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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區青少年培育 

方育麒  

 

堂區青少年一般是指十一至十七歲，已領洗的教友。他們不

少是自小在堂區長大，他們中大部份都在小學期間，參加過主日

學。到了中學，他們小部份會留在堂區，其他則會離開堂區或很

少再返回聖堂，或甚少參與堂區活動。熱心教友媽媽說：我最想

我讀中學的兒子返回聖堂。可是，我們在聖堂會看見的，是青少

年流失，堂區青年不足，縱使我們每年都有成年新教友加入教會

大家庭，可是聖堂少了一批從小在這裡長大的教友。這是引致善

會逐漸老化的原因之一，也令教會的傳教活動舉步為艱。究竟堂

區青少年在主日學之後，需要什麼？或應該問，他們需要什麼培

育？我們在這裏，嘗試作反思與討論。 

堂區青少年背景  

父母請求為嬰孩施洗。教會要求父母本身必須每主日參加彌

撒、定期辦告解、經常祈禱及履行各類善工，並承諾培育子女在

信仰上成長。（參閱《嬰孩聖洗禮典》導言 2-3, 5, 25條；《嬰孩

聖洗禮典》33, 37, 39, 42, 57-58, 64, 107-111, 120-127條；《天主

教法典》868 條 1 項 1 款）（2017 年《香港教區入門聖事牧民指

引》6.2.1A） 

父母為使已領洗兒童或少年，度健康的信仰生活，堂區聖職

人員亦會提醒教友父母，應在家庭中，透過日常生活，給予兒童

合適的信仰生活培育，包括：教導子女認識及熱愛基督、每日祈

禱，並以基督的教導，陶成子女的良心，並帶同子女每主日參與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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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撒；並於合適年齡參加堂區「主日學」。（參閱《嬰孩洗禮訓

令》32, 33條） 

堂區聖職人員亦按實況，組織「主日學」，並培訓和指導擔

任導師的平信徒，使之在傳道員或其他勝任的平信徒協助下，為

約五歲或以上兒童及少年，提供配合其心智及成熟程度的教理、

聖事、靈修培育，直至小學畢業的年齡。（2017 年《香港教區入

門聖事牧民指引》3.2.1A） 

香港教區有五十一個堂區，每一個堂區都有主日學，不同的

堂區主日學，提供由幼稚園組、小學組和到中學組（小部份堂

區）的信仰培育。堂區青少年一般都是嬰兒或少年時領洗，父母

每個主日都會努力帶他們返主日學和參加感恩祭。他們在主日學

停留一至兩小時；有些會是停留兩至三小時，同時參與兒童感恩

祭。大部份的主日學都是以上課的形式，教授道理、認識天主的

創造、學習聖經、耶穌的出生與死而復活、學習祈禱和生活信

仰。大部份的主日學都是以小朋友領聖事為目標，三至四年級初

領聖體，六年級或中一領堅振。這是透過主日學給他們的培育。 

少年進入青少年的困難  

少年到小學六年級時，會遇到一個很大的轉變。他們一般在

五年班至六年級時要考呈分試，會有壓力和焦慮。然後，有機會

由一間天主教小學，轉到一間別的宗教的中學或無宗教的中學

（香港天主教中學八十五間，天主教小學一百零六間；天主教學

校教友同學佔 11.39%）。他們會與相識多年小學朋友分開，他們

亦由小學最高年級轉變成中學中最低年級。他們開始自主，父母

對他們的影響力亦會較少。他們會自行決定星期日是否回聖堂參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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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感恩祭或堂區活動，加上堂區未必有適合他們的團體參加 ── 

例如大輔祭可能覺得他們太小，歌詠團覺得他們正值轉聲，唱歌

容易走音。另一方面，對於這群青少年來說，善會中絕大部份是

成年人，他們難在團體內找到共同話題的心靈同行者。因此，儘

管各善會都在努力吸收新會員，但青少年未必能找到適合他們的

團體。 

這些青少年，他們已完成入門聖事，在教會內學習了簡單的

聖經和一些祈禱靈修方法，他們更可能曾在聖堂做過一些服

務 …… 他們如何能繼續在信仰上成長，成為更成熟的基督徒，在

日後的生活中，面對挑戰，繼續為主作見證？ 

陳德雄神父在《神思》第五十一期〈現代青年牧民〉提及：

「很多青年教友對天主教的教理和聖經的認識很貧乏，原因很簡

單，因為他們有一部份屬嬰孩領洗，從來就沒有學過甚麼道理，

另一部份所學的就只是在小學或主日學時所學的道理，那些『小

學生』的道理為他們面對今日這個世界實在非常不足夠。不過令

我們感到欣慰的是，也有很多青年人渴望加深對天主教教理和聖

經的認識。青年教友們想知，想學，但卻苦無合適的機會。」 

教會對青少年信仰培育的建議 

1.  1997 年新編《教理講授指南》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 1992年頒布新編《天主教教理》之後，

羅馬教廷聖職部在 1997 年配合出版新編《教理講授指南》的第一

部份「教理講授在福傳工作中的位置」提及，我們要做福音新

傳，向青少年傳福音，他們是信仰的新人

他們是信仰的新人他們是信仰的新人

他們是信仰的新人。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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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宣傳福音（谷 16：15）。教

會最大的功能是傳教，傳教有不同的層面（《教理講授指南》42-

45 號）。服務聖言方面，最重要是宣講天主子耶穌基督的名字、

教導、生活、承諾、王國和奧秘。要將這些宣講給各人，包括已

經受洗的人（《教理講授指南》50 號）。嬰兒領洗的青少年就是

這些已經受洗的人。 

宣道職務是先向社區和有信仰的團體，這個召喚是對那些不

信的、選擇不信、在信仰邊緣的基督徒和基督徒家庭的兒童。然

後是向那些因恩寵感召，而決定跟隨耶穌的人，介紹信仰生活。

教理講授的工作是緊密聯繫著入門聖事。這些工作是在這些人身

上完成，他們是未領洗成年人、已領洗重回信仰的人、未完全入

門的人、兒童和青年人，他們是信仰的新人

他們是信仰的新人他們是信仰的新人

他們是信仰的新人（《教理講授指南》

51號）。 

《教理講授指南》58 號「今日世界宗教狀況」提到，今日世

界有三種基本狀況。第一對未領洗的狀況，教理講授直接對年青

人和成年人，邀請他們皈依，慕道領洗是慣常方式。第二對有堅

強信仰、對福音有生活見證、有深刻基督徒表現的人組成的團

體，在這裏教理講授是為兒童和年青人，是幫助他們達到成人成

熟的信仰。第三在基督徒的地方，在那裏人們遺失了信仰生活感

覺或在那裏基督徒價值觀不在生活內。以上都對已領洗的人需要

新福傳，今日教會福傳不單是向外傳福音，亦包括向內對我們的

青少年的福音新傳（new evangelization）。 

新編《教理講授指南》的第四部份「教理講授的不同對象和

境況」提及青年的教理講授。青少年、青年人和那些步入成人階

段的人士都屬於青年教理講授的對象。現今的青年身處於一個複

雜的信仰狀況：有的未有基督徒的信仰，有的尚未完整地領受基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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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徒入門聖事，有的仍在信仰皈依的過程中掙扎。面對著信仰和

現代社會文化所帶來的衝擊，他們渴望找到人生的意義，宗教方

面的經驗，與人團結互助，以便對社會作出承擔。故此，青年的

信仰培育，必須針對他們在生活上遭遇到的困難和經驗，分析當

前的處境，參與青少年團體的組織和行動，引導他們與其它青年

及成人教友合作。他們必須學習耶穌基督的榜樣和福音的價值，

在教會團體中接受靈修的指導，來面對社會的挑戰。一般而論，

青年人的教理講授，可取材自屬於神學、倫理、歷史和社會性質

的題材；講授的場合可以是慕道班的課堂、專題探討的講座或信

仰聚會，以配合處於不同境況的青年人。無論如何，青年教理講

授應著重福傳多於嚴格教理的培訓，在整個信仰培育過程中，常

關注他們的感覺和問題，並著重以人生的探討及其有關活動去演

繹出耶穌基督的喜訊。（《教理講授指南》181-185號） 

2.  2000 年香港教區會議的建議  

2000 年香港教區舉行教區會議，對青少年牧民有一系列的建

議如下： 

（詳細請閱《天主教香港教區會議文獻 2000 年 3 月 4 日至

2001年 12月 30日》「第二組：青少年牧民」） 

（註：教區會議成員在 2001年 10月 25日全體大會中通過以

上一百七十七項具體建議。再由成員以兩輪書面投票方式，選出

為教區未來十年最優先要處理的項目。第一輪從一百七十七項中

選出四十項，由於有多項同票，結果選出四十二項。第二輪從四

十二項中選出十項。* 表示第一輪選出的四十二項。** 表示最後

選出的十項。）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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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教區宜設青少年牧民主教代表，負責推動和執行教區

青少年牧民政策，並協調不同青少年團體，使青少年

牧民工作有效地推行。 

** 32. 在堂區設立全職青少年牧民工作者的職務，負責推動

和策劃青少年牧民工作。他需要和堂區關心青少年事

工的教友，組成「青少年牧民工作小組」。為了青少

年牧民工作的延續和得到全面發展，青少年牧民工作

小組必須被納入堂區牧民架構，因為這樣會確保青少

年牧民工作和堂區牧民工作有密切的關係。 

* 33. 「青少年牧民工作小組」負責推動堂區教友主動關心

青少年教友的需要，鼓勵成年教友帶動青少年，青少

年帶動兒童。他們要負責照顧堂區青少年和各青少年

善會的需要，並負責專為青少年活動而設的固定地方

的運作。他們亦要和同區的公教及非公教學校配合，

推動學校青少年牧民工作。同時，他們要為不同年

齡、在學或在職青少年建立不同類型的信仰小團體，

使青少年個人及信仰得到良好發展。 

 34. 建議每個堂區有一固定地方，作為青少年教友自由聚

集的小天地，有需要的時候可用作青少年善會及小組

聚會之用。 

 35. 為減輕學生在尋找溫習地方的困難，堂區應為他們開

設自修室。另一方面，堂區可組織「大哥哥大姐姐溫

習小組」，一則可使青少年投入堂區服務，二則讓堂

區內的青少年能互相協助學習。以上所提議的自修室

和溫習小組的設立，既有助對青少年教友的牧民工Holy
 S

pir
it S

em
ina

ry
 L

ibr
ar

y



堂區青少年培育  

| 39 | 

作，也有助向青少年傳揚福音。 

 36. 健康的公教家庭，是培育健康的青少年教友其中一個

最好的場所。堂區可安排聚會， 讓公教父母分享、學

習如何與子女溝通，培育子女的信仰。 

 37. 主日學和堅振班的信仰培育與青少年牧民工作有關鍵

性的影響，所以教會要有清晰指引，說明領堅振的年

齡，並強調堅振聖事的重要性，以便安排全盤的青少

年牧民工作計劃。 

 38. 教區應為青少年教友設計有關人格成長及深化信仰的

培育及活動，使青少年教友能隨著年齡在這兩方面不

斷成長。 

 39. 堂區應設立「聖召關注小組」，鼓勵青少年回應聖

召。 

* 40. 教區應舉辦有系統的青少年屬靈領袖訓練，培育領袖

人才，在青少年團體、堂區、鐸區和教區推行青少年

牧民工作。 

 41. 堂區應訂定青少年牧民計劃，並為推行各項青少年活

動提供經濟支持。教區宜設立青少年牧民基金，公開

讓各團體申請籌辦活動，鼓勵堂區及青少年團體推展

各項計劃。教區亦宜設各類獎項，鼓勵創作青少年宗

教節目，包括音樂、戲劇、舞蹈、文學、音像等。 

教會鼓勵我們繼續向青少年傳福音，這是新福傳，他們是信

仰的新人。青少年的信仰培育，必須針對他們在生活上遇到的困

難和經驗。而青少年必須有自己的團體的組織和行動，在固定的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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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和地方聚會。在團體中，他們必須學習耶穌基督的榜樣和福

音的價值。香港教區在 2000 年教區會議建議堂區設立青少年牧民

工作者，負責行動和策劃青少年牧民工作。堂區亦要組成「青少

年牧民工作小組」，使青少年工作得以延續和全面發展。 

建議當務之急 

1.  有系統地重新培育青少年信仰  

陳德雄神父在《神思》第五十一期〈現代青年牧民〉說：

「如果你問我香港『現代青年牧民』當務之急是甚麼，我一定會

說是為那些（全部？）只擁有『小學生』程度教理和聖經知識的

青年教友有系統地重新學習，為他們建立完整而穩固的基礎，否

則我們的青年牧民全無前途！這方面不下工夫，無論其他工作做

多少，我們所擁有的，只是一群『貧血』的青年教友！在空洞的

地方上再建設，只會越來越危險！」 

2.  注重培育活動的信仰內涵及質素  

陳德雄神父亦提到，「有時為青年人辦活動很強調活動的趣

味性，怕他們感到悶，但要使活動既有趣味又能有深度，讓青年

們有所得著是很大的工夫。多少次我們的聚會變成了並不是以基

督為中心的聚會。有趣也確是有趣，輕鬆也確是輕鬆，興奮也確

是興奮，但可惜的是，耶穌基督多次在我們身旁溜走了，祂也在

場，但只是旁觀者，只是間中被邀請出來說幾句話。」 

《教理講授指南》41 號，「耶穌基督：啟示和中保的滿全，

教理講授由此開始」：教理講授要講耶穌基督是誰、祂的生命和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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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和展示基督徒的信仰就是跟隨耶穌。所以教理講授是以福

音為基礎，基督是教理講授傳教使命的中心。 

總結 

為能令青少年有系統地重新學習，並建立完整而穩固的信仰

基礎，我們可做的是： 

1.  培育成熟的公教家庭   

健康的公教家庭，是培育健康的青少年教友其中一個最好的

場所。我們應鼓勵教友父母經常參加教區及堂區安排的夫婦或家

庭聚會，讓公教父母分享、學習如何與子女溝通，互相支持和鼓

勵，培育子女的信仰。 

2.  設立全職青少年牧民工作者職位   

香港教區每個堂區都有主日學，這是非常好的基礎。每年都

有數以百計的少年進入青少年，我們應支持堂區

支持堂區支持堂區

支持堂區設立全職青少年

設立全職青少年設立全職青少年

設立全職青少年

牧民工作者的職務

牧民工作者的職務牧民工作者的職務

牧民工作者的職務，負責推動和策劃堂區青少年牧民工作。他/她

主動關心堂區每位青少年，並為他們設計適合需要的信仰培育計

劃，加深青少年對信仰的認識，亦令青少年對堂區有歸屬感。牧

民工作者更可聯繫區內天主教小學，舉辦聯校「兒童及少年慕道

班」。要留意的是，我們必須讓這些青少年牧民工作者全職工

作，及提供進升機會，因為只有令牧民工作成為一項有前景的職

業，投身這工作的人，不用為自己的生計擔憂，甚至可以養妻活

兒，這樣才可吸引青年入行，由青年人組織和培育青少年，有接

近的文化和語言，應更能設計合適的培育課程及活動。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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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堂區組成「青少年牧民工作小組」  

這是為了青少年牧民工作的延續和得到全面發展，亦令青少

年信仰培育成為關注點，經常會在堂區中討論，及訂出不同的培

育計劃。同時，堂區應訂定和落實長遠青少年牧民計劃。 

4.  設立青少年天地    

建議每個堂區有一固定地方，作為青少年教友自由聚集的小

天地，有需要的時候可用作青少年善會及小組聚會之用。定期舉

行青年彌撒和朝拜聖體，透過禮儀、服務和聖體聖事，凝聚到主

台前。 

5.  為青少年開設自修室    

為能聚集青少年，亦減輕學生在尋找溫習地方的困難，堂區

可為他們開設自修室。及組織「大哥哥大姐姐溫習小組」，一則

可聚集青少年，方便宣傳及鼓勵他們參與堂區活動，二則讓堂區

內的青少年能互相協助學習。以上所提議的自修室和溫習小組的

設立，既有助對青少年教友的牧民工作，也有助向青少年傳揚福

音。  

6.  為青少年設計有關人格成長及深化信仰的培育及活動  

教區應為青少年教友設計有關人格成長及深化信仰的培育及

活動，使青少年教友能隨著年齡在這兩方面不斷成長。教區青年

牧民委員會舉辦有系統的青少年屬靈領袖訓練，培育領袖人才，

在青少年團體、堂區、鐸區和教區推行青少年牧民工作。堂區應

有計劃地鼓勵和推動青少年及青年參加這些訓練活動。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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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設立聖召小組，關注及培育青少年回應聖召  

堂區應設立「聖召關注小組」，鼓勵青少年尋找自身獨特的

使命和價值，特別是如何辨別及回應修道聖召。 

8.  加強堂區、學校與家庭的聯繫   

堂區主日學以小朋友領聖事為目標外，應加上以幫助少年在

靈性和人格方面發展與成熟為更大目標。兒童的教理講授（《教

理講授指南》177-180 號）說，在兒童信仰的培育過程中，教會團

體、公教家長和公教老師都需共同負起責任，加強兒童祈禱和認

識聖經的訓練，幫助他們在靈性和人格方面的發展與成熟，因

此，堂區、學校及家庭的緊密聯繫，方向與信念一致，為青少年

培育十分重要。 

青少年是教會福傳工作的繼承人，關注，不斷反思，改進培

育，加深他們對信仰的認識及熱忱，令青少年成為與主有緊密關

係，有智慧及能力的，真正的基督徒，能繼承宗徒職務，為主作

見證，是十分重要且有價值的工作。 

聖若望保祿二世當選教宗那一年，他曾說︰「青年是世界的

未來，是教會的希望。」 

第一屆普世青年節教宗向青年說話︰「祂要引導你們，給予

你們力量來每天在所有的情況中追隨祂。」 

教宗在 2000 年的普世青年節中，為青年祈禱：「主耶穌基

督，請以您的愛守護這些青年。請使他們聽到您的聲音，並相信

您所說的話；因為只有您擁有永生的話語。請教導他們如何宣示

自己的信仰，如何獻出自己的愛，如何將自己的希望通傳給他

人。在這極需要您拯救恩寵的世界中，令他們成為您福音的誠信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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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人，令他們成為真福的新人民。在這基督信仰三千年代的開

端，使他們得以成為地上的鹽和世上的光。瑪利亞，教會之母，

請保護和指引這些二十一世紀的男女青年。將他們緊緊的擁抱在

妳的慈母心懷中。阿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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