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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如何使用这本教材 

前言 

欢迎学习《旧约精览》的第三部分。在这部分，你会认识摩西五经和两卷历史书、每卷书的主

旨、主题和结构。这些书卷都有很丰富的基础和基本的教导。这些书卷也告诉我们一连串的故

事，有关全权全能的主如何密切地介入人类的生活中，这些旧约书卷也记载了祂计划的全面历

史，就是要将救赎带来世上，最终更要使万事万物在基督里更新。为了明白你应该认识的新约，

你需要明白旧约所蕴藏的丰富。神选取了逐步的方式去显明祂自己，祂所写的话语，一步一步

揭开有关祂的属性和工作的真理。旧约的 39 卷书提供了一个基础，让新约的 27 卷书可以建立

在这根基上。你已经读过以色列的历史和一些重要主题，现在，你会学到每卷书的简介。我们

希望你能基本掌握每卷旧约的重心，这是这课程的目的。同时，我们也希望你从旧约中看见神

为你预备的财宝。 

我们的《旧约精览》分为六部分，每部分都有各自的手册。这六部分是： 

 旧约一：集中讲旧约的历史，以及学习和背诵旧约历史 100 步。 

 旧约二：集中讲一些必须知道的重要旧约主题。学员会在十二课中研读和掌握旧约十

二个最重要的主题。这其中的许多主题对明白新约的教义很重要。要研读旧约三至六，

你必须先研读旧约一、二作为基础。 

 旧约三、四：这两部分会集中于圣经的书卷。学员会学习和掌握每卷书的主旨，背诵

每卷书的大纲和学习每卷书的重要主题。旧约三、四包括了摩西的书（五经）和历史

书（约书亚记至以斯帖记）。 

 旧约五、六：这两部分会继续集中于圣经的书卷。学员会学习和掌握每卷书的主旨，

背诵每卷书的大纲，和学习每卷书的重要主题。旧约五、六包括了诗歌书/智慧书（约

伯记至雅歌）和先知书（以赛亚书至玛拉基书）。 

在《旧约精览》的第三、四部分，你需要知道每课包括的几部分： 

 历史图表 
 主旨与背景 
 大纲 
 重要主题 
 信息 
 交棒（方便背诵的摘要） 
 顺口溜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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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史 图 表 
 
每一课都由一个历史图表开始，这图表显示了各书卷在旧约历史的排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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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图表以左边的创世记开始，各卷书上面的数字表示它在旧约的次序。书卷的位置表示它记

载了旧约历史中的哪一段时间。这表分三行，中间的一行（由创世记至尼希米记）表示了以色

列史的主要流程。这些书卷顺着次序记载了旧约历史的重要材料。最上的一行（利未记至以斯

帖记）提供有关历史的补充资料。其中一些会有很多历史事件（例如历代志上），一些只有很

少（例如路得记）。此外，这些书卷并不是旧约历史资料的主要来源。第三行有一些数字，是

《旧约精览·第一部分·历史与专题》里旧约历史 100 步的相关步数。在这一行，你可以看见

100 步如何分别记载于各卷书中。例如在“出埃及记”之下有“39-49”的数字，这表示在旧约

历史 100 步中，39-49 步的事情可在出埃及记中找到。 

你可在这图表中知道很多事情。请留意各卷书的先后次序，也请留意哪卷书记载旧约历史 100
步中的哪几步。同时也请看看哪卷书是历史资料的主要来源，哪卷是补充的材料。 

主 旨 与 背 景 
 

每一课都有一个简介，每个简介都有两部分： 

甲． 简介 

简介是用几段文字来介绍这一卷书，提及这卷书的重要资料、它的主题，以及它与另外的

旧约经卷的关系。 

乙． 资料格 
当中包括几部分： 
1. 作者（假如知道的话）。 
2. 写作日期：这是书卷写成的年份。 
3. 所记事情的年期：这是书卷所载事情的时间范围。 
4. 旧约历史 100 步：这显示了书中记载了或包括了 100 步中的哪几步的事情。它会提到

这书会由哪一步至哪一步。例如出埃及记包括了第 39 步“四百年”至第 45 步“西乃

山”。 
5. 钥节和主要篇章：这部分提供了书的钥节和主要篇章。不过这些章节是有些主观性的。

有些人也许会觉得另外的一些经文更加适合。无论如何，我们建议你最低限度将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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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钥节都记住。 
6. 主旨：这是每卷书主旨的摘要。也许也有人会认为另一些语句更适合，不过，重要的

是你能掌握每卷书的主旨，因此我们也建议学员背诵每课的主旨。 
7. 其他：这部分会为你介绍关于书卷的有趣或有用的资料。 

首先，我们建议你先看简介中有关书卷背景的部分，并将你认为重要的地方划线，然后才看资

料格。最后，你需要背诵每卷书的钥节和主旨。 

大纲 
 

在这部分，学员会逐段研读书卷的大纲。你会首先看见一个全书的大纲，然后你会看见每个主

要段落的资料。这些资料包括几部分： 

• 经文：你会看见一些漏空了格的经文章节。你要查考这些经文，并将空格填上。假如

你不想弄花手册，你便要将这些经文全部抄在另一本笔记簿中。 
• 问题：经文之后会有一些问题，帮助你更仔细察看内容。你也许会觉得有些问题很简

单，但仍然请你用简单的语句回答。请你明白，你将要教导的那些人，经文知识会比

你少得多，他们会很欣赏这些简单的问题的。 
另一方面，你也许觉得一些问题很难。这些问题是特意要扩大你对经文的了解，以及

帮助你改进你的研读技巧的。假如你觉得问题太难，可请教你的导师。 
• 解释：问题之后有解释的部分。这部分通常会让你找到问题部分的答案。有时它在提

供答案之余，也会介绍那部分经文更多的背景。它也会常常提出应用的问题；请默想

这些问题，因为它们是为帮助你的基督徒生命成长而设的。 
还有…… 

• 有时你会看到一些方格中的补充资料。你的导师间中会讲解当中的内容，但通常他只

会叫你读一次便算。这些格子内的资料是给你个人研究、帮助你和建立你的。请在课

后花一些时间研究这些格子。其中一些可以成为讲道的上佳材料呢！ 
• 你很容易会只是看过了应用的问题而没有尝试回答或回应它们。请不要忽略这些应用

问题！它们是很重要的，没有了它们，你所学的便不够平衡。 

主 题  

正如放大镜能帮助我们将一些物件聚焦和看得更清楚，这部分能帮助学员更清楚地看到各书卷

中一些最重要的主题。这些主题，是书中经文特别强调的题目。我们只想将它们指出来，让你

在自己研习和阅读的时候注意这些事情。或许你可以用这些主题来讲道或教导。你的导师也许

会将它们全部或部分讲解，甚至不讲解，这要看时间够不够，请记住上完课后仔细研究它们，

因为到时你会有较充裕的时间。 

 信 息 
本手册会为你提供每卷书的讲道大纲。你的导师也许会给你一个简化了的版本，或者给你另一

篇的信息。无论怎样，这个大纲是给你讲道用的。你可以在教《旧约三、四》或其他机会中用

这大纲。记住，这部分是为了帮助你从旧约经文取得讲道材料而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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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棒  

赛跑者的图像提醒我们，这个训练是一场接力赛。在这手册中，清晰、容易掌握而精简的课中

重要部分的摘要，称为“棒”。这些“棒”帮助我们更容易将训练传递给下一代。 

“交棒”的部分能帮助你记住上课时学到的“棒”。在某些课中，你需要自己将棒写出来，我

们已预留了位置给你。当然，假如你未曾上完课，你是写不出棒来的。 

上课时，你需要记住每一课的棒。这些棒是极为重要的，请用心仔细地学会它们。假如棒中包

括动作，请将动作学好（就如旧约历史 100 步一样）。假如棒中有图画，请将图画好。大部分

的棒都是不需要绘图的，但假如需要的话，请多加练习，使你很自然便能将它们画出来。 

顺 口 溜 
 

我们已为你们想了一种方法，让你们将每课的主旨教导下一代，这方法叫做“顺口溜”。这种

方法对教导文盲或半文盲尤其有效。这方法是很有用的，善加利用吧。 

 总 结 
我们定这些材料的目的，是要训练无愧的工人，而工人明显需要工具。这本手册就是提供给这

类工人的工具，请好好利用它。要使这手册的各项资料成为对你有益、有用的东西，不要怕用

我们教你的方法。也许你会以为自己用不着这些方法，而试图将它们撇在一旁。请别那么想，

要尝试、使用和调整它们，要尽力成为神要你成为的最佳老师。一个好老师是一个有准备的老

师⎯⎯准备他的头脑和心志。 

请努力预备自己成为教导这些材料的好老师，而要做个好老师，必须下苦工。神当然会使用那

些发自内心的信息（我们也会感到神的带领），但神会在我们预备好的时候带领我们。当我们

努力预备的时候，他会给我们智慧，帮助我们清楚、妥当地教导。我们没有预备，有时是因为

环境不许可，但大部分时间却是因为我们不愿付出努力。不要懒惰，为了把你所学的传给下一

代，请努力预备好。我们这样做，不单是为了学员，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因为我们都想在上帝

的宝座面前成为无愧的工人，亲耳听他对我们说：“好！你这又善良又忠心的仆人……”（太

2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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