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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不只是教書，
更重要是育人

「作為老師，或許面對生命的無常、
頑疾的來襲，我們不是醫生，未能為學生
作出治療；但我們能成為學生的 『同行
者』 ，用心聆聽他們的感受，在成長的過
程中，陪伴與鼓勵他們。」 第二屆 「香港
優秀師德師風獎」 得主之一的伊利沙伯中
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馬美珍老師，在校任
教中文，但她認為，老師最重要的職責不
單只是教書，更多的是育人。

馬老師向來積極推進價值觀教育，並
主動在學生們的成長之路上予以陪伴，助
其渡過難關。正如明代思想家王陽明說的
「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 ，她希望學
生在求學期間，無論做什麼事情，必須立
定志向，克服困難，堅持到底。

參與社區服務 傳遞孝順仁愛
作為學校培育組統籌老師及中文科科

主任，馬美珍積極推進價值觀教育，帶領
學生走進社區及小學，讓學生參與社區服
務，協辦中華文化的活動，從中體驗中國
傳統的美德。她舉例說，在中秋節活動
中，學生與社區長者一同製作傳統月餅，
在過程中學生虛心向長者請教傳統的製作
月餅技巧與文化故事，表現出對長者智慧
的尊重。學生也很主動與長者交流，如關
心他們的生活與健康，流露出關愛長輩的
情懷。馬老師又表示，學生與長者共同完
成月餅製作，把成品分享給社區其他長者
或鄰里，傳遞孝順與仁愛的價值觀。

馬老師感言，當今社會發展迅速，大
眾生活方式的變化有時反而導致人與人之
間更加疏離，人際關係愈來愈複雜，學生
會面對不同的困難。讓她難忘的是曾經輔
導過一位有行為偏差的學生，因其自身的
行為，變得沉默寡言，擔憂朋輩的眼光。
其實每個有行為偏差的人，背後都是因為
一個 「未被滿足的需求」 ，可能是希望被
關注、缺乏安全感或能力感。

鼓勵行為偏差學生融入社群
而輔導的核心在於解碼行為背後的訊

息，絕非僅消除表面問題。經過多次與這

位同學的溝通，馬老師鼓勵他勇敢表達，
經過幾個月的努力，該同學終於能重新融
入班中，並在最近一次義工活動中獲得嘉
許。馬老師說，要讓學生感覺到 「我願意
陪你一起探索與聆聽」 ，學生才能看見自
己內在的光。

馬老師分享另一則故事：幾年前遇上
了一位學習成績很好的學生，常常在課後
找自己討論學習上的疑難，而馬老師對他
的勤奮好學也表示讚賞。然而世事難料，
這位同學在中四上學期考試的某一天，考
完當天的試後感到不適便前往醫院求診，
很快醫生便確認他患上重病。無論家長、
老師、學生均感到錯愕又難過。

面對突如其來的病情，最感到壓力的
便是這位學生，因不知何時能重返校園。
馬老師說，那段日子自己與同學及其家人
電話聯絡、短訊問候，而學校的社工、曾
經任教過他的老師，也一一為他送上慰問
與祝福。一年多的治療終於令其又能重返
校園，老師們見證着他堅強地克服一個又
一個的難關，身體亦慢慢康復起來，覆診
的次數亦沒有以往的頻密，同學十分感謝
我及各位老師一直的鼓勵與陪伴。

「作為老師，或許面對生命的無常、
頑疾的來襲，我們不是醫生，未能為他作
出治療；但我們能成為學生的 『同行
者』 ，用心聆聽他們的感受，在成長的過
程中，陪伴與鼓勵他們。」

馬老師認為，與每一位學生相處的回
憶都非常珍貴、動人與難忘。而作為教
師，希望繼續以關愛學生的心，真誠地聆
聽他們的喜怒與哀樂，
成為同學的 「同行者」
與 「引路人」 ，陪伴他
們經歷成長中的種種挑
戰，攜手跨越一
個又一個難關，
讓他們能茁壯成
長。
大公報特約記者

樹霖

聖公會基愛小學梁妙瑜老師

多元教學，助學生發現無限可能

掃一掃有片睇

「我希望讓學生知道，學校老師是他們除家人
之外，最信得過的人。」 青衣商會小學的林詠嵐老
師談及教育初心時，這句飽含溫情的話語，道盡了
她八年教育生涯中對學生的深沉關懷。這位深耕語
文教育的老師，相信 「身教重於言教」 ，無論是對
曠課學生的決不放棄，或是努力發掘每一位學生的
亮點，以及意外收到學生親手製作的畢業禮物，這
些點點滴滴都詮釋着林詠嵐 「嚴中帶愛」 的教育哲
學，在課堂內外築起了學生成長的溫暖港灣。

追溯成為老師的起點，林詠嵐總會想起中學時
的兩位恩師：一位為剛從英文學校轉學至中文學校
的她，逐字標註書本翻譯；另一位則發現了她彈奏
古箏的興趣，讓她在中樂團找到了自信。這些親身
經歷令她深刻體會到老師對學生成長的巨大影響，
也促使她走上了教育這條道路。她相信，教育是塑
造未來的關鍵力量，每個孩子都應有機會接受優質
教育， 「我也渴望透過自己的努力，做一個幫小朋
友發掘亮點的老師，看到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取得進
步，逐步成長為有知識、有素養的人，是讓我感到
最滿足和欣慰的事情。」

與學生制定規則 堅持「先管後教」
林詠嵐以 「亦師亦友」 形容她與學生之間的關

係。在她的辦公桌上，總放着一個貼滿貼紙的禮物
盒──那是一位內向的女生畢業時送的手作禮物，
裏面夾着 「多謝老師關心」 的字條。這份意外的禮
物，讓她深刻體會到 「就算同學好內斂，都不能夠
忽略他們，他們可能只是不會表達感情」 。

這種親密的師生關係，源於她 「先管後教」 的
堅持。課堂秩序混亂時，她會與學生共同制定簡易
且易執行的規則，如舉手發言、互相幫助等，但轉
身又會帶着學生跳街舞、排話劇，亦會為非華語學
生單獨培訓朗誦。當三位非華語同學在畢業禮上用
普通話流利致辭時，台下的她濕了眼眶，這也是她

相信 「每個小朋友都有可能」 的最好印證。
林詠嵐回憶，在她曾擔任六年級班主任時，有

一位學生的家庭環境較為特殊，母親和姐姐對他的
管教有限，而他也經常曠課，學習態度極不認真。
為了幫助這位學生，她展現了更多的關心和鼓勵，
「我與他約定每天都要來學校，甚至會打電話叫他
起床來學校。我告訴他，只要他來學校，就是一種
進步，我會為他的每一次到校感到高興。」 最終這
名同學終於成功完成學業，也在畢業時對林老師表
達了深深的感謝。

老師是除家人之外 最信得過的人
在學生的品行培養方面，林詠嵐認為身教重於

言教。她稱會以自己的言行影響學生，例如通過禮
貌問候、專心聆聽等方式，讓學生感受到尊重與關
愛，並引導他們學習良好的品德。同時作為學校活
動的統籌者，她也會將品德教育和家國情懷培養融
入到各種活動中，包括組織學生參與制服團隊、學
習禮貌課程等，以及舉行各種與中華文化相關的活
動，如邀請紮作師傅來校教授製作花燈、邀請紀律
部隊人員分享國家安全知識等，讓學生在實踐中感
受中華文化的魅力，增強對國家的認同感和歸屬
感。

為了帶領老師團隊一起進步，林詠嵐決定今年
9月繼續深造，踏上教育管理碩士的進修之路，
「老師這份工作要靠良心，學生們將人生中這段重
要階段託付給你，我們就不可以浪費學生的時
間。」 如今，當帶過的第一屆學生回校探望，笑着
形容她 「似媽媽」 時，她知道，教育的意義早已不
僅限於書本， 「我希望讓學生知道，學校老師是他
們除家人之外，最信得過的人。」 在這條充滿溫度
的教育路上，她正用 「愛惜」 作筆，續寫着一個個
關於成長與相信的故事。

大公報記者 王亞毛

馬美珍老師

掃一掃有片睇

「孟子的媽媽把家搬到書塾旁，孟
子就開始有好的學習環境……」 記者來
到課室時，梁妙瑜正為學生講解 「孟母
三遷」 的故事，小朋友們踴躍提問，互
動十足。聖公會基愛小學的中文老師梁
妙瑜，有近7年的教育經驗。作為一位
年輕教師，她教書的方法可謂千奇百
趣：從結合電子科技，到角色扮演的生
動課堂，能讓學生記入腦的方式，她幾
乎都會考慮。她認為，成功的老師並非
要有多能言善道，而是自身要先有道德
情操。再者就是與學生建立互信關係，
讓學生遇到困難時願意找老師傾訴。
「最自豪的，是學生畢業後回來探望我
時，眼神依然純真。」

常言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
也，如何做到，梁妙瑜有自己的理解。
「老師的職責是用生命感染學生，希望
將自己曾受到的栽培回饋給學生。」 最
基本的，就是要與學生建立互信，要尊
重學生，與學生建立有如朋友一般的關
係。當小朋友願意將自己的煩惱和遇到
的困難與老師傾訴，便是成功的第一
步。 「你喜歡吃冰淇淋嗎？我也喜歡

吃。」 記者從旁聽她與學生的交流，大
多都是日常生活，毫無架子。

恩師讓內向孩子走出舒適圈
接受過教育的人，總會遇到一兩名

影響自己深遠的恩師，或許是某件事，
甚或是一句有所深意的說話。梁妙瑜小
時候是一個非常內向的孩子，甚至連坐
小巴時呼喚 「有落」 ，都要作一番心理
鬥爭。直到中三那年，一位
老師注意到了她，並鼓勵她
參加朗誦比賽，又鼓勵她參
加校內的傑出學生獎，讓原
本內向的她逐漸變得自信、
外向，認識到踏出舒適圈能
激發潛能，這一經歷影響至
今。

小時候，她經常參與義
工活動，到內地探訪山區兒
童，佩服他們在簡陋刻苦的
條件下，依然拚盡全力抓緊
學習的機會。這些種種經
歷，讓她畢業後立志要成為
一名基層教師。小學坐落在

李鄭屋邨旁，校內不少學生都來自基
層。提升學生的自信，是她一直在堅持
做的事。有一次，她在教室裏看到一名
基層小朋友羨慕同學家住私樓，慨嘆自
己出身基層，永遠都不會住入這麼好的
家。 「聽到那一句話時很心痛，小朋友
是有無限可能的，說不定他以後能成為
特首呢？」 梁妙瑜當下立即對小朋友作
一番鼓勵，並要他緊記，不要小看自

己。同時她也更堅定要幫助基層學生建
立自信、發掘潛能的理想。

課內，為了能讓學生更投入課堂，
梁妙瑜的教學方式可謂活潑生動。最近
課本內容剛好教到 「虎門銷煙」 ，她便
一改課堂形式，運用戲劇教學法舉辦了
一場 「記者招待會」 ，讓同學們扮演林
則徐、記者、民眾等不同的角色，讓各
人以不同持份者的角度參與其中，加深

對課文的理解。作為一名年輕
老師，她又結合資訊科技，例
如讓學生用AI呈現自己編寫的
中國歷史人物演講稿，激發學
習興趣。她又推動中文科校本
課程，如古詩文學習冊，加入
古文小學堂、比較閱讀題等內
容，還運用創意思維策略，帶
領團隊參加比賽，不論輸贏，
她更希望根據評判意見優化課
程。

藉中文課傳遞國民意識
課外，有機會她便舉辦活

動，例如帶學生訪問企業家、

去電台、電視台，讓他們在開闊眼界的
同時，亦明白出身基層，以後也可能是
這個社會的任何角色，能發光發熱、能
有無限可能。

中國語文，是國民教育的一扇明
窗，尤其作為中文老師，梁妙瑜更希望
傳授學生正確價值觀，如誠信、孝順、
勤奮等中華文化特質。校內亦舉辦中華
文化知識問答比賽、親子漢字字藝設計
比賽等，校外參加古詩文共建、地圖比
賽、廣播劇等活動，提升學生對中華文
化的興趣和國家認同感。 「看到學生對
國家的認同感提升，家長反饋孩子因參
加相關比賽更愛學中文，很有成就感。
教育要與時俱進，用合適的教學法和科
技引發學生學習思考，這很重要。」

近年，KPI經常出現在不同的職場
場合，學生的成績也許是最直觀呈現
KPI的方法。梁妙瑜認為，學習成績重
要，但不是全部。那什麼更重要呢？
「大概是畢業後的學生回來探望我時，
眼中還帶着當初那份純真、善良的眼神
吧。」 梁妙瑜對記者說。

大公報記者 伍軒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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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馬美珍老師

成長路上「同行者」，給予陪伴和鼓勵

大公報記者 郭如佳（文） 林少權、麥潤田、大公報特約記者樹霖（圖）我們應成為學生的
「同行者」 ，用心聆
聽他們的感受，在成
長的過程中，陪伴並
鼓勵他們。

梁妙瑜老師

老師的職責是用生命感染學生，希望將
自己曾受到的栽培回饋給學生。

有這樣一群老師，他們不僅在知識的

殿堂裏傳道授業解惑，更在生活的點滴中

給予學生無微不至的關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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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教學生涯中的教書育人難忘事。

《大公報》從即日起推出此系列報道，期望以此感召更多師德

優秀、愛國愛港的教育工作者，一同弘揚師德師風，共同說好香港

教育故事。

掃一掃有片睇

師德師風獎
《好老師故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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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詠嵐老師

我會為他的每一次到校感
到高興。

青衣商會小學林詠嵐老師

身教重於言教，亦師亦友嚴中帶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