为一；信徒在教会、家庭和世人中应有的行为。信徒用和平彼此

联络、合一和相爱，这样，既彰显了救主的救赎大工，也标志着信徒以感恩

的心回应主在生活中白白赐给他们的恩典。”[5] 

“以弗所古城的人迷信邪术和魔法（见徒19:19及以下），所以保罗在信

中特别强调神的大能超越一切灵界力量，以及强调基督的得胜和高升，在今

                                                             
4 同上， 250。  

5 《圣经研修本》（中国基督教两会， 2017）， 1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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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和来世成为教会和万有的元首。以弗所信徒必须谨记这些真理，始终忠于

基督，视基督为世界和他们生命中至高的掌权者。”[6] 

4. 地域背景 

“以弗所是罗马帝国亚细亚省一座富庶的港口城市。该城是一个学术中

心，邻近小亚细亚西部几条主要的陆路。”[7] 

 

圣光圣经地理资讯网： 

http://biblegeography.holylight.org.tw/index/article_page?p_id=28

                                                             
6 同上。  

7 同上， 1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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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经文重点 

(a). 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4:1） 

(b). 以属灵的品德，持守从圣灵而来合一的心（4:2-3） 

(c). 以七个“一”来说明“合一”的源头与根基，阐明合一的重要性（4:4-6） 

6. 经文结构 

总则 劝勉 行事为人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4:1） 

细则 
合一的原则 

（HOW）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

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 
（4:2-3a）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4:3b） 

基础 
合一的根基 

（WHY） 

一个身体，一个圣灵，一个指望，

一主，一信，一洗，一神 
（4:4-6） 

7. 钥字解说 

(a). “谦虚”：“保罗时期的异教世界不欣赏谦虚这种美德，认为骄傲才是

值得赞赏的。”[8]“其实在非基督教世界的任何世代，这都是常见的态度。

在基督里，谦虚却是美德。祂的生和死，都是不以名声为念的服事和牺

牲（腓二6-7)。基督徒蒙召既是跟随祂的脚踪，谦卑就变成了基督徒品格

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参：徒二十19）。再者既看见神自己的伟大、荣耀、

圣洁，就无法不能承认自己的软弱和罪恶。”[9] 

(b). “温柔”：“在希腊古典文献中，是从好的方面，形容温顺与和善的品

格。相应的形容词（praos），有个特别重要的用法，它可以指受过良好

训练、完全受到控制的牲口。新约用温柔来描述人对神话语（雅一21)的

顺从，更为常见的则是指待人接物（林前四21；提后二25；多三2）的态

度。”[10]如米登（NCB）所言，温柔“之人的心态，是致力于为全体利

益寻求有价值的目标，拒绝让针对一己的轻慢、伤害、侮辱，或任何私

                                                             
8 《圣经研修本》（中国基督教两会， 2017）， 1904。  

9 ht tp: / /www.godcom.net /chaj ing/New%20Testament /49Eph/49DT04.htm 
(丁道尔圣经注释，以弗所书 )（ 2020年 3月 14日存取）。  

1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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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理由，而偏离这目标”[11]。 

(c). “忍耐”：“（makrothymia），这字有时是指面临不幸时的坚忍（如：

雅五10），但更常见的意思，如本节的用法，则指受到他人伤害时，不

轻易采取报冤或复仇行动的心。”[12] 

(d). “宽容”：它是不轻易发怒的实际表现。“它是彼此容忍对方的软弱，

不因为邻舍或朋友的短处得罪我们或惹人讨厌，而拒绝以爱相待”（艾

博特）[13]。它是“那种彼此包容的态度，没有了它，人类就没有一个群

体能够和平共处”（斯托得）[14]。 

(e). “爱心”：“只有在爱中，才可能有这种宽容，也才可能有上述的四样

品德。因为爱心是求他人益处的基本态度，所以能够导致并且包括这一

切的品德。”[15] 

(f). “和平”：“是一种和好、彰显爱的状态，可以把信徒联络起来，在基

督里合一。”[16] 

(g). “保守”：“合一”不是信徒创造出来的，他们只是持守圣灵所赐的合

一而已。[17]并在面对来自教会内外的众多攻击下，竭力保守神所赐的合

一，使合一不被夺取，这是人的责任。基督徒应当竭力保守这合而为一

的心。[18] 

(h). “身体只有一个”：基督的身体（教会）。[19] 

                                                             
11 ht tp: / /www.godcom.net /chaj ing/New%20Testament /49Eph/49DT04.htm 

(丁道尔圣经注释，以弗所书 )（ 2020年 3月 14日存取）。  

12 同上。  

13 同上。  

14 同上。  

15 同上。  

16 《圣经研修本》（中国基督教两会， 2017）， 1904。  

17 同上。  

18 ht tp: / /www.godcom.net /chaj ing/New%20Testament /49Eph/49DT04.htm 
(丁道尔圣经注释，以弗所书 )（ 2020年 3月 14日存取）。  

19 《圣经研修本》（中国基督教两会， 2017）， 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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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一个指望：共同蒙召进入永生，在复活的荣耀中永远享受与神同在。[20] 

(j). 一信：基督徒共同认信的基督信仰的教义。[21] 

(k). 一洗：所有信徒都受洗归入同一个身体（归入基督）。用水施洗是一个

标记，表明信徒因圣灵的重生而进到基督里面。[22] 

(l). 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每个人都是祂的创

造，从开始就是按祂形象造成的儿女，后来又藉基督回到祂的家里。因

此，所有基督徒都以兄弟姊妹的身分彼此相属，并且同有一个信念：神

是他们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无论是

在各个城镇、各个国家，或个人生活层面都充斥各样神祗的世界，或是

为了现实的目的而否认神存在的世界，这个对神的信念，都比任何人为

的关系拥有更大的力量，足以将人连结在一起。”[23]基督徒相信他们是

“住在一个神所创造、神所控制、神所维持，以及神所充满的世界上”

（巴克莱）[24]，并且确信神住在他们里面、透过他们成就祂的旨意。除

了在共有这信心和经历的团契里面，哪里还能找得着如此深广的合一呢？

本节再次证明没有必要的分裂是愚昧的，只会削弱教会在世上为这荣耀

信仰所作的见证。[25] 

8. 经文小结 

这段经文主要论述了保罗劝勉教会合而为一，其根基是独一神和他唯一

的拯救工作。[26] 

作者首先发出一个全面的劝勉：“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基

督徒蒙召得儿子的名分，成为圣洁合一的子民，生活应当与这蒙召的恩相称。

                                                             
20 同上。  

21 同上。  

22 同上。  

23 ht tp: / /www.godcom.net /chaj ing/New%20Testament /49Eph/49DT04.htm 
(丁道尔圣经注释，以弗所书 )（ 2020年 3月 14日存取）。  

24 同上。  

25 同上。  

26 《圣经研修本》（中国基督教两会， 2017）， 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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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弗4:1） 

生活如何与蒙召的恩相称，即“成为圣洁合一的子民”，一方面，基督

徒自身应有美好的品德：谦虚、温柔、忍耐、爱心，因为这些在基督身上表

露无遗，每个基督徒也应在日常生活中活出这些品格。[28]（弗4:2） 

另一方面，基督徒在与他人的相处中应有和平的态度，因为和平是一种

和好、彰显爱的状态，可以把信徒联络起来，在基督里合一。[29]而合一不是

信徒创造出来的，他们只是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而已。[30]（弗4:3） 

然后作者用七个“一”，为“合一”提供了有力的根基。（弗4:4-6a） 

最后，在有了以上的论述之后，作者将镜头拉远，给我们一个更加广大

的视角去看待周围的人——神是无所不在的，基督的教会分布在世界各地，

但我们应记得它的“身体”只有一个[31]，所以我们应“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

而为一的心”。（弗4: 6b） 

七、 教学重点 

1. “合一”的生命：在基督里蒙召，行事为人就要在基督里有新的生命（4:1） 

2. “合一”的四种品德：谦卑、温柔、忍耐，互相宽容（4:2） 

3. “合一”的两种态度：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4:3） 

4. “合一”的基础：用七个“一”来说明合一的基础，并指出“三一神”

的超越性和普世性（4:4-6） 

八、 思考问题 

1. 合一是一种口号或愿望吗？请分享为什么？教会中的弟兄姐妹各有不同，

如何在教会生活中践行合一？  

注意点：如果回答是，要注意及时引导（爱心加合宜的话语）回到圣经

教导当中；如果回答不是，分享个人的认知，尽可能避免口号式的分享，

                                                             
27 同上。  

28 同上。  

29 同上。  

30 同上。  

31 同上。  



創作：文静 心語 张兄   編輯：蘇姐、劉姐        日期：3/29/2020 

13 
 

引导学员尽可能地体察那些贴近自己生活和生命的分享；如何践行则强

调个人自己的认知和期望的新行动，避免总是在谈论分享别人的行为。 

2. 通过学习，你认为在你的生命中有什么阻碍了你与神、与人、与教会的

合一？你愿意破除这个阻碍，归回“合一”之中吗？ 

注意点：没有人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和境况，引导学员认知问题不是重

点，重要的是有没有意愿得胜，并询问依靠谁才可以得胜。 

3. 参照“七个一”，你认为自己的生命光景如何？在未来你认为需要做些

什么？ 

注意点：引导学员学习如何认识自己生命的真实情况，如何为自己以后

的行动做规划，如何让自己融入教会（合一的身体），接受陪伴和操练。 

九、 设计理念： 

方案一：激情创意“新造的人” 

本课程设计是面对参加教会活动半年以上的初信和受洗的青少年，使他们在

以小组为单位的“激情创意”活动过程中，充分利用他们所学习到的有关知识和

技能，通过对废弃物品的“重新”组合及使用，同心合意地完成创意作品——再

塑“新人”这一目标任务。体会到“新造的人”，就当有一个新的美好形象。在

基督里新造的人也是如此，我们既在基督里蒙召，就是新造的人，要有在基督里

的“合一”的新生命，这个生命应该与蒙召的恩相称！通过“激情创意—新造的

人”确立设计思路后，照着设计思路去挑选“废弃”的物品，通过知识和技能，

将其改造成可以在创意新人上所用的一部分。重点要求：一个组只能有一个统一

的设计思路，也只能有一个全组认为最佳的呈现作品。所有选择的废弃物品，必

须通过改造成为这个作品的一部分！最终，完美作品是由每一个改造后的废旧物

组成，不能有遗漏物品的现象。从而引入：在基督里蒙召的新生命，应该有新的

“价值观和态度”来行事为人，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和生命之中彰显“三一神”的

荣耀。 

方案二：找到你，在一起，合成“一” 

神有一个计划，神有一个目的，神掌管一切（伯12:10[32]），祂是最伟大的设

                                                             
32 “神引导祂所造万物的生命，每一个生命都在祂的权柄下”（伯

12:10， G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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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师和创造者（西1:16[33]）！假如你要寻找你“人生真实的目的就必须从神开始，

因为你是因祂开始，也是为祂而造”[34]。既然我们都是为祂被造，祂必定有一个

美好的计划在我们身上，就如这些原为同一个作品中的“小零件”，虽然被拆下

来，堆放在不同的地方，有可能还会被当作“垃圾”看待，然而TA却是某一个作

品中不可缺少的、惟一的、不可取代的那一部分。当每个人照着自己的特点，找

到自己的位置，并且以“美好的品德”溶于整体“一”时，这个作品才算是完美

无缺，才能展现神的荣美。 

用原本为“一”的整体分散为不同的零件，让组员根据零件特点找出同属为

“一”的伙伴，组成同一组，合作将零件合成原本就为“一”的整体。在找的过

程中，根据自己的零件特征，会大致想到它是属于哪个“一”，由此去找小伙伴；

在将零件合成为“一”的过程中，大家需要根据各个部分的特征将它们放到合适

的位置，彼此间的沟通合作需要谦卑、温柔、包容的心。最后分享，让大家看到

自己的零件都在那个“一”上，是属于整体的一部分，增强每个人对于小组的归

属感、合一感。 

十、 教学流程 

活动 内容 时间 资源 

律动 
《新造的人》_by赞美之泉 

http://www.zanmeishi.com/video/838.html 
5min 

荧幕 

音响 

敬拜 
《在主里合一》_by基恩敬拜 

http://www.zanmeishi.com/tab/28836.html 
5min 

荧幕 

PPT 

音响 

                                                             
33 “万物，无论是天上的、地下的、有形的、无形的……一切都是祂造

的，也是为祂而造的”（西 1:16， MSG）。  

34 华理克著，杨高俐理译，《标竿人生》（上海三联书店， 2010），

27。  



創作：文静 心語 张兄   編輯：蘇姐、劉姐        日期：3/29/2020 

15 
 

 

引起 

动机 

方案一：激情创意“新造的人” 

(a). “变废为宝”激情创意设计（上交物品归类，设计方案，

选取材料，分工合作、组合材料，完成呈现）； 

(b). 播放《新造的人》为背景音乐； 

(c). 学生呈现，说出设计原理及过程及体会； 

(d). 由讲课老师引入主题，进入经文分析。 20min 
荧幕 

音响 
方案二：找到你，在一起，合成“一” 

(a). 让所有学员从大箱子里挑选出一个小零件； 

(b). 学员根据自己的零件找到手里有同类零件的伙伴，组成

一组； 

背景音乐：《我们爱让世界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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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anmeishi.com/video/5871aadd75a6e1602d399

349.html 

(c). 小组内成员合作，将自己的小零件拼装起来，还原整体

“一”的样式； 

背景纯音乐：《爱使我们相聚在一起》 

https://www.zanmeishi.com/song/33567.html 

(d). 拼装完成后，各小组由组长带领在小组内部，分享整个

过程中自己的体会； 

(e). 各组上台展示作品，且分享组装过程。老师点评每个组，

依据各组的表现，将各小组依次命名为“谦卑”、“温

柔”、“忍耐”、“宽容”； 

(f). 此后，课程老师根据各组分享的内容引发进入经文主

题，引导学生思考。 

(g). 放松一刻，播放短片《团结的力量》 

http://www.iqiyi.com/w_19s09xx2yp.html 

小结：这个视频也让我们看到团结合一的巨大力量，当他们

合一起来就形成一个强大的力量对抗外面的危险。我们的活

动也让我们体会回到大家合起来才能形成完整的“一”。 

连接语：那我们如何更好地合一呢？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经文，怎样合一，为什

么可以合一。 

经文 

探索 

1. 读经 

弟兄一句、姐妹一句，最后一句全班一起读。 

2. 祷告 

亲爱的天父阿爸，谢谢你赐下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

们，使我们恢复神儿女的身份，能回到你的面前敬拜你，领

受你的话语，何等美好！求你真理的灵亲自引导我们明白今

日的经文，并将你的话语烙印在我们个人心中，祷告奉主的

名，阿门！ 

3. 背景介绍 

30min 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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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在《以弗所书》中清楚教导了一些真理，包括：神在

基督里成就普世的救赎工作；不同的族群在教会里合而为

一；信徒在教会、家庭和世人中应有的行为。信徒用和平彼

此联络、合一和相爱，这样，既彰显了救主的救赎大工，也

标志着信徒以感恩的心回应主在生活中白白赐给他们的恩

典。”[35] 

“以弗所古城的人迷信邪术和魔法（见徒19:19及以下），所

以保罗在信中特别强调神的大能超越一切灵界力量，以及强

调基督的得胜和高升，在今世和来世成为教会和万有的元

首。以弗所信徒必须谨记这些真理，始终忠于基督，视基督

为世界和他们生命中至高的掌权者。”[36] 

4. 经文解析 

(a). 题目：保守合一 

(b). 经文：《以弗所书》4：1-6 

(c). 提问： 

保罗这段经文劝勉门徒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他也提

出了怎样合一和为什么要合一，也就是合一的原则有哪些，

合一的基础是什么，并简略解释所列项的意思。请小组内一

起讨论，然后请两组来填写，另外两组作评鉴。 

题目 经文 自己的反思理解 

合一的原则 

（HOW） 

  

合一的基础 

（WHY） 

  

(d). 总结：带领全班一起讨论表格内容。 

教师逐节讲解经文，可视学生反应适时提问，鼓励其思考。 

                                                             
35 同 [5]。  

36 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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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应用 

讨论 

1. 分组讨论问题，每组讨论一个。 

背景音乐《如鹿渴慕溪水》 

https://www.zanmeishi.com/song/31766.html 

(a). 合一是一种口号或愿望吗？请分享为什么？教会中的

弟兄姐妹各有不同，如何在教会生活中践行合一？  

(b). 通过学习，你认为在你的生命中有什么阻碍了你与神、

与人、与教会的合一？你愿意破除这个阻碍，归回“合

一”之中吗？ 

(c). 参照“七个一”，你认为自己的生命光景如何？在未来

你认为需要做些什么？ 

2. 每组汇报讨论结果，其他组可回应，老师最后总结。 

3. 最后分享一首诗歌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约翰·多恩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可以自全。  

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  

整体的一部分。  

如果海水冲掉一块，  

欧洲就减小，  

如同一个海岬失掉一角，  

如同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的领地失掉一块  

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损失，  

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  

因此 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  

它就为你而鸣。 

25 
荧幕 

音响 

回应 

诗歌 

从心合一_by赞美之泉 

http://www.zanmeishi.com/video/5666.html 
5min 

荧幕 

视频 

音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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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延伸阅读补充 

《哥林多前书》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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