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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课 信心生出的美好行为 

第一时段 (Welcome)： 欢迎你来(10 分钟) 

目的：以简单、轻松、活泼的游戏，带领组员热烈参与，使大家的心思意念，离开繁忙、疲惫，

并预备心来归向神。 

第二时段 (Worship)： 敬拜赞美(10 分钟) 

目的：以事先预备好的诗歌，带领大家来到主的宝座前敬拜祂、瞻仰神的荣面。 

第三时段 (Word)： 话语分享(45 分钟) 

讨论问题（破冰问题）：你认为什么是侍奉神？侍奉神有哪些方式？ 

经文主题：把主权交给神，用恩赐服侍人 

背诵经文：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

们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罗 12:1） 

本课目的：信心必然导致将自己完全献给神而行出神所喜悦的行为。 

结构：展现经文的结构、层次。反映本段经文中的层次、思想脉络。 

1、奉献自己为活祭（12:1-2） 

2、客观地看待自己（12:3） 

3、彼此相连、成为一体（12:4-5） 

4、用从神而来的恩赐服侍人（12:6-8） 

 

背景资料： 

上文下理：罗马书第一章至第三章前半段阐明了外邦人和犹太人都在罪恶的权柄之下；第三

章下半段至第八章介绍了因信称义的一般真理，这是罪人得救的唯一道路；第九章至第十一

章特别指出犹太人得救也只能是因着信而不能靠守律法称义；第十二章至第十五章教导我们

真信心必然带来价值观的改变，这种内在的改变必然有外在的表现，就是“理所当然的”侍

奉神的行为。 

注意：从 12:3 到 15:13，都是讨论“心意更新而变化”之后的生命将怎样献上自己： 

    借着与弟兄姐妹配搭一同服侍主来献上自己【12:3-21】 

借着不亏欠政府不亏欠人来献上自己【13:1-14】 

借着彼此接纳彼此建立来献上自己【14:1-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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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与解释 

1、奉献自己为活祭（12:1-2） 

本段教导我们献上身体为活祭，心意更新而变化，不效法这个世界，察验并遵行神的旨意。 

保罗提醒我们，神的儿子为我们死以挽回神的怒气并挪去人犯罪所该承受的刑罚（神的慈悲），

这一事实，使相信祂的人心灵受到震撼。理所当然的结果就是，将自己的主权献给神（将身

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价值观彻头彻尾的改变，这种改变必然导致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五节

所言：“并且祂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接着保罗指出，这些人与世人不一样，是新造的人）。 

1）关键字词： 

“所以”：这是作为第十二章以前所有教导的结论，前十一章的所有论点都是“因为”，十

二章到十五章就是信的人必然的回应，是结果。这些论点表明，信的人有义务将自己奉献

给神。从这些表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保罗从未认为因信称义的教义会导致放荡、邪恶，

因为对保罗来说，信心是信靠，这包含理性的认知、感性的认同，也必然包含随之而来的

神所喜悦的圣洁的行为。因此，保罗教导的信心包括了雅各书所讲的信心和行为；而保罗

书信所提到的不能使人得救的行为都是指守律法的行为（例如罗 9:31-32，弗 2:8-9） 

“活祭”：就是分别为圣，就是放下自己一切主权、听凭神来安排，为主而活。无论是生

活、学习、工作，还是读经、祷告、事奉，都是为主做的。 

“事奉”：敬拜，对上帝的委身 

“效法”：模仿、追求、以它其对象为生活的准则。不要效法这个弯曲悖谬的世界就是不

再遵循其肤浅的价值观和习俗 

“心意更新”：不断地改变你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内心越来越圣洁 

“而变化”：因着价值观的转变逐渐改变你的行为 

“察验何为…”：当你的行为改变之后，你所行出来的就可以证明神的美好 

 

2）分享讨论 1：“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我们每天都要面对的挑战。你有哪些挑战？ 

3）分享讨论 2：什么是“效法这个世界”？ 

4）* 分享讨论 3：如何做到不效法世界？ 

答案提示：“只要心意更新”；祷告与灵修； 辨别并拒绝世俗的价值观 

 

2、客观地看待自己（12:3） 

本段教导我们要按照神所赐的信心度量，谨慎地看待自己，避免自命不凡。 

1）关键字词： 



小組預查資料                                                                                                                                                                                                               組長版 

    

3                                                                                                                   
 

“凭着所赐我的恩”：借着我作为使徒所被赋予的权柄来宣告神的旨意。罗 1:5“我们从

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 

“信心”：指对神赐给每个信徒的属灵恩赐的确据，而不是第一至十一章中得救的“信心” 

2）分享讨论 1：你看自己是过于还是少于所当看的？这两种都不合乎中道。他们对你的属灵

成长有什么危害？ 

3）* 分享讨论 2：为什么保罗特别强调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你是否曾有过这种情

况？  

答案提示：人普遍的弱点是骄傲，所以基督徒每天当警醒就是避免高看自己。 

 

3、彼此相连、成为一体（12:4-5） 

本段告诉我们基督的身体有许多肢体，虽然各有不同功能，但我们在基督里彼此联结成为一

体。 

1）* 分享讨论 1：保罗用身体作比喻阐明教会的肢体关系，并指出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体，

各自作肢体”。这对你在教会生活中与弟兄姐妹相处有何启示？ 

答案提示：顺服基督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每个肢体有不同的角色、恩赐、责任；肢体之

间要搭配、合作。 

 

4、用从神而来的恩赐服侍人（12:6-8） 

本段教导我们用神所赐的七种不同的恩赐来服侍人。 

1）这段经文列举了七种恩赐：预言、服事、教导、劝勉、施舍、治理、怜悯。这有没有提醒

你看到神给了你什么恩赐？你会如何预备自己，使用这些恩赐来服事教会和他人？ 

2）* 你有什么诀窍在使用恩赐的时候既勤勉又谦卑？ 

答案提示：常常感谢神并承认一切能力和恩赐都源自于祂；一切侍奉都是为了荣耀神，而

不是自己的成就或表现；时刻依靠圣灵的带领与力量，而不是依赖自己的才能；忠心事奉

上，而不追求他人的认可。这是我们服侍的原则。 

3）如何平衡自己在教会、家庭、职场中的角色，做到每个方面都忠心事奉？ 

 

第四时段 (Work):祷告服事(10 分钟) 

请小组长带领，为彼此需要祷告。目的:互相代祷、操练恩赐、彼此服事、传扬福音。 

祷告内容： 

 为小组组员需要祷告； 

 为小组负责关怀的宣教士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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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教会事工、其他弟兄姊妹们的需要祷告（详见Bulletin） 

 为所求得神应允或其他事项感谢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