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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课 语言技巧 
你与人通电话时，可曾因为线路受干扰，听不清楚对方说什么？不管怎样努力去听，

还是没法听得到， 终只有放弃。有些传道人讲道时没有留意说话的技巧，又用许多抽

象和深奥的神学词汇，结果讲道夹杂了各种“噪音”，干扰

听众接收我们所讲的信息。我们讲得不清楚或不易明白，听

众往往不愿意听下去，因为太费神了。结果，传道人所讲的

真理好像水流在下水管道一样，白白流走了。 

对传道人来说，语言是重要的表达工具，必需反复锤炼。

如果一位雕刻家有高超的技术，也有漂亮的大理石，可是缺

乏良好的工具，就不容易创作出优美的雕塑。“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传道人所用的词汇和语句好比画家的画笔和

油彩。在本课，我们要学习在讲台上的语言表达技巧，锤炼

我们的措辞。让我们好像艺术家用千变万化的色彩绘画那

样，运用丰富生动的语言讲述真理。 

解 释 部 分  

一、语言的重要性 
神创造宇宙不是用手和脚，而是用他的话语，把宇宙呼唤出来。约翰把耶稣称为“道”

（或译作“话语”），万物是借着这“道”造出来的（参约 1:1~3）。由此可见，神的言

语是具有创造力的。我们传讲这“道”的时候，也应该善用神赐给我们的语言能力。 

耶稣是个了不起的传道人，他懂得用精妙的言语表达真理。他精通修辞，善于利用

活泼生动的词汇讲道。他所说的句子短小精悍，浅显易懂，但寓意深远。因此，他的听

众能好好抓住真理，生命得到深远的改变。但愿我们像耶稣那样讲道，让听众明白我们

所讲的圣经真理。 

二、表达要具体 

（一） 形象化的描述 

我们讲道时所用的词汇要触及人的五个感官——听觉、视觉、触觉、味觉和嗅觉；

多用描述声音、味道、形 、触感等等的形容词，让听众具体地明白我们所讲的道。

此外，我们还要多用故事和例子，使抽象的真理形象化。我们必须用生动、具体的描

述，取代那些抽象的神学词汇；又要用日常的用语，代替那些专业的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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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动词、比喻与提问的运用 

耶稣深知道动词能增强句子的动感，使讲道更活泼，更吸引人。在马太与路加福

音的三十个比喻中，我们发现耶稣使用了许多动词，差不多占了总字数的五分之一。

在登山宝训中，他用了 404 个动词，也用了很多比喻与提问，全都表现出他的言语生

动且充满感染力。1 如果我们希望跟耶稣一样，说话能够激励人心，就要学会使用有

动感的词汇、比喻与提问来讲道。 

三、措辞要恰当 

（一） 用日常口语讲道 

有些传道人为了给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刻意使

用一些深奥难懂的成语或抽象的神学名词。这些空泛

的词汇让听不懂的听众感到受挫。一个谦卑服事人的

传道人，在讲道前会考虑哪些词语是听众明白的，哪

些词语使他们感到困难。我们应该用那些听众听得舒

服，接近日常口语的词汇，这才是有效的讲道。如果

我们必须提及一些神学名词或圣经的专有名词，我们

应该在后面补充一句话，解释这个词语的意思。 

（二） 用精炼语言讲道 

我们要不断操练自己的语言，使我们所说的每句话、每个字都充分发挥效果；也

就是说，我们说话要尽量精炼，不含任何无意义和多余的成分。我们不要浪费时间在

不必要的解释与事例上。可以用一小时讲完的道，不要用一个半小时去讲。如果我们

太啰嗦，听众会感到不耐烦；虽然他们会有礼貌地听下去，但难免会心不在焉。2 话

要说得精炼，必须下一番苦功，然而所收到的效果会证明是值得的。 

有些传道人重复地在讲道中夹杂一些多余的口头语、惯用语、无意义的感叹词或

声音等，比方说，“阿们”、“感谢主”、“那么”、“啊”、“哎”、“哼”、“好啦”或咳嗽

声等。这些语助词或声音若用得不恰当，就只是有声的停顿而已。这些毫无意义的声

音，不但无助于与听众交流，而且会分散听众听道的专注力，甚至令他们烦躁。3 我

们必须下决心从我们的讲道中除掉这些无意义的声音。要改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请

同工指出我们讲道时经常重复的无意义词语，也可以用录音带录下自己的讲道，反复

听几次，除掉不必要的口头语和多余的话。 

（三） 用权柄与能力讲道 

我们所讲的是神活泼的道，所以讲的时候应流露出真理的权柄与能力。我们要避

免用“或者”、“可能”、“大概”、“我想”、“似乎”等语气不肯定的字眼，而要用“我

相信”、“圣经说”等明确的措辞。耶稣经常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也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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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用具权柄与能力的措辞表达信息，因我们所讲的信息有圣经真理作为基础。 

四、注意说话的技巧 

（一） 注意声量 

讲员一开始讲道，就要顾及所有听众，确定每一个在场的人都清楚听见你的声音。

如果讲员不确定坐在后边的人是否听得清楚，应该问一问他们。4 假若他们听不清楚，

讲员就得大声点或调节扩音器，否则讲道很难达到良好的效果。 

（二） 吐字清晰 

讲员要注意自己的发音是否清晰，如果你的发音有问题，就要多加练习，直至说

话的语音是别人容易听得懂的。此外，话要说得清清楚楚，不要吞吞吐吐，否则听众

会听得很吃力，难以消化讲道的信息。 

（三） 音量变化 

音量是指声音的响度。讲道时，音量需要有节奏地变化；绝不能从头至尾只得一

个音量，像敲木鱼那样。音量的变化能突出重点，引起听众的注意力。有些传道人以

为音量大就等于属灵的力量大，所以每句话都声嘶力竭地说出来。其实强调的效果是

从音量变化而来的。有时，突然轻声地说出一个重点，比大声说更能达到强调的效果。

音量变化恰当是突出重点的秘诀。5 

（四） 音调变化 

我们讲道要跟平时谈话一样，音调自然，有高有低。绝不要用单一而无变化的音

调讲道，好像一首只有“3”音的单调曲子。劝勉时用温柔的音调，告诫时则用严厉

的音调。不要刻意一阵阵地扯高嗓门，给人不自然的感觉。我们跟小孩子说话会很自

然地提高音调，但讲道不是小孩子主日学，因此不要一味提高音调说话。 

（五） 速度变化 

传道人不但要学习恰当地变化音量与音调，还要注意说话的快慢。说话节奏快慢

合宜，同样能产生强调某个重要真理的作用。基本的原则是：说故事或打比方时，速

度可以快一点；强调主题与重点时，就要放慢一些。这样，听众就会留意到哪些话是

重要的。 

（六） 适当停顿 

在你要强调的一个重要的句子之前，稍微停顿 2 至 3 秒；或在这个句子前后各停

顿片刻。停顿让听众有空间思想、消化和回应真理。停顿不要太长，免得听众以为你

不知道下面要说什么；也不要太短，以致不能达到强调的效果。停顿一定要有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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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顿时，讲员必须望着听众，注意他们的反应；不要低头看着讲稿，好像忘了台词一

样。6 

五、反复练习演讲的技巧 
专业的演员会熟读剧本，反复练习台词，为的是要演出 佳的效果。传道人应该比

演员做得更认真、更严谨。我们排练讲道，一方面可以掌握好讲章的内容结构，另一方

面可以找到更好的表达方法，加强个人的演讲风格。多练习能改善我们的演讲技巧，让

我们注意到哪些地方要放慢，什么时候要改变速度、音调或稍作停顿。 

刚开始讲道的人，可以站在镜子前排练或用

录音机录下练习的过程，找出在身体语言与言语

表达两方面需要改善的地方。即使是讲道经验丰

富的传道人，也至少要在脑子里默读讲章一遍，

或想象自己站在听众面前，把讲章演讲一遍。7 

六、交棒 

（一） 本课的棒 

本课的棒是上一课的延续，是演讲技巧的第三点。请重温第一、二点，并背诵第

三点： 

演讲技巧 

1) 眼神交流 

2) 身体语言 

3) 善用言语（本课的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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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解经式讲道总体的棒 

我们已经学过“解经式讲道总体的棒”的十二个要点。现在同声背诵这十二个要

点，并把它们写在“火箭图”的正确位置上。（参考附录一） 

 

 

研 习 部 分  

一、讲道练习 
保持上一课已分好的小组，由另一位组员用大概 40 分钟讲道。其他组员要为讲道

的同学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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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组讨论 
讲道结束后，小组的老师（或负责的同工）要带领组员用 20 分钟讨论以下问题： 

1. 引言带出需要 

 引言带出了哪些听众的需要？什么需要？ 

 引言使用了什么方法讲解需要（遵守真理的好处、不遵守真理的后果、正

反两面的例子）？ 

2. 点明中心思想 

 引言有没有点明中心思想？中心思想是什么？ 

 这中心思想适合听众的需要、符合作者的原意吗？ 

3. 讲道大纲 

 有哪些要点？是否陈述得清楚？ 

 讲章的要点是否大体上跟从经文的要点？要点有没有突出经文？ 

 要点是否解释得正确、清楚？论证是否合理、充足？ 

 要点用了什么方法来解释（上下文、历史背景、相关经文、好处及后果）？ 

4. 应用与事例 

 中心思想与各个要点有没有包括应用的信息？请举出其中一个应用点。 

 是否大部分的要点都包括事例？请举出其中一个事例。 

5. 概括总结 

 总结有没有重复中心思想？ 

 传道人用哪种方式作总结（事例、诗歌、相关经文、提问等等）？ 

 总结有没有发出 后的呼吁？ 

6. 演讲技巧 

 传道人有没有与组员保持眼神交流，并使用恰当的身体语言？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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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道大纲 
指着主夸口 
林前 1:30~31 

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31

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 

一、引言：带出听众的需要 
1. （举例）中国运动员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得了许多金牌，全国为他们感到光

荣，因他们比其他国家的运动员出色。当我们看自己比别人好的时候，就很

容易骄傲。比方说，传道人讲道、授课比别人好，就很得意；学生的成绩比

同学好，就会骄傲；农民的收割比邻居多，就会自夸。 
2. 可是圣经说，人不应因这些事情而骄傲，因为与神相比，我们都算不得什么。

我们的才智、成就和钱财对神没有任何影响，我们在神面前都不能自夸。 
3. 保罗在林前 1:26~31 说，我们只能为一件事情夸口，那就是主耶稣。（点明中

心思想） 
二、保罗在林前 1:31 说只能指着主夸口，其实是引用耶 9:23~24 而说的。 

1. 耶利米在耶 9:23 说，我们不能因三件事而骄傲： 
 聪明；（应用）学生得到好成绩，人有才智解决问题，都不能夸口。 
 勇力；（应用）运动员有比人强的体能，工人有优越的工作能力，都不能

自满。 
 钱财；（应用）商人的公司赚钱，农民的田地丰收，都不能自豪。（举例）

如果蚂蚁彼此夸口，我们会觉得很可笑；我们彼此夸口，对神来说也很

可笑。 
2. 耶利米在耶 9:24 说，我们惟一能夸口的，就是认识神，知道他施行慈爱、公

平和公义。 
三、保罗同意耶利米的话，他说我们不能为世上的事物而夸口。 

1. 保罗在林前 1:19~20 说，神会“废弃聪明人的聪明”。他又在林前 1:26~28 说，

神拣选了哥林多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有智慧、有能力或出身尊贵，相反，这

些他们都没有；所以他们不能自夸。 
2. （应用）如果我们自以为有智慧、有能力或身份尊贵，就会觉得不需要神；

相反，如果我们承认自己本来是愚拙、软弱、卑贱的，就愿意谦卑地来到神

面前，求他拯救我们。 
四、保罗说我们只能指着主夸口。在林前 1:30，他提出了几个要指着主夸口的原因。 

1. 第一个要指着主夸口的原因是，我们得在耶稣里是本乎神的恩典，也因着信。

我们不能靠行为拯救自己，因拯救来自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不能为自己夸口，

只能指着主夸口。 
2. 第二个要指着主夸口的原因是，神使耶稣成为我们的智慧。虽然我们可能有

一些属世的聪明智慧，但神只看重他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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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个要指着主夸口的原因是，神使耶稣成为我们的公义。神悦纳我们，不是

因为我们的公义，而是因为耶稣给我们他的公义。我们都披戴基督的公义（加

3:27）。耶稣在婚筵的比喻说，客人不穿礼服，就要被丢在外边（参太 22:11~13）。
感谢主！我们不会跟那个客人一样，因耶稣给我们穿上他公义的礼服。我们得

以来到神面前，是因为穿上了基督的公义，不是靠自己的行为。 
4. 第四个要指着主夸口的原因是，神使耶稣成为我们的圣洁。神接纳我们，不

是因为我们过着圣洁的生活，而是因为耶稣的圣洁。 
5. 第五个要指着主夸口的原因是，神使耶稣成为我们的救赎。保罗只夸主耶稣

基督的十字架（加 6:14），因他知道救恩来自耶稣在十字架的赎价。 
五、总结：我们不能自夸，只能指着主夸口。 

1. 即使我们比别人好也不能骄傲，因为我们所有的都是从神领受的（林前 4:7）。
（举例）如果朋友送给你一辆汽车，你还能以你的自行车夸口吗？你只能为

朋友的大方夸口。 
2. （举例）求神给我们像大卫那样的心！他是以色列 伟大的国王，可是他知

道这个地位是神给他的，所以他只因着神夸口（撒下 7: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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