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蛤蜊”裡頭的我

• 媽媽說: “不要相信人 ”

• 爸爸說: “交有利的人 ”

• 爺爺說: “多出去走走 ”

• 姥姥說: “記得常回家 ”

• 朋友說: “人生別白活 ”

我想說：“請聽我說，好嗎”



我的故事，自己寫

•留學，脫離約束

•留學，活出自我

•留學，人生價值

•留學，世界美好

•留學，歡樂來臨

•留學，成功在握

•留學，凱旋歸國



我還能撐多久
• 終於知道人常說的“要面對現實”是什麼意思了

• 原來努力不代表就會得到我想要的

• 原來不公平不是只出現在自己的國家

• 為何在人群中我還是如此的孤單

•無奈的滋味我終於體會到了

•壓力你可以離開我嗎？我真的怕了

• 我不想在假笑，偽裝幸福！

•“有人了解我嗎？”



我習慣一個人！





他們是一條龍

強烈的孤獨感和無意義感

“意義這個詞太重了，配不上人生。我們生來就不自由，

不平等，卻還要再戴上意義這個枷鎖。”

“我感覺自己在一個四分五裂的小島上，不知道自己在幹

什麼，要得到什麼樣的東西，時不時感覺到恐懼。19年來，

我從來沒有為自己活過，也從來沒有活過。”

“我的世界是一個充滿迷霧的草坪，草坪上有井，但不知

道在何處，所以有可能走著路就不小心掉進去了，在漆黑

的井底我摔斷了腿拼命地喊，我覺得我完全沒有自我。這

一切好難。”

THEY ARE ALONE



一位高考狀元在一次嘗試自殺未遂後這樣說到

“學習好工作好是基本的要求，如果學習好，工作不夠好，我就活不

下去。但也不是說因為學習好，工作好了我就開心了，我不知道為什

麼要活著，我總是對自己不滿足，總是想各方面做得更好，但是這樣

的人生似乎沒有頭。”

共同的特點

“我不知道我是誰，我不知道我到哪兒去了，我的自我在哪裡，我

覺得我從來沒有來過這個世界，我過去19年、20多年的日子都好像是

為別人在活著，我不知道自己是要成為什麼樣的人。”



不要同情我！



宅男到美一樣宅

“我害怕真心地把自己最喜欢的东西分享給別人之后，

被別人看的一文不值。慢慢的，我的二次元生活和三次

元生活出现了一面墙。这面墙是我自己给自己建筑起来

的，也是他人帮我一起建筑起来的。

但是我希望这面墙可以被推翻。我期待着一场革命，期

待一场真正能让宅们放心地把自己喜欢的感受、想法和

爱传达出去的革命，也期待着一场周围人接受宅们真挚

情感后，能有所感悟的革命。”

認識宅文化：WWW.ALITTLEVESSEL.ORG

BWONG@AFCINC.ORG



為尊嚴而戰
• 一個不看臉，只看勢力的地方

• 我也可以帶領團隊獲勝

• 我終於可以被人認同與肯定

• 我就是討厭這個充滿比較的世界



認識南北 從澡堂文化開始

飲食習慣 & 生活作息



吶喊是否有
聲音？

• TOP 3 : 加州，紐約，德州

• 中國 35萬 + 台灣2萬3千 = 37萬留學生

• 留學浪潮 : 揚帆起航還是束手無策？



找到 & 被找到
如何把人找出來?

• 網絡：QQ，微信，LINE，WHATSAPP，FB

• 校園：中國學生會，國際部，校園搜索

• 外界：臨近超市，中國超市，IKEA宜家

讓人可以找到你

• 硬件：宣傳海報，聯絡方式

• 軟件：微信，貼吧，豆瓣，電話，EMAIL

• 事先準備好近期活動



90後青年群體中有74.1%的人表示會在即時通訊軟件中加陌生人為好友，25.9%表示不

會加入陌生人。整體上看，大部分90後不排斥認識陌生人，願意使用即時通訊工具

擴大自己的交友圈，認識更多的朋友。



“願意在社交網絡中主動發言”

“希望分享的內容被讚”

渴望獨立，與父母拉開距離

“95后表現出明顯的獨立意識和渴

望，對與尚處在父母保護之中的年

輕人來說，他們更希望擁有獨立空

間---無論現實還是網絡”



百度贴吧，豆瓣
小组，北美论坛



让学生主动
联系你

•租房信息

•新生群

•接机

•校园资讯

•医疗报告

•学费付账



把人载到神的面前

你愿意为神开多远？

•去接机（阶段性）

•买家具（阶段性）

•买菜团（固定性）





“你們給他們吃吧！”

1. 周間或週末午/晚餐邀請

2. 去學校和學生們一下享用午/晚餐

3. 生日煮碗雞湯麵線

4. 支援校園事工或傳道人

5. 刻意固定關懷幾個人

想想這短短的 1 個小時，可以幫助你更加認

識你的小羊，你說值不值？



你願意
為福音
冒多大
的險？



同樣興趣
同樣愛好

不分年齡，共同話題，共同興趣，志同道合，

微信建群，呼朋喚友，結交新人，因有關係，

才沒關係，時機一到，福音一傳，易被聆聽



製造機會



為何找我？
因為我們有。。。

一次性：新生接機，安頓

長久性：買菜團，英文口語練習

因為我們。。。

“菜煮太多了，要分給你一點”

“要把打氣包送給你，考試加油呀！”

關懷方式：“4,3,2,1 不多於五人的深入關懷與陪伴，周間定期的問候”











留學生事工是宣教事工

• 同文化的宣教 – 雖然語言相同，生活作息，習慣

全然的不同

• “我不了解他們？？？”

• 神把37萬學生的靈魂送來美

國，北美的教會又做了什麼呢？？

“戴德生21歲的時候，用了6個月的時間才從英國

抵達上海吳淞港口，今天的我們只要12-13個小時就

可以抵達，半年做的事情，我們半天就可以做的

了。。。”

“。。。向甚麼樣的人、我就作甚麼樣的人．無論如何、總要救些人。

凡我所行的、都是為福音的緣故。。。”《林前9:22-23》



“。。我告訴你們、舉目向田
觀看、莊稼已經熟了。。”

•高中生 - 15歲

•本科生 - 18歲

•研究生 - 21歲

•我們屬靈的家，是否真的歡迎他們的到來？
•他們來了，我們可以做什麼？
•我可以做什麼？



“ 你願意加入收割的行列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