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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永康教會位於台東縣延平鄉永康村 5 鄰 90 之 1 號，永康村的布農語為「喜

儂頌」si nun sung)。關於永康社區總人口數有 360 人，90 戶，為台東縣延平鄉

最小之村落，位於鹿野高台茶葉區之附近，現在所居住之地區為民國 57 年艾琳

颱風帶來土石流將舊部落房舍、道路沖毀，村民無法居住，經政府統一遷移至現

今居住地，興建房屋及公共設施、開闢道路，供村民居住，為農村社區，主要族

群為布農族。在這樣的環境中永康教會的地理位置離鹿野約 1.5 至 2 點多公里的

路程，除非自己有交通工具才可抵達至永康教會，鄰近有條卑南溪。另外，永康

部落分為新、舊永康部落，因風災時土石流，政府將舊永康部落的居民遷村至新

永康部落，但之後仍有少許戶搬回舊永康部落居住或蓋新家，而永康教會位居於

舊永康教會，雖然全部的新、舊永康部落總戶數約有 360 戶，但是只有 18 戶左

右為永康教會陪餐會員。由於位於山區部落，所以永康部落附近有幾個茶園，其

中有一個茶園的故事如下，原本在那茶園中有設立一座建築，建築頂端都放在十

字架，根據王祖祥傳道口述，這個十字架的緣由，是來自一位漢族血統的基督徒

人家，他在自己的每一個茶園中間，都一定會設計一座頂端有十字架的建築，但

是後來這位基督徒過世之後，基督信仰未能傳承至下一代小孩，所以小孩長大後

接收了這些茶園，卻沒有傳承到父親的基督信仰，以至於一一將此建築拆毀。筆

者於下文將呈現實習於永康教會期間所作的訪談紀錄，透過訪談紀錄可以從當地

人的觀點更認識永康教會的過去、現況，也期盼這些紀錄可以幫助永康教會的未

來發展與延續。 

 

一、 主日學教學概況 

目前兒童穩定聚會中，雖然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的教材作為課程來教導，

但是課程教材與教會與孩童的生活實況有些落差，所以將調整的課程內容，專門

設計以永康教會孩童為對象的一系列課程與輔助教材為主，總會教材為輔，目的

是為了能夠輔助孩童透過基督信仰的教育，教導孩童在面對部落、教會、自身等

各樣生活中的實際困難與人生的所有問題時，能夠將從中所學的基督信仰的教育

實踐在生活中。所以，課程教材將選擇貼近部落、家庭、自我等題材，再加上總

會的教材互相搭配，課程教材多元也與孩童共同討論後讓他們自由選擇與共同構

思，建立孩童在基督信仰與日常生活中能夠自主、多元、積極、正面、活潑、健

康的思考模式與價值觀，並且透過課程內容中實作的部分培養孩童的行動力。 

 

二、青少年 

青年人口外流大都在外地就學，部落與教會的參與很少，使孩童少了模範，

教會失去了與社會青年與當代銜接的橋梁。透過活動加深難得回部落的青年之認



同，進而提供適合個人的服事的機會使他們能夠委身於教會，建立部落與外地青

年的溝通媒介，另外教會也透過主動關懷尋回仍在部落的青年。建立社群網路成

立永康教會青年社團，並由教會內部同工來自主管理社團，使外地青年在外也能

夠透過此社團隨時知道教會消息，也增加互動的機會。特別針對留在部落之青年

舉辦活動，主動邀請並藉此與他們建立關係，進而提供服事機會使他們能夠更多

參與，加深認同與關係的友善互動。 

 

三、主日崇拜 

    針對離開教會的信徒，能夠重新認識他們離開的根本原因，仍需要主動與他

們建立友善關係，仍要隨時能夠接納他們並且為他們建立友善空間，主動關懷以

及提供需要的資源。體拜儀式在順應信徒並合乎聖經教導來作更新。在體拜堂硬

體上可作裝置藝術來加深教會傳達的異象和信息。可共同製作一個永康教會/永

康部落記錄短片，向內增加凝聚力且保留族人的共同生活記憶，運用媒體器材向

在外信徒與這社會發聲且是見證的方式。教會可主動與鄰近部落之基督教團體舉

辦聯誼性活動，向外建立人際社會網絡，藉此向外傳福音，為主作美好的見證，

且與外界基督徒信仰交流與學習。可由部落長輩於週間開設布農族語課程，建立

與孩童間的關係並傳承布農族文化，在課程中教授智慧與部落歷史，加深孩童對

部落之認同與使命。 

 

●9 月~12 月主日學及青少年聚會人數 

項目/月份 兒童主日學 

聚會平均人數 

青少年 

聚會平均人數 

主日崇拜 

聚會平均人數 

3 月 11 7 22 

4 月 15 6 24 

5 月 17 5 26 

 

四、活動相片 

（一）主日學聚會 



 

（二）青少年聚會 



 

（三）主日禮拜聚會 

 



 

 

 

 

（實習成果報告書完成日期：主後 2014 年 5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