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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的工作重點是，如何在經歷了
『社會對老師失去了信心，甚至是信任』 後，
去重建社會大眾對老師的信心，令大家對香港
的教育重拾信心。」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教
聯會）主席黃錦良日前接受《大公報》專訪時
說道。

黃錦良表示，教聯會努力維護教師權益、
支援教師培訓，盡力為教師提供福利，留住教
師人才，多年來的工作廣受好評。

大公報記者 廖敏烔、湯嘉平（文） 何嘉駿（圖）

人物專訪

教聯會積極支援教師培訓
黃錦良：提升公眾對教育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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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自2004年起積極推動姊妹學校計
劃。全面通關後，黃錦良多次北上，帶領了香

港上百間學校的校長、師生到內地交流，與多間內地學校締結為
姊妹學校。姊妹學校能很有效地促進兩地青年的交流，故黃錦良
建議政府投入更多資金以支持，並設立獎勵計劃，鼓勵願意締結
更多姊妹學校的港校。

兩地學校互相取長補短
現時，香港和內地締結的姊妹學校已經超過2300對。其

中，經教聯會締結姊妹學校的港校已經超過1000間。黃錦良表
示，透過姊妹學校計劃可以讓兩地學校互相取長補短，一齊推動
高質量的教育發展。

他指出，未來與更多內陸地區的學校締結姊妹學校，讓香
港學生更全面地了解國家發展，而不只是大灣區。他以西南地區
的貴州舉例，這個地方不僅有濃厚的歷史底蘊，還是國家脫貧攻
堅的關鍵省份，同時亦彰顯了國家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的
環境保護理念。香港的學生能透過姊妹學校計劃親身體驗到這個
地方近年來的發展，進一步提升自身的國民身份認同感。

然而，根據政府現行的政策，政府每年撥給有姊妹學校的
港校經費僅15萬元， 「無論同內地簽幾多間，都係15萬。」 黃
錦良認為，這種情況下，部分學校可能會覺得沒必要去締結更多
姊妹學校，因為這些資金未必夠用，故促進兩地交流的這項計劃
的成效會受影響。 「現時，全港還有一百多間學校沒有締結姊妹
學校。」

黃錦良希望教育局可以推出一個獎勵計劃，給予締結多間
姊妹學校的港校更多支持，同時帶動其他港校更積極地去締結姊
妹學校。

倡政府增設獎勵
鼓勵締結姊妹校

促進交流

▲教聯會在旺角設立了教師生活館。

▲教聯會會員在 「美觀文化薈」 二樓買兒童讀
物可享優惠。

兒 童 讀 物

▲會員可用優惠價購買圖書。

圖 書

▲ 「美觀文化薈」 分五層，其中四樓和五樓是
教聯會教師生活館。

▲ 「美觀文化薈」 售賣家庭用品和個人用品。

科大主動關愛SEN學生 助融入校園生活

▲科大生鄧麗銘自小患白化病，視力僅剩一成，老師在課堂上會用
綠色鐳射筆輔助教學，讓她更易閱讀。 大公報記者鍾怡攝

◀黃錦良表示，教聯
會的工作重點是重建
社會大眾對老師的信
心，令大家對香港的
教育重拾信心。

為了進一步支援學校教師做好國民教育，
教聯會在2022年成立了愛國教育支援中心。黃

錦良表示： 「我們需要的是實實在在、深耕細作，讓愛國教育
真正影響到我們的師生。所以教聯會建立了一個專業的交流平
台，讓老師在國民教育方面有所提升。」 他透露教聯會正計劃
與中國宇航學會合作，爭取今年10月1日在該中心開設航空航
天展覽。

10．1辦航空航天展覽
黃錦良在今年5月底赴北京拜訪了中國宇航學會，商議了

在愛國教育支援中心籌建航天科普教育基地的方案。他表示，
教聯會計劃與中國宇航學會合作，在該中心開設航空航天展
覽，希望透過展覽讓同學們進一步認識國家發展的現狀，樹立
正確的國家觀念。在今年7月，中國宇航學會將會派專家到該
中心實地勘察、商討場地安排事宜，教聯會冀10月1日在該中
心開放展覽。

黃錦良強調，若要推動愛國教育，首先要從學校的老師做
起。除了中國宇航學會，今次北上他還拜訪了一些機構單位，其
中包括北京師範大學。未來，教聯會計劃與該校在師資培訓方面
進行合作，例如在香港落地該校的研究生課程，又或是在該校的
珠海分校開展中國近代史相關課程，讓香港教師可以就近進修。
談及課程落地細節，黃錦良表示有可能在新學年推出，上完課的
老師都會拿到課程認證證書。

目前，愛國教育支援中心設立了 「國安教育展覽室」 、
「中國歷史探索室及挑戰室」 等展館，並為學校提供升旗隊訓練
課程、老師培訓講座，為內地和香港進行愛國教育交流提供場
所。疫情期間，該中心外展隊開展了過百場到校講座，而到該中
心參訪的人數已有上萬人。

成立愛國教育支援中心
設專業平台助提升質素
深耕細作

【大公報訊】記者鍾怡報道：特殊學習需
要（SEN）學生需要外界更多關愛與支援，香
港科技大學就針對不同學生個案提供適切幫
助。其中，自小患有白化病，僅有一成視力的
科大工商管理學院理學士（量化金融學）鄧麗
銘上課時看字困難，老師就用綠色鐳射筆輔助
教學，讓她更易閱讀；學校亦協助她參與多元
校園活動，累積自信。有科大老師鼓勵SEN同
學，盡早將需求告知學校，從而獲得更好的學
習及校園生活體驗。

學校SEN團隊盡早介入
鄧麗銘自2018年入讀科大，當遇到學業困

難時，教學人員常集思廣益幫助她。鄧同學
說，比如老師常用紅色鐳射筆輔助教學，但她
在看紅色的光點時會有困難；隨後他們就改用
更光亮的綠色鐳射筆，讓她更容易閱讀。

鄧麗銘坦言，大學課堂逾百位學生一起上
課，她較難主動告訴教授自己有特別需要。幸

好學校SEN團隊在她一年級時便主動問及其情
況，並提供支援，其他同學亦主動和她打招
呼、邀請她組隊做功課。 「他們都很包容，感
激身邊有很多人用心幫我，讓我快速融入。」

大學期間，鄧麗銘積極主動體驗各種校園
活動，包括加入商學院學生會、參加海外交流
計劃等。鄧麗銘分享說， 「我在科大學到，
『主動』 能帶來意想不到的收穫。」 一年級

時，她參加商業案例比賽後沒有獲獎，但是主
動寫感謝信與主辦公司的評委溝通，給他們留
下深刻印象，最終獲得第一份金融相關的暑期
實習工作。而她今年即將以二級榮譽（甲等）
的優異成績畢業，並已獲公司錄取為股票交易
員。

本屆文憑試即將放榜，鄧麗銘鼓勵同學
們，要相信自己有能力在所喜愛的專業和科目
中取得成功；如果感到缺乏機會，亦要勇於創
造機會。

在科大的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課程中，

SEN學生數量在過去多年呈上升趨勢，由
2011/12年的32名，增加到2021/22年的156
名。

鼓勵學生告知特殊需求
科大署理學務長周敬流表示，科大的SEN

學生包含不同類型，包括注意力不足或過度活
躍症、自閉症譜系障礙、聽力障礙等。而學校
SEN支援部門學生輔導中心提供不同服務，例
如個人的學術調適計劃；提供可調亮度的暖色
燈；適合輪椅使用者、可以調校高度的書桌；
電子放大鏡；以及提供輔助設備或軟件，幫助
在閱讀、寫作或學習上有困難的學生等。 「學
校每年投入SEN的資源以百萬元計，希望今後
繼續支援學生。」

科大學生輔導中心主管及臨床心理學家陳
彩銀亦指出，鼓勵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同學盡早
將需求告知學校，從而獲得更好的學習及校園
生活體驗。

作為現時全港最大的教師組織，教聯
會會員人數已超過54000人，目前建立了
一個5+1平台。 「5」 是指教師生活館、
愛國教育支援中心、議員辦事處、教工
會、科技創新教育聯盟，而 「1」 則是教
聯會本部的秘書處。

擬與北師大合辦近代史課程
黃錦良透露，教聯會日前到訪北京師

範大學商討合辦課程，希望未來可以配合
旗下愛國教育支援中心，提供中國近代史
相關的課程，以及給公民科教師、國民教
育統籌老師提供課程認證證書，幫助加強
教師隊伍的建設。

在跟進教師權益方面，黃錦良提到，
由於過去未成立工會，教聯會在處理教師
權益個案時比較 「綁手綁腳」 。而在國安
法出台一年後，即2021年，教聯會屬下
單位香港教育工作者工會（教工會）成
立，迄今接獲的教師投訴逾千宗，其中
95%的個案在諮詢階段便能解決。 「教
工會得到了愈來愈多同工的認可。」 黃錦
良說， 「投訴內容主要涉及工作合同、僱
主分配不公等問題。」 他指在判斷教師專
業操守無問題的情況下，教聯會將盡力維
護教師權益。

據介紹，目前教工會受理的投訴集中
在兩方面：一是教師和僱主的合同問題，
二是教師投訴僱主工作分配不公。當教師
去到教工會求助，工作人員會向他們了解
情況，給予專業的意見。如果問題嚴重到
未能解決，教工會會幫手約見僱主，以調
停者的角色協調雙方解決問題。現時，教
聯會內有三位立法會議員，教工會內亦有
義務律師。

黃錦良表示，如果個案在前面的流程

都未能得到解決，議員和義務律師將會參
與其中，提供進一步支援。 「現時教育界
確實需要一個工會，避免教師受到不合理
的待遇，所以我們都會盡量去看看如何支
援他們、如何把工作做得更好。」 他指
出，教師如果對教工會的處理結果不滿
意，亦可以直接找校董會、辦學團體協
調，或者尋求教育局的幫助；若是對教工
會工作人員有意見，也可以內部去信投
訴。

提供多項福利照顧生活所需
除了做好教師的權益保障工作，教聯

會亦為教師提供各項福利。2022年，教
聯會與聯合出版集團在旺角共同建立了
「美觀文化薈」 。這座大廈共五層，一樓

與二樓售賣圖書，三樓是興趣班，教聯會
會員均可享受優惠。四樓及五樓是教聯會
「教師生活館」 ，分別設有正在改造升級

的教師體驗館及教育培訓交流中心，可為
教師提供多元的購物體驗和專業的講座、
課程支援。

同時，教聯會亦向會員提供保險、餅
卡及禮券等產品優惠。黃錦良透露，通關
後有接近3000個會員投保，近一年該會
售出六萬套餅卡和禮券。此外，教聯會還
與華潤集團達成合作，入會教師可在華潤
旗下的超市享受八折購物優惠，同時亦可
在教聯會新建立的網購平台進行採購，享
受送貨服務。黃錦良表示，教聯會希望能
照顧教師生活所需，讓他們安心教學。

香港進入新時代，黃錦良認為教聯會
有責任 「說好香港故事」 。他指出，讓教
師感受到專業被重視、權益有保障，有利
於營造互信環境，亦有助於香港打造國際
教育的樞紐。

個 人 用 品

大公教育佳fb

▲教聯會積極提
供不同服務，支
援教師提升專
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