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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中小學教師資格考試


提交材料至區教育局初審


市教育局覆審報批、公示


認定申請

教師資格認定條件
•在內地工作學習生活的香港
居民
•通過中小學教師資格考試，
或2016年5月31日前入讀並於
全日制幼兒師範學校、普通高
等學校畢業的師範生或全日制
教育碩（博）士
•無犯罪紀錄
•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
法》學歷要求
•普通話水平二級乙等及以上
•體檢合格

教師資格報考條件
•持有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
證（回鄉證）或港澳台居民居
住證
•遵守憲法和法律，無犯罪紀
錄
•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
法》規定的學歷要求

報考範圍
•幼稚園、小學、初中、高
中、中等職業學校教師資格
•中等職業學校實習指導教師
資格 大公報整理

責任編輯：王夕子 美術編輯：葉錦秋

大公報記者 盧靜怡廣州報道

每年的9月10日是教師節。在廣州中山大學讀研究生的香港學生肖艾
琳，手機裏珍藏着一條短訊：「艾琳老師，教師節快樂！」這句看似

簡單卻又意義非凡的祝福，來自西藏林芝的一名學生，肖艾琳兩年前曾千
里迢迢趕到那裏支教了一年，備課、輔導、學藏語……一年裏，她每天只
做一件事，就是教好學生。「未來，有的學生可能會讀職高、會上高中，
也有人會去打工。」肖艾琳沉思着說：「但不論怎樣，我希望他們能保持自
信，成為正直善良的人。」支教時光不僅改變了學生們，也讓肖艾琳更懂
得「教師」二字的分量。「我的一言一行，對學生的影響可能是一生的。」

肖艾琳仍然記得她在林芝巴宜區中
學上第一堂課時的情景。 「學生們皮膚
曬得黑黑的，稚氣未脫的臉上帶着高原
紅，笑容很純真。」 肖艾琳面臨的第一
個挑戰，是記住每個學生的名字。 「藏
族人的名字往往很長，而且有很多重複
的。」 她笑着說。 「我們班有三個叫
『達瓦』 的學生，所以我們根據他們的
體型和年齡叫他們小達瓦、中達瓦和大
達瓦。」 肖艾琳很快認熟了學生的臉
孔，在課上還會直接喊名字和學生互
動。這些小小的舉動，讓他們很快熟絡
起來。

「在這裏，孩子們對學習很執著」
在香港這樣的大城市，上學是學生

日常的一部分。而在林芝，這些孩子則
把上學視為珍貴的機會。很多學生來自
遊牧家庭，他們要長途跋涉來到學校寄
宿，每周五才能回家一次。 「他們對學
習的執著非常顯著。」 肖艾琳觀察到：
「但他們年紀還小，有時上課會不自覺
地交談，班裏就會變得很吵。」 為了更
好地與學生溝通，肖艾琳決定學習一些
藏語短語。 「當我用藏語說話時，學生
們覺得非常驚訝，他們立刻安靜下
來。」 她笑着說： 「那時我才真正意識
到，他們的母語是藏語，我們用普通話
教數學，這相當於他們在用第二語言來
學習一門學科，難度其實很大。」

雖然學校的硬件設施很好，教室、
黑板、桌椅都和內地一線城市的學校相
差無幾，但學生們的數學成績卻遠遠落
後。第一次期中考試的結果出來，尤其
令人沮喪。為了讓學生對課本的知識吃
得更透，肖艾琳每節課前都花了幾個小
時準備。放學後，她也會留下來輔導學

生。她還額外花時間，一個個按着順序
找學生談心。 「很多學生都覺得自己考
得很差，很慚愧。我逐個鼓勵他們，給
每個人定一個可以達到的小目標。慢慢
他們在進步，到了年底，我們班從表現
靠後的班級變成了中等水平，進步很
大。」

「我的母校成了孩子的夢想」
廣州和香港的生活節奏很快，常常

會有很多事情撲面而來。但在西藏支教
那一年，肖艾琳過得踏實平靜，每天只
做一件事，就是教好學生。在最後一
課，肖艾琳讓學生分享自己的夢想。他
們有人希望做警察，也有人希望做生
意，還有一個學生說希望能夠考上中山
大學，因為這是老師的母校。 「聽到那
一刻，我真的很感動。我的母校成了孩
子的夢想，從未預料到自己會產生如此
大的影響。」 她說： 「我的學生裏，有
很多人甚至還沒有去過拉薩，更不用說
廣東或者香港，但現在他們知道山外有
一個更廣闊的世界。能給他們傳達這樣
一些信息，讓他們拓寬了憧憬的空間，
我覺得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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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生西藏支教
學藏語播夢想種子

【大公報訊】記者戚紅麗、劉蕊鄭
州報道：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十四屆全國
人大代表視察情況交流會10日下午在鄭
州市舉行。多名代表總結今次行程表
示，希望深化豫港兩地在商貿、文旅、
科技、物流、教育、能源及金融
服務等方面的合作。他們期待未
來香港可以與河南省在更多領域
交流，在不同領域實現高質量發
展。

視察組組長馬逢國代表表
示，河南省的洛陽、開封等城
市，都有着豐富的文化遺產。通
過與這些城市的深入交流，可以
極大地促進香港作為 「中外文化
藝術交流中心」 的發展。視察組

副組長陳勇代表表示，這次在河南的視
察之旅不僅是一次文化之旅，更是一次
尋根的探索之旅。應該充分利用河南的
歷史文化資源，來加強僑務工作。

霍啟剛代表表示，開封的宋文化是

中華文化的璀璨瑰寶，而香港正致力於
舉辦中華文化節，兩者可以攜手合作，
共同打造以 「宋文化」 為核心的中華文
化盛會。李聖潑代表表示，這次視察看
到重建重振河南省科學院，也充分體現

省裏對科技創新和產業培育的高
度重視。但還要重視支持、引導
創業投資、股權投資、產業投
資，為產業騰飛插上金融的翅
膀。

開封市委書記高建軍對港
區全國人大代表專題視察組表
示，通過兩天的深入交流，彼此
建立了深厚的友誼，自己期待能
夠有機會帶隊前往香港，參與更
多的文化交流和經貿洽談活動。

港區人大代表倡豫港攜手打造中華文化盛會
【大公報訊】記者郭瀚林北京報

道：記者從10日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
獲悉，第二十七屆京港洽談會暨投資
香港推介大會將於9月20日至21日在京
舉辦。大會擬發布雙向投資招商引資
項目170個，招商總額420億元（人民
幣，下同），涉及空間資源、企業融
資、科技合作、企業出海等四大類。

北京市投資促進服務中心主任孫
堯介紹，會議期間預計將有一批京港
合作成果進行集中展示，包括簽約一
批重大項目，涉及金融、科技服務、
智能製造、城市更新等多個領域；結
合目前項目徵集情況，擬發布雙向投
資招商引資項目170個，招商總額420
億元人民幣，涉及空間資源、企業融

資、科技合作、企業出海等四大類；
兩地金融、商務、文旅等部門將簽署
一系列合作協議，促進兩地數字金融
要素流動、商文旅體多元消費業態融
合。

孫堯透露，大會還首設 「投資香
港」 主題推介活動，將圍繞香港獨特
優勢、營商環境、服務京港兩地企業
合作措施等方面進行主旨演講和推
介。 「我認為，兩地未來可以在創新
科技、金融以及服務業等領域加強合
作。」 香港貿易發展局華北、東北首
席代表陳嘉賢在回答大公報記者提問
時表示，代表團將探討京港在科技創
新、服務業開放、數字經濟，以及共
建 「一帶一路」 等範疇的合作機遇。

京港洽談暨投資香港推介大會 下周在京舉行



「來到深圳
這邊任教，發現

很多學生很熱情，有時下課以後大家
都可以一起討論很久，看到學生們對
古典文學興趣日益濃厚，讓我真切地
體會到作為教師的成就感。」 在香港
中文大學（深圳）（ 「以下簡稱 「港
中深」 ）任教6年的香港教師黃永順
向記者表示。

2018年在香港中文大學博士畢
業後，黃永順來到與港中大一脈相承
的港中深任教。執教六年，他感慨內
地學生素質很高，會主動積極去發表
自己的意見。港中深作為深港高等教
育合作的典範，與香港中文大學保持
着密切的往來。 「我們會帶着學生到
香港參加論文比賽，參觀博物館、看
看展覽，沙田（港中大）也會有老師

和學生過來深圳交流。大家還會合作
舉辦教學研討會，分享經驗，提升教
學方法。」

他坦言，香港有着濃厚的古典文
學研究氛圍，而深圳近年來也日益重
視文化建設。香港中文大學創校之處
便致力於挖掘中華傳統文化在當代社
會的生命力，如今來到深圳，也希望
通過學術研究和交流，進一步提升深
圳的文化氛圍，進而提升整個粵港澳
大灣區的人文氣息。

在深數年，黃永順對深圳的了解
日益加深，他指，深圳創新氛圍濃
厚，互聯網發達， 「通過互聯網購物
很便捷，這跟香港頗有不同。」 但兩
座城市亦有許多相似之處， 「在深圳
感受到年輕人奮發向上的拚搏精神，
就似香港的 『獅子山下精神』 。」

加強交流

港青深圳任教：拚搏精神深港相通

在第40個教師
節到來之際，中央

宣傳部、教育部向全社會發布了2024年
「最美教師」 。李校堃、王芬、劉華
東、于潔、彭玉生、黃柳平、周樹強、
周興露、高金榮、周曉玲等個人和北京
航空航天大學電磁兼容技術創新教師團
隊光榮入選。

他們心有大我、敬業立學，以仁愛
之心踐行教書育人使命，有的多年扎根
教學一線，堅守如磐，用愛心和智慧點
亮學生成長夢想；有的深耕藥學教育，
積極探索推廣生物製藥人才培養模式；
有的堅持實踐育人，長期奮戰在田野考
古教學中，致力培養考古專業人才；有

的聚焦幼兒教育，創新辦學模式，讓孩
子們獲得廣闊的成長空間；有的用匠心
築夢，以工匠精神激勵學生堅定走技能
成才、技能報國之路；有的摯愛特殊教
育事業，用心用情當好扶殘助殘的守護
者；有的積極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精心培育舞蹈人才，讓中國舞蹈藝術薪
火相傳；有的瞄準科技前沿，在推進科
技攻關上奮勇爭先，服務國家戰略需
求……

發布儀式現場播放了 「最美教師」
先進事跡的視頻短片，從不同側面講述
了他們的工作生活感悟。中央宣傳部、
教育部負責同志為他們頒發 「最美教
師」 證書。 新華社

百年樹人

▲黃永順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深圳）。

2024年「最美教師」 10人1團隊上榜

▲在河南，港區人大代表視察組視察奇瑞汽車開封生產
基地。 大公報記者劉蕊攝

▲肖艾琳（前排中間粉色衣服）支教期間所面對的學生，許多都是少數民族。

▼香港學生肖艾琳在西藏林芝一
所中學支教期間，與學生合影留
念。 受訪者供圖

「每天只做一件事，就是教好學生」

▲肖艾琳常常利用下課時間為學生講解
知識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