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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成老竹輔新竹
培養學生多元才能

「新竹高於舊竹枝，全靠

老竿為支撐」。板橋先生一首

《新竹》，道盡為人師表的老師，用自身的力量，如老竹竿一樣，

支持學生，使之茁壯成長。

有幼稚園老師，一路肩負繁重的教學工作，一路堅持進修，只

希望為有不同學習需要的兒童設計合適的多元化教學活動，培育他

們多元才能；有老師為學生策劃多姿多彩的活動，鼓勵他們積極地

考察和體驗，只為將 「愛國愛港」的家國情懷與學科教學深度融

合；有老師在學校設立升旗隊，引入中式步操訓練，通過老師以身

作則去影響學生，只因他堅信道德教育的核心便是愛國愛港教育。

由《大公報》主辦的第二屆 「香港優秀師德師風獎評選」
活動頒獎典禮於6月26日順利舉行，28位獲得優秀獎的教師陸

續接受大公報記者訪問，分享教書育人難忘事。《大公報》

推出《好老師故事》系列報道，弘揚師德師風，共同說

好香港教育故事。

師德師風獎
《好老師故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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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一掃有片睇

在教學理念上，深耕教育一線的培僑中學譚
小銘老師，始終將 「愛國愛港」 作為教育的宗旨
和核心，將家國情懷與學科教學深度融合。例
如，她在教授公民科與中國傳統文化科時，都系
統地融入了基本法、國安法和憲法的內容。為了
培養學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興趣，譚小銘老師經
常策劃多姿多彩的活動，鼓勵學生積極地考察和
體驗。

譚老師參與設計的活動包括 「一帶一路×太
空驅蚊草計劃」 ，帶領學生以二十四節氣、祥雲
紋樣設計驅蚊盒等文創產品；她亦組織學生赴廣
州中醫藥大學實地考察，親製香囊，辨識藥材，
同時，鼓勵學生與當地師生交流，深刻體會大灣
區的文化共榮。 「此種實境學習，可以強化傳
統文化與現代生活的連接」 ，譚小銘老師深

有感觸： 「遠比課本更能喚醒學生對中華文
化的認識。」

在教學方法上，譚小銘老師非常看重學生的
自主學習和創新實踐，她希望把學生的 「被動聽
講」 轉化為 「主動踐行」 。譚小銘老師是培僑中
學 「S班─創科班」 的班主任。她表示， 「去年
學校創設S班的初衷，就是培養同學們在創科領
域的不同興趣，並進行進一步的自主學習。」 例
如，她曾鼓勵學生在網上公開課後自主拍攝影
片。又例如，她在 「午間慈善義賣」 中組織學生
自主設計攤位。譚小銘老師回憶學生們成功舉辦
的一次班內午間文化體驗： 「有一次，在中文課
教授中秋節相關課文時，學生提議在課堂進行猜
燈謎活動，我鼓勵他們收集與
中秋相關的詩

詞典故，設計成燈謎卡，進行有獎問答。」

與學生共同制定「三項原則」
在教育觀念上，擔任班主任逾十年、五度獲

得 「優秀班主任獎」 的譚小銘老師主張包容每一
個學生的獨特性。在她設計的班級活動中，她鼓
勵學生的普遍參與，減少惡性競爭，讓每位學生
都能展現個人價值，她認為，這正是教育公平的
具體體現。

面對新移民學生和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譚小銘老師更是積極踐行 「在差異中識別需求，
於細微處踐行關懷」 的教育實踐。她表示， 「與
其去想如何處理某一些獨特群體，不如進一步思
考如何讓獨特的學生融入整班，促進班級的多元

性。」
譚小銘老師最難忘記執教首年，班內有超過

三分之一的學生有特殊需要，她為此摒棄常規班
規，與學生共同制定 「三項原則」 ：每日發現一
位學生優點，每周為他人完成一項小任務，每月
舉辦一次共融活動。這樣的 「原則」 縮小了同學
之間的差異，促使同學在同輩友誼的關懷下一起
學習和成長。這次教學實踐給了譚小銘老師良多
感悟： 「仁愛之心的終極意義，在於使每個學生
確信──無論差異如何，皆值得被世界溫柔相
待。」 在此後的教學生涯中，她一直堅持踐行仁
愛包容的教育觀念。

大公報記者 郭義佳（文）
陸九如（圖）、融媒組（視頻）

與其去想如何處理某一些
獨特群體，不如進一步思考如
何讓獨特的學生融入整班，促
進班級的多元化。

譚小銘老師

「唯有讓學生親身
接觸社會的真實運作，
才能培養他們對責任的
理解」 。

梁文傑副校長

培養孩子們成為有
愛心、有責任感的好公
民。

余佩生老師

走出課室 鍛煉助人精神
「誰都可以發光，只要找對地方。」 這是

香港航海學校梁文傑副校長的教育座右銘。十
八年的教學生涯，讓他堅信：每位學生都是獨
一無二的，值得被看見、被點亮。梁文傑副校
長在教育中踐行着這一信念，他像茫茫大海中
的一座閃耀燈塔，指引着每一個學生找到屬於
自己的舞台，閃耀出生命獨特的光彩。

成立升旗隊 推廣中式步操
陶行知先生曾經說過： 「千教萬教，教人

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 梁文傑副校長
深以為然，他永遠把學生的道德教育放在首
位，致力於引導學生成為正直、有擔當的 「真
人」 。而道德教育的核心便是愛國愛港教育。
為了培養學生對國家文化的尊重，從2021年開
始，梁文傑副校長就要求全校教職員參與中式
步操訓練，通過老師以身作則去影響學生；同
時在校內成立升旗隊，在每個大型活動上都舉
行升旗儀式，讓學生在儀式中感受國民教育的
信念。除此以外，梁文傑副校長還以 「以行踐
知」 的方式，在社會實踐中培養學生的國民責
任感。例如，他曾推薦學生參加 「與香港同
行」 計劃，讓學生跟隨保安局鄧局長實習三
天。梁文傑副校長表示： 「唯有讓學生親身接
觸社會的真實運作，才能培養他們對責任的理
解。」

除了在課堂上教授課本上的
知識，梁文傑副校長還致力於帶
領學生走出課堂：通過戶外訓練
培養他們的毅力，通過義工服務
建立他們的助人自助精神，通過
生涯規劃活動開拓他們的視野。
他為學校引入了豐富多彩的課外

活動，如咖啡拉花、瑜伽班、飛鏢隊、結他
班、皮革班等等，以增強學生對學校的歸屬
感，激發學生的熱情，也給予學生施展才華的
機會。雖然梁文傑副校長已經不再是基層教
師，但他仍然酷愛和學生一起參加活動。 「我
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梁文傑副校長表
示： 「在這種時刻，學生可以放下學習上的壓
力，我又可以放下我自己作為師長的包袱，在
師生互動的環節，我可以更好地了解學生的需
求。」

放下師長包袱 了解學生需要
梁文傑副校長深信： 「教育不應是標準化

生產的工廠，而是培育多元天賦的土壤。」 當
前的社會需要各式各樣的人才，因此不能用單
一的尺規去衡量學生。他認為，那些學業成績
稍遜的學生，往往只是在等待一個實現自我的
平台。他希望學校能夠成為這樣一個平台。令
梁文傑副校長難以忘懷的是，他曾帶領學生參
加警務處主辦的 「動物守護．社區大使計
劃」 ，他特意挑選了一些學習能力稍遜的學生
擔任大使。其中一位學生雖然是有特殊學習需
要的學生，卻是甲蟲專家。他不僅負責向外界
參觀者介紹自己管理的 「寵愛閣」 ，更是在活
動的末尾作為學生代表上台領獎，從中他實現

了自我價值，找到了成就感。
「誰都可以發光。」 正是這

一教育理想，指引着梁文傑副校
長在傳統教育路徑之外開創更多
的可能性，培育更多在社會不同
角落發光發熱的人才。

大公報記者 管大樂（文）
融媒組（視頻）

在仁濟醫院方江輝幼稚園任教十多年，
余佩生老師總是對幼教工作懷有一腔熱忱。
她對兒童耐心包容，對家長謙遜有禮，與同
事砥礪前行，是所有人心目中當之無愧的好
老師。

積極進修 把所學帶回學校
為了提高幼教的專業水準，余佩生老師

總是刻苦學習，力求與時俱進。她經常參與
教育局或業界的交流培訓，並把學到的知識
和資訊帶回學校與同事分享，交流心得。余
佩生老師告訴我們，當前她正在香港教育大
學進修幼稚教育榮譽學士（領導及特殊需
要），以期進一步精進自己的專業知識，為有
不同學習需要的兒童設計多元化的教學活動。

余佩生老師還能做到學以致用。她經常
創新教學模式，按照兒童的反應回饋課堂，
做到 「Plan-Do-Review」 。余佩生老師回
憶，在 「運輸」 專題研究中，她曾運用積木
與回收材料引導孩子們探索幾何結構，並通
過角色扮演模擬運輸場景，通過繪畫 「路線
圖」 記錄搭建過程。在她的巧妙設計下，孩
子們的邏輯思維與表達能力都獲得了提升。

老幼同樂 教導尊重與感恩
余佩生老師還嘗試將STEAM教育與繪本

教學融入幼兒教育，提升幼兒的學習興趣。
例如，她會引導孩子們創作情緒繪本，鼓勵
他們畫出屬於自己的情感故事，培養他們的
情緒管理能力。

「其身正，不令而行。」 余佩生老師始
終堅守這一教育信念，注重培養兒童的道德
情操。面對孩子們爭執玩具時，余佩生老師

別出心裁地推出 「道歉三部曲」 ，要求孩子
們先說 「對不起」 ，再承認錯誤行為，最後
提出補償措施，如分享玩具。在學校的 「點
點心意念親恩」 活動中，余佩生老師鼓勵孩
子們親手設計和製作一張 「感恩卡」 ，表達
對父母的付出與愛護的感激之情。在農曆新
年時，學校邀請長者來到學校共慶，余佩生
老師組織孩子們獻唱賀年歌曲，為長輩奉茶
並贈送心意禮物包。 「通過這些活動，我不
僅在言語上教導孩子們尊重與感恩。」 余
佩生老師指出， 「更以行動實踐尊敬長輩
的美德，培養孩子們成為有愛心、有責任
感的好公民。」

在幼兒的道德情操教育中，余佩生老師
最注重愛國愛港教育，她致力於把愛國主義
的幼苗播種到每一個小小的心靈中，通過生
活化的活動讓孩子們理解家國情懷。余佩生
老師回憶道，她曾在香港回歸紀念日時，設
計 「小小港灣探險家」 主題活動。在活動
中，她教導孩子們用廢舊紙盒拼貼維多利亞
港模型，在遊戲角模擬天星小輪碼頭與叮叮
車站場景，讓孩子們用自製的 「八達通」 乘
車乘船。余佩生老師用春風化雨的方式，在
妙趣橫生的活動中深化孩子們對本地文化的
認同，回應了國家主席習近平對香港孩子們
的期許──讓愛國愛港精神成為孩子生命的
底色。

「教育是慢的藝術。」 這是余佩生老師
的座右銘。對待每一個性格各異的孩子，余
佩生老師始終保有公平、公正的仁愛之心，
讓孩子們在溫暖的環境中茁壯成長。

大公報記者 賈時杰（文）
許棹傑（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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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道歉三部曲」 培育幼童好品德
仁濟醫院方江輝幼稚園余佩生老師

培僑中學譚小銘老師

推動實境學習 培養家國情懷

掃一掃有片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