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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匯友以文匯友 風雨同舟風雨同舟文匯要聞

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教師節（香港亦稱為

「敬師日」），香港文匯報訪問了最新獲選為教育工作者聯會本年度「十

大最『美』教師」的兩名得主：有原本主修古箏的小學音樂老師放下了昔

日要成為演奏家的目標，走入校園將知識與關愛傳承予下一代，希望「以

生命影響生命」，讓更多學生愛上音樂、愛上學習，活出「獨樂樂不如眾

樂樂」之道；有於群育學校任職四分之一世紀的老師，以超越常

人毅力，用愛與關懷去感化每一位需要幫助的「問題少年」，努力

讓他們發現自身的閃光點，從此完成了自己人生的「救贖」。

在教師節這個特別日子，香港文匯報以文匯友，與社會一同向廣

大老師表達感激與尊重，說好香港教師的「最美故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鼎煌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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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選教聯會「十大最『美』教師」，黃靜雯感恩校長、
同事、學生、家長對她的信任及支持，「教育之路並不孤
單，只要堅持下去，一定會找到更多同路人。」 她認為做老
師就要肩負起重任，盡最大程度幫助每一名學生，「要保留心中的
那團火，一個學生都不能放棄。」
黃靜雯很着重言傳身教。她認為學生會以老師作榜樣，因此老師首
先要以身作則，而關愛學生應該是老師與學生融洽相處的第一步，「只
有關愛到了，之後我們再討論學習。我留意到許多學生的行為出現問
題，其實在於得到的關愛不夠多，所以才會以各種方式吸引關注，最根
本是為了得到關愛。」她希望學生們可以和老師就如朋友般融洽相處，
真正享受校園生活。
不過，她強調，家長也是孩子成長的重要助力，若家長的教育方式不
改變，學生到頭來仍然無長進。所以家長在養育孩子的同時，亦要配合
好老師的教學方法，而老師也應當尊重家長的付出與奉獻，保持與家長
積極溝通。

視學生如朋友
以身作則傳關愛

吳偉廉年輕時有兩個志願，「一個是老師，一個是警察。」
最終，這兩個夢想均順利實現。他在學校擔任老師數年後，於
2002年成功投考輔警，並堅持了15年。在他眼中，當老師與輔警

有着相同目標，就是以熱忱幫助年輕人，助他們健康成長。
在警隊時，他的主要工作是為青少年普及法律知識，「我身邊有許

多同學都可能會誤入歧途，我就向他們解釋，吸毒、販毒、搶劫等刑事
行為要面臨的嚴重後果。」

「記過處分不能改變學生」
「一切為了學生，為了一切的學生，為了學生的一切。」這句吳偉廉的
座右銘，在他受訪時多次提到。他長期服務的群育學校，校內不乏搗蛋的
學生，而他認為記過處分不能改變學生，「其實可以讓學生思考如何更好
地解決問題，有時也需要家長參與，老師可以向家長傳授教導的方法，學
校、家長、學生應該是鐵三角，只有緊密聯繫，才能發揮最大作用。」老
師也要堅信，只要努力及有耐心，學生會「回心轉意」。
吳偉廉又留意到有些家長喜歡將自己小孩與別人比較，他認為家長就算
要比較，也應將子女與他們自己之前的表現來比較，這才有意義。有些
父母，會以上班太忙為由，忽視與孩子的溝通；有些以打罵方式對待
子女等，這些都是大忌，「只有真正坐下來與子女傾偈，認真了解彼
此的分歧與矛盾，才有可能解決問題。」對獲選為「十大最美教
師」之一，吳偉廉感謝在教師職涯中給予過他支持與啟發的人，包
括學生、老師及學校，希望自己可以保持終身學習的動力，探
索更多創新的教學方法，激發學生學習的樂趣與動力。

黃 靜 雯 吳 偉 廉

兼任輔警育才
引導思考解惑

最「美」教師以生命影響生命 啟發學子活出精彩
以樂傳道 以愛授業

◆◆黃靜雯講述與三黃靜雯講述與三
名學生相處的感人名學生相處的感人
小故事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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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涂穴記者涂穴 攝攝

◆◆吳偉廉鼓勵學生吳偉廉鼓勵學生，，只要他們願只要他們願
意努力意努力，，老師一定會盡力幫老師一定會盡力幫。。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攝

◆◆黃靜雯教導中樂團黃靜雯教導中樂團。。

◆◆吳偉廉向學生傳授時吳偉廉向學生傳授時
裝設計裝設計。。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曾興偉記者曾興偉 攝攝

吳偉廉任教的學校專收外人眼中的「曳仔」，
但他從來不會用「好」或「壞」去標籤學生。曾
經工餘當輔警的他，總是苦口婆心以自己見過的
「個案」告誡學生要潔身自愛。他知道孩子有行
為問題，很多時與家庭大有關係，於是他會耐心
地與家長溝通，終於令孩子有所改變。有學生長
大成人要結婚了，昔日的「野孩子」在婚禮上含
淚向這位恩師敬茶致謝說：「沒有你就沒有今天
的我！」男生父母亦緊緊握住老師的手，激動表
示：「你比我們更值得喝這杯茶呀！」這時吳偉
廉就知道，自己對教育的堅持終於有了回報。

赴昔日學生婚宴 獲含淚謝師恩
「十大最『美』教師」得主之一的吳偉廉，是香港扶幼會許仲
繩紀念學校的科技與生活科主任。他由香港理工大學畢業後就
到該校任職，一做就超過了四分之一世紀。他與記者分享其漫
長教學生涯的點滴時，提到舊生阿康的故事。
阿康因為行為問題，被轉介到許仲繩紀念學校。「他常常作弄

同學、製造噪音、使用暴力，成績也不理想，被要求重讀中一。」
吳偉廉憶述，阿康剛入學時，幾乎每堂課都被老師制止其違規行為，

不下數十次。家長日那天，由於阿康父母在酒樓工作，吳只能改在晚上
11時「見家長」。
其間，阿康不斷抱怨學校和同學，吳老師細心聆聽的同時，又苦勸阿康父

母，工作忙碌也不能疏忽孩子的成長。這時，阿康開始雙眼通紅，態度軟化，「那一
刻我想是阿康第一次感受到被人理解與重視。」阿康承諾之後會努力做好作業，又主
動認錯。經過促膝談心，頑石終於點頭，阿康開始主動參加學校的活動及完成作業。
朝夕相處下，吳老師發現阿康其實很聰明，手工藝了得，只是不能自控，愛搗蛋。
他讓教育心理學家向阿康父母分析狀況，勸他們帶阿康接受精神科評估，最後阿康
被確診有過度活躍症。經過接受藥物治療，阿康情緒變得穩定，較能專注學習。
本科修讀紡織與製衣專業的吳偉廉，會利用自身的專業知識，向學生傳授時裝設

計的知識。他特意帶阿康參加不同的時裝設計比賽。中三那年，阿康人生第一次在
比賽中取得冠軍，這激發他的決心，要堅持完成中三的課程。
畢業10年，阿康仍會抽空回校探望老師，吳老師也見證了他的成長。現在阿康於

藥房任職店務員，月入兩萬元，已有能力照顧自己，更已
經成家立業。最令吳偉廉安慰的是，「阿康畢業
後經常自豪地對人說：『我在許仲繩紀念學
校畢業的，那裏的老師改變了我很
多！』」。
回首過往的教學生涯，他認
為老師最重要的使命是找到
每名學生身上「需要被點
燃的火花」。受訪當天
是教師節前夕，他表
示感謝學生們的成
長，讓他可以堅持
作 為 教 師 的 初
心，並鼓勵所有
學生，只要他
們願意努力，
作為老師一定
盡力幫他們，
讓他們成為
對社會有用
之才。

這是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學校教師黃靜雯迎來的第八個教師節。在
粉紅基調的學校中樂團課室裏，黃靜雯與三個學生開心地演奏着古箏，霎
時間課室裏充滿了歡聲笑語。對這些中樂團的孩子們而言，黃老師既是老
師又像媽媽，他們可以隨意在她身旁連成一排的小板凳躺下或談天說笑，
親切地稱呼她「黃老師」。在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黃靜雯時，三個孩子靜
靜地坐在她周圍，聚精會神地聽着她講述與同學們相處的感人小故事。
在香港演藝學院主修古箏的黃靜雯，曾經有成為演奏家的夢想。她明白
音樂的力量，可以打動聽眾，但成為音樂老師後，她發覺原來借助音
樂，更可以幫助孩子的成長，意義非凡。在黃靜雯的音樂教學生涯
中，有幾個學生的經歷，讓她特別難忘。
其中一個叫育誠的跨境生是公認的搗蛋鬼，「他情緒化、
缺乏自信，經常到處亂跑破壞課堂秩序，又老是和同學起
衝突，因此受到同學的排擠及投訴。」漸漸地，他學習態
度變得鬆散，屢屢欠交功課。身為班主任，黃靜雯又留意
到班內充斥着「投訴文化」，同學之間總愛互相埋怨。
為了扭轉風氣，黃老師安排每天最少一名同學發掘育
誠身上的良好表現，又讓育誠與身邊經過的同學打招
呼。逐漸地，同學間的關係大為改善，育誠進步明顯，同
學間懂得以互相欣賞與鼓勵代替抱怨。
黃老師更主動聯絡育誠的媽媽，她發現家長對孩子的忽視是
導致學生行為問題的根源，「育誠只是以打鬥、破壞規矩，來吸
引師長及同學關注。」為了提高育誠的學習成績，她每晚與育誠媽媽聯
繫，「她會無論多晚也要將孩子完成的功課一份份的利用通訊軟件交給她檢查。」
為了幫助學生放鬆心情，每天早上，她都會播放輕鬆音樂歡迎學生進入課室；在課
堂中，她又加入很多律動活動，讓孩子聽着音樂自由自在地在課室走動參與活動。

成學生「安全島」助渡心理難關
至於另一個故事的主角是校友秀妍，她曾是黃楚標學校中樂團的核心成員，其妹秀琳也
在該校就讀，患有先天性心臟病，心臟會隨時停止跳動，故一直是全校的重點關懷對象。
某日傳來噩耗，學校得悉與病魔搏鬥十多年的妹妹最終離世。
黃老師很擔心姐姐秀妍無法走出妹妹離世的陰霾，於是主動聯繫畢業多年的秀妍回中樂團參
加排練。事實上，回到闊別已久的中樂團，成為女孩的精神寄託。
在返校排練當天，秀妍與黃老師傾訴妹妹離世後的傷感，黃老師安慰她：「妹妹只是在很遠的地方陪着

我們成長，她也想欣賞到你演奏的。」經過黃的鼓勵，秀妍重新投入到對自己喜愛的音樂中，生活也漸回
正軌。其母非常感謝有這樣一個「安全島」，讓孩子渡過心理上的難關。
事實上，在黃靜雯的熏陶下，很多學生都愛上音樂。梨妍是幾年前她班上的一名學生，自信心較低。每當

黃靜雯有演出，她都默默支持，還說希望學習古箏。但受疫情影響，興趣班一度停辦，當再次復辦時，黃老
師看出這女生十分珍惜興趣班的課時，每節課都爭取機會演奏給黃老師欣賞，又主動申請加入中樂團，最終
也考入校隊。
不過，受家中經濟條件所限，梨妍沒能自備古箏，難以在家練習，經常因跟不上大隊進度而難受。「當

時學校暫沒有多餘的古箏借出，看着梨妍的信心愈來愈低、演奏得愈彈
愈小聲，我索性將自己從小一直在用的古箏送上，更親自駕車

運到梨妍的家。」對方亦沒讓她失望，每星期將練習錄
音發給她欣賞，半年後，梨妍終能跟上追上樂團的
進度，「現在的梨妍在樂團的生活都是投入、
積極、自信的，這讓我很感動。」

黃靜雯相信音樂是世界共同語言，用
音樂可以將愛傳承，連繫身邊的所有
事物，造就學生的成長，她感到自
己很幸運， 「未來我要繼續用
音樂，去關懷更多身邊有需要
的人，讓學生們感受音樂的
樂趣及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