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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攜手，讓美麗延續課第

經      文

金      句

教學主旨

教學目標

信仰人物

故事

創世記二4b〜25

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因為兩個人合作效果更好。（傳道書四9）

這段經文也是所謂的第二個創造故事。

這故事的主要題材在大家所熟悉的伊甸園裡有顆絕對不可吃的水果。

在這篇創造故事中，有個很重要的認識：上帝對人類的愛，是以人的需要來創

造。上帝非常清楚人的欠缺和需要。因此，人當存著感謝的心回應上帝的愛。

而這種感謝的心，最重要的，就是聽從上帝的話。

聽從上帝的話，從伊甸園中有棵樹的果實絕對不可吃做起，上帝用這種方式來

規範人的行為，必須有一定的準則，才能建構第一個故事所提起的「秩序」。

在第一個創造故事中，說人有個重要工作，就是要「管理」上帝所創造的一切

萬物。這個創造故事，人也有一種工作，就是要「耕種、看守」上帝所創造的

伊甸園。這很清楚說明整個美麗的伊甸園，是需要人用心去耕種、守園，才能

得到果實，但上帝用分辨善惡的樹做為約束、規範人的一種記號，叫人不可以

摘這棵樹的果實吃。

上帝創造美麗的伊甸園給人居住，是要人知道怎樣與別人，以及上帝所創造萬

物相處。因此，上帝將所造的各種動物和飛鳥都帶到人面前，讓人命名，這種

命名的意思，就是使人知道這些萬物，並負起管理的責任。

有耕種，可以使人知道怎樣獲得足夠的食物。

有看守，是維護並了解這些萬物的特色，這樣就不會濫墾。

再者，上帝不是要人從人群中孤立出來，而是要人有伴侶在一起，大家合作耕

種和看守，這樣，伊甸園就會更加美麗起來。

．明白上帝創造世界的美意。

．清楚人負擔管理世界的責任。

．知道人類之間要建立夥伴關係來管理世界。

．實踐我們的管理責任，讓世界變得更美好。

藉由這個課程，讓孩子知道若是要使美麗的風景有延續的生命力，就需要好好

「管裡」，建立「秩序」，這樣才能使這些美麗的景色延續生命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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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及國小級教學流程建議

第一部分：合班

1. 本課詩歌：〈顧守咱的家（台語）〉歌譜見205頁，錄音檔參考教學光碟或上總會教育

中心網站下載。

2. 欣賞本課戲劇〈美麗的伊甸園〉；戲劇錄音檔參考教學光碟或上總會教育中心網站下

載。動畫部分，請利用故事屋中的光碟播放，或上總會教育中心網站下載。本課介紹台

灣環境的議題，所以不提供文字介紹的故事文，若要提供更多資訊讓學生參考，建議老

師可再自行搜尋和補充，除了淨灘，還有淨山、河岸和社區等活動可供學生參考。

第二部分：分班

1. 故事好好聽：複習戲劇〈美麗的伊甸園〉

幼兒級：請根據今天的故事，讓學生勾選出台灣目前正面臨哪些環境問題，完成後請

幫這些圖片塗上顏色。（1）蔥郁的山林、（2）清澈的小溪、（3）到處都是垃圾的海

邊、（4）美麗的公園。正確答案是3。不只讓學生塗上色的這一格，有時間的話，也可

以幫其他格子塗上顏色。

初小級：原本是一張有垃圾的海灘圖，但用Z字兩摺後可以將垃圾蓋住。摺完後鼓勵學

生上色。

高小級：（1）到處都是垃圾的海邊、（2）濫墾山林、（3）工廠排放廢水、（4）不

珍惜水資源、（5）溫室效應。

2. 金句學一學：複習本課金句

3. 信息短波：複習本課經文

幼兒級：本課共四個情境：（1）園丁任憑花朵枯萎、（2）園丁為花朵澆水、（3）園

丁踐踏花朵、（4）園丁對小花唱歌。正確答案是（2）、（4）。

初小級：（1）園丁在樹下睡覺任憑花朵枯萎、（2）園丁為花朵澆水、（3）園丁踐踏

花朵、（4）園丁對小花唱歌。正確答案是（2）、（4）。

4. 行動趴趴GO：具體實踐方案

本課詩歌

而在管理這些自然風景時，就需要有謙卑的態度，才不會拆毀上帝所創造的

美，用人自己的方式來取代。而是回歸、維護上帝創造的原相。

顧守咱的家（台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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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級教學流程建議

第一部分：合班

1. 本課詩歌：〈顧守咱的家（台語）〉歌譜見205頁，錄音檔參考教學光碟或上總會教育

中心網站下載。

2. 欣賞本課戲劇〈美麗的伊甸園〉；戲劇錄音檔參考教學光碟或上總會教育中心網站下

載。動畫部分，請利用故事屋中的光碟播放，或上總會教育中心網站下載。本課介紹台

灣環境的議題，所以不提供文字介紹的故事文，若需要更多資訊讓學生參考，建議老師

可再自行搜尋和補充，除了淨灘，還有淨山、河岸和社區等活動可供學生參考。

第二部分：分班

1. 站在彩虹上的人：

活動說明：

今天的戲劇內容提到淨灘的故事，提醒我們愛護環境的重要。當你去到海邊、山坡、河

岸、社區公園等地方時，你是否注意到當地有環境被破壞或污染的現象？請跟大家分享

你所見到的情況。

提醒老師：

當外力出現，造成當地現有的環境生態被改變，造成某些物種被迫遷移或消失時，某種

程度上，也可以稱做是破壞。倘若學生沒有特別留心過環境被破壞的地方，建議可以引

導回想生活的四周環境裡，是否經歷過自然環境改變的經驗，可以跟大家分享過去與現

在的差異。另外，時間若允許，也可參考和英出版社的圖畫書《挖土機年年作響：鄉村

變了》。

2. 讀《聖經》的少年人：

閱讀完這段（創世記二4b〜25）經文後，邀請你一起來思考下面幾個問題：

問題1. 上帝創造了伊甸園，把人安置在其中，要他耕種，看守園子，並命令他不可吃分

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上帝為何要給人這樣的命令呢？

建議解答：

上帝將人安置在美好的伊甸園中，是要讓人享受生命的豐盛與延續，而非活在論斷他人

是非善惡的苦毒當中。另外，透過善惡樹的規定，給人約束與規範，好叫人知道人應當

如何才能合宜地與上帝、與人、與萬物相處。

問題2. 經文中記載，上帝用地上的塵土造人，把生命的氣吹進他的鼻孔，他就成為有生

命的人。「地上的塵土」、「生命的氣」都是一種比喻，你認為這些比喻有什麼特別的

意義呢？



2015 暑期兒童少年營教材 愛使我們和好18

建議解答：

上帝用塵土創造了人類，而人類又得在田裡辛勤工作，才能生產足夠的糧食求得溫飽，

最後，當人類死去，又要歸於塵土。地上的塵土，指出了人類的本質以及人一生的宿

命，象徵著人與土地之間的關係密不可分，同時，更可以看出上帝要人類懂得與自然共

生共存的法則，因為萬物與人類一樣，都是上帝所創造的。但是人類仍舊有別於萬物，

人類是按著上帝的形像被創造，又有上帝生命的氣息從鼻孔吹入人類身體，因此人類得

以被上帝的靈所充滿，而與其他萬物不同，特別蒙受上帝的祝福，要生養眾多，遍佈在

世上，管理這個世界。

3. 少年人換個角度想：

問題1. 家有家規、校有校規，在你日常生活中，還有哪些常見的規則？你是否都會遵守

這些規則？你曾經想過遵守或不遵守這些規則，會如何影響你的生活呢？

問題2. 上帝按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並賜福給他們。他給人類管理的職分，你覺得好管家

與壞管家分別有什麼樣的特質？你認為自己是好管家還是壞管家，為什麼？

建議解答：

好管家的特質：平時就會隨手做好垃圾分類的工作、懂得愛護／珍惜自然資源、願意保

護並善待動植物、想要多認識動植物，了解適合他們生活的環境條件、遇到他人蓄意破

壞自然資源時，願意出聲制止或尋求有效的遏止辦法等。

壞管家的特質：隨意浪費食物／水資源，蓄意欺負／虐待小動物、對環境議題毫無興

趣，甚至感到厭煩等。

問題3. 上帝賜給亞當一個伴侶，協助他一起管理世界，這是人類史上第一個人與人合作

的記錄。你喜歡和人合作嗎？為什麼？對你來說，和人合作有哪些優點或缺點嗎？

4. 動一動時間：攜手合作

活動說明：

你有曾經跟人合力完成艱難任務的經驗嗎？依據老師的指示，進行本單元活動［攜手合

作］。完成老師指定的任務後，依序回答下列問題：

道具：

（1）乒乓球一顆 

（2）鐵環一個（以可以剛好放上一顆乒乓球的大小為最佳）

（3）中國繩（將繩子綁在鐵環上，繩子長度約60公分左右，繩子數量與團體人數相等

或略多1〜2條，在繩子接近末端處打上一個結，做為記號）

（4）紙杯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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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方式：

（1）每人分配到繩環上其中一條繩子，手握在末端繩結處。

（2）由老師將乒乓球放在鐵環上，眾人齊力將乒乓球移至紙杯內即完成任務。

（3）途中乒乓球若掉落，則全組回到原點重來。

（4）紙杯放置離起點約3〜4公尺處，若老師評估小組有較高的團隊動力，建議可在途

中增加障礙物，提高困難度。

提醒老師：

活動過程中，若小組不斷地失敗，建議可以暫停5分鐘，引導團隊進行討論，修正錯誤

並且提出能有效完成任務的方法。

5. 有行動力的少年人：

問題1. 每個人都在學習當個好管家，清潔與管理自己居住的環境。請擬出一個管理自己

房間的行動計畫，並且跟大家分享，交換意見。

問題2. 你願意參加淨灘、淨山或是社區環保活動嗎？

問題3. 環境保護，是每個人的責任，請你列舉出五個日常生活中，你能做到的環保行

動。

教具準備 幼兒：彩色筆   

 初小：彩色筆

 中小：彩色筆 

 高小：彩色筆、剪刀、膠水、保麗龍球或乒乓球

少年：乒乓球一顆、鐵環一個（以可以剛好放上一顆乒乓球的大小為最佳）、

中國繩、紙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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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文背景

創世記第二章4節b開始的經文，是另一個創造故事。許多人會質疑到底哪一個創造故

事，才是這個世界的開創版本？其實，兩個故事都是在描述這個世界的開創，因此兩個版

本都正確，無須取捨，也無須二選一。

這個答案似乎令人更加困惑，為何兩個都是？事實上，當我們想要在兩者中做一個取

捨時，背後所蘊含的意念是想用科學的角度，來分析判斷到底哪個創造故事的內容與現有

的科學理論相符。但我們似乎忘了，創世記並不是科學與邏輯的產物，而是以信仰認知與

眼光所展現的著作。換言之，創世記乃是一個信仰告白，以信仰者的立場與眼光述說信仰

者所認知的一切。既然是信仰告白，就不該以科學的方式來檢證，而是要以基督教信仰的

立場來詮釋。

此外，這個著作的誕生，乃是經過一段很長時間的口耳相傳後才集結成冊。而在口傳

的歷程中，亦產生不同立場與傳統的論說，這些多樣的傳統並不是相互攻訐、爭取正統，

而是站在各自立場與觀點下的信仰闡述與論說，藉以表明其信仰觀，以及在此信仰觀下所

發展出的信仰意念。這些多樣性的傳統皆收錄於創世記這本書卷中，目的並非是要刻意產

生內部的矛盾與衝突，而是要藉此展現出多元且豐富的信仰觀，進一步展現基督教信仰的

浩瀚與寬廣。

故此，兩個創造世界的故事並不衝突，甚至可以視為相互補足，因為各自有想要闡述

的論點，在差異中卻又展現出共同的核心信仰價值，就是：上帝乃是創世之主，世間的一

切皆在他的掌管與攝理中。

二、經文信息 

1. 第二個創造故事的核心意念

創世記的兩個創造故事，雖然在記載與陳述的內容上有諸多差異，但是強調的重點卻

是一致的。在第一個創造故事中，上帝是用話語來進行創造，而第二個創造故事裡，上帝

則是用地上的塵土來捏塑萬物。縱然這兩個故事上帝是以不同的方式來進行創造，但是其

焦點都是一致的，皆表明上帝是世界的創造者，萬物則是有限的被造物，必須全然順服於

這位造物者的掌管。

除此之外，第一個創造故事中，上帝是將許多東西都已經創造完備之後才創造人，但

是第二個創造中卻是先將人創造出來後，再根據人的需要去創造其他萬物。看起來是兩種

差異極大的創造方向，卻都是將「人」視為上帝創造世界的高峰，而且世間萬物的存有與

教師研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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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行皆是以「人」為中心。雖然人是世界運轉極其關鍵的角色，但是人依然不是世界的擁

有者，僅是上帝所委託的治理者，協助上帝來管理世界，讓世界的一切照著上帝的心意來

運轉，並且讓上帝旨意中的美好延續。

2. 有規矩才會有真正的美好

第二個創造故事中描述世界的開始時，一切的「基礎工程」彷彿已經存在了，但仍舊

是處於空虛、荒蕪、混亂的景況。在什麼都欠缺的景況下，上帝讓水湧流出來並潤澤大

地。這樣的描述與第一個創造的描述非常雷同（萬物生成以前，就有水存在於世界），

但這裡的水卻有另一番意義。因為水對於生物而言非常重要，是讓生命延續下去的重要元

素，因此世界雖然荒蕪、空蕩，但上帝已經賜與生命生存、延續下去的重要應許。

第二個創造故事中，上帝首先創造的乃是人。上帝用塵土塑造了人，並將生命之氣吹

入人的鼻孔中，因而人擁有了生命。若翻查希伯來文，會發現人、亞當、塵土都是同一個

字根，這展現出很重要的信仰意涵：上帝藉由地上的塵土所造之人被稱為亞當，表達出人

雖然最先被創造，但人仍舊屬於受造世界的一部分，而非受造世界之外的產物，並因是塵

土所造，因而非常脆弱；但這脆弱之人經過上帝大能之手捏塑，並且將生命的氣息吹入以

後，成為有靈的活人（有生命之人）――亞當。換言之，人與其他受造物不同，關鍵在於

人是一個充滿上帝之氣、上帝之靈的受造物，也就是被上帝充滿且具有上帝形像的受造

物。這個具有上帝氣息（上帝形像）之人，要做的事情就是管理上帝所創造的園子――伊

甸園。因為「耕作」（參考創世記二15）跟「管理」在希伯來文中都是同樣的字根，這亦

表示了這座伊甸園是需要管理的。

伊甸園並非是一個特定地區的名稱，「伊甸」的意思是令人高興愉悅的樂園，也是指

水源充足的土地。在巴勒斯坦地區，水源充足就是讓生命延續的關鍵要素。因此人被上帝

安置在伊甸園，不僅表示人被上帝放置在美好的園子，亦是安置在生命得以延續的地方。

在這美麗的園子裡，因為水源充沛而滋潤了土地，讓各樣植物生長茂盛、結實纍纍，而且

這些都將成為人類生命延續的食物。這一連串的描繪，不僅勾勒出祥和美好的園子之景

況，而且這樣的美好亦是呈現了生命豐盛且延續的意涵。

在這美好的園子中，上帝安排了兩棵特別的樹，一棵是賜生命的樹，另一棵則是能夠

分辨善惡的樹。透過這兩棵樹的放置，以及上帝的吩咐，提醒人聽從上帝的話就能夠擁有

生命。但若選擇分別善惡的樹，則是選擇要當判斷者、審判者，這不僅是毀壞與上帝之間

的關係，更是企圖越權與上帝平起平坐，甚至想要超越上帝。這樣的吩咐展現出了約束的

概念，並突顯出這個美好的園子裡不可以恣意妄為，而是有規範的。

在第二個創造故事中，我們看見了跟第一個創造故事同樣的意念：上帝所造的世界是

美好的，而這美好要延續就是要依靠管理，才會有秩序、有規矩。人就是這個世界的管理

者，但人並非憑藉自己的意念與想法來管理，而是要照著上帝的心意來妥善管理。在伊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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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中的管理，是以人的辛勤耕作來表達，因為園子若要繼續維持美麗，就要努力地耕種看

守，並且照著時節來做該做之工作，就是一個適切的管理，也是延續美麗景致的關鍵行

動。

但在第二個創造故事中，特別強調違反上帝的規矩，所造成的結果就是「死」（參考

創世記二17）。這裡的死，所指的並不是斷氣的死亡，乃是指與上帝隔離，是一個關係上

的全然破壞、完全決裂，因而變為如同沙土、灰塵一般粉碎且毫無用處的廢棄物，被全然

遺棄在黑暗的角落。換言之，塵土所造之人因著上帝的緣故成為有價值、有意義、有功能

的人，能維繫美好的世界。但違背上帝的命令與吩咐後，不僅破壞了世界的和諧與美好，

更被上帝全然地遺棄，變成那毫無價值與意義的塵土，只能永遠被棄絕在黑暗的角落裡。

3. 與同伴一同管理美好的世界

人被上帝賦予管理伊甸園的責任，而且是要依循著上帝的規範來行，來延續伊甸園之

美。在人耕種看管伊甸園時，上帝照著人的需要賜與人配偶，讓人不是單打獨鬥地耕種看

管伊甸園，而是與伴侶、夥伴一起來打拼。上帝賜與人的伴侶，是從人自己身上而出，表

明這個伴侶跟「人」具有一樣的特質、共同的屬性，更重要的是這個伴侶跟人的關係極其

親密，是一個緊密依存的關係。

由此觀之，上帝要人來耕種看管伊甸園，不僅是要人透過具體的治理行動來維持伊甸

園之美，而且是要透過群體的作為，才能讓這個園子的美好延續。既然是一個群體的作

為，就表示整個群體都必須遵守上帝的規範，不能是個別性、選擇性、部分性的遵守，只

要任何一個小單元沒有照著上帝的吩咐來行，都會影響到整個群體，讓整個群體邁向「死

亡」，且讓伊甸園不再美好。

而這群體最小的單位，就是夫妻共同扶持所建立的家庭，夫妻雙方間的伴侶關係，就

是維繫美好伊甸園的關鍵。因此夫妻兩人不僅緊密連結，並且沒有任何遮掩，展現出最為

誠實且赤裸的一面。在這種情況之下的管理，才是最為美善的，因為最真誠的關係乃是沒

有任何私心、沒有任何隱瞞，並且不會斤斤計較、相互算計，努力的一切就是為了群體的

美善。相對的，為了要達到這樣的美好，群體之間亦會相互督促、相互提醒，讓耕種看管

的一切符合上帝的心意，讓治理的工作達到上帝的標準。如此之家庭的美善，正是與伊甸

園的美善相互輝映，讓上帝所創造的世界更加美好。

三、生活應用

台灣之美，需要人們共同維繫

在第50屆（2013年）金馬獎的最佳紀錄片《看見台灣》中，導演齊柏林透過鏡頭帶領

台灣人再次發現台灣之美。但這部片子除了讓觀眾將台灣之美盡收眼底外，亦讓觀眾看見

台灣人對於土地的破壞、蹂躪與糟蹋。美麗的台灣是人人喜愛的，但在喜愛之時若沒有盡

己之力且照著上帝的心意來管理時，這美麗島身上勢必傷痕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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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看到管理並非是個人性的作為，而是群體性共同的作為，才能讓美好之地延續。

因為上帝深知管理美麗園子的工作繁重且多樣，實在無法靠個人的能力來完成，所以透過

夥伴的方式，讓人藉著群體性的行動，將管理之事達到最好的效果。換言之，每一個生長

在台灣這片土地上的人，都有責任、有義務來好好地管理台灣這片土地。除此之外，這樣

的管理並非是以利益為出發，而是以上帝的心意為重要之基礎；這樣的管理亦不是政府官

員、專家學者、專責人員之工作，而是每一個喝台灣水、吃台灣米、被台灣孕育之人的工

作。更重要的是，如此之群體性的管理，彼此之間需要開誠布公、真誠相待，而不是心懷

鬼胎、各自機關算盡、一種假道學的治理。

台灣之美應當是在如此美好的群體性管理中延續，但令人感到遺憾的是，美麗的台灣

所遭受的破損、面對的創傷、經歷的踐踏，正是在群體性之暴力下造成的傷害，台灣群體

似乎成為共犯結構，持續地糟蹋這個哺育台灣人長大的土地，讓這樣的美逐漸走入歷史，

漸漸地消逝在記憶中。這實在是件非常可悲之事！

因此齊柏林導演正是透過這個片子喚起台灣人的良知，起身投入於關懷台灣的行動。

但我們千萬不能忘記，這樣的感動不該是一時、三分鐘熱度而已，因為基督教信仰提醒

著，這樣愛護台灣的行動乃是「天命」，是上帝交託給台灣人應盡之責任，因為上帝將美

麗島這片園子交給台灣人，所有台灣人就應該發揮群體的管理力量，展現出治理的果效，

讓台灣的美繼續存在於這個世界，因為這乃是上帝美好的心意。

四、思與行

1. 台灣這個島嶼是上帝所創造的美麗島，請就你所認識的台灣，介紹台灣的美景給眾人知

道。

2. 請根據你所介紹的台灣美景，並且依據你的理解，這片美景遭受到什麼樣的破壞？這樣

的破壞是否屬於群體性的破壞呢？

3. 請根據你所介紹的台灣美景及所遭受到破壞，你認為台灣人應當如何地治理，才能讓這

美麗的景色存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