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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查经的四个步骤 

一、查经的四个步骤 
 

 

 

 

 

 

 

 

 

 

 

  

查经有两个基本目的：（1）找出作者的原意；（2）应用真理，即是把相关的真

理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可按以下四个步骤来达到这两个目的。 

第一个步骤是“祷告”。如果我们只按着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使用这本手册的方

法，我们就没法明白神的真理。我们要先祈求那位启示圣经作者的圣灵光照我们，让

我们在查经时，谦卑地聆听他的声音。如果我们倚靠圣灵的带领，就能让圣灵借着这

本手册的方法，引导我们进入圣经的真理。 

第二个步骤是“观察”，借此发掘经文记载的事实。在这个步骤我们要问：“作

者对当时的读者说什么？” 

第三个步骤是“解释”。借观察，我们找出作者对当时读者的教导。然后我们就

要解释：找出这段经文对当时读者的意义。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句子和篇章的结构关系，

追溯作者写作的技巧和思路，找出经文的意思。所以，观察和解释这两个步骤的关系

是非常密切的。 

以路加福音 15 章的三个比喻为例，我们可以观察到三个关于失而复得的比喻，而

路加福音第 15 章 1 至 2 节指出，这三个比喻是对法利赛人和文士说的。他们当时批

查经的四个步骤 

4. 应用：这怎么改变我？ 

1. 祷告：求神光照我。 

3. 解释：对当时的读者有什么意义？ 

2. 观察：作者对当时的读者说什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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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耶稣，因耶稣接待罪人和税吏，跟他们一同吃饭。而这些比喻，特别是浪子的比喻

正是要指出他们像浪子比喻里的大儿子，根本不明白当一个罪人悔改，神是多么的欢

喜快乐；如果他们明白，他们就不会私下议论耶稣，而会为这些愿意听耶稣讲道，并

且因而悔改的罪人和税吏欢喜。 

有些人以为“应用”这个步骤才是最重要的，因而忽略仔细观察和解释经文的步

骤，结果他们所应用的，很可能不是按着正意分解的真理，而是按着片面的了解或想

法。如果我们轻忽观察和解释相关的经文，只重视应用，那么，按照初期教会凡物公

用的经文，我们是不是也该凡物公用呢？ 

第四个步骤是“应用”。我们发掘出经文的意思后，就要加以应用，让真理改变

我们。“应用”就是把所发现真理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在这个步骤我们要问：“这

怎么改变我？”例如，路加福第 15 章会令一些人想到：“我应该怎么看待那些软弱退

后的弟兄姊妹？”另外一些人可能会想到，神对他的爱多么伟大和真摰，竟然因他悔

改而欢喜，并且想到自己应该怎样回应神的爱……。 

 

二、手册总体的“棒” 
 

查经的四个步骤就是这本手册总体的棒： 

边说 边做 

祷告：求神光照我 双手手指互扣，做祷告的动作。 

观察：作者说什么？ 
双手好像拿着双筒望远镜放在眼前，代

表仔细观察圣经的真理。 

解释：这是什么意思？ 
把一只手掌放在胸前，掌心向上，然后用

另一只手的食指着手掌。 

应用：这怎么改变我？ 
把双手放在胸前，代表“应用”是从心而

发的行动；然后在原地走几步，代表行道。 

 

在以下的研习部分里，我们会进一步讲解以上提到的步骤；这个部分要背诵的经

文是大卫的祷告： 

 诗 25:4~5 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5 求你以你的真理

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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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求神光照我 

查经的第一个步骤：祷告 
查经的第一个步骤是祷告：求神光照我们。求神光照的具体意思包括： 

1. 开眼——看出经文奇妙之处1
 

 诗 119:18 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 

 路 24:45 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 

诗篇作者所说的开眼，相当于保罗在以弗所书提到的“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

你们知道……”。诗篇作者求神开他的“眼睛”，因为他明白只有心眼得开，被神照

明，才能看出神话语中的奇妙。当耶稣开了往以马仵斯两个门徒的心窍后，他们就能

明白圣经，并且他们的心也火热起来。所以，我们查经时，必须谦卑，承认我们的心

眼需要被打开，呼求神，求神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 

2. 开恩——求神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2
 

 诗 119:29 下 求你……开恩将你的律法赐给我。 

为什么你会特别喜欢某节经文？因为它曾经帮助过你，给你安慰、提醒或力量。

它是神赐给你，属于你的经文。这位诗人手上已经有神的律法，可以随时研读。但他

为什么还祷告，求神把律法赐给他？因为他渴望神的律法成为属于他的律法，成为他

生命的一部分。我们都有一本圣经，可是，如果其中的经文从未进入你的生活中，你

从未经历过这些经文，这些经文还未属于你。你查经的时候，要求神开恩，把他的话

语赐给你，令你不仅知道这些经文，还亲身经历它们的真实和力量，让这些经文成为

属于你的经文。 

3. 倚靠圣灵——进入一切的真理 

 约 14:26 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

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约 16:13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原文作“进入”）一切的真理；

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耶稣升天前应许门徒，天父将会差派最好的老师来教导他们。这位老师就是圣灵。

我们不能凭着自己的智慧查考圣经，乃要祈求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们查经，并且在生活

中进入一切的真理。 

                                                        
1 滕近辉：《路标》，香港：宣道书局出版，1976 年，第 30 页。 

2 同上， 第 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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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用以上经文，也可以加上自己想起来的经文，思考在查经前我们该如何

准备自己的心、该有什么样的态度。你有想起其他相关的经文（例：诗篇 119 篇的其

他经节）吗？你认为查经应抱着怎样的态度？请把经文和你的领受写在下面： 

                    

                    

祷告范例 

神啊，我感谢你借着圣经把你的话赐给我。我承认我缺乏智慧，不明

白你真理的奥秘。求你开我的眼晴，让我看出你话语中奇妙之处；求你开

恩，让你的话在我生命中发出功效，让我经历你。圣灵，求你引导我明白

一切的真理；求你使用我，借着查经让我和弟兄姐妹更加认识你。谢谢你

垂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自己的祷告（请写下你查经前的祷告） 

                    

                    

                    

观察：作者说什么？ 

查经的第二个步骤：观察 

1. 为什么要观察？ 
 

教学活动3 

一个九宫格合共有多少个正方形？。〖教学提示：老师也可告诉学员它合共有

14个正方形，然后请他们逐一找出来。〗 

一个九宫格合共有 14 个正方形。9 个小正方形 + 4 个由

四个九宫格组成的正方形 + 1 个由九个九宫格组成的正方形 

= 14 个正方形。 

为什么有些人看到 14 个正方形，有些人看不到呢？原因

是多方面的（例如：有些人没有观察这种图画的经验），但要

看到 14 个正方形，细心观察是必需的。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

经验：听某人讲道时，虽然他所引用的经文是你读过和熟悉的，但他对经文的观察、

                                                        
3 参考 H. G. Hendricks and W. D. Hendricks, Living By The Book, Chicago: Moody Publishers, 

2007, p.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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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令你感到好像经文发出亮光。为什么读同一段经文，有些人的得着比别人多？因

为有些人只是看，并没有观察，而有些人却不仅看，还细细观察，并且他掌握了一些

观察的方法，也有一定的经验。可以肯定的是，要明白某段经文，不仅要读，还要观

察。 

2. 观察什么？ 

查经的第二个步骤是“观察”。观察的意思是：留心

地“看”。观察一定是从我们可以看得到的事物出发。晚

上举目望天，你看到什么呢？月亮、星星、黑色或深蓝色

的天空等，都是在晚上可以看得到的天空现象。 

要观察什么或可以观察到什么，首先取决于被观察的

“对象”。对观天的人来说，观察的对象是天空。对等候收

割的农民来说，观察的对象是他们的农作物。对读书的人来

说，观察的对象是书本（文本）。被观察的对象限制了我们

的观察结果。例如，当你望天时，你不会看到海上的浪或海里的鱼！因此，对读经的

人来说，他观察的对象是圣经，不是经文以外的东西。 

当我们明白了读经的观察对象是圣经的文本后，我们跟着要问，我们可以从圣经

观察到什么呢？圣经是由文字写成的，我们当然要从文字的意思和排列次序出发。例

如，约翰福音 3 章 16 节说“神爱世人”，我们不可能读作“神恶世人”；其中的“爱”

字是圣经用词，是我们清楚看见的。我们也不能把它读作“世人爱神”，因为这不是

原本的文字排列次序。我们要观察文字和它的上文下理，从而明白作者要说的是什么。 

3. 观察与观察者的关系 

观察什么或可以观察到什么，不单取决于被观察的对象，还取决于观察者。即使

观察相同的现象，但每个人的观察结果不一定相同。例如：城市人走在田野，他可能

看不到农夫所留心的细节，例如农作物被害虫破坏的情况；又或城市人看到某种花，

却不知道那种花的名字，但农夫一看就知道那是什么花。由此可见，观察的结果受观

察者的背景、经验和知识影响。我们读经，不是要观察到其他人的观察结果，而是要

按自己的背景、经验和知识，尽力去观察圣经的文字。假以时日，当我们经验和知识

增多时，我们就可以作出更深入的观察。  

再者，观察者的心态也会影响观察结果。一个匆匆忙忙跑过田野的人，跟一个在

田野间停下来的人，他们对田野的观察结果肯定不一样。匆匆跑过的人，只能简单、

粗略地观察；但停下来的人，就能仔细观察田野，细致地观察。读经的人要在神话语

的面前停下来，仔细地观察每一个字。 

此外，我们不能“偏看”，单单看自己喜欢看的字词。很多人读经都偏爱某些字

词，例如“爱”、“信心”、“顺服”、“救赎”或“仰望”等，读的时候会特别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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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其实，每个字词的意义都很重要。例如：“你”、“我”、“他”等字通常都会

被忽略或不被看重；但它们有时却非常重要。在诗篇 23 篇 1 至 3 节，大卫用“他”来

称呼神，而到第 4 至 5 节却用“你”，说明在第 1 至 3 节，大卫是向人介绍神，而在

第 4 至 5 节，他是向神说话。我们可以“看重”某些字词，但不能因而忽略其他字词。

我们要细看经文的每一个字，不要忽略任何一个。这种观察的心态，对我们明白神话

语十分重要。 

4. 观察的方法 

在这本手册之后的课文中，我们会向大家详细解说好些观察方法，例如：重复、

类比、对比和其他结构关系。现在我们会用诗篇第一篇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些方法。如

果我们按着上面提及的心态去观察，我们不难观察到文字中的一些结构关系，例如：

重复、对比、类比。〖教学提示：请老师要简单解释一下这三种结构关系，参第

三、四、五课。〗 

诗篇第一篇 

1 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 

2 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3 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4 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 

5 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 

6 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 
 

大家有否发现以下的结构关系？ 

 重复的字词：“不”、“恶人”、“罪人”、“义人”、“道路”。 

 类比的关系：“他要像一棵树”、“恶人……像糠秕被风吹散”。 

 对比的关系：“喜爱和默想耶和华律法的人像一棵树……”跟“恶人并不是这样，

乃像糠秕被风吹散”是一个对比；“义人的道路”和“恶人的道路”是另一个对

比。 

这些观察结构关系的方法有助显明作者的原意。因此，我们观察的时候，要留心

经文的文字，以及经文中句子和篇章的结构关系。为什么要观察经文中句子和篇章的

结构关系？因为这些结构关系有助显明作者的原意。 

在结构上，一张能让人坐上去的椅子包含好些不同部分，每个部分都有它的作用，

就是把不同部分接合起来的钉子也不可少。不同的部分接合起来，才能让人安坐其上，

发挥椅子的作用。同样，一段经文的意思是由单字、词语、短句子、长句子、段落、

篇章组成，我们越了解经文的结构——它们怎样组合在一起，就越能明白经文所要表

达的意思。 

江苏有一传统名菜——文思豆腐（又名什锦豆腐羹），厨师用极其巧妙的刀工将一

块豆腐切成幼丝。切完后，那块豆腐外表看来仍然是一块豆腐，但把它放进汤里，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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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立刻散开成丝。虽然喝这文思豆腐时不用咀嚼，但那些豆腐丝却令人感到满嘴都是

豆腐的鲜味。同样，如果你运用这个课程所介绍的各种查经方法（工具）来解开经文

中的结构关系，就更能把作者的原意显明出来。〖教学提示：若教室的设备许可，

教师可以考虑预先从网上下载相关的影片，让学员观看文思豆腐的制作过程。〗 

解释：这是什么意思？ 

查经的第三个步骤：解释 

1. 什么是解释？ 

解释就是根据观察经文的结果，寻找或判断经文的意义；即是通过观察经文所得

的细节，发掘经文的真正意思，了解经文对当时读者的意义。怎样才可以达到这个目

标？我们要就我们观察的结果提问。 

宋朝的包拯（999~1062）擅长调查罪案，找出元凶，公正地执法。英国作家柯南

道尔写了一系列的侦探小说《福尔摩斯探案》。福尔摩斯跟包拯一样，有很强的观察

力；他亲自去到案发现场观察，对观察到的事物提出问题，从而找出罪犯的犯罪手法、

过程和动机等。读经可以说跟查案差不多，同样需要仔细观察和谨慎提问，从而提出

解释。回到诗篇第一篇，根据上面的观察，我们可以提出以下的问题（在后面，我们

详细讲解不同的结构工具时，我们会教导大家问相关的问题）： 

(1) 诗人用一棵树的哪些特征来类比义人？ 

(2) 诗人为什么用糠秕来类比恶人？ 

(3) 诗人怎样把义人和罪人（恶人）作对比？ 

(4) 诗人为什么要把罪人（恶人）与义人作对比？ 

（作者重复提到义人和罪人的道路、结局是不一样的，从而指出人应该走义人

的道路，不要走恶人的路。） 
 

2. 解释的态度：谨慎客观 

包拯和福尔摩斯都是查案专家，他们到了案发现场，会先客观并谨慎地观察所有

的细节，不作任何主观的臆测，按实际情况，根据搜集得来的资料和证据，进行调查。 

 同样，我们研究圣经，也要像包拯和福尔摩斯那样，以谨慎的态度和方法，细心

观察，并且解释其中意义，让我们可以从经文中发掘出伟大的真理。我们查考圣经，

要先放下先入为主的观念，抛开个人主观的想法和推测，再以理性、客观的态度找出

作者当时说的是什么。 

 换句话说，我们查经时不要对经文的意思有既定立场，不是从经文中找些证据来

证明自己的既定立场，而是根据作者所写的内容来研究，找出经文的真正意思，否则

就会很容易陷入错谬的想法，甚至走向异端。例如：东方闪电认为启示录 1 章 7 节的

“驾云降临”所说的“云”是指希伯来书 12 章 1 节的见证人，因为这节经文提到“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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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人如同云彩”。为什么他们要这样认为呢？因为他们有既定立场——基督已经再来，

因此他们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解释那些谈到基督再来的经文，以符合他们的既定立场。

然而，希伯来书 12 章 1 节清楚地指出，这些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的是，那些仍然在信

心赛道上奔跑的信徒，不是再来的基督。 

 这种根据个人主观的意思或既定立场来解释经文的做法，犹如慈禧太后垂帘听政。

当时，慈禧太后坐在皇帝处理国家大事的殿堂侧面的房间里（房间和殿堂之间有一帘

子作为分隔），按她个人主观的意思，指示皇帝该如何治国理政。她这样做是否合法

呢？绝对不合法，因为她不是皇帝，也没有权操控皇帝。 

“解释”的目的是，找出作者对原本的读者的教导，明白作者写书的目的，他所

写的对原本的读者有什么意义。我们在《基要真理》的课程中已经说明：“圣经完全

从神来，圣经完全由人写。因此，我所信所教的一切，定以圣经为权威。”圣灵把真

理启示圣经的作者，倘若我们不按着圣经作者原本的意思来解释和教导圣经，而是强

行用自己主观的意思来解释，那我们就是“慈禧太后”，这样讲解圣经，不但不对，

还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  

3. 观察跟解释的关系 

观察和解释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初步的观察，可以让我们作出初步的解释；

初步的解释可以帮助我们作出进一步的观察，而进一步的观察，可以帮助我们作出进

一步的解释；而进一步的解释，可以帮助我们作出更全面和更仔细的观察……。这是

一个良性循环，这样下去，我们就能更加明白作者要表达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是

一边观察，一边思考、解释；一边思考、解释，再一边观察……。请看以下的例子： 

想象你是福尔摩斯，你正在一宗偷窃案的现场调查。事主一清早起来，发现他

在昨天晚上 11 时多放在客厅大花瓶里的 50 张一百元纸币不见了。 

你初步的观察是，房间、客厅里各样的物件包括大花瓶等都是放在原位，你初

步的解释是房子没有被搜掠过。 

基于你初步认为房子没有被搜掠过，于是你观察门、窗，发现没有丝毫损坏，

你的解释是:贼人不是从外面进来的，很可能是事主家里的人。 

基于你进一步的解释是贼人很可能是家里的人，于是你再观察事主家里的每一

个人，问他们：案发的时候 ，他们在做什么……。每个人都说他在睡觉。可是园丁

说话吞吞吐吐，左顾右盼，很少跟你有眼神的接触。你的解释是，园丁有点慌张、

心虚，可能就是贼人。 

基于你认为园丁可能就是贼人，你就去搜查他的宿舍和他放置工具的工作室，

你观察到在他工具箱里有五千元，你的解释是：园丁就是贼人。 

 

当然，有些时候，进一步的观察可能会让我们发现我们先前的解释或许是错误的。

例如：你观察到工具箱里的五千元都是十元纸币，不是一百元纸币，你的解释是园丁

可能不是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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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观察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初步的解释。可是当我们再观察上下

文的时候，我们的解释可能跟单观察一节经文所得到的结论完全不一样。例如： 

 腓 1:23 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 

单观察这节经文，我们的解释是：若要选择，保罗认为离世与基督同在，是再好

没有了。 

可是，当我们再观察腓立比书 1 章 24 节，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

的。我们就会有进下步的解释：对保罗而言，虽然与基督同在是再好没有了，但为弟

兄姊妹的缘故，他该活下去，因为留在地上帮助他们是更重要的。 

由此可见，观察与解释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因此，在作出初步解释后，我

们要再观察上下文，看看我们的解释是否恰当，是否需要修改。修改了初步的解释后，

我们有时要再观察整段经文，甚至整章圣经，方能准确地找出作者想说的是什么。再

举一个例子：丈夫不可以单凭观察、解释以弗所书 5 章 24 节，就跟妻子说，她要凡事

顺服丈夫，因而要求妻子为自己做这、做那，当她是奴隶。因为整段经文用了更大的

篇幅（22 至 33 节），重复提醒丈夫要爱妻子，并且要为她舍己。 

4. 要恒常应用观察、解释的技巧 

 徒 17:11~12 这地方的人贤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查圣经，要

晓得这道是与不是。12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有希利尼尊贵的妇女，男子也

不少。 

使徒行传第 17 章记载保罗进入帖撒罗尼迦的会堂，“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徒

17:2）。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嫉妒保罗，不接受他传讲的圣经真理，把他赶走。后来保

罗去到庇哩亚的会堂，与那里的人分享真道。庇哩亚人比帖撒罗尼迦人开明，乐意领

受主道，天天考查圣经。结果“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 

我们不要像帖撒罗尼迦人那样，把保罗和真理赶走。相反，我们要效法庇哩亚人

的榜样，以开明和渴慕的态度，“天天考查圣经”，恒常应用观察、解释的技巧，以

至像庇哩亚人那样，信心增长。不要只在课堂上才练习观察、解释的技巧，也要在日

常的研经和讲道中应用这些技巧。 

 

应用：这怎么改变我？ 

查经的第四个步骤：应用 

1. 学习大卫的求告 

 诗 25:4~5 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5 求你以你的真理

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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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开始查经时，要先祷告，求神光照我们，开我们的眼睛。来到应用这个步骤，

我们要向大卫学习，不仅求神把他的话语指示我们，让我们明白经文的意思，还要祈

求神以他的真理引导我们，使我们能把真理应用在生活中。 

2. 揣摩、思想 

 诗 119:95 恶人等待我，要灭绝我，我却要揣摩你的法度。 

我们要用时间仔细思考我们所查考的经文对自己有什么意义。以下的问题有助我

们思考怎样应用经文： 

(1) 经文提到的处境跟你目前的处境有什么相似的地方？有什么地方引起你的共鸣？ 

(2) 经文中哪些原则或要求可以应用在你的处境中？ 

(3) 这段经文让你对神有什么新的认识？ 

(4) 如果经文的内容是某个人物的故事，你认为有哪些方面是你需要学习的？有

哪些方面是你要避免或警惕的？为什么故事中的人物会失败？ 

3. 查经的最终目的：应用——行道 

 太 7:24~27 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盘石上。
25 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盘石上。26 凡听

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27 雨淋、水冲、风吹，

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 

马太福音第 5 至 7 章的登山宝训含有很多珍贵的教导，而宝训的结论是：把听见

的话行出来，信仰的根基就坚固，经得起考验；若不行出来，信仰的根基就薄弱，经

不起考验。 

今天，教会缺乏的不是听道或参加查经班的人，而是行道的人——在这个弯曲悖

谬的世代，不随从今世的风俗，不顺从肉体的私欲，认认真真地付代价作神无瑕疵儿

女的人。你要做个耶稣眼里的聪明人，还是无知的人？无知的人也听道，但即使听了

成千上万的道，不断查考圣经，脑袋里有渊博的知识，可是他们不行道，在神眼中，

他们只是无知的人。 

由此可见，有些圣经知识是无法借着研经、阅读或上课得着的，因为这类知识只

能通过“实践”（行道）才能得着。不遵行神的话，就无法对神的命令和应许有进深

的认识。即使你熟读登山宝训的八福，包括上下文和文法，听过这段经文的精采讲道，

然而除非你把它行出来，否则你对这段经文的理解仍然十分有限，仍然得不着经文提

到的福气。听道得到的福气极为有限，无法跟行道相比。 

4. 你可以怎样做？ 

(1) 你查经时，要立志遵守经文的命令，并按圣经定下的原则来生活，禁戒自己

不作圣经告诫你的事。你要决心修正你查经的目的，由“知道”变成“行道”，

并且清楚明白怎样行道。求神鉴察你的生活，指示你有什么地方需要改变，

并且期望神在你查经的时候，告诉你怎样去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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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生活中，面对某个处境，如果圣灵让你想起某条应对这个处境的诫命，你就

要立刻决心遵行。 

(3) 如果你对某一道命令或原则有疑问，可以请教教会牧者或较成熟的信徒，好让

你能清楚知道如何遵守神的道。 
 

结论 

查经有四个步骤：祷告，观察、解释和应用。 

祷告：我们要祈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他话语中的奇妙；求神开恩，让

我们经历他的话语；求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他的话语中。 

观察、解释：我们要以仔细、谨慎、客观的态度来观察经文中句子和篇章的结构

关系，并且问相关的问题，找出作者要说的是什么，以及对当时的读者的意义。 

应用：查经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行道，不然我们就是无知的人，把信仰的房子建造

在沙土上。 

交棒 

查经有四个步骤：祷告、观察、解释和应用 

祷告：求神光照我。 

观察：作者说什么? 

解释：这是什么意思? 

应用：这怎么改变我? 

 

 

 

讲道大纲 

1. 编写讲道大纲 

我们讲道之前，必须用一段时间查经，决定经文的信息。在这本手册的每一课结

束前，通常都有一个讲道大纲的例子。这些例子，让我们看到如何通过分析经文来编

写讲道大纲。 

每一课的讲道大纲都包括三个重要的部分：“引言：带出听众的需要”、“点明

中心思想”和“总结”。我们每一次讲道，要首先引起听众的注意，也就是要针对他

们的需要，把他们为什么要听这篇道的原因说出来。指出这个需要后，我们要用一句

句子，简洁地介绍这篇讲道的中心信息。虽然在信息里会包括几个应用点，但最后一

个重点应该是一个普遍性的应用。我们在大纲里，看到“（举例）”时，要提出一个

用来形容那个重点的例证。这些例证可以来自三方面：圣经、历史故事和自己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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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讲道大纲的例子 

 

求你指示我（诗 25:1~9） 

 

 诗 25:4~5 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5 求你以你的真理

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 

一、引言：带出听众的需要 

1.  我们都需要引导。有的时候我们感到前路迷茫，一片黑暗，需要响导。（举例） 

2.  大卫在诗篇第 25 篇有这种迷茫的感觉。 

他可能正逃避扫罗王。 

他可能已经是王，需要神的带领，帮助他战胜敌人。 

3. 我们可以在诗篇第 25 篇找到大卫所发现关于引导的真理。 

4. 如果要让神带领，我们必须有以下两种态度： 

承认我们需要神的带领。 

等候、倚靠神（点明中心思想）。 

二、等候、依靠神的态度 

1. 大卫仰望、依靠、等候神。（读诗 25:1~3） 

他依靠的对象不是他自己，而是神。 

应用：我们走人生的路，是依靠自己的聪明、能力，还是只靠神的引导？ 

2. 大卫知道如果他等候神，他“必不羞愧”（失望）。（读诗 25:3） 

大卫相信神必带领他，所以他不会羞愧。大卫逃避扫罗时，得到神的带领，没有羞愧。

（参撒上 23:1~14） 

应用：在等候神带领期间，我们要像大卫那样，相信神必定带领，仰望神。 

三、大卫求神指示他时，他祈求两个带领。（读诗 25:4~5） 

1. 第一个带领：他求神把神的道指示他，把神的路教训他。（读诗 25:4） 

神的“道”和“路”可以代表圣洁的生活。大卫求神带领他过圣洁的生活。 

应用：我们是否跟大卫一样，求神带领我们过圣洁的生活？ 

2. 第二个带领：大卫求神以真理引导他。（读诗 25:5） 

真理跟我们的思想有密切的关系。大卫求神引导他的思想，帮助他认识真理。 

应用：我们是否求神引导我们的思想，能分辨哪个意念是对的，哪个是不对的？ 

3. 在诗 25:5 下半节，大卫重复表示他等候神的态度。（再读诗 25:5） 

他求神带领他，因为他知道神是救他的神，所以他等候神。 

应用：我们首先需要相信神是拯救我们的主，才能求他带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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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如果我们要神带领我们，我们需要求他饶恕我们的罪，承认我们的需要。 

1. 大卫在诗 25:6~7，求神不要记念他的罪，而是记念他自己的怜悯与慈爱。（读诗

25:6~7） 

应用：如果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罪，承认我们需要神的指示，神必带领我们。 

2. 大卫在诗 25:8~9 说，神必指示罪人，引领谦卑的人。（读诗 25:8~9） 

应用：如果我们愿意谦卑地向神承认我们不能靠自己走人生的路，神必引领我们。 
 

五、总结 

1. 我们要首先承认自己缺乏聪明智慧，不知道该走哪条路，然后向神表示我们仰望、

依靠、等候他。 

2. 神听见这样的祷告，必带领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