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拉盛区主日聚会 & 儿童聚会 

Ø 儿童主日学之师资训练（系列五） 

Ø 孩子你坚持的样子格外美好！ 

Ø 停、收、等、慢，培养孩子这十一项能力！ 

Ø Ready for Kindergarten Check List 

Ø 姊妹见证 

Ø 诗歌赏析 

十二月份儿童聚会 

课程内容 
  

日期 课程 神与人的关系 

12/02 借助祷告接触神 

12/09 借助祷告接触神 

12/16 听从父母 

12/23 听从父母 

12/30 儿童班联欢会 

儿童聚会时间表 
10:00   聚会开始 

10:00-10:30  自由活动 

10:30-11:00   诗歌 

11:00-11:20  故事 

11:20-11:50  手工 

11:50-12:00  洗手间 

12:00-12:30  加餐 

12:30   聚会结束 
时间： 

每周日上午 10 点至 12

点半 

地点： 

157-17 Rose Ave 

Flushing, NY 11355 

二楼 

微信群： 
 

有意加入低年级儿童

服事者与家长的互动

微信群，请在会后联

络儿童服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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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课  背诵金句 

一、 背诵金句的目的 

 

1. 使儿童认识神的话 

儿童期是一生中记忆力最佳的时期，我们当好好把握这段时光，将神的话教导他们。 

2. 使神的话成为儿童的引导 

儿童不但要能背诵圣经，更重要的是能将神的话成为生活中的帮助及力量。教师应将当日课堂上所

教导背诵的金句，运用在当日的圣经故事内。例如：讲到亚拿尼亚与撒非喇欺哄使徒彼得的故事

时，在故事中，可立时让学生将当日所背诵的金句──“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加拉太书

六章 7 节上）读出来，如此能帮助儿童更易明白金句的涵义，也能了解，神的话是他们生活中随时

的引导。 

3. 达到当日课程主题真理的教导 

在选择背诵金句时，一定要配合当日课程的主题，如此才能与圣经故事配合，一同运用所要强调的

真理，将当日所要学习的真理突显出来，加深学生的印象。 

 

二、 带领背诵金句的要诀 

 

1. 要在讲圣经故事前先教导背诵金句 

在讲圣经故事前背诵金句的好处是，能在故事中穿插运用所背诵的金句，使孩子藉故事了解所背诵

的金句，能在生活中更实际的遵行神的话。 

2. 解释内容要简洁 

在让学生背诵之前，应先解释金句的涵义。要用学生能懂得的字汇来解释，因此事先的预备是相当

重要的。解释要尽量简洁，稍后再让圣经故事来说明金句中的真理，因为圣经故事本身就是真理最

好的解说者。 

3. 复习背诵金句 

除了教导当日的金句外，复习上周（甚至二周前）背诵过的金句也是很重要的。这样能鼓励孩子将

神的话语牢记在心，同时，当孩子知道老师每次都要复习背过的金句时，他们会更认真的去牢记

它。否则孩子们会将“背金句”这件事当作例行公式，每次上课时敷衍的背诵一下，下了课便忘记

了。建议您，可在班上推选一位“值日生”（每周轮流），由他负责在周间提醒其他的同学背金句，

或采用联络簿的方式，让学生将每周金句写在簿子上，带回家里背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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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依照学生的年级选择背诵金句 

幼稚级的小朋友只能背诵简短的句子，必要时，可将金句简短化。例如，约翰福音三章 16 节：“神

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反得永生。”只需选择“神爱世人”

四个字即可。又如：约翰福音一章 12 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

的儿女。”你可以让小朋友背诵“……（我要）作神的儿女”。 

 

5. 每一季或月可选一整段或整章的经文让学生背诵 

除了每课的金句外，不妨另选一整段、章、或篇的经文让学生背诵。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罗马

书十二章、诗篇选一整篇的背诵、主祷文（马太福音六章 9-13 节）、八福篇（马太福音五章 3-12

节）……。在一季课程结束时举行一次背经比赛，请家长作裁判，并颁给参与者奖品或奖状。其实

幼稚级的小朋友也有能力背诵整章的经文，老师可以鼓励帮助他们，假以时日，他们必能将神的话

朗朗上口。 

 

三、带领背诵金句的步骤 

 

1. 上课前 

a. 祷告。求神赐下启示的灵，使你知道该如何教导。 

b. 课前先选择适当的背金句方法。下面一项(第四项)将提供少许的背金句方法，教师应配合学生

的能力，选择合适的方法，在游戏及欢乐的气氛中，帮助学生将神的话语记在心上。 

c. 制作金句教具。教师必须在课前便将所需的教具制作及预备妥当。 

d. 思想并决定如何向儿童解释金句的涵义。解释要简洁扼要。 

e. 练习教具的使用法。你所选择或设计的教具，应当在课前先做一番演练，才能胸有成竹的，按

部就班的教导儿童，不至临阵乱了手脚。 

 

2. 上课时 

a. 让学生先读一遍所要背诵的金句。 

b. 解释金句的涵义。注意，不应让孩子在不懂金句涵义的状况下背诵，否则即使他们背诵下来，

也很容易忘掉；再者，在明白涵义的情况下背诵下来，这节金句对他们才会产生果效。 

c. 利用你所制作的教具，或金句背诵法，帮助学生将金句背诵下来。 

d. 鼓励已背会的学生自愿站起来背诵，并给予奖赏。要让学生明白，奖赏并不是背金句的目标；

比赛也不是要一决胜负较量出输赢。乃是藉由这些活动，在学习团队精神与快乐的气氛下，能将神

的话牢记在心，并在生活中遵行，才是最要紧的。诗篇一一九篇 9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

呢？是要遵行你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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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背诵金句教学活动──背诵金句的方法 

 

歌罗西书一章 28 节：“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各人，教导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里完

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请注意“用诸般的智慧”这几个字。使徒保罗劝勉我们要用各样的方法将福

音传递出去，教导儿童背诵金句更是如此。为使孩子们喜欢背诵神的话，也轻松的将神的话牢记，

我们要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帮助他们背诵。教师们应当运用神所赐创意的灵，设计出其他有趣的背诵

金句方法。由于篇幅有限，仅概略的介绍几种背诵方法做为参考（若欲参考更多的背诵金句法，请

参考拙作“如何带领儿童背诵圣经”。中国主日学协会出版），相信您运用神所赐的智慧，必能设计

出更多且更有趣的方法。加油喔！ 

 

1. 你抽 我背 

a. 将金句分成几个句子或词，用麦克笔分别写在数张书面纸上，做成金句纸条，纸条与字的大

小，必须让全班学生看得清楚。 

b. 上课时，先将金句纸条依序置于黑（白）板上，请学生念一次。解释过金句的意思后，再将金

句纸条的任一条抽走，请学生念念看。依此类推，直到纸条全被抽走。这时学生应该已经背会了全

部的金句。 

 

2. 金句重组 

方法同上，不同的是，将金句纸条任意地，不依顺序地排在黑（白）板上，请学生重组，排出正确

的顺序来。帮助学生背诵下来。也可做成多套金句纸条，将学生分组，比赛看哪组最先重组正确，

那组便算赢家。 

 

3. 金句拼图 

a. 利用旧月历纸的背面来写金句，再依学生年龄，将整张月历纸分别剪成六片、十片、或十五

片。 

b. 上课时，请学生拼图，拼出正确的金句来。学生可利用写有金句的那面拼图，也可以利用反面

月历上的图画来拼图。 

c. 可多做几套或一人一套，以便分组或个人比赛。记得帮助学生将金句背诵下来。 

d. 也可在周间将拼图片分别寄给班上的小朋友，请他们下次上课时记得带来，与其他的同学一起

做拼图游戏。这个方法的目的，是为要鼓励小朋友一定要来上课，否则全班少了他的一片，就无法

完成拼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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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金句分组 

a. 这个背诵法是用来做分组游戏的。用此法分组后，再进行其他的教学活动。 

 

b. 依人数的多寡及你所需要的组数，决定要制作多少份金句，每份分成多少纸片。 

 

c. 将金句分为数个段落，分别写在纸片上，将纸片折起来，成为金句签。金句签全部放入纸盒或

大信封袋内，各组的金句可以不同或相同。 

 

d. 再请学生每人抽一张金句签，然后去寻找与他手中的金句签能配成同一节金句的人，凑成同一

组。可以计时比赛，以增加趣味性。 

 

5. 金句迷宫 

a. 在半开的书面纸上画妥所需的格子，并填入金句，每个字应在上一个字的上、下、左、右，或

斜右上、斜右下、斜左上、斜左下的位置，使金句的句子能连串起来。 

 

b. 先以箭头标出开始的第一个字，再依序将金句以正确的箭头方向标示于书面纸格子的下方。(见

范例)。←代表选取左边的字，↑代表选取上面的字，→代表选取右边的字，↓代表选取下面的字，

←代表选取左斜下角的字，←代表选取左斜上角的字，→代表选取右斜下角的字，→代表选取右斜

上角的字。最后在空白子格子里，填上任意的字。 

 

c. 上课时，可向学生说明，当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飘流时，神用云柱与火柱引领他们，今天我

们把这迷宫当做旷野，云柱火柱（箭头方向）引领我们找出今天的金句来。将找到的字写在书面纸

的空白处。帮助学生背诵下来。 

 

6. 订正法 

将金句写在一张书面纸上，但故意使一些字漏写一两笔画。让学生指出错误，并上前来予以订正。

并帮助学生将金句背诵下来。向学生说明，神的话是不可以任意加添或删去的，就像这段金句少了

几笔，就不完全了。范例：我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

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申命记四章 2节） 

 

■ 作业（讨论题目）： 

1. 请从诗篇一一九篇中至少列出五节有关神的话之重要性经文来。 

2. 请至少设计出两种背诵金句的教学活动来。 
内容摘自《约拿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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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你坚持的样子格外美好！  

 
 

坚持比智力重要 

 

坚持是非认知技能的一种（其他非认知技能还包括自律、专注、自信、团队协作、组织领导

力等等）。它表现在孩子有强烈的动机和热情追求一个长期的目标。 倡导坚韧教育的学者

Angela Duckworth 长达十年的研究表明，孩子在学业和生活上的成就和他的坚持性、而不

是智力正相关。我们发现，在比赛中有关键表现的孩子，未必有多好的先天运动条件，他们

只是练得更多。阅读更好的孩子，未必比别人聪明，他们只是单纯地读了更多的书。是各种

坚持，让孩子不断拓展自己的潜能，而不是靠智力或其他先天条件。 

和智商差不多是先天固定的不同，坚持是每个孩子可以发展的一种能力。也许有的孩子天生

就能更坚持一点，但是家长仍然可以做大量的事情，帮助孩子坚持，培养他们的坚韧不拔，

让他们在学习和生活方面不断成长。 

 

把孩子带离舒适区 

 

家长应该鼓励孩子尝试或持续参加一些有一定挑战性、甚至是让孩子有点焦虑的事情。尝试

新鲜事物会让孩子觉得可以胜任任何事情。 

 

很多家长会担心自己孩子天生就不适合做某类事情。如果家长这样想，或者家长让孩子这样

想，就会让孩子做一件事情如果开始不太顺，就会放弃。孩子就会养成做事情挑挑拣拣的毛

病。万事开头难，家长需要适时让孩子离开舒适区，开始一件比较困难、需要纪律、有一定

要求的事情。不管最终结果如何，过程中的努力和练习的体验对孩子是更重要的。 

 

让孩子受点挫折 

 

家长往往见不得自家孩子在困顿中挣扎。但是承担一些失败的风险、在困难中奋斗恰恰是孩

子学习和长进的重要途径。 

 

当孩子在学习一种新技能、或者练习一个新体育项目碰到困难时，要忍住自己强烈的想去干

涉、去帮助、甚至去“拯救”的想法。更不能同意他一碰到不如意就退出。不用过度担心孩

子的一些沮丧、失望的负面情绪，这就是发展坚韧不拔个性的时候。 



 

如果孩子从来没有在一项有困难的事情上成功过，他也许不能发展出面对未来挑战的自信

心。所以，即使情况再糟糕，也不要让孩子放弃。让孩子一有挫折就放弃，可能会误导孩

子，让孩子觉得艰难困苦似乎不是工作的一部分。长此以往，他们再也享受不到通过努力工

作带来突破后的那种喜悦和成就感。 

 

如果孩子实在不适应、实在坚持不下去怎么办？一个可以妥协的做法是坚持学完一个周期，

下一个周期孩子不参加，OK。要让孩子体验到，学习一项新的东西或者有难度的东西，是需

要在不如意和挫折中坚持的，这是一个常态。 

 

建立孩子的成长型思维 

帮助孩子提高坚持性最好的办法是建立他们的成长型思维。拥有成长型思维的人会更有韧性

渡过艰难困苦，因为他们倾向于认为艰苦的工作是个常态，而失败或者困难是暂时的。有成

长型思维的孩子会认为他们的天赋、能力是可以通过努力、学习和坚持培养出来的。而成长

型思维的反面，固定型思维，就会让孩子认为智力、能力是固定的，什么都不能改变它们。 

成长型思维模式更多地是通过我们大人的语言和行为传递到孩子那里去的。要鼓励孩子的成

长型思维，家长要对自己的思维方式、用词和动作等特别小心。如果光夸孩子聪明的话，就

会让孩子认为是内在的智力因素让他们成功。如果注重过程，就会帮助孩子认识到可以通过

自身的努力一步步达到成功。对于一些失误，家长如果都用积极正面的态度谈论的时候，孩

子们就会认为这些是学习过程中自然会出现的事情。 

 

一起和孩子头脑风暴 

如果孩子走不出困境，家长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想办法不要让孩子在最初的阶段就放弃不

干，能多挺一段是一段。要充分利用这个阶段的体验去实践坚持、增加成功的机会。 

可以帮助孩子一起对解决问题的策略进行头脑风暴，看看可以指定什么计划、采取什么行动

和步骤等等。但是要让孩子自己拿主意，对最终的解决方案负责。这个过程有的时候会显得

乏味、无聊，让孩子提不起兴趣；有的时候会让孩子很困惑，很有挫折感。但只有这样才能

让孩子理解，学习或训练原本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有些事情上手不顺利也不是因为自己

笨。慢慢地，孩子会变得耐心和坚持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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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你坚持的样子格外美好！  

让孩子知道“失败也OK” 

 

可以时不常地跟孩子分享一下自己失败的经历，并且自己是如何渡过难关的。人生不如意十之八

九，家长想必这样的亲身经历也是不少的。也可以反思其中如果某些事情表现的更坚韧结果会更

好。孩子们喜欢效仿自己身边的大人。如果你希望孩子变得面对困难不慌张、保持冷静并且决心坚

持下去，最好你自己也得是这样才行。 

 

当孩子了解到大人们也会失败，而且现在也好好地在生活在工作，那么他们也会抱有问题总会解

决、低谷总会走出的乐观态度。当挫折难以克服的时候，家长可以利用自己的人生经验，帮助孩子

换个角度看问题，分析是否还有备选方案。慢慢地，孩子知道解决问题很多时候可以是灵活的，他

们就会逐渐成熟起来。 

 

讨论努力而不是成绩 

 

让孩子做一件事情的目的不是让孩子追求完美的结果。如果家长总是以过高的结果导向的标准要求

孩子，并且在中间阶段看到孩子的不足就加以干预的话，孩子就会意识到父母对自己的能力根本没

有信心。 

这个时候可以从侧面或者是另外的场合组织家庭讨论，把父母、长辈都发动起来，一起分享自己面

对过的困难和所进行的努力。面对这些困难如何通过努力达成了怎样的短期目标，最终实现了怎样

的长期目标。真实地分享自己在面对挑战时的感觉，以及是如何通过努力和坚持渡过难关的。 

 

成为“坚韧”的父母 

 

孩子学习坚韧最好的方法是观察他们父母的行为。你可以要求你的孩子要做到这些那些，但是孩子

真正学到的，就是父母自己是怎样做的。真实地表现给孩子，你有时候做的事情也是会完全摸不着

头脑，让人挫败，但最终又会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要做个坚持的模范，让孩子觉得暂时的失败远

不是那么可怕。 

 

家长要消除自己的焦虑，尽量不要试图去控制孩子的行动。碰到困难可以伴随他一起面对，但不要

越俎代庖。持续不断地激励他并且让他学会自我激励。多用正面、积极的词汇。家长的话还是最终

会印到孩子脑海里的。所以不要过分苛责，以免孩子畏惧尝试。 

 

 

失败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让你的孩子去努力、拼搏、挣扎、体验各种不舒服。让他们带着点失落、困惑去找寻出改善当下境

遇的解决方案。只有通过这样的学习过程，孩子们才能真正培养出坚持、韧性、耐心、抗挫折等非

认知技能。这些能够让孩子们在今后的生活中变得更成功。 

 

失败是家长给孩子准备的最好的礼物；因为我们是为未来准备自己的孩子，而不是为孩子准备他们

的未来。 
内容摘自网络 

 



 
停、收、等、慢 培养孩子这十一项能力！  

 
 

父母给爱的方式需要设限，有时候忍一时，反能给孩子更强壮的心灵、更卓越的竞争力，停

止溺爱，永远不嫌迟！ 

 

「为人母者，不患不慈，患于知爱而不知教也。爱而不教，使沦于不肖，陷于大恶，入于刑

辟，归于乱亡，非他人败之也，母败之也。」《资治通鉴》作者司马光在《温公家范》这么

说。 

 

对溺爱世代的父母，这句话无疑是当头棒喝。这群父母往往给了太多的爱，却不知道「该给

什么」、「该给多少」？ 

 

现代孩子需要具备的十一种能力（包括：同理力、自信力、勇敢力、接纳别人的能力、适度

的表达力、决定的能力、等待力、亲和力、尊重力、合作力、智慧力），经过核对后发现：

被宠溺的孩子几乎样样缺乏。 

 

尤其，父母溺爱孩子的「首要伤害」，会造成孩子缺乏同理心。因为孩子从未被父母喝叱

「不行！」，他就无法体会别人的情绪、需要、想法。被溺爱的孩子也容易没有自信，因为

父母为他做了一切，他还能做什么？而总是伸出一只手要帮孩子的父母，也要小心孩子表达

力会有问题，因为在他还没表达前，父母就已为之代劳了。 

 

所以，不论你的溺爱是放任型，或是过度保护型，父母都要谨记四口诀：「停、收、等、

慢」，收回一只手，让孩子自己面对问题。 

 

首先，要停下来。 

 

停：给爱前，先问这是谁的需要？ 

 

溺爱的父母在行事前要停下来问问自己：「我现在要替他做的，是我的需要，还是孩子的需要？ 



 
停、收、等、慢 培养孩子这十一项能力！  

 

第十届梁实秋文学奖散文创作类佳作，樊雪春写的〈我看见我的女儿〉一文，内容就描述她母亲给

她的是一份「专断的爱」： 

成长的岁月中，她嫌我洗澡洗不干净，带着菜瓜布好心的把我拎进浴室，做一场脱皮之旅，她洗得

很高兴，我则是低着头像一只代宰的羔羊，就这样一直帮我洗到十八岁。她嫌我的头发太长，盖住

了眼睛，把我拎到理发店，剪一个西瓜皮。理发师一面剪，我一面掉着眼泪……如果我拒绝吃下当

归鸡，她会满怀愤怒的把鸡吃光光……「没人要的鸡我自己吃。」她恨恨的说。 

「母亲的背影，是我最熟悉的姿势。」樊雪春这段话隐喻着，母亲的好意和子女的需要经常背道而

驰。因此，父母在给爱的时候，一定要问自己：这是谁的需要？ 

 

收：孩子的问题，留给他们解决 

 

第二，有些事要收手，好父母最好是少一只手。父母应该问：「现在发生的问题，问题所有权人是

谁？」 

 

让孩子处理属于他自己的问题，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政大心理系教授锺思嘉指出，父母这样做并不

意谓停止对孩子的爱，而是肯定孩子处理问题的能力。「这个管教态度对子女而言，就像送给子女

一份『信任他』的礼物，不用花钱，却是一份无价礼品。」 

 

如何划分问题所有权？可以问自己两个问题：「这事有没有干扰或妨碍到我的生活？」、「这事对

孩子和他人是否造成伤害，甚至危害生命安全？」如果答案都是否定的，就不关父母的事，父母要

收手，不要剥夺孩子解决问题的机会，父母只要从旁鼓励和注意就够了。 

 
 

等：不立即服务，让他为自己负责 

 

第三，父母要学会等。等一等，不要立即反应，让孩子经历自然与合理的行为结果。 

父母一直为孩子做太多不必要的服务，叮咛唠叨，结果让孩子养成不在乎的习惯，父母就得

一直扮演「为孩子负责」的角色。 

张老师基金会桃园分事务所总干事涂喜敏举例，很多父母一早就耳提面命要孩子带外套、到

学校后要记得随温度变化穿脱，出门前又亲自将衣服穿上。如果这时父母能够停下来，让孩

子自己尝到没带外套的自然结果，父母往后就不需再吃力不讨好的提醒了。 



 
停、收、等、慢 培养孩子这十一项能力！  

锺思嘉也辅导过一个个案：田先生有四个女儿，在一次家庭会议后，他们同意在晚餐后负责

收桌面、洗碗筷，但几天后，他们忘了该尽的责任。隔天，田太太也停止做早、晚餐，孩子

不解。只见田太太说：「很对不起，我实在没法在又脏又乱的厨房里做饭。」 

 

接着，田先生提议出去吃饭，孩子欢呼的问要去哪一家。想不到田先生说：「我没有说要带

你们一起去啊！你们得照顾自己，自己想办法了。」结果，等到他们回来，孩子都吃过了，

而且也把厨房整理干净。 

 

第四，要慢。因为延后孩子享乐，是他以后竞争力的来源。 

 

慢：延后享乐，竞争力更强 

 

这是个非常有名的实验，心理学家华特．米歇尔（Walter Mischel）针对史丹佛大学附近

小区的四岁小朋友们，进行一系列为期十多年的追踪研究。当时，他手上拿着两种零食，让

每个小孩区分出最喜欢和次喜欢的。然后他告诉小朋友说，他会出去这个教室，但不知道什

么时候回来。不想等的小朋友会拿到次喜欢的食物；如果可以等，但不知会等到何时的小朋

友，会拿到最喜欢的食物。 

 

十多年后，米歇尔发现：「等待越久的小孩，长大后处理挫折的能力越好，比较专心，表达

力、逻辑力、计划力等也越好，且其日后SAT（美国大学入学的学力测验）的分数越高。」

这就是被称为「延后享乐」（delay of gratification）的经典研究。 

 

改变给爱的方式：先降低频率，再找出孩子真正的需求 

 

要父母突然改变与孩子长期相处的模式，并非一蹴可几。初期，父母可先将溺爱的频率降

低，然后再将「给爱」的方式移转成孩子真正需要的。元智大学校长彭宗平举例：「很多高

中生的父母，花一千小时为他们补习上学接接送送，但大学基测出来，却只能以分数落点去

找志愿科系。其实父母应该做的，可能是花五十个小时陪孩子去了解适合的科系，这五十小

时的影响远比一千小时的接送要重要。」 

 

「停、收、等、慢」，将你的爱升华，成为孩子合宜的帮助。 

 

 



 Ready for Kindergarten Check List 



 姊妹见证 

神派来的“监工” 

大概是去年秋天的时候，我带着我的两个孩子（4岁 & 2岁）开始参加召会的主日儿童班聚会。 

我记得非常清楚，第一次儿童聚会结束后，在回家的路上四岁的大女儿就问我:"妈妈，我们明

天还可以去聚会吗? " 我告诉她下个星期天我们还去！ 看到孩子们开心不已，当时我就在心里默默

的和神祷告:主啊！求你赦免我！赦免我的软弱，因着我的懒惰，之前远离了正常的召会生活。真的

是感谢神！今天主竟然借着孩子们，又把我们带回了神的家！ 

自此主日聚会成了我和孩子们每个星期日的固定安排和行程。每一次的儿童聚会里，我和孩子

们都得到不同的供应与享受，及时在家我们也常常一起祷告和唱诗歌。有时候累了，我想偷个懒，

孩子就会督促我说:“妈妈我想去聚会"，"妈妈，我跟外婆一起祷告了，你祷告了吗?” 

 我笑着跟我的母亲说，孩子们真是神派来的“监工”啊！ 有一次两岁的妹妹跟她姐姐说害怕

外面，姐姐就跟妹妹说:“妹妹，你害怕的时候就要祷告，你知道吗，就是‘主耶稣，我害怕，保护

我！’对就是这样，你知道了吗，这是我聚会老师说的”。听着这些单纯又美好的言语，我心里真

的是满了感恩。很快的，我也加入到儿童服事的团队中，和姊妹们一起配搭，学习服事儿童！  

因为我 是被孩子们带回到召会中，我要跟她们一起享受召会生活，这是神 给我们的！福分！ 

 

主内YY姊妹 

看哪，我與你同在； 

你無論往那裏去，我必保守你，使你歸回這地。 

我總不離棄你，直到我成就了向你所應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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