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的真正
價值，不是提升
成績，而是點燃
學生心中的希
望。

譚慧雅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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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老師像一束光
照亮學生的夢想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馬欣欣老師

成立「海豚小組」 鼓勵團結互助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譚慧雅副校長

給予耐心關愛
讓學生學會反思

馬欣欣老師

同學們的每一個進步
對我來說都是一個鼓勵，

推動我繼續
積極在教育
行業耕耘。 一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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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周嘉濂老師

讓學生心中那團火變得更耀眼
「成為老師是我自小的心願。」 周嘉

濂回憶起他從教的初心時說道，身體力行
的表現往往會留給人深刻印象。周嘉濂現
任職於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他憶述
自己在就讀中學的時候，深受到中文和文
學老師身上文人風骨的影響，悄悄在年少
的他心中埋下一顆名為 「想要從事語文教
學」 的種子。而周嘉濂也吸收了求學時期
老師們的教育方法，融入到自己的教學
中。加上喜歡與人相處和成為老師後的滿
足感，他已不知不覺成為了中文老師21
年，也很享受教育的過程，樂此不疲。

周嘉濂把學生的理想形容為一團火，
老師的責任便是助燃它，令火苗變得更亮
麗、變得更耀眼。因他主要教授高中的課
程，他發現部分學生對自己缺乏信心，認
為自己的語文水平較差，達到不理想的目
標。他一直鼓勵學生以平常心面對，只要
對自己問心無愧就是最好的結果。

陪伴建立信心 推動向夢想進發
其中一位學生更是令他至今難忘。這

位學生想要考取北京中央美術學院，但中
文科成績未能達到最低要求。周嘉濂認為
光是鼓勵並不足夠解決學生的焦慮。 「今
次對學生來說是一個難關，但是我會陪同
學生一起跨越它。」 透過自身過往的經
歷，周嘉濂明白到陪伴對正處於焦慮的學
生才是最大的鼓舞和激勵。於是，他耐心

地陪伴給予這位學生實際的信心，在課餘
的時間幫助學生一步一步去糾正閱讀和寫
作上的問題。最後這位學生如願地入讀夢
想的院校。周嘉濂在這次的經歷中發現自
己不但是傳授知識的橋樑，也擁有推動學
生向夢想前進的能力、能夠點亮那團小小
的火種，這種感覺對他來說十分珍貴。

周嘉濂也坦言人工智能和網絡的盛行
確實令學生的語文水平有所下降。 「成也
蕭何，敗也蕭何。」 重點是在於學生如何
去應用這些媒體。他認為最重要的是學生
自己的分析能力和自己所感受到那份獨特
的情感。 「每個學生都有自己的想法，而
我會把他們的想法發揚光大。」 因此周嘉
濂在教學的時候會希望學生能夠做到用自
己的手寫出屬於自己的內心想法。他會在
課堂上教導學生運用大綱，把自己想要說
的事、情、理列出來，幫助他們把自己那
份獨特的感受表達出來。而周嘉濂也相信
這份屬於學生的感受是無法被其他事物取
代的。

透過教中文弘揚中國文化
當被問到學習中文的意義時，周嘉濂

認為中文是一個途徑讓我們去學會中國的
傳統禮教和文化。 「言出必行」 、 「做事
要中庸之道，無過無不及」 、 「發乎情，
止乎禮」 ，這些中國文化都參透在學習中
文的過程中。他也希望自己能夠薪火相

傳，把這種文化一代傳一代。
中國文化中包括了 「忠」 這一點，周

嘉濂也同意 「忠君愛國」 這一點無疑是值
得推廣的。而比起老師的口語相傳，他認
為讓學生們擁有機會去身體力行才會有更
好的效果。因此作為語文老師的他會經常
鼓勵學生去參與一些活動親身體驗。例如
有 「情繫中華香港青少年作文暨朗誦大
賽」 ，學生需要以愛國情懷作主題創作文
章。他提及到其中一位學生創作了《我的
祖國，我們的名字》這份作品，體驗自己
的家國情懷。這些讓學生投入的活動會有
潛移默化的影響和能夠根深蒂固學生的情
懷。

周嘉濂表示自己以後也會繼續謹守崗
位、做好自己的本分。他認為老師作為
「人之患」 ，最重要是自己心目中對教學
的熱情。他希望自己能夠把這種理想的火
苗撥得更加旺盛，也希望自己能夠保持對
教育的熱情。

「我相信學生需要我們去點亮他們心
中的那一團火。」 周嘉濂也熱愛這種教育
學生的責任，懷着這份對教育的熱忱，他
將會在教育的路上
堅定而行。

大公報實習記者
吳詠雯（文）
大公報記者

許棹傑（視頻）

「我期望通過鼓勵學生參與不同的活
動，令尊重、關愛、感恩、共融、團結的
正能量精神扎根香港社會，並代代相
傳。」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教授生活與社會科、公民、經濟與社會科
的馬欣欣老師任教逾32年，一直堅守從一
而終的信念，保持對學生的關愛之心，以
「教學相長」 的精神不斷提升自身教學水
平，更加用言傳身教的方式培養學生的道
德情操。

「恩師帶給我很深遠的影響，雖然她
現在已經在天上了，但我還是會常常想起
她。」 在成長的道路上，馬欣欣老師受到
了恩師，另一位馬老師的照顧和幫助。
「我小的時候連書包都沒有，惠康的塑料
袋就是我的書包，回到學校就會被同學
笑。」 馬老師回憶說，那時家人並沒有時
間顧及她的心事，恩師對她的引導和鼓勵
就如幽谷裏的一束陽光，照亮了她的心，
不僅會耐心聆聽她的傾訴，亦會細心調解
她與家人的關係，更為馬老師的校園生活
帶來了許多正能量。

學生做義工 培養同理心
「同學早晨！」 時過境遷，當初在教

室裏坐第一排的小女孩，已成為一名桃李
滿門的老師，會站在學校大門口前，微笑
着向每一位路過的學生打招呼。馬老師表
示，當看到害羞的學生漸漸懂得回應並主
動向她打招呼時，內心都會感到無比的喜
悅。 「同學們的每一個進
步和成長對我來說都是一
個鼓勵，推動我繼續積極
在教育行業裏耕耘。」

留意到校內新來港的
學生面臨語言交流、課
業、文化差異等方面的挑
戰，馬老師成立了 「海豚

小組」 ，鼓勵 「小海豚」 們互相
合作交流，練習粵語和英語，建
立自信，更快融入香港社會。馬
老師指，畢業後入讀大學的 「海
豚之友」 會回校為 「小海豚」 補習英文
和粵語，更分享自己成長和學習的經
驗。被問到為何叫 「海豚小組」 時，馬
老師表示： 「海豚性格溫柔、聰明伶
俐、適應力強、外形可愛。」 她期望 「海
豚小組」 團結互助、相親相愛的精神能夠
一直延續，成為這個集體最溫暖的基因。

海豚室的牆上畫着栩栩如生的海豚，
每道色彩都是由 「海豚小組」 的成員們親
手留下。 「海豚小組」 的副隊長、中五學
生吳綺薰來港僅1年時間，已經能講一口流
利的粵語。她表示，馬老師有空時會去海
豚室和他們一起吃飯聊天，不僅聊學業，
亦聊家庭生活、人際關係。 「馬老師像家
人一般關照我。」

校園生活之餘，馬老師還會鼓勵學生
參加義工活動，通過探訪護老院等經
歷培養學生對他人的尊敬之心和同理
心。馬老師透露，學生們在一個月的

時間內，用午飯時間精心設計和
籌劃與老人家互動的遊戲。在護
老院內，更有學生穿着聖誕老人

的衣服，同老人家一起度過了一個難忘的
節日。籌劃者之一的吳綺薰表示： 「我在
遊戲時看到老人家們也十分開心和享受，
這給了我很大的成就感，亦明白關愛、尊
重和同理心的重要性。」

帶領學生赴內地 了解國家發展
除此之外，馬老師為培養學生們的愛

國情操，會透過不同的交流團帶領學生前
往內地城市，了解國家的歷史文化以及創
新科技的發展現狀，更會鼓勵香港學生與
內地學生加強交流，在合作互動中建立情
誼，在潛移默化中建立國民身份認同。

雨過天晴，一如馬老師在鏡頭下流露
出的爽朗笑容。她的故事和情操讓學生們
知道，縱使前路漫漫，總有人願做一盞明
燈，照亮少年的心事；亦做一把大傘，守
護萌生的春芽；更做堅實的港灣，擁抱澎
湃的浪花。 大公報記者 陸九如

在教育的路上，愛與理解一直是譚慧雅老師堅守的底
色。這位現任慈幼葉漢千禧小學副校長，從教二十多年來，無
論是傳授知識還是陪伴學生成長，她始終相信，教育的本質不
僅僅是知識的傳遞，更是一項心靈的事業。

引導學生面對犯錯背後原因
三年級的孔孝妍小朋友告訴記者，譚老師從來不會責罵

學生。即使有人犯錯，她也會先聽解釋，若理由合理，就不會
批評。當記者將這樣的評價轉述給譚老師時，她笑着說： 「孩
子有時發脾氣，其實是因為遇到問題不知如何解決，用這種方
式來求助。」 她認為，教育的起點是建立關係，而不是簡單的
對錯判斷。她說： 「我們要用心去陪伴、去理解、去觸動孩子
的心靈。」

這樣的教育理念，聽起來簡單，實踐起來卻充滿挑戰。
譚老師表示，關鍵在於引導孩子面對內心的 「交叉位」 ──即
犯錯背後的原因，而不是以成人的視角急於評判。她回憶起一
位六年級轉校生的故事。這名學生因行為 「頑劣」 被前校誤
解，轉校後也與同學頻繁發生矛盾，甚至在被詢問時選擇說
謊。譚老師沒有責備他，而是對他說： 「我只是想了解情況，
和你一起解決問題，而不是來指責你。」 第二天，這名學生主
動承認了自己的錯誤。後來，他的母親特意致電學校，表示這
是孩子第一次主動反思並坦白自己的過錯。譚老師深刻地感受
到，耐心與關愛能給孩子足夠的空間，讓他們自己去面對問
題，而這種改變比單純的批評更有力量。

當談起為何選擇走上教育這條路，譚慧雅回憶起她大學
暑期到一間小學擔任暑期班老師。班裏有個男孩經常不交作
業、挑釁老師，大家都視他為 「問題學生」 。但譚慧雅並不想
用這樣的標籤去定義他。她主動走近他，課後與他聊天，在他
犯錯時給予他表達的機會，試着理解他行為背後的原因。 「一
個月後，他真的變了。他會主動跟我打招呼，交作業，甚至願
意在班上服務。」 譚老師回憶道，有一次男孩對她說： 「老
師，其實你是第一個不覺得我是沒得救的人。」 那一刻，她深
深被觸動。 「我明白了，教育的真正價值，不是提升成績，而
是點燃學生心中的希望。我不是改變了他的命運，而是陪他找
到自己的方向。」 這段經歷讓譚慧雅篤定，成為老師是她的使
命──她希望能像啟發自己的老師一樣，影響更多生命。

進修學習 把新知識融入課堂
在譚慧雅的眼中，教育不僅僅是幫助學生認識自己，更

是連結他們與國家未來的橋樑。作為一名 「四有好老師」 ，她
以仁愛、專業和智慧，將教育的理想落實在每一堂課、每一段
關係和每一個選擇中。為了讓教學跟上時代的步伐，她持續進
修，學習如何將生成式AI等前沿科技融入課堂。同時，她也致
力於優化公民與國民教育活動，讓學生認識大灣區和 「一帶一
路」 的發展，結合生涯規劃，引導他們思考： 「我將來可以在
哪裏發展？我怎樣為社會、為國家出一分力？」

「當孩子知道你不是想改變他，而是願意
陪伴他，他就會慢慢改變。」 譚慧雅堅
信，真正的教育，是用心去感動孩子，
是幫助他們感受到自己被看見、被重
視、被相信、被愛。每個孩子都有無限

的潛能，教育是心靈的事業，老師
是靈魂的園丁。

大公報記者 李慧妍

一位好老師就

像是一束光，可以

照亮並溫暖學生的一生。有老師留意到新來港的學生面

對語言交流、文化差異的挑戰，即成立交流小組，鼓勵

建立自信；有老師見學生犯錯，會引導面對內心的 「交
叉位」，找出犯錯背後的原因；有老師燃燒自己的熱

情，點亮學生心中那團火，推動向夢想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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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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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一掃有片睇

周嘉濂老師

每個學生
都有自己的想
法，而我會把
他們的想法發
揚光大。

掃一掃有片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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