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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课：应用问题 

有一个农民，经过了多年的辛劳，终于储蓄

了足够的钱去买一台拖拉机。可是，他一直把它

放在仓库里。他经常向邻居夸耀这台拖拉机有多

先进，请朋友过来，发动拖拉机，享受一下引擎

强烈的轰鸣声，欣赏一下拖拉机鲜红色的车身和

坚固的轮胎。直到一天，邻居问他何时会使用拖

拉机来种田，他就嘘了一口气，回答说：“我可

舍不得用这拖拉机来种田，因为它会被泥巴弄脏

弄坏。” 

 这个可笑的故事说明应用真理的重要性。如果我们只是研究圣经，却永不把所发

现的真理应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就好像这个愚蠢的、不愿使用拖拉机的农民一样。

拖拉机最基本的功用，不是让人欣赏，而是种田；同样，查经最基本的目的，不是得

到知识，让别人羡慕自己的知识有多丰富，而是把观察到的真理“种”在我们“心”

里，并应用出来，让真理改变我们的生命。 

 缺乏应用的查经好像只有一边翅膀的鸟、只有一条腿的人。如果我们忽略把真理

应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就永不能在神话语的天空“飞翔”，也不能轻松地在真理的

道路上“行走”。在这课，我们要学习应用的技巧是，活用查经所观察到的真理，使

我们的生命有改变，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作为教导同工，唯有我们的生命先被神的

话改变，我们的教导才能改变别人的生命。 

 

解释部分 

一、应用的重要性 
 太 7:24 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

明人……。 

 雅 4:17 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 

 雅 1:25 惟有详细察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

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

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查经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了应用。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解释经文，却忽略把真理

应用在日常生活里，我们实在是浪费时间和精力。耶稣很明白应用的重要性。他在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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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宝训中，讲了一个比喻，比较一个聪明的和一个无知的盖房者。他说，聪明的人做

了两件事情：（1）听耶稣的道；（2）去行。如果我们“听见……这话不去行”，我

们就“好比一个无知的人”（太 7:26）。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信心，跟聪明的盖房者

的房子一样稳固，我们必须应用真理，让真理改变我们。 

雅各也提到不应用真理的危险，他说，如果我们知道应该做的事情，“却不去行”，

这就是我们的罪。我们不要单单追求圣经的知识，也要把这些知识应用到我们生活的

每一方面。举例说，有一些基督徒知道“不要说谎”的真理，他们对朋友或者家人很

诚实，认为已经遵从了这个原则。问题是他们没有把真理应用到他们的生意或工作方

面，结果他们对顾客或同事说谎。我们要牢记真理，把它应用在生活各个层面上。 

雅各也给我们一个“应用”的应许。如果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把听到的真理“实在

行出来”，神必然会赐福给我们。 

二、阐明应用 
我们要使用以下七个问题，把真理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 

1. 榜样——有什么我要效法？圣经有很多传记式的故事，因为神

知道，别人的榜样，会激励我们效法他们。例如，亚伯拉罕为

所多玛祷告的榜样（创 18 章），鼓励我们为周围的人祷告。 

2. 命令——有什么我要遵行？圣经有许多命令，例如罗马书 12至

15 章、加拉太书 5 至 6 章、以弗所书 4 至 6 章和歌罗西书 3 至

4 章基本上都是命令。雅各书更有 50 多个命令！有一个基督徒

说，圣经的命令包含了神百分之九十五的旨意，如果我们遵行

这些命令，我们就很容易找到神剩下的百分之五的旨意。 

3. 应许——有什么应许我要抓紧？神在圣经里给我们很多宝贵可靠的应许。所罗门

曾经这样描述神的应许：“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照着一切所应许的，赐平

安给他的民以色列人，凡借他仆人摩西应许赐福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王上

8:56）我们可以像所罗门一样，相信神。我们要记住，有一些应许是有条件的，例

如耶稣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

就给你们成就。”（约 15:7）这应许的附带条件是，我们需要让主耶稣常在我们里

面，我们的祈求才能成就。 

4. 知识——有什么真理让我更认识神？我们尤其要抓住圣经的基要真理，防备异端。

留意基要真理包括童女怀孕、基督复活、圣经无误和圣灵等真理。我们要问：这

段经文有什么基要真理或教导？这段经文提醒我们要防备哪方面的异端？我的思

想需要有什么改变，好配合这段经文的教导？ 

5. 鉴戒——有什么罪我要避免？圣经能提高我们的道德标准。信主前，我们可能认

为有些罪并不是那么坏，然而，应用圣经的原则之后，我们就会跟耶稣一样，什

么罪恶都恨恶。有一个基督徒，他认为他的婚姻跟世人的婚姻一样，没有太大问

题，但读过以弗所书第 5 章之后，他认识到他的婚姻需要改善，夫妻要彼此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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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祷告——有什么我要祈求？圣经给我们很多祷告的典范：哈拿为撒母耳感恩的祷

告（撒上 2:1~10）、大卫认罪的祷告（诗 51 篇）、约拿在鱼腹中的祈求（拿 2 章）、

马利亚的祷告（路 1:46~55）、耶稣

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可 14:32~42）

和他教门徒的祷告（太 6:5~15）、保

罗为以弗所人的祷告（弗 3:14~21）

等。我们除了从这些例子中学习祷

告外，也可以求神帮助我们实践从

经文中学到的真理。 

7. 背诵——有哪些经节我要背诵？有

一些经文很有意义，很值得背，例

如：诗 1 篇、赛 53 章、约 14 章、

罗 8 章等等。 
 

我们通常只能就经文提出几个应用问题，因为大部分经文都不会同时跟这七个问

题有关系。 

 

三、应用圣经的例子 
 我们应用经文前，需要首先观察、解释经文，然后问以上的应用问题。 

圣经例子（一）：诗 143:8 

步骤一：祷告 

 查经前我们要用一段时间祷告，求神光照我们，并且求圣灵引导我们。 

步骤二、三：观察、解释 

 诗 143:8 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因我倚靠你；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

因我的心仰望你。 

 观察：经文中有哪些结构关系？ 

“先果后因”关系： 

结果  原因 

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 我倚靠你 

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 我的心仰望你 

                线索：因 
 

 观察：除了先果后因关系，还有别的结构关系吗？（有三组重复关键词：（1）“求

你使我”；（2）“因”；（3）“倚靠”和“仰望”［近义词］。） 

七个应用问题 

1．榜样——有什么我要效法？ 

2．命令——有什么我要遵行？ 

3．应许——有什么应许我要抓紧？ 

4．知识——有什么真理让我更认识神？ 

5．鉴戒——有什么罪我要避免？ 

6．祷告——有什么我要祈求？ 

7．背诵——有哪些经节我要背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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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释：作者使用这些写作方法的目的是什么？ 

面对未来，我们往往会感到不知所措，不知道下一步该怎样行。然而，当我们倚

靠神、仰望神，为未来祷告，神就会使我们知道当行的路。 

步骤四：应用 

  问七个应用问题： 

1. 榜样——有什么我要效法？ 

大卫给我们倚靠、仰望神的好榜样。 

2. 命令——有什么我要遵行？ 

没有。 

3. 应许——有什么应许我要抓紧？ 

如果我们倚靠、仰望神，他会对我们说“慈爱之言”，让我们“知道当行的路”。 

4. 知识——有什么真理让我更认识神？ 

神会对我们说“慈爱之言”，他会带领我们走“当行的路”。 

5. 鉴戒——有什么罪我要避免？ 

没有。 

6. 祷告——有什么我要祈求？ 

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 

7. 背诵——有哪些经节我要背诵？ 

全部都应该背诵。 

圣经例子（二）：西 3:23~24 

步骤一：祷告 

 查经前我们要用一段时间祷告，求神光照我们，并且求圣灵引导我们。 

步骤二、三：观察、解释 

  西 3:23~24 无论作什么，都要从心里作；像是给主作的，不是给人作的；24因你

们知道从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事奉的乃是主基督。 

 观察（1）：这段经文有什么结构关系？ 

类比： 

 线索：像是 

无论作什么，都要从心里作  给主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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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释（1）：作者使用这些写作方法的目的是什么？ 

作者把“无论作什么，都要从心里作”来跟“是给主作的”作类比，从而说明“从

心里作”的意思。 

 观察（2）：这段经文有什么结构关系？ 

重复： 

“给主作的，不是给作人的”和“你们所事奉的乃是主基督”是相同的观念。 

 解释（2）：作者使用这些写作方法的目的是什么？ 

作者要突显一个真理：凡我们所作的，都应该是给主作的， 

 观察（3）：这段经文有什么结构关系？ 

对比： 

          给主作的 
 

给人作的 

 线索：像是……不是…… 

先果后因： 

结果  原因 

无论作什么，都要从心里作；

像是给主作的，不是给人作的 

 

你们知道从那里必得着基

业为赏赐 
 

 

线索：因  

 解释（3）：作者使用这些写作方法的目的是什么？ 

作者把“给主作的”和“给人作的”作对比，从而表明它们背后所代表的服事心

态并不一样。 

这段经文的上文第 22节说：“你们作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提醒那些作仆人

的信徒，做事的动机不是要做给主人看，讨他们喜欢，而是要因着敬畏主，出

于真心诚意地做。保罗在这段经文进一步解释作仆人的，应该以什么心态来看

待在主人家里的工作。保罗以“服事基督”和“服事肉身的主人”作对比，指

出纵然信徒眼前服事的是肉身的主人，却要以服事基督的心态来执行在肉身主

人家里的一切大小职务。因此不管主人是否看见或知道，都要尽心去作。 

步骤四：应用 

 问七个应用问题：  

1. 榜样——有什么我要效法？ 

没有明显的榜样。因为这儿只提到命令。 

2. 命令——有什么我要遵行？ 

遵照保罗的教导，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尽心去做，好像是给耶稣基督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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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许——有什么应许我要抓紧？ 

即使是平凡事，若以服事主的心态去做，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 

4. 知识——有什么真理让我更认识神？ 

在神眼中，即使是平凡事，若是以服事基督的心态去作，也是事奉。 

5. 鉴戒——有什么罪我要避免？ 

没有。 

6. 祷告——有什么我要祈求？ 

视乎个人的领受。有些人可能会祷告主，求主帮助他能以服事主的心态去工作，

或面对家庭的大小事情 

7. 背诵——有哪些经节我要背诵？ 

视乎个人的领受。有些人可能认为没必要背诵，可是有些人却认为这两节经文都

要背诵。 

 

四、交棒 
 请背诵七个应用问题： 

 

研习部分 

练习一（可 6:34） 

 祷告：查经前我们要用一段时间祷告，求神开我们的眼睛，并且求圣灵引导我们。 

步骤二：观察 

 可 6:34 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

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

道理。 

七个应用问题 

1．榜样——有什么我要效法？ 

2．命令——有什么我要遵行？ 

3．应许——有什么应许我要抓紧？ 

4．知识——有什么真理让我更认识神？ 

5．鉴戒——有什么罪我要避免？ 

6．祷告——有什么我要祈求？ 

7．背诵——有哪些经节我要背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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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仔细观察，找出经文中所有结构关系，并且写在下面：（请不要看下面的答案，

先把它掩盖，练习找出和填写各种结构关系后再继续阅读。） 

 类比 

                           

 线索：       

 

       许多的人（他们）  没有牧人的羊 

 线索：如同……一般 
 

 先果后因关系： 
  

结果  原因 

           

 

             
 线索：     

 

结果  原因 

就怜悯他们 
 

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线索：因为  

 

 先因后果关系： 
 

原因  结果 

           

 

             
 线索：     

 

原因  结果 
怜悯他们 

 
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 

 线索：于是  
 

步骤三：解释 

作者拿“没有牧人的羊”跟当时那些人作比较，从而指出那些人如同无牧的羊一

样，落在困苦当中，主因而怜悯他们。 

步骤四：应用 

 问七个应用问题  

 我们现在要学习如何问七个应用问题，但有些时候，不是每个应用问题都适用于

所观察的经文（尤其是短的经文），因此，复习这课的棒后，你可以就上述经文，选

三个最适合的应用问题，先不要看下面的答案，把它掩盖，写了你的问题和答案后，

再参考： 



158 查经手册（上册） 

 

 

1. 第一个适合经文的应用问题：               

答案：                                 

                                    

2. 第二个适合经文的应用问题：               

答案：                                 

                                    

3. 第三个适合经文的应用问题：               

答案：                                 

                                    
  

1. 第一个适合经文的应用问题：榜样——有什么我要效法？  

答案：我要效法耶稣，他因为看见许多的人，如同羊没有牧人，就怜悯他们，牧

养、教导他们；我也要怜悯人，把神的道教导他们。 

2. 第二个适合经文的应用问题：知识——有什么真理让我更认识神？  

答案：耶稣有怜悯的心肠，他看见人的需要，并且以行动来满足他们的需要。 

3. 第三个适合经文的应用问题：应许——有什么应许我要抓紧？  

答案：耶稣看见人的需要，就怜悯他们；同样，他看见我的需要，也会怜悯我。 

 
 

 

练习二（林后 12:9~10） 

步骤一：祷告 

查经前我们要用一段时间祷告，求神开我们的眼睛，并且求圣灵引导我们。 

步骤二：观察 

 林后 12:9~10 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

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10 我为基督的

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

时候就刚强了。 

请仔细观察，找出经文中所有结构关系，并且写在下面：（请不要看下面的答案，

先把它掩盖，练习找出和填写各种结构关系后再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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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复 

                                    

                                    

                                    

                                    

 

五组重复的关键词：（1）“软弱”；（2）“基督的能力”和“我的能力”；（3）

“完全”和“刚强”［近义词］；（4）“喜欢夸”和“为可喜乐的”［近义词］；

（5）“什么时候”。 

 先果后因 
 

结果  原因 

          

 

                 
 线索：    

 

结果  原因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线索：因为  

 

 先因后果 
 

原因  结果 

              

              

 

              

              
 线索：    

 

原因  结果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

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

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线索：所以  

 

 先果后因 

结果  原因 

               

               

 

             

             
 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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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原因 

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

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 

 

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

就刚强了 
 线索：因  

 

步骤三：解释 

保罗的软弱是他身上有一根刺，这根刺使他感到不安。于是，他求神把这根

刺挪走，可是神没有应允他的祷告，但神对他说，神的恩典是够他用的，因为神

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因此，保罗表示他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你又如何面对自己的软弱？在这段经文，保罗指出一个真正事奉神的仆

人的特征是软弱，因为如果人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并且表明需要从神而

来的帮助，人就可以体验到神的恩典和大能。由此可见，那些认为事事自己都

做得来的人（所谓的强人），很难明白神的恩典，不容易经历神的大能。 

面对我们的软弱，我们不用感到自卑，也不一定要求神挪走我们的软弱。

因为这些软弱可以成为我们经历神的恩典和大能的机遇。 

 

步骤四：应用 

  问七个应用问题：  

 复习这课的棒后，就上述经文，回答七个应用问题，先不要看下面的答案，把它

掩盖，写了七个应用问题和答案后，再参考： 

1. 第一个应用问题：                

答案：                                 

                                    

2. 第二个应用问题：               

答案：                                 

                                    

3. 第三个应用问题：               

答案：                                 

                                    

4. 第四个应用问题：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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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五个应用问题：               

答案：                                 

                                    

6. 第六个应用问题：               

答案：                                 

                                    

7. 第七个应用问题：               

答案：                                 

                                    
 
 

1. 第一个应用问题：榜样——有什么我要效法？ 

答案：要学习保罗的榜样，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们；为基督

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 

2. 第二个应用问题：命令——有什么我要遵行？ 

答案：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 

3. 第三个应用问题：应许——有什么应许我要抓紧？ 

答案：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什么时候软

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4. 第四个应用问题：知识：有什么真理让我更认识神？ 

答案：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5. 第五个应用问题：鉴戒——有什么罪我要避免？ 

答案：没有。 

6. 第六个应用问题：祷告——有什么我要祈求？ 

答案：因人而异，没有标准答案。有些人可能会祈求神帮助他们接受自己的软弱，

并且在软弱中，经历神的大能。 

7. 第七个应用问题：背诵——有哪些经节我要背诵？ 

答案：因人而异。有些人会认为两节经文都要背诵。 

五、补充练习 
请回到第十一课，再看练习的诗 103:20~22、罗 5:3~5、罗 10:14~15、罗 8:37~39，

然后回答本课所提出的应用问题。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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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道大纲 

尽都顺利（帖前 4:17~18） 

 帖前 4:17~18 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

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18 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 

一、引言：带出听众的需要 

1. 对死亡的三种反应：惧怕（有些大楼型屋苑没有第四栋）；忽略（只追求世上的钱

财、名声，不思想死亡）；盼望（保罗有这个盼望——腓 1:21、23） 

2. 面对死亡，怎能不惧怕，反而存着盼望？我们要认识真理。保罗指出与死亡相关

的三个盼望：天堂的盼望，复活的盼望，耶稣再来的盼望。（点明中心思想） 

二、如何克服对死亡的惧怕？我们要抓紧天堂的盼望。 

1. 天堂没有眼泪、悲哀、痛苦（启 21:4）。 

2. 天堂有很多地方（约 14:2）。耶稣升天后一直在为我们预备地方！ 

3. 最宝贵的应许是我们会永远与耶稣在一起（约 14:3）。应用：如果我们多默想在天

堂与神永远同在的事实，我们就不会害怕死亡。大卫给我们好榜样（诗 23:4）。 

三、如何克服对死亡的惧怕？要抓紧复活的盼望（帖前 4:13~18）。保罗在这段经文

里指出，我们死后会复活。我们要特别研究保罗在帖前 4:14 用的四个字与它们

的意义： 

1. 保罗在帖前 4:14 用了“若”字，反映出帖撒罗尼迦人不一定明白复活的真理。他

们刚刚信主，对死亡的看法仍然好像世人一样，存着悲观、绝望的思想。应用：

我们是否像他们一样，对死亡存着悲观、绝望的思想？  

2. 保罗在帖前 4:14 用了“必”字，意味着神肯定会成就他的应许，使我们复活。 

3. 保罗在帖前 4:14 提到“与耶稣一同”，这个分句在原文里含有联合、联结的意思。

我们既然跟耶稣联合了，我们肯定也会复活，因为他已经复活了。 

4. 保罗在帖前 4:14 不是说“死了的人”而是说“睡了的人”，表明死亡只是暂时的，

有一天我们都会听到神的号吹响，我们的身体也要改变过来，变成复活的身体！ 

应用：我们要多默想复活的真理，好叫我们能抓紧这个盼望，驱除对死亡的恐惧。 

四、如何克服对死亡的惧怕？要抓紧耶稣再来的盼望（帖前 4:16~17）。 

1. 保罗在帖前 4:16~17 指出一个什么次序？他说主会降临，之后在主里死了的人要

先复活，最后我们会和他们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 

2. 保罗在帖前 4:17 还给我们宝贵的应许说，我们要和主永远同在。（举例） 

3. 这些话的根基就是“照主的话”（4:15）。神的话是信实的、可靠的，我们可以相信

这应许。 

4. 约翰指出，凡对耶稣再来存着盼望的人，都会洁净自己。（约壹 3:2~3） 

应用：你愿意过着圣洁、不怕死亡的生活吗？愿你常存盼望，等候耶稣的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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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抓紧这些盼望会带来什么结果？ 

1. 我们就会得到安慰（帖前 4:18）。【先果后因】应用：面对弟兄姐妹离世，我们可

以得着安慰，因为知道我们将来会重聚。 

2. 我们不再恋慕世上的事物，而是爱慕耶稣。摩西认识人生的短暂，求神指教他怎

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得着智慧的心（诗 90:10~12）。应用：我们要效法摩西的祷

告。 

3. 耶稣也曾经用死亡的事实，鼓励我们不追求钱财。（路 12:15~21）（举例） 

4. 彼得说我们在这个世界只是客旅，是寄居的；这世界不是我们的家乡。（彼前 2:11） 

六、总结 

1. 求神帮我们抓紧这三个盼望：天堂的盼望；复活的盼望；耶稣再来的盼望。 

2. 这些盼望能产生两个结果：不怕死；不再恋慕世上的事物，而是爱慕耶稣。 

3. 我们不但不怕死亡，还能跟保罗一起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腓 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