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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會花蓮教區討論議題 

第一部分――目的：使我們的堂區更具有活力 

1. 學校體系及它對孩子參與教會活動的不利影響。 

討論議題及方案： 

1.1 

可為兒童舉行信仰培育，更多聚焦(協助)於兒童的學校功課（如堂區舉辦課後輔導、

安親班等同時安排關於學習熱情、祝福、聖經故事等）。 

1.2 

孩子的信仰通常由父母養成，且身教勝於言教，堂區應重視家庭信仰的傳遞，神父

應教育家長培育孩子的信仰，使家長改變觀念，功課雖然重要，但從長遠看來，信

仰是心靈穩定的基石，孩子在遇到各種問題時，必須依靠穩定的情緒，理性的處理

問題，這是比學校功課更為重要的，因此堂區可以舉行有關信仰親職教育或親職信

仰團體活動，以提升家庭信仰的培育。 

1.3 其他： 

 

★以上提案您選擇哪一個為您堂區的優先?(可複選也可不選) 

2. 教會與青少年的距離。 

討論議題及方案： 

2.1 

找青年人參與堂區議題討論說明會，探討問教會與青少年的距離問題有哪些?(彌撒禮

儀、活動、青年在堂區的存在感…….，請堂區邀請青年討論提出問題，並尋求解決的

方法） 

2.2 

花東地區由於就業與就學機會少，導致人口外流，尤其以青年人更鉅，我們該如何

提供好的機會或是利用什麼樣的管道，吸引並鼓勵我們青年回鄉服務，提升教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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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活力。堂區是否可以透過申請政府單位的補助計畫案或是透過其他福利單位、

積極尋求福利資源的挹注，鼓勵我們的青年們回鄉服務。 

2.3 

堂區成立家庭信仰小組，確實執行家庭信仰教育之培育與關心，尤其關心兒童與青

年的各項問題。 

2.4 其他： 

 

★以上提案您選擇哪一個為您堂區的優先?(可複選也可不選) 

3. 原住民孩子所面對的特殊挑戰 

討論議題及方案： 

3.1 

原住民的孩子在堂區以適當的語言接受合適的基督信仰陶成。（我們如何能在堂區做

到這點？）為推廣的原住民語言，成立聖經讀經小組，加強孩子的信仰與文化傳承。 

3.2 

在彌撒中同時融入漢語和原住民語言。 

3.3 其他： 

 

★以上提案您選擇哪一個為您堂區的優先?(可複選也可不選) 

4. 禮儀歌曲。 

討論議題及方案： 

4.1 

應該練習新的歌曲，並在彌撒前 10 分鐘練唱，並重複幾個主日，直到教友們熟悉它

們，歌曲必須與當天的讀經內容相符。 

4.2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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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提案您選擇哪一個為您堂區的優先?(可複選也可不選) 

5. 發展小型基督徒團體。 

討論議題及方案： 

5.1 

在台灣，有一些類似於基層信仰團體，這些團體已經成功地延續至今，我們可以學

習一種方法並在堂區開始，並且要有神師的帶領。 

5.2 

我們應該邀請專家為平信徒提供良好的培訓，以成為信仰小團體的優秀領導者，領

導者必須要獲得本堂神父的認同。 

5.3 其他： 

 

★以上提案您選擇哪一個為您堂區的優先?(可複選也可不選) 

6. 和好聖事。 

討論議題及方案： 

6.1 

神職人員應在彌撒前安排和好聖事。 

6.2 

應思考如何鼓勵教友行和好聖事，認識這特別的恩寵，尤其在四旬期與將臨期期間，

更應該要妥善辦告解。 

6.3 其他： 

 

★以上提案您選擇哪一個為您堂區的優先?(可複選也可不選) 

7. 婚前的準備。 

討論議題及方案： 



 

4 

 

7.1 

堂區神父應確實執行為即將結婚的平信徒參與婚前準備課程。 

7.2 

堂區神父應讓已結婚但未上過婚前準備課程的平信徒也接受此課程為並他們婚姻輔

導。 

7.3 

準備結婚的平信徒應在結婚半年要告知神父及雙親，已為準備及接下來要配合教會

各項規定或禮儀(如婚姻寬免等)。 

7.4 其他： 

 

★以上提案您選擇哪一個為您堂區的優先?(可複選也可不選) 

8. 20-40 歲天主教社青的婚姻。 

討論議題及方案： 

8.1 

「愛在加納-天主教聯姻網」的主旨是為促成更多的天主教徒聯姻。我們的堂區可與

他們合作，獲得更有成效的方法。 

8.2 

為避免因不同信仰造成婚姻上的問題，雖尊重對方之信仰，但應在生活中活出教會

信仰的美好，以吸引對方接觸，尤其應穩固自我的信仰，我們應如何教導社青對自

我信仰的堅毅及如何促使對方加入天主教的家庭。 

8.3 

可由教區設立有關婚姻諮詢及聚會的據點，並開辦婚姻課程幫助天主教社青在婚姻

中增進親密感、跨越婚姻難題。 

8.3 其他： 

 

★以上提案您選擇哪一個為您堂區的優先?(可複選也可不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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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台灣的外籍天主教徒 

討論議題及方案： 

9.1 

對外籍移工而言，重要的是不僅要有彌撒，還要有能提供聚會和相互幫忙的空間，

堂區應努力提供這樣的機會與空間。 

9.2 

堂區可以策劃活動使本地人與外籍人士相互認識、慶祝、一起吃飯和培養共融一家

的精神。（我們如何能在堂區做到這一點？） 

9.3 其他： 

 

以上提案您選擇哪一個為您堂區的優先?(可複選也可不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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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目的：使我們的堂區能推動福傳 

1. 推動直接福傳。 

討論議題及方案： 

1.1 

成立一個關懷團體，留意那些在主日第一次來到教會的人。他們的任務除了表達歡

迎，給予必要的訊息外，並向他們介紹福傳小團體；若可能，留下他們的聯繫方式，

保持對他們的關懷，適時邀請他們參加教會的活動。 

1.2 

引導身邊的外教朋友接近天主教會，尤其是國高中生，可以在辦理活動時邀請外教

朋友一起參加。 

1.3 其他： 

 

★以上提案您選擇哪一個為您堂區的優先?(可複選也可不選) 

2. 成人慕道班。 

討論議題及方案： 

2.1 

堂區的神父或福傳師應鼓勵慕道者參與堂區的某些團體，例如教會成立的機構；

或是邀請參加朝聖，使得慕道者有團體的經驗及認識堂區的其他教友。其他教友

也能認識他們，有益於堂區結為一體。 

2.2 

能有一位或多位堂區教友在慕道者慕道期間，以及領洗後的一年內能夠陪伴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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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履行代父母職責更有意義的方式）。尤其在剛領洗時，更應該給予更多的

關心及陪伴，且不應給予太多的壓力，避免新領洗者有逃避的心態。 

2.3 

如果同時領洗的人數很少，可以為他們新創一個領洗後的小組，使他們得以繼續

在基督徒的生活中進步。 

2.4 

對於代父母，應開立一個再慕道班，好使代父母能妥善的帶領與陪伴領洗者。 

2.5 其他： 

 

★以上提案您選擇哪一個為您堂區的優先?(可複選也可不選) 

3. 尋找迷失的羊。 

討論議題及方案： 

3.1. 

每個堂區應該定期整理居住在其範圍內的所有堂區教友的名單及地址，以掌握每

位教友的動向，並定期探訪他們，向他們發送資訊和邀請，尤其是在大節日時，

應該特別向邀請他們要來參與。 

3.2 

有意成為主動積極門徒的團體或善會，應參與拜訪教友的協調計畫，特別是去拜

訪那些不常來教會的教友。 

3.3 

堂區如有朝聖的行程，可以為此登門邀請他們一起參與，選一個固定的時間拜訪

迷失的教友，並在他們的家庭中一起讀經。 

3.4 其他： 

 

★以上提案您選擇哪一個為您堂區的優先?(可複選也可不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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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透過服務走進社會。 

討論議題及方案： 

4.1 

參與社會服務的修女、修士、神職人員和一般員工如何更好地與堂區和教區聯繫

起來，發揚他們的社會活動。（我們如何能在堂區做到這一點？）  

4.2 

教友們可以每週用幾個小時去這些社福機構服務，這樣便可使他們與堂區聯繫起

來。 

4.3 

堂區可以每週一天開放設施給老年人，讓教友和其他的人聚集一起交流。這筆費

用可向政府社區關懷組織申請補助，例如：福氣站與文化健康站。 

4.4 

堂區內可以組成一個關懷小組，先去了解堂區內的家庭狀況，哪些家庭需要協助

與幫忙；並知道堂區外有哪些社會資源可以運用，兩者間作一整合與資源連結。 

4.5 其他： 

 

★以上提案您選擇哪一個為您堂區的優先?(可複選也可不選) 

5. 平信徒傳道員 

討論議題及方案： 

5.1 

我們堂區應該請一位義務性質的平信徒傳道員，但必須要先接受專業性的培育，

其主要職責是傳福音，使更多的人認識我們的信仰，在教會內受洗並積極參與我

們堂區生活。 

5.2 

我們堂區應該固定安排時間提供我們的福傳員及義務使徒再培訓的課程。 

5.3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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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提案您選擇哪一個為您堂區的優先?(可複選也可不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