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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貧窮的人課第

經      文

金      句

教學主旨

教學目標

信仰人物

故事

本課詩歌

路得記二1〜23

上主始終對活著和死了的人信實仁慈。（路得記二20）

路得記第二章記載了路得跟婆婆拿娥美回到故鄉伯利恆的故事，當他們回到故

鄉後，原有的土地或許已經被人佔領耕種，或是已經荒廢沒有辦法耕種，為了

生計，因此，路得主動跟他的婆婆表示要去麥田撿拾麥穗，因為他們回到伯利

恆時，剛好是大麥收割的時節。

當路得去麥田撿拾麥穗的時候，麥田的主人波阿斯發現了他，雖然知道路得是

摩押女子，但他憐憫、疼惜拿娥美和路得的家庭困境。因此，波阿斯交代在麥

田收割大麥和小麥的工人，不可以欺負路得，而且要暗中將麥穗丟下，好讓路

得撿拾。依據摩西法律規定，當貧困的人到麥田去撿拾麥穗時，不可以阻止，

而且收割工人若從手上掉落穀物，也不可以撿起來，要留在地上讓這些貧困的

人撿。波阿斯這樣的交代，遠超過摩西法律規定的範圍，因而讓路得可以得到

更多的照顧，更讓拿娥美驚訝怎會遇到這麼好的親族，也因此改變拿娥美原本

說上帝使他「命苦」的說法，改說上帝「始終對活著和死了的人信實仁慈」。

這裡的「信實」之意，是表示上帝會永遠守住他和以色列人民之間所立的約，

照顧他們，不離不棄；仁慈，則表示上帝對他子民的愛永不改變。

．了解出外人的定義和對象，並觀察生活中是否有出外人。

．體貼他們離開家鄉的辛苦。

．學習關懷他們的處境。

．在生活中實踐關懷的功課。

介紹伊甸基金會創辦人劉俠的故事。

伸出援手（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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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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出援手（華語）〉歌譜見214頁，錄音檔、詩歌示範動作參考教學光碟

或上總會教育中心網站下載。

2.欣賞本課戲劇〈在苦難中仍然關心人的劉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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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老師依照故事文內容見171頁，介紹伊甸基金會創辦人劉俠的故事，高年級可以自

行閱讀故事文，然後在分班課程中和老師一起討論。

第二部分：分班

1. 故事好好聽：複習戲劇〈在苦難中仍然關心人的劉俠〉

幼兒級和初小級：起點從禱告開始，歷經四個印證：即身體強壯、媽媽首肯、工作夥

伴、收到掛號信裡的支票，最後的終點是成立基金會，藉此流程再幫助學生複習一次戲

劇。

高小級：建議老師帶領學生閱讀故事文後，大家一起逐題找出答案。也可以參考初小級

的答案。

2. 金句學一學：複習本課金句

建議：報紙捲成圓筒狀，套在手臂上，拿出筆來寫出今天的金句，長度約可固定手腕到

手臂，增加困難度。勿使用尖銳物品或條狀物，如筷子等固定，以避免受傷。

3. 信息短波：複習本課經文

幼兒級三張圖片顯示的內容為：

（1）「路得」堅持要陪伴拿娥美，一路回到伯利恆。

（2）「波阿斯」邀請路得留在自己的田地裡撿拾麥穗。

（3）「拿娥美」幫助路得成為善良的波阿斯的妻子。

4. 行動趴趴GO：具體實踐方案

中小級第1、2題建議解答：當你要幫助一位迷路的視障朋友走到他要去的地方時，你要

注意：（以上訊息參考自財團法人愛盲基金會網站）

（1）問：詢問協助—主動向視障朋友詢問是否需要幫助。

（2）拍：輕拍手背—當視障朋友需要引導協助時，會以手背輕觸對方，然後將手輕

扣在對方手肘部位，接受對方的引導。

（3）引：引導行進—引導視障朋友時，請略在前方保持半步至一步的距離，並讓視

障朋友走在你的右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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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報：報導路況—行進過程中，路況若有改變，例如：高低差、坑洞、障礙物，

請提早告知視障朋友，依據其步伐大小衡量，告知他該如何通過。若遇到上方有

障礙物，應用手觸碰上方物品邊緣，帶引他低身通過。

當我遇到「肢障者」(乘坐輪椅)迷路時，路線規劃要盡可能避免上下樓梯或陪同前往，

沿途視路況提供協助。

第4題：在台灣，還有很多社會福利機構關心著不同的人群，花點時間了解下面幾個機

構的成立目的以及目前的主要服務有哪些，看看是否有你可以幫上忙的地方吧！

高小級第1題解答可以參考中小級。

建議內容：

（1）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簡稱家扶基金會）

主要服務對象：經濟弱勢家庭兒童與青少年

服務項目：

A. 提供生活補助，維持基本生活

B. 提供餐費、營養補充品，維持身體健康。

C. 提供學齡前教育與托育津貼，穩定家長就業機會。 

（2）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主要服務對象：不幸少女、兒少性侵個案、棄養／出養兒童

服務項目：

A. 成立中途之家，關懷不幸少女，提供安身之處。

B. 提供兒少性侵個案輔導與關懷服務。

C. 提供收出養媒合服務。

（3）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不老騎士

主要服務對象：老人

主要服務項目：

A. 社區照顧—預防性照顧：成立運動班、舉辦運動賽事，鼓勵年長者多活動以

維持身體機能。

B. 社區照顧—長期照顧：提供日間照顧、老人送餐服務以及居家服務等，提升

年長者的生活品質。

C. 培訓青年志工，培養青年人有尊老、敬老、愛老的心。

D. 舉辦「不老環台逗陣行」活動，組織不老騎士實踐「不老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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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級教學流程建議

第一部分：合班

1. 本課詩歌：〈伸出援手（華語）〉歌譜見214頁，錄音檔、詩歌示範動作參考教學光碟

或上總會教育中心網站下載。

2.欣賞本課戲劇〈在苦難中仍然關心人的劉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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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老師依照故事文內容見171頁，介紹伊甸基金會創辦人劉俠的故事，學生可以自行

閱讀故事文，然後在分班課程中和老師一起討論。

第二部分：分班

1. 站在彩虹上的人：

活動說明：

每個人輪流坐上緊張刺激回顧椅，依照故事劇情將今天的主題故事回顧一次，不得有遺

漏。

遊戲規則：

每個人都得坐上回顧椅至少1次，坐上椅子的人，發言只要停頓超過3秒就換人，椅子都

必須有人坐著，空檔時間不得超過3秒鐘。

2. 讀《聖經》的少年人：

問題1. 拿娥美的兒子們都過世後，他對兩名媳婦提出什麼樣的要求？路得有答應嗎？

建議解答：

拿娥美要求他們各自回到自己的娘家，找機會再婚。然而路得並沒有答應他的要求，反

而央求拿娥美帶著他一起離開，回到他的故鄉去。

問題2. 身為外地人的路得，要外出去撿拾麥穗，你認為他會遇到哪些困擾？

建議解答：

身為外地人的路得，其外貌與當地人有明顯的不同，上街時，很容易被人一眼就認出不

是本地人的身分，因此很可能會被其他的男工欺負，或者因為是外邦人身分而被猶太人

排斥，無麥穗可撿。

問題3. 路得在撿拾麥穗時，遇到了什麼樣的特殊經歷？

建議解答：

路得遇到了好心腸的波阿斯，主動向路得示意，可以留在自己的田地裡跟其他的女工們

一起工作、用餐飲水，他也吩咐男工不准欺負他。

問題4. 路得是一個主動積極的人，即使遇到困難，也都能展現堅毅的性格，請根據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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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回答下列問題。

（1）丈夫死後，路得用什麼樣的行動表現對婆婆的孝順？（一16〜18）

建議解答：

捨不得婆婆一個人獨自回鄉，堅持不離開。

（2）根據猶大傳統，死了丈夫的女子名下沒有財產，幾乎等同於沒有經濟能力，面對

隨時有斷糧挨餓的可能，路得如何因應危機？（二1〜2）

建議解答：

主動向拿娥美提出要去到田裡撿拾麥穗的計畫，並且衷心地相信能夠遇到好心人士善待

他。

3. 少年人換個角度想：

問題1. 你認為是什麼原因，讓劉俠願意忍受全身關節的刺痛，都要寫文章來為身心障礙

同胞發聲，引發更多人來關注身障者呢？如果換成是你，你願意這樣做嗎？ 

問題2. 如果有一天，醫生宣告你得了「類風溼性關節炎」，全身關節將會腫脹疼痛難

耐，只要輕輕一動，就會渾身不舒服，你會如何規劃／安排你的臥床人生？

提醒老師：

本單元可以和〈動一動時間〉合併進行，以實踐體驗劉俠的痛苦，並進而思考有如此處

境者的心情。

4. 動一動時間：

劉俠全身的關節都不太能動，你知道他都怎麼寫文章嗎？請將報紙捲成圓筒狀，套在手

臂上，利用今天的金句「上主始終對活著和死了的人信實仁慈。」（路得記二20），試

著寫寫看，體驗一下劉俠的生活處境吧！

5. 有行動力的少年人：

活動說明：

無論是故事中的主角劉俠或是聖經經文中提到的路得，即使身陷困難之中，他們也不忘

記要展現出剛強堅毅的性格，隨時都能主動積極地迎向挑戰，甚至還能幫助身旁的人。

德蕾莎修女說：「在別人的需要上看見自己的責任。」

問題1. 在你身旁是否有身心障礙者、家境清貧的朋友、生活缺乏的同學？想一想，你能

夠為他做什麼？

問題2. 請花點時間了解下面幾個機構的成立目的，以及他們主要服務對象與項目有哪

些，看看是否有你可以幫上忙的地方吧！

（1）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簡稱家扶基金會）

主要服務對象：經濟弱勢家庭兒童與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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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項目：

A. 提供生活補助，維持基本生活。

B. 提供餐費、營養補充品，維持身體健康。

C. 提供學齡前教育與托育津貼，穩定家長就業機會。

（2）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主要服務對象：不幸少女、兒少性侵個案、棄養／出養兒童

服務項目：

A. 成立中途之家，關懷不幸少女，提供安身之處。

B. 提供兒少性侵個案輔導與關懷服務。

C. 提供收出養媒合服務。

（3）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不老騎士

主要服務對象：老人

主要服務項目：

A. 社區照顧—預防性照顧：成立運動班、舉辦運動賽事，鼓勵年長者多活動以

維持身體機能。

B. 社區照顧—長期照顧：提供日間照顧、老人送餐服務以及居家服務等，提升

年長者的生活品質。

C. 培訓青年志工，培養青年人有尊老、敬老、愛老的心。

D. 舉辦「不老環台逗陣行」活動，組織不老騎士實踐「不老夢想」。

教具準備 幼兒：報紙若干張、彩色筆

 初小：報紙若干張、彩色筆、剪刀

 中小：報紙若干張、剪刀、釘書機

 高小：報紙若干張（捲起厚度可以造成行動不便）

 少年：報紙若干張（捲起厚度可以造成行動不便）、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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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文背景

路得記所記載的內容是發生在士師時代，當時正值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不久，信仰、

生活等方面的問題叢生，用「亂世」來形容是再恰當不過的了。在紛亂的大環境中，以色

列人正在經歷成長的痛楚，就如同處在信仰的青春期中，在掙扎與痛楚的路上，一次又一

次地朝上帝的方向前進。

不可不知小專欄：希伯來人的親屬關係

古代以色列的親屬關係依親疏遠近分為家族、宗族、部族／支派三個層次。「家族」

指同有一個父親的家族成員，「宗族」則是數個家族聯合組成的親屬關係，他們來自共同

的祖先。宗族負責維護家族共有的財產、田地及其他共有物（如祖厝），例如以利米勒家

族屬於以法他宗族。「部族／支派」則包含數個不同的宗族成員，例如以法他宗族屬於猶

大部族／支派。

二、經文信息

1. 拾穗的勇氣 

這段敘事中，主要的場景是發生在農業節期，當時正值大麥收割的季節。

第二章1節說「拿娥美有一個親族，名叫波阿斯，既有錢又有地位，是他丈夫以利米

勒的親族。」經文一開始便將主角點出來，接著以一連串的對話展開與路得邂逅的序幕。

基於攸關生存的需要，路得提議往田間去拾穗，但拿娥美的反應冷淡，只有淡淡地

說：「你去吧，女兒。」至於一個外族女子在路上會遇到什麼樣的事或危險，拿娥美並沒

有事先提出警告。摩押女子的身分，使路得在伯利恆的路上顯得相當突兀，不過他沒有害

怕外人的歧視，反而勇敢冒險。路得單純地走出他的路，逐漸展現出他的勇氣。

路得「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的那塊田地裡。第5節「那是誰家的女

子？」這句話背後的意思是：女人並不是獨立自主的個體，而是附屬於某個男人的財產。

此時波阿斯看路得就像是其他的女子一樣，但在與收割工人領班的一番對話後，他有了別

的看法。在這段對話中提到：1.他是摩押女子。2.他屬於拿娥美。3.他在詢問可否拾取麥

穗之後，就一直站在田邊等候許可。

拾穗是一個卑微的粗活，按照古代以色列的傳統習俗，拾穗是窮人、孤兒和寡婦所擁

有的權利，法律甚至規定，田地主人在收割時，應當遺留一些穀物，讓以色列社會中的弱

勢者可以下田去拾穗（參考申命記廿四19〜21）。而路得是一個外國人，他想要確認自

己是否也可以擁有這樣的權利，因為路得清楚自己弱勢的處境，但他仍然要鼓起勇氣，把

教師研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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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機會。在路得詢問領班的對話中（參考7a），我們可以發現，路得要求的，不是跟在收

割的人及捆麥桿的婦女後面撿拾，而是在麥捆中間收集麥穗，意即和捆麥桿的婦女一同工

作，這樣就可以撿到相當多麥穗。路得的要求凸顯出他大膽與勇敢的性格，但是路得也懂

得謹守分寸，知道不可過分要求。面對路得的詢問，領班不敢做主，等著主人的答覆。

2. 麥田的邂逅 

波阿斯親自走到等了一個早晨的路得面前，向他說話，語氣和善卻有些距離。第8

節：「女兒啊…不要往別人田裡…不要離開這裡…吩咐僕人不可欺負妳…」在田間工作，

女性時常成為別人騷擾與欺負的對象，一個不受本地法律保障的外國女子，更易遭受侵

害。此外，在一個父權主導的傳統社會裡，一個女人獨自行動，而不是跟隨在男人身邊，

會讓人誤以為是個放蕩的女人，更可能遭到騷擾。在這樣的處境中，波阿斯大方地答應路

得提出拾穗的請求，間接同意將路得放在他的保護之下。第11至12節，波阿斯再次發言，

這個有年紀的男人，稱呼年輕的路得為「我的女兒」，長輩呵護晚輩的心情表露無遺，而

這呵護的心情也顯現在邀請路得一同用餐的舉動當中，不但如此，波阿斯還特別吩咐收割

工人，要故意從紮好的麥捆中抽出一些麥穗丟拾在地上，好讓路得可以撿取。

3. 拿娥美的轉變 

一天的工作結束後，路得回到家，拿娥美看見路得拿著約20公升的大麥穗回來，非

常驚訝，回想起這段日子中總總的不順遂，在今日總算遇上一件令人振奮的事了。拿娥美

好奇地問路得整天的經歷，在一連串的對話中（19、20a、20b、22），拿娥美的眼睛一

次比一次發亮，路得不只帶回來麥穗，還帶了午餐—烤麥穗（類似爆米花）。這麼多的

收穫，拿娥美知道這不是單靠路得自己一個人撿拾麥穗的成果，而是有好心人幫忙才能辦

到。拿娥美知道人生谷底的痛苦與失望似乎已經過去，終於露出希望的曙光。第19節：

「你在哪裡拾取麥穗？在哪裡做工呢？」「你今天究竟去哪裡了？」同一個問題連續問了

兩次，顯示出拿娥美的興奮和激動，透過路得的經歷，拿娥美的人生態度從當天早上到晚

上有了很大的轉變。

三、主題信息

1. 從走出到等候

路得在整段敘事中，雖然話不多，卻相當具有行動力：出發、拾穗、向波阿斯俯首、

與捆麥的婦女同坐並吃飯、再次起身拾穗、打麥、收集麥粒、打包回伯利恆交給拿娥美、

分享一天的經過、隔天再出發工作直到大麥與小麥收割完成等等。在路得的積極忙碌之

外，經文中也透露出路得的耐心等候，他說需要波阿斯的「善待」和關心，表示他知道，

在積極忙碌的同時，也要得到別人的支持、鼓勵與幫助，事情才可能有好的結果。波阿斯

確實給了路得特別的「善待」，而這份「善待」就是聖經所說的「恩典」之意，表示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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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人類本身的能力之外，是得依賴外人或是取決於外來的力量，而人類無法靠自己的力

量取得的東西。面對自己的無力感，路得只能靜靜地等候，等待田地主人的許可，因此我

們更可以看見，路得強調要等待，因為「一定會遇到一個肯善待的人」的重要性。在現實

生活中，路得學會靈活運用創意去面對各式各樣的生活情境，並解決生活中的各種難題。

他同時兼具了行動及忍耐、勇氣與卑微、努力爭取而又依靠恩典，也許我們的生活不像路

得這樣辛苦，但是他在生活中的靈巧與創意，卻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2. 行動與等候

在第一章，我們看見路得採取了行動，離開自己的家鄉，跟著婆婆一起來到一個完全

陌生的國度；第二章中，路得又採取了行動，這次是到田間去拾穗，雖然存在著被拒絕的

可能性，但他仍大膽地請求，路得明知要冒險，卻仍舊要採取行動，可見他是一位極具行

動力的女性。

一個異鄉人，勇敢地走出自己的路，他大膽地要求，卻又耐心地等候，因為他知道，

需要依賴別人的善意，才可以成事。他貢獻出自己的能力，完成他所能做的，同時也用等

待的心，去期盼別人對他釋出善意，路得的等候充滿著盼望與期待。他是一個行動派的女

性，不是空口說白話的人。他積極行動的原因都是出於信仰、信任與理想。

3. 蒙恩的外國人

在面對自己身為異鄉人的身分時，路得用「被看見的人」來形容自己。他認為：外國

人與本地人是不相同的，因為他的外表、語言、舉止都相當奇怪，是明顯會被他人看出差

異的人。路得用這個字眼來形容自己，表明他是一個仰賴別人的眼光（恩典）來定義自己

的異鄉人。這當中顯露出路得矛盾的個性，一方面表現出獨立的模樣；一方面卻又清楚知

道，自己是百分百的外人，是一個需要仰賴被別人「善待」（恩典）的人。別人是否能用

和善的眼光看待他，取決於對方，這是他完全無法掌控的，因此這就是「恩典」。路得的

例子提醒我們，凡事需要盡心盡力，但是仍然不要忘記恩典有關鍵的影響力，容許生活中

出現令人意外的驚喜，可以為生活帶來新的動力。

四、生活應用

路得的故事，讓我們看見一個女性所展現的勇氣，也在他與婆婆的困境中，凸顯出身

邊願意給予恩典的人的憐憫與愛心。

在台灣，「伊甸基金會」正是扮演這樣的角色，在身心障礙者的身上，展現出對人的

慈愛行動，也呈顯了上主的恩典。伊甸基金會在其網頁的介紹中，寫著這樣的一段話：

「已故的輪椅作家—劉俠女士（筆名杏林子1942年2月28日〜2003年2月8日），因著上

帝的呼召及一顆愛身心障礙者的心，捐出多年稿費，和六位志同道合的朋友，於1982年12

月1日創辦了屬於身心障礙朋友的伊甸園—「伊甸基金會」。伊甸秉持「服務弱勢、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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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推動雙福、領人歸主」的理念，提供身心障礙朋友各項社會福利服務，並傳達基督

救贖的訊息，落實福利與福音並重的使命。伊甸基金會所關心的族群從小到老，從發展遲

緩兒、失能家庭、成人身障到老人服務及弱勢社區，讓有需要的人，得以在恩典中成長。

在伊甸基金會的事工中，有一項需要特別提起的，就是對失能家庭的關懷，其中有一

項捐款行動是專門幫助弱勢家庭的孩童，提供他們有熱騰騰的早餐可以吃。其中有一個故

事說著：由父親獨自扶養長大的小潔，家中經濟由父親一人扛起，時常忙於工作，無暇照

顧孩子，就連三餐準備都是困難，使小潔到學校時往往已經餓了一整晚，臉色不好，精神

更是不濟。小潔現在上學都有熱騰騰的營養早餐可以享用，除了補足成長過程所錯過的養

分，在學習上突飛猛進，更是演講比賽的常勝軍！

在我們的經驗中，也許很難想像沒飯吃的飢餓感，但，在我們的身邊，很可能就有孩

子正餓著上學。在我們推廣各式營隊、主日學時，可以邀請孩子們，成為自己學校同學或

其他弱勢孩童的同伴，透過分享，讓愛在我們當中流動，也讓孩子體會如何成為他人的祝

福。

五、思與行

1. 好好地聆聽每一個落入困境中的人們的故事，也許我們可以用不同的眼光去理解，去分

享，而不是以我們的偏見去認識這一群人。

2. 面對落入困境中，需要仰賴他人恩典的人，你會如何行動？你有過這樣的經驗嗎？試著

與大家分享。

3. 找一個幫助弱勢團體的機構，讓自己有機會成為捐助者，更或者是志工，成為受苦者的

同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