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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 -- 研經的方法 

研經的方法是為要幫助你在預備帶領查經時，更有效地明白神的話語。 

以下簡單介紹幾種研經的方法，選擇一些適合你的方法。 

（一）研經的方法 

（1）歸納

式研經法 

歸納式研經法（Inductive Bible Study）（詳細資料，請參閱–第五課至第七課）（i）

甚麼是歸納式研經法？ 

就是用歸納的方法去研讀聖經，透過搜集多方面的資料，作出歸納的總結。

英文的（Inductive）「歸納」源於拉丁文的 induce，為（to lead in）「帶進」

的意思，也就是由「具體事實」帶進「一般原則」或「真理」的方法。 

歸納式研經法是客觀地按着一些方法，從經文的事實和記載回答問題。因此，

這方法的重點是客觀地探索，不存先入為主的觀念，讓聖經本身說出它

所要說的話。先觀察（事實），進而判斷（解釋），然後（應用）。 

歸納法是合乎科學又客觀的方法。例如：醫生對病人的診治便是採用歸納法，

先觀察病人的各種症狀（事實），進而判斷病人所患的是甚麼疾病（解

釋），然後根據所知道的對症下藥（應用）。 

歸納式研經法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基本查經操練，它訓練我們仔細觀察、解釋、

問問題及答問題，這是學習每一種查經方法之前都要下的工夫。 

（ii）歸納式研經法的特點 

由「觀察」 （帶進）->   「解釋」 

由 表面的看見 -> 到 裡面的看見 

由 字句 ->  到 精意 

由 文學 ->  到 生命 

（iii） 歸納式研經法的方法 

歸納式研經法：三個基本的步驟：1. 觀察； 2. 解釋； 3. 應用 

它們解答三個基本的問題：「我看見甚麼？」「我所看見的應作何解釋？」「這

信息對我有甚麼重要性？」 

同時，這三個步驟是回答查經的三個基本問題： 

（a）聖經作者要對（原讀者/當時的人）說甚麼？ 

（b）它對（現在的我/我們）有甚麼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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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現在的我/我們）要怎樣回應？ 

「觀察」（Observation） 

觀察經文事實 - 先看清楚聖經說了那些事實？（What does it say？） 

「解釋」（Interpretation） 

明白經文含義 - 再明白這些事實，所帶來的意義（What does it mean？） 

「應用」（Application） 

發現經文應用 - 最後找到聖經對個人的應用（What does it mean to me？） 

（2）結構

式研經法 

結構式研經法 （詳細資料，請參閱 – 第八課） 

（3）   

重點法 

著重研究該段經文的重點。例子（路 15 章）三個比喻。 

（4）   

比較法 

這個方法較適用於兩段相似的經文，從相互比較中找出彼此的不同點和相同點，

經過分析與歸納，便能得到其中的精義。例子（太 22：1-14，娶親筵席的比

喻；路 14：15-24，藐視救恩的比喻）。 

（5）   

分析法 

研讀一章章經文，可以用這個方法。特別是新約書信，經過分析與歸納，內容的

精義便很清楚。 

（6）   

觀察法 

觀察法便是仔細、留心閱讀神的話語，並且放在心裡，反覆思想。 

聖經中有關歷史的經卷，如約書亞記、士師記、撒母耳記、列王記、歷代志、以

斯拉記、尼希米記、路得記、及有關基督生平的四福音，都可以用觀察法去

查考。這種方法能幫助查經者，懂得如何汲取聖經的精義，並應用於日常生

活中，使信仰與生活獲至平衡。 

（7）   

討論法 

事前定下經文、主題和討論題目。讓組員從彼此熱烈發言中，可以發現攔阻及困

擾的問題，從而幫助他們，實際而有功效。 

（8）   

演講法 

若人數多，時間短，又或參加者年齡、學歷太參差，可以考慮用演講法。 

這方法是由一人作老師方式擔任講授。 

（9）抽絲

剝繭法 

聖經中許多寶貴的真理，也需要細心查閱，一層層地仔細研究，才能汲取其中要

義。組長先從查考的經文中找出一個頭緒來，然後配合問題，由淺入深如剝

洋葱般，一層深似一層地查考，便會發覺趣味無窮。 

（10）  

代入法 

人物代入法，例子（撒上 1：1-20）；事件代入法，例子（但 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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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歸納法」與「演繹法」的分別 

「歸納法」是從個別推論至整體，從特殊到普遍； 

「演繹法」是將一項普遍性的結論，應用在個別的情況中，是從普遍到特殊的推論法。

目的是要用一項普遍被接納的命題，去引證另一項較為特殊的命題或假設的真確性。 

「歸納法」與「演繹法」的分別 

歸納法 演繹法 

從個別事實到整體結論 從整體結論到個別事實 

從果至因 從因至果 

科學方面的推理 哲學方面的推理 

可能性的結論 必然性的結論 
 

（三） 「歸納式研經法」與「釋經學」的異同 

（1）「歸納式研經法」是採用「歸納式」的方法研經，它鼓勵人不存成見地去發現、探

討、搜索，經文本身的意義。它提供一種方法和步驟，儘量不倚賴其他的幫助，而

直接地從經文中發掘真理。 

（2）「釋經學」包含着一系列經過長久試驗而得的釋經原則，它不單提供方法，更重要

的是運用策略，藉着累積而得的經驗，知道某些經文需要採用何種原理去解說，因

此它基本上是採用演繹法。 

歸納式研經法 釋經學 

1. 鼓勵人直接研讀聖經，讓聖經本身說出

該說的話。 

1. 藉着過去實驗所訂的原理去解釋經

文，使人明白聖經經文的意義。 

2. 提供方法和路徑，使人可以直接研讀聖

經的經文。 

2. 提供策略，使人知道如何採用最合適

的原理解經，它亦訂定標準，鑑定

各種解釋的準確性和可信性。 

3. 採用歸納法，儘量不帶有任何先入為主

的觀念去讀經。 

3. 採用演繹法，應用久經實驗後的釋經

原理去解經。 
 

（四）錯誤 

聖經是一個蘊藏着無限寶藏的寶礦，只要肯花工夫，按正確的方法研讀，它會令你有意

想不到的收穫。可惜有不少人在查經時，認為經文事實不重要，不花時間仔細觀察，

便直接進入應用，尋找所為「亮光」或「感動」。往往很容易誤解聖經和斷章取義，

就好像一個倒置的三角形，便很容易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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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善用研經工具 

理想的查經預備，是先自己按正意，按聖靈感動直接看聖經，重複閱讀幾次，不明白或

事後才看參考書作為補充。這樣所帶出的結果是經過思想和感動，帶出來是會更有

力的！適當運用參考書，工具書，是可以幫助預備查經。 

值得參考的工具書： 

1. 經文彙編 An Exhaustive Concordance 

2. 聖經字典 Dictionary，辭典 An Expository Dictionary 

3. 聖經百科全書 Biblical Encyclopedia 

4. 聖經註釋 Commentary  

5. 聖經寶藏：講道式解經，教義性 Doctrinal 解經，註釋性 Exegetical 解經 

6. 聖經串珠註釋本 

7. 聖經地圖和圖表 Atlas and Charts 

8. 其它 

研經工具書的特徵和功用 

工具書 特徵 功用 

聖經譯本 聖經的經文從原文翻成另一國的文字 使人可以直接閱讀聖經 

經文彙編 將聖經所出現的字/詞由創世記至啟示錄

按照出現的次序排列 

1. 容易找出經文的出處 

2. 方便作字/詞的研究 

詞典與 

百科全書 

解釋聖經重要的字和詞的背景及意義 解決字義的難處 

註釋書 按聖經次序逐節逐句地解釋經文的意義 使人明白聖經書卷的信息 

聖經地圖 有關地理環境的地圖，並且加以略述 使人知道各地方的所在，以

及它們在地理上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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