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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鶴髮銀絲映

日月，丹心熱血沃

新花」。一副簡單的對聯，謳歌了老師兢兢業業、無私

奉獻的精神。

幼稚園，在不少人眼中只是照顧孩童的 「育兒

所」，但這位非一般的幼稚園校長卻不辭勞苦，除了培

育學童，更努力推動家校關係，為學生們建立一個快樂

的童年，並改變他人對幼稚園老師 「湊仔」的觀感。有

一位傑出老師，教學時特別關注中游及非華語學生，只

因相比成績突出或調皮搗蛋的學生，這群中游學生往往

是最容易被忽略的。有一位愛心老師，與學生建立了信

任關係後，學生願意為了老師去努力和進步；她相信每

一位學生都有不同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讓他們看到自

己有機會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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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學前教育對兒童的成長奠定基石。投入
學前教育30年，現已是中華傳道會基石幼稚
園校長的楊安娜，重視家校關係。老師透過
家訪扶助家長正確的教導模式，讓學童有健
康的生活環境。學生愉快健康的成長路是從
事學前教育的老師最大的回饋： 「學生的學
習得到改善，家長對我們老師的信任，是令
我最窩心的成果！」

訪問楊安娜校長當日，校內有一群學生
家長聚集扭氣球公仔，作為畢業禮禮物送給
每名畢業生，其中一名家長見記者拍攝顯得
很緊張，楊兩手輕柔地搭在她的雙膊，與家
長們有說有笑，融洽的氣氛令該家長放下戒
心，亦可見楊校長獲得家長們的信任。楊安
娜指每逢周六學校舉辦家長工作坊，建立家
校緊密關係， 「這是很重要，因每個家庭有
自己的難題，家長們與老師分享湊仔經，家
校建立了良好關係，讓學生的學習得到改
善，建立家長對老師的信任」 。

家校關係良好，師生的關係亦會延續，
她說很多幼稚園生畢業後仍會與家長回來探
望老師，由於校舍坐落秀茂坪屋邨，家長與
學生不時經過幼稚園都會向我們打招呼問
好，甚至有些家長及學生完成小學選升中學
時，都會回來問我們意見。 「熹熹過來我這
邊、琪琪望住鏡頭啦」 ，楊安娜校長對記者
突然要求拍攝幼兒班，甫進入課室，她熟悉
並親切叫了每一名幼兒生的名字，記者驚訝
身為校長的她都能熟悉每一名幼兒生。

幼園資源對清貧幼童很重要
楊安娜興奮地說有一名幼稚園畢業生，

現已就讀大學，仍不時回校探訪她，分享他
的大學生活，分享他的初戀： 「是

很好呀，因為我們學校有做家訪的傳統，令
我們與家長的關係建立得好好，我們亦知每
名學生的家庭狀況，所以在學生的成長路，
我們是一直提供支援」 。

楊安娜指公共屋邨的家庭較多是雙職父
母，學生多交由祖父母照顧，很多時候祖父
母過於溺愛或只循責罵方式，但學生的不當
行為未能改善，家長都會向老師請教。楊表
示透過老師家訪，清楚了解學生的家境狀
況，她指有些學生的家境真的較差，可以用
「家徒四壁」 來形容，家裏沒有玩具玩、沒

有圖書看，讓老師深深體會幼稚園學校的資
源對家境清貧的幼童是很重要。

楊安娜指曾有老師家訪發現學生的家庭
衞生情況很差，見到地上有曱甴，老師便跟
家長講解照顧學童成長，生活環境要注重：
「我們家訪時曾目睹學生在攀爬窗花，我們

教授婆婆的技巧，即場示範如何教導學生在
家都可坐定定，守規矩做好行為。」

了解家庭狀況 解開稚童心結
三年學前教育是短暫，楊安娜表示以往

家長認為放幼童到幼稚園上學只是找人代勞
湊仔，不是正規的學習。但時至今日在資訊
科技發達的時代，兒童用電子產品多過與人
接觸溝通，不懂表達，不懂社交，變得很自
我，學校的環境正是學習社交，建立同理心
等價值觀的地方；幼稚園沒有對錯，學生互
相學習包容及接納，楊校長笑說曾有婆婆向
她反映，她的孫兒以校長之言反教導她，
「校長話做錯事是要糾正，是教的，不是

罵。」
楊安娜指從事學前教育要很堅持： 「幼

稚園老師由我入行至今予人
觀感是湊仔婆，但我們的堅
持讓社會知道我們的尊嚴，
堅持我們的信念」 。楊自豪
地說今天幼稚園老師的專業
獲得社會的肯定，不再是
「湊仔婆」 一名，要兼顧學生
的心身健康成長，老師具備耐心聆
聽學生的心底話，並向有需要的家
長提供與子女溝通的指導。她指出學校安排
學生午睡前設有 「悄悄話」 時段，很多時學
生都與老師分享家庭軼事，曾有學生因父母
吵架，返學出現情緒問題，老師了解後向其
父母反映，原來只是一宗父母說話語氣較重
的小吵架，楊安娜指老師耐心聆聽學生的
「悄悄話」 是很重要，化解了學生的誤會和
憂慮，重拾家庭的關愛。

從事教育行業30年的楊安娜表示，好老
師沒有特定的標準，對幼稚園老師而言，有
仁愛之心是必須的，沒有愛心不能長期在幼
稚園工作： 「我在幼稚園都快30
年，當年我畢業已立志當幼稚園
老師，我希望培育小朋友開心
成長，留下快樂的童年學校生
活記憶」 。
大公報記者 李雅雯（文）

許棹傑（圖、視頻）

「起跑線不同不緊要，終點可以自己
揀。」 廠商會蔡章閣中學的潘晨健老師常將這
句話掛在嘴邊。這句話曾經鼓勵了未考入心儀
中學的他，如今成了他教育路上的座右銘，讓
他特別關注那些容易被忽略的中游學生，以及
受社會 「刻板印象」 影響的非華語學生。他深
信，只要學生找到自己的優勢與興趣，每一段
跌跌碰碰的過程，終會成為日後的養分。

成績中等同學最易被忽視
在一個典型的課堂中，成績突出的學生容

易被讚賞，調皮搗蛋的學生則常受關注，唯有
那些安靜、成績中等的同學最容易被忽視。潘
老師說，自己便是那種成績不算頂尖、性格內
向的中游學生，升中派位時未能考入心儀中
學，曾經失落徬徨，但老師持續的鼓勵與關
懷，讓他重拾信心。他深知那種被人 「看見」
的力量，因此在教學中格外願意為中游學生花
時間、給支持。

他常說： 「持續的鼓勵佢就上咗去。」 只
要學生願意聆聽，他就願意不斷引導和嘗試。
他為此設計了許多具啟發性的學與教活動：校
本調解課程、說好中國香港師生論壇、 「根植
共建」 項目等，讓學生能在知識與生活之間找
到連結，也在不同場合中發現自己的潛力與價
值。

曾有一位中五學生，平日沉默寡言、成績
平平，在課堂作文中表現出過人的觀察力。潘
老師不但在課堂上讚賞她，還鼓勵她投稿參加
調解徵文比賽，並親自修改作品、提供建議。
結果她在比賽中獲得全港中學組冠軍，那封得
獎通知書成了她人生中的第一張自信證明。自
此之後，這位學生開始主動發言、參與討論，
這個改變不是來自一次考試，而是來自一次被
看見與相信。

在陪伴中游學生的同時，潘老師亦特別關
注非華語學生的成長與文化融合。他記得有位
非華語學生初時上課不專心，但在討論法治議
題時竟忽然專注，並展現出敏銳的見解。潘老
師循機引導他參加辯論活動，並在課後陪伴練
習。雖然學生最初拒絕，但潘老師沒有放棄，
而是持續提供機會及鼓勵，等待學生準備好那
一刻。畢業後，他進入律師樓工作，主動邀請
潘老師見面，感謝他的鼓勵與信任。這段師生
情，是一種默默耕耘後的回響，也是潘老師教
學生涯中的珍貴回憶。

「師生情最重要」不是口號
「師生之情最重要。」 這句話對潘老師來

說，不是口號，而是每日教學中的實踐。他會
在節日前親手寫卡送給學生，考試前送上手寫
打氣字條，也常在課後靜靜傾聽學生的煩惱。
有學生將他的鼓勵話語設成手機鎖屏，也有班
級畢業時以每人一指模製作成手工禮物送給
他。這些細微卻深刻的互動，讓他深信，情感
連結本身就是教育的一部分。

他常說，知識只是教育的起點，真正重要
的是學生在學校中能否學會做一個有理想、有
判斷、有承擔的人。而老師的角色，就是用心
陪他們走一段，讓學生終有一天能自己找到方
向、走得更遠。

從最初那個在升中派位時感到迷惘的學
生，到如今每天面對來自不同背景的年輕同
學，潘晨健老師的教學路上，每一次課後留
下、每一次堅持鼓勵、每一次細心傾聽之中，
他都種下了一點一滴的希望。那是關於信任、
陪伴與可能性的教育實踐，影響着他和他的學
生們。

大公報記者 李慧妍（文） 何嘉駿（圖）
融媒組（視頻）

「我相信每一位學生都可以進步」 。從事教
育生涯超過10年的天主教培聖中學林凱欣老師，
曾教授過不少在學習上遇上困難的學生，有學生
甚至曾失去自信而打算放棄學業。但林老師相
信，每一位學生都有不同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
讓他們看到自己有機會進步，不輕易放棄，從而
一步步向目標邁進。

林凱欣老師在大學畢業後便投身教育界，成
為一名化學及科學老師。一開始成為教師的她處
理不同問題時仍有些不知所措，她回想起擔任實
習老師期間，在其中一班授課時見到大部分學生
上課不專心，不是心不在焉就是 「見周公」 ，甚
至全班都沒交作業的情況，讓她倍感氣餒，但也
讓她意識到要和學生們建立亦師亦友的關係，她
形容除了在課堂期間要求學生們遵守秩序，尤其
是在實驗室要嚴格遵守規矩，課後和學生們就如
同朋友般相處，當老師與學生建立了關係，學生
們是願意為了老師去努力和進步，例如願意主動
交作業的學生逐漸增加，這種改變令她印象深
刻。

讓學生覺得自己有進步空間
不少學生並非不想進步或努力，只是因為在

成長路上遇到挫折而對自己失去期望，看不到自
己的優點。林老師認為，如果每個人都用同一個
目標去定義成功和失敗的界線，對每一個學生都
不公平，而是應該因應每個人的能力不同，為他
們訂立適合他們的目標，讓他們覺得自己有進步
空間。

她提到做班主任時曾遇到一名學習能力較弱
的學生，自中一起無心向學，甚至經常被記缺
點，不過她留意到那名學生非常熱衷於打籃球，
於是在要求他做好學生應有的學習責任和遵守課
堂秩序的同時，亦透過 「小步子」 方法幫助他建
立學習信心及鼓勵他發展打籃球的興趣。

林凱欣續說，該同學在中三時不再有違規行
為，更代表學校參加學界籃球比賽，雖然他在中

四時離校前往內地接受籃球訓練，將來會否成為
職業球員仍是未知之數，但她相信當初在他心中
播下的價值觀 「堅持，永不放棄」 的種子終會發
芽，只要他保持信念，定能找到自己的舞台。

教育不應因經濟條件而有差異
有些出身基層家庭的學生，因為經濟拮据對

升學造成影響，甚至不得不忍痛放棄繼續升學的
目標。曾經有一名中六學生向林老師說，在中六
時想去海外升學，但他的家庭難以負擔高昂的升
學費用，令他頓時感到無助。林老師則鼓勵該學
生繼續堅持目標，在商量後他選擇先申請休學，
在香港做兩、三年工作儲學費，最終成功大學畢
業，更在當地找到一份工作。她相信教育不應因
為經濟條件而有所差異，每當看到學生因家庭資
源不足影響學習，總會反思 「作為教師自己還能
多做些什麼」 。

林老師亦曾遇到一些學生在讀完中三後因為
不同原因選擇離校，有些人選擇修讀一些專業導
向課程，也有人直接出去工作，曾經有一名學生
在中三離校後，在一、兩年後透過社交媒體發訊
息和她聯絡，表示自己在一家餐廳工作，並邀請
她到那餐廳吃飯。林老師當下很感動，不僅是因
為曾任教過的學生記得她，儘管接觸的時間只有
一至兩年，也因為他找到了屬於他自己的空間發
揮。

林老師說： 「可能每日要處理很多學生或者
家長的問題，有時候會令自己感到氣餒，但學生
們也是我在教學路上堅持下去的動力。」 她希望
學生不要輕易放棄自己，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
亮點，今日做不到不代表永遠做不到，儘管每個
人可能因為能力或際遇的不同，需要經歷更多兜
兜轉轉或時間才能達到自己的目標，相信今天撒
下去的種子未必會立即發芽，但灌溉的養分和水
分到了某個時機，終將會發芽。

大公報記者 古倬勳（文）、
李宇俊（視頻，相片）



廠商會蔡章閣中學潘晨健老師

讓跌跌碰碰成為成長的養分

中華傳道會基石幼稚園楊安娜校長

耐心加愛心 培育幼兒如親子

掃一掃有片睇

楊安娜校長

家長對我們老師的信
任，是令我最窩心的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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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晨健老師

老師的角色，就是讓學生終
有一天能自己找到方向、走

得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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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一掃有片睇林凱欣老師

學生們是我
在教學路上
堅持下去的
動力。

天主教培聖中學林凱欣老師

發掘學生潛能 呵護種子發芽

掃一掃有片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