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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教導與講道 
11. 怎样领诗歌 2（下一课：怎样选择诗歌） 

 

I. 借领诗歌侍奉神 
A. 带领诗歌需要操练：许多时候恩赐是在神的恩典和引导下，经过逐渐的训练，因着爱主的

缘故而去事奉，而产生果效。 

B. 带领诗歌是一种侍奉：是神所喜悦的，就是人一同来到他面前，敬拜赞美。西 3:16-17 

C. 借着诗歌敬拜赞美主 

1. 旧约时代 

在圣殿中，特别有诗班，有带领诗班的，而且有人终身来借着诗歌、唱歌、弹乐器，

来事奉神。例：可拉的后裔， 亚萨的后裔 ，选召出的利未人 

2. 新约 

i. 教导：西 3:16-17 

ii.使徒：太 26:30 

D. 要有人带群众一起唱：避免杂乱无章，从而有合一的表现，合一的心灵。 

 

II. 领诗歌的预备 
A. 对音乐有基本的认识 

1. 乐谱：五线谱和简谱－音符，节拍，音调，音高 

2. 要学习用手势指挥带领唱歌 

i. 预备唱的时候这手放在哪里？ 

ii. 不要乱划，不要用拳头，也不是完全伸直的 

iii. 打拍子的方法 

有打两拍的，1-2-1-2，打三拍的 1-2-3-1-2-3，打四拍的，1-2-3-4-1-2-3-4 

B. 事先要准备好  

1. 诗歌上 

i. 选择诗歌要与信息搭配，要容易唱，例：灵命造就的信息，选择“信靠顺

服” 

ii. 先要看会不会唱，不会唱就要学习 

iii. 要熟悉这首诗歌，熟悉音乐，熟悉调 

iv. 要把诗歌里面的字句先要清楚 

v. 可以对着镜子操练， 自己唱自己打拍 

2. 心灵上 

i. 聚会前，要为领诗歌祷告 

ii. 要揣摩思想怎么样带 

iii. 要先得到诗歌的感动，要熟悉里面的内容 

iv. 要用生命来事奉 

v. 领唱过程中，全心倚靠主 

vi. 要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借着诗歌传递信息的人（等于是一个讲道的人） 

例：Moody，Torry，Chapman，约翰韦斯利，都有同工带领唱歌，他们都是经

过奉献蒙召然后再来事奉的，使得聚会能同心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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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搭上 

i. 选择诗歌要与传道人，同工协商，与信息搭配 

ii. 要与司琴练习，掌握快慢 

iii. 与讲道的人配搭：一人讲道一人领诗歌 

 

III. 诗歌在聚会中的份量 

A. 时间：三分之一，一个钟头的聚会，20 分钟来唱歌 

B. 目的：赞美神敬拜神，使聚会能达到圣灵借着诗歌使我们的灵兴起来。 

C. 作用：当聚会灵兴起来之后，讲道的人上讲台讲道，那么他的灵已经准备好了，听众的

灵也准备好了，这样圣灵借着神的话语信息亮光精意，就能有圣灵自由的运行做工，人

的生命得着造就，人的灵得着充足，得着饱足，那么神在聚会中也能得着当得的荣耀，

当得的敬拜和赞美。 

 

IV. 领诗歌的过程 
A. 仪表 

1. 性格：要有精神 

2. 手势：位置要与拍子吻合 ；是一种言语，能帮助人更好地了解诗歌的内容和诗歌的

信息 

3. 声音：要大一点 

4. 面容：面带笑容，有欢喜快乐侍奉神的心 

B. 领诗人禁忌 

1. 不能说我也不会唱这首诗歌，我们来一同学习 

2. 音调不能太高或太低，不是一个人唱，大家闭起口来看你一人唱 

3. 不要显得轻浮：不要在唱的时候说，请大声唱，你怎么没有力量，没有吃饱饭吗？ 

4. 不要为了吸引人：不要解释诗歌，变成小讲道，要让诗歌本身的信息来感动人，让

圣灵直接借着诗歌讲话。领诗歌是点火，把一个信息一个聚会燃烧起来，不是火

（讲道信息）的本身 

5. 领会众唱歌不是训练诗班，不要去纠正 

6. 不要有过份的动作变成了来表演 

7. 手势打错了不要从头再来，等到唱下一段时再来纠正 

 

V. 领诗歌的果效 
一个带领诗歌的人，能叫别人一同敬畏神，一同事奉神，感觉得到来聚会之前那一段唱诗的

过程是一种的享受，是一种的敬拜，是一种的赞美，是一种的感谢，一同高举神的名字。整

个的会众教会，团结合一进入到事奉神敬畏神。 

 

VI. 祷告 
「主阿，我们感谢赞美你，借着我们研讨怎样领诗歌，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的心

怀意念，与我们同在之后，在我们操练的时候，你的灵教导我们。我们一个做小牧人的人要

带领教会带领聚会，愿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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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讨论 
1. 带领诗歌要做哪些预备？ 

2. 怎样在带领诗歌中操练彼此同工彼此搭配？ 

3. 怎样更好地借着诗歌预备会众的心来听道？适合做哪些？不该做哪些？ 

4. 请课后操练用手势带领“信靠顺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