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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目標： 

 

透過小組互動和個人實踐，以“行動反省再行動”為學習核心模式，讓學員在事奉處境

中，得著學習和應用，並從以下的專業檢定基準，以達到某些預期的目標。 

 

1. 發展使用事奉處境學習方法的能力，如選取資料、接收及運用回應及諮詢的能力，和創意

地使用督導過程。 

2. 視自己為一個不斷成長的個體，並以認識和栽培自己作為教牧關懷和教牧輔導的首要工

具。這包括具備一種能力，就是從心理學和屬靈方面去反省和詮釋自己的生平故事。 

3. 在各種各樣的處境下，能夠與個人或小組建立一個牧養連繫的能力。 

4. 能展示出基本的關懷和輔導技巧，包括聆聽、同理心、反省、分析問題、解決衝突和屬靈

方面的反省，並能夠審視查察事物及評估人的行為和宗教象徵的意義和重要性。 

5. 特別透過宗教價值的性質和品質，能作出牧養分析診斷的能力。 

6. 能夠展示對小組行為動力和多樣化小組經驗的理解，並能運用同輩小組中的支持、面質和

澄清去促進個人特質和牧養功能的整合。 

7. 能夠跨越文化的界線有效地與別人溝通和配搭事奉。 

8. 能夠善用個別督導促進對個人及專業上的成長，並建立評估自己事奉的能力。 

9. 有能力將行為科學有效地應用在牧關事奉中。 

10. 在領導能力上有不斷增長。 

 

專業研討與學習： 

 

一、 學員透過以下方法進行反省學習： 

1. 與同儕導師曾討論和反思的牧關個案或其他事件作反省報告。 

2. 個別督導時的反省。 

3. 學員對自己在這課程上的學習目標與進度作檢視,寫成反省週記。 

 

二、 “行動反省再行動”學習進程的特色與大前提： 

1. 透過具體的行動，實踐有關個人及專業上的目標，再從個人反省、別人回饋與獲得的新資

訊中，塑造未來的行動。 

2. 與同儕一起工作，透過群體的學習與建立，塑造學員的專業身份與牧關技巧。 

3. 透過導師與同儕小組，討論反省牧職身份上的議題與牧關行動，再實踐服侍事奉中的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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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課本滙報（參附錄一）： 

1. 讓學員透過課本滙報，對基本的輔導技巧有理論層面的認知。 

 

四、 個案研討： 

1. 小組 

- 學員把有關的牧職服侍寫成逐字報告，於小組中輪流表述，提出關注和希望學習

的議題，引發學員一起討論；無論聽取或給予同儕的回饋和評估可以口述或文字

方式表達，都成為每個學員學習的一部分。 

2. 個別督導 

- 沒有發表的個案研討或逐字報告，學員應於個別督導時間中提出討論。 

 

五、 牧養關注研討： 

1. 學員可提出屬於個人及教牧成長的任何學習課題，當中包括小組學習進程，溝通技巧與小

組動力等。 

 

六、 個別督導： 

1. 學員於個人諮詢和小組環節中，善用課程督導成為資源，配合學習目標，學員負責訂定這

些環節的議程，當中內容可包括但不限於：反省週記、牧關職事如實踐中的群體意見的諮

詢、個人生命的支持等。 

 

七、 反省日誌（雙週記）： 

目的 – 協助學員評估學習的重要經驗，以配合其個人學習目標及課程指標。 

政策 – 學員按導師之指引提交反省日誌，讓他們有一個正規的方式去反省其在課程中的學習

和成長。 

1. 學員的反省是很個人化的，其風格亦會在文字中反映出來。 

2. 學員可以從日誌中選取全部或部分作為個別督導時的討論。在日誌中，學員可對課程各項

學習和活動作出回應，導師將會謹慎處理這些資料，並加以保密。 

3. 這份日誌須按導師指定之時間呈交。 

4. 日誌的內容建議： 

- 與被牧關者的關係、同儕之間的關係、與配搭服事的關係、與導師的關係：所顯

示的態度、事奉有效性、特別事件、疑難等。 

- 在課程上所察覺到的自我洞察、個人及專業角式；在擔責任時遇到的成功或困擾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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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感受：正面及負面的。 

- 對課程的評估：最得幫助或最少幫助的環節，建議增加或改善的項目。 

- 信仰體驗：你的信仰如何受到挑戰、加深或確認？曾有甚麼衝突？留意到甚麼問

題或洞見？ 

- 有甚麼特殊的經驗或困擾？ 

- 你的閱讀功課及這些資料怎樣影響你的牧養經驗。 

- 有甚麼幫助或妨礙了你的教牧關顧。 

- 你的牧關數字和類別。 

- 你所訂下的學習目標及進展。 

- 其他影響你成長和發展的重要領域。 

 

八、 個案研討報告（逐字報告 – 參附錄二）： 

目的 – 讓學員在課程上有一個適當的格式作報告，以便其他學員及導師可按課程及個人的目

標來作評鑑。 

政策 – 最少完成書寫六個個案研討，其中三個於小組學習或個人督導中發表，以從同輩組

員、導師或其他合適的專業人仕中得到回饋，並從中學習。 

 

牧關個案研究指引： 

最好的個案研討通常來自一些你深刻投入的處境。當你完全迷失方向，不知怎樣做的時

候；有時會來自一次你感覺到可以從中學習的，一個「好」或「差」的個案不在乎其書寫的

長短，而是視乎你有否證據來支持你作為專業人仕去「承認」你曾做過甚麼、學習了甚麼和

你希望學些甚麼？ 

每個學員將會從他們的牧關筆記中發展一套其個人的憶述牧關方法，其中一個最好的做

法是在該次牧關完結之後，立即找一處安靜的地方坐下來，將那些「抓住你」的內容、交流、

主題等記下，並在同一日就將這牧關全部寫出來。 

 假若當時的處境並不容許你用這種方式將個案寫出來，可以靈活變化。一個學習的處境

可能是一件危機事件或經驗，而非一些「平常」牧關。嘗試盡量包括所有的資料和所要求的

分析，努力去讓這個經驗重新活現給其他人看。 

 

九、  評分： 

1.  課本滙報（10%）       2. 個人督導 X 2（10%） 

3. 參與課堂小組、討論、教牧關顧（30%）  4. 逐字報告 X 3（15%） 

5. 雙週記 X 7（10%）      6. 期末評估（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