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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感恩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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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這是上主所安排的一天，

我們應該為此鼓舞喜歡。」(詠118:24) 

²主日上午，絕對優先！

²在堂區生活中具有首要位置，

是最多堂區信友定期參與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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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現在仍然只參加網上彌撒的教友，

²可能反映了什麼，值得堂區團體思考？

²他們、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²經常遲到/早退的教友，又有什麼心態？

²堂區團體可以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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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一主、一信、一小時」？

²不是長度而是深度，

²不是量而是質，

²不能只為了習慣、方便 …

²死守「一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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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不是主禮或個別團體的演出。

²感恩祭不是把個別、無關的人聚集一小時，

令他們「同枱食飯，各自修行」。

²在感恩祭中，我們走向自己或是天主？

²主禮是急口令般唸完所有經文，就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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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眾信徒都是一心一意，凡各人所有的，

沒有人說是自己的，都歸公用。」(宗4:32)

²在聖堂見到有需要的人，

我們會主動上前查看，並施以援手嗎？

²「難道我是看守我弟兄的人？」(創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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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感恩祭之間的空檔時間，足夠嗎？

²停車場義工的意見如何被聆聽及受重視？

²歌詠團會在聖堂練歌？

²輔祭、讀經員等會在聖堂綵排？

²有神父聽告解？有義工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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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我作客，你們收留了我。」(瑪25:35)
²堂區團體並不是只接待會員的俱樂部。

²接待組：營造歡迎的氣氛，為引領入座，

並為需要者提供即時的協助，如醫療方面；

留意一下洗手間！

²接待是牧職人員及所有人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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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接待員在什麼地方歡迎教友？

²他們有容易辨識的標記或名牌嗎？

²他們首先會說什麼來表達歡迎？

²名牌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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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全體禮儀人員以祈禱開始？

²為非天主教徒，或少參與禮儀的教友，

投入禮儀有基本上的困難。

²需要留意非天主教徒的多寡，尤其在一些

特別的節日，如聖誕夜、年初一等；

以便主禮/司儀可能在禮儀中表示歡迎，

或多加解釋，少用專門字眼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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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請眾齊向上主歌唱新歌！」(詠96:1)
² 「凡成為天國門徒的經師，

就好像一個家主，從他的寶庫裏，

提出新的和舊的東西。」(瑪13:52) 

²標準：令人享受，帶出信仰意義的音樂。

²為不同群體，可以有不同的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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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聆聽聖言「不應像接收任何新聞那樣對待，
而是要將之再三重複(反芻)、使之成為己有，
並且予以守護。」(教宗方濟各)

²我們可以怎樣準備自己？

²堂區團體也可以在這方面幫到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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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 3H’s: Hospitality, Hymns, Homily
²「我若不傳福音，我就有禍了。」

(格前9:16)
²講道的信息是正面、積極的嗎？

²可以應用到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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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領經、讀經、輔祭及送聖體員都是有準備

的，表現莊重、得體，相稱於禮儀的要求？

²整體上是一個令人舒服的禮儀經驗；

我樂意參加，亦會推薦他人來這裡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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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甫領聖體後，教友已經陸續離開？

²堂區報告有多少項？

²由主禮/本堂做堂區報告，如何？
²「主日三分鐘」的培育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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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主禮在哪裡與教友寒暄？

²主禮之外，還有其他人嗎？堂區議會幹事？

²有方便的聚腳點？查詢處？

²有提供教會資訊的單張，

如：各種聖事的安排細節等？

²設立代禱事工、代禱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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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成為堂區教友是一個過程，

並不是登記名字、電話，就了事。

1. 填交聯絡卡
2. 讓探訪組教友來訪，送上歡迎包。

3. 參加定期舉辦的迎新會。
4. 應邀進一步參加堂區生活；

如：啟發(Alpha)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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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在今天高度個人主義的文化裡，

難以建設團體，培養歸屬感，

但團體始終是吸引人的，為教會尤其必要。

²以前的模式：相信à成為à歸屬

今日的模式：歸屬à相信à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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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分享一次參加主日感恩祭

²最感滿意/觸動/投入的經驗。

²是什麼使你留下美好/深刻印象？

²你認為自己所屬堂區的主日感恩祭，

可以在哪方面改善？怎樣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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