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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参考用的工作项目表 

 

这份工作项目表旨在协助： 

1. 各地方教会团体领受[去年]10月世界主教代表会议的成果； 

2. 继续共议性的转变旅程。 

 

括号中的数字指的是《综合报告》的章节 

 

1. 针对以下目标，可以采取的步骤包括： 

1) 传达[去年]10月大会的经验 

2) 宣传并深入研究《综合报告》 

3) 广泛宣传《致天主子民函》 

- 列举已经完成的事项和尚待完成的事项 

- 参与者的见证 

- 简报 

- 文章和访谈 

- 翻译文件和发布摘要 

- 用于研究《综合报告》的摘要和工作项目表 

 

2. 我们在当地可以采取哪些措施，从堂区、教区、全国和大洲等层面，来

持续学习共议精神（同道偕行）？ 

- 从《综合报告》的20个主题中选择3个优先项目（例如，每部分选

一）。 

- 从《综合报告》中各种提议中选择3个在当地立即实施（参阅：可实施

的提议）。 

 

3. 可以作什么具体的提议，为能在各种会议、聚会（堂区、运动、小区、

教区等）和参与性机构中，实际尝试使用共议性的对话方式中的灵修交

谈？（2.j） 

- 辨识出拥有引导技能的人或组织（2.k）。 

- 提供灵修交谈、聆听和辨明的培训，以及协调人的培训。 

 

4. 我们如何能够让所有领了洗的人更密切地参与共议性的历程（1.m），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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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如何更好地聆听那些处于边缘的人（16）？ 

- 可以采取哪些具体的举动来聆听和咨询贫困中的人（4）、迁徙者（5和

6）、青年和妇女（6）？ 

- 可以采取哪些具体的步骤来领听司铎们并邀请他们参与共议性的经历

（1.n + 11）？ 

 

5. 从「尚待审议的事项」中选择1、2个与当地问题相关的主题，并由一组神

学家、教会法学家和教会领导人来进行探讨。 

 

6. 辨识并分享2或3个其他人可能感兴趣的当地的资源、倡议或共议性的实

践模式，并将其发送至世界主教会议秘书处的网站： 

www.synoderessources.org。 

 

7. 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下如何加深对共议精神的定义与理解？ 

- 以《综合报告》第一部分第一章「共议精神：经验与理解」为起点，

从自身背景出发，加深对共议精神的理解，提出符合当地文化的共议

性的形象。 

 

8. 如何在地区层面实施和深化共议性精神层面（3k.l.m）？ 

- 制定与「共议精神」主题相关的灵修提议。 

- 在民间敬礼发展共议性的模式。 

- 鼓励人们透过发展一些灵修建议来为世界主教代表会议祈祷，特别是

在四旬期和复活节。 

-  

9. 在领受《综合报告》并为下一届会期作出的辨别过程中，让各个参与机构

（委员会）（18）参与。 

根据《综合报告》（12.k），重新阅读这些机构中共议精神的具体生活方

式（特别是在「参与」和「权柄」这方面）。 

 

10.  透过培育中心和神学院： 

- 实行共议性精神培育的具体措施（14）。 

- 组织负责初级和持续培育人员的咨询（14.o）。 

- 研究尚待审议的事项，为准备一些提议，向主教团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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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主教团秘书处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