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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 -- 如何編寫問題 

個人查經是為個人靈命的成長，因此，注意力是集中在經文的本身。 

編寫問題是為了帶領小組查經，對象是組員，因此，必須考慮組員的需要和情況。然後，

將研究經文所得的成果，編寫成有意義、富啟發性的問題。在小組查經時，幫助組員投入參與

和引導組員，自己發現聖經中的真理。 

設立問題的目的，好像路標一樣，引導組員去思考和尋找答案。最重要是培養組員喜愛閱

讀聖經和查考聖經，以致成為他們每日讀經的習慣。 

好的問題，是小組查經成功的主要因素。因為好的問題，好像鑰匙，幫助組員將經文的原

義，一步一步的開啟。求主使你能幫助組員，發現經文的豐富，並接受該段經文所給予的挑戰。 

仔細複習經文和研究經文所得的成果，按照所定的目標和組員的情況，將研經成果中重要

的題目挑選出來。然後根據那些選出來的題目，分成觀察、解釋和應用三方面的問題；並加上

破冰的問題。因此，在查經前，必須預備以下四方面的問題： 

（一）破冰的問題 

目的：熱身，提起興趣，聚焦在經文，引入經文的主題。 

富啟發性、配合主題和經文內容的問題。 

合適的破冰問題，是將生活經驗接駁到經文的主題。例子：主耶穌復活後，在以馬忤斯

路上和兩個門徒的交談，是熱門話題，亦是他們正在談論的事，但不明白。主耶穌

對他們說：『你們走路彼此談論的是甚麼事呢？』「於是從摩西和眾先知起，凡經

上所指著自己的話，都給他們講解明白了。」（路 24：13-27） 

（二）觀察性的問題 

目的：初步了解經文內容，主題，大綱。 

將觀察所得的寶貴資料，改寫成問題。集合所有這類問題後，再重新編排、整理。 

注意：這些問題的答案是在經文中，可以找到的。 

（1）（何人）那些人是本段經文的主要人物？扼要地描寫他們。 

（2）（何時）那事件是何時發生？時間的因素有何重要性？ 

（3）（何地）那事件是在甚麼地方發生的？ 

（4）（如何）主耶穌如何醫治好這人？比較這神蹟在這病人身上及門徒與群眾的影響。 

（5）（為何）主耶穌說祂為何要這樣行？ 

（6）（何事）這段經文的主旨是甚麼？有那些要點是引向這主旨？列舉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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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何果）結果怎樣？事件最後怎樣完結？最後的結果如何？ 

（8）有甚麼字/詞在這段經文，不斷重複出現？ 

（9）這些字/詞，在這裡出現有甚麼用意？ 

（三）解釋性的問題 

目的：深入了解經文的意義，神學原則，屬靈意義。 

解釋性的問題是讓組員發現文字意義，背後的真理；並引導組員深入了解和明白經文的

真理，可能需要翻查其他經文所提供的資料。 

組長需要事前挑選與核心信息相關的問題。 

發問有關原因的問題，可先請組員講出他們的看法，然後帶領他們看上下文或其他經文

的解釋。如涉及背景，組長應提供簡潔的資料。否則，組員很可能不能回答，組長

便會變成「自問自答」的處境中，也會影響小組的氣氛。 

例子： 

（1）今天當我們提到「救贖」這個名詞時，它的含義是甚麼？ 

（2）試想主耶穌為甚麼要用這麼一個特別的方法來醫治這個人？ 

（3）這件事為甚麼重要？它對整個情勢有甚麼影響？ 

（4）這個行動將導致甚麼結果？ 

（5）你認為 … ？若 …，結果可能會怎樣？ 

（四）應用性的問題 

目的：讓組員深入思考、反省，及具體應用經文的真理。 

這是應用性的問題，組長應讓組員選一或二個適合他們自己現況或屬靈生命的問題。引

導組員代入經文，感受經文與他們的處境之間的關係拉近。 

小組查經常常太注重觀察和解釋而忽略了應用；因此失去了查經最大的目的，是讓每一

位組員的靈命和生活有實際幫助。 

（1）假若你是某人，你會…？ 

（2）當你面對同樣的處境，你會…？ 

（3）在你所處的群體中，有甚麼…？ 

（4）你對主耶穌有甚麼新的認識？ 

（5）有哪方面的人際關係是你應當改善的？ 

（6）有哪些想法、態度與這段經文的主題有甚麼不同，是你應當改正的？ 

（7）有哪一節經文最感動你？把最寶貴的一節經文背誦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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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好問題的特徵檢視 

1. 能啟發參加者的思想，引起討論。 

2. 簡短易明 –絕不含糊，讓人一聽就明白想問甚麼。 

3. 能帶領組員發掘經文的重點，指向核心信息。 

4. 不會離題，和不會“遊花園”。 

5. 適合組員的靈命和教育程度。因為太淺的問題，令人感到無聊，沒有興趣回答；太深

的問題，則沒法回答，令人感到氣餒。 

6. 避免是非題，最好能提供啟發性和思考性的問題，讓組員有發表意見的空間。 

7. 編排問題，應配合事件的進展，讓問題之間有連貫性和漸進性。 

8. 避免引起爭論或沒有肯定的答案或容易鑽牛角尖的問題。 i 

9. 好的問題是令組員感覺是自己思考得來的，而不是組長給他們答案。 

10. 有彈性，容許組員思想一些是你沒有留意、沒有發現或不在你預備的範圍之內的。 

11. 好的問題是可以幫助每個人思想，也可以幫助每個人看到不同的觀點。 

12. 總結的問題 – 人是很容易淡忘的，要讓組員記得所查的內容和重點。可以在查完所

有經文後，作歸納，和用一句簡單容易記的或一節經文作為總結。 

13. 評估的問題 – 經過今次查經後，讓你學到甚麼真理？對你最大的提醒是甚麼？ 

 

                                                      
i
 趙穎懿。《研經 OIA》。香港：學生福音團契出版社，2001。頁 15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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