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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大小補習社林立，但草根家

庭的孩子缺乏資源，未必有能力以付費補習

去解決學習上的疑問，由此掉進學業成績愈來愈差、自信

心也愈來愈低落的惡性循環之中。當時已年薪百萬的中學

校長陳葒，毅然辭去中學校長一職，放棄百萬年薪，轉為

教育義工，並於 2011 年 4月創立「陳校長免費補習天

地」，組織社會上的有心人成為義師，免費為有需要的學

生進行一對一補習服務。這個義舉，改變了很多窮學生的

人生。自2014年起，每年都維持有百多名參與計劃的學生

順利考上大學，也有百多人順利升讀副學士或高級文憑課

程。「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創辦人陳葒表示，儘管並非

每個受惠學生都能考上大學，「但能有這樣的升學比例，

已經相當好；如果當初沒有義師為他們補習，那些表現差

的科目就『死硬』，更遑論讀大學」，因此「補天」對很

多學生而言，在學業以至人生發展而言，至少是扶了重要

的一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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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有限善心無限
才藝班盼育全人

「補天」目前已經配對了超過2萬對師生，每個月有
150宗至200宗新配對，但是陳葒指出，現時仍然有逾
3,000名小朋友在等候符合條件的義師，而這個數字也已
經持續了幾年，「因為學生的報名人數龐大且增幅持續
上升，即使現時已經招募逾21,000名老師也遠遠不足夠
應付需求；加上由於『補天』要求義師最少持續為學生
補習3個月，大部分義師都是在職人士，時間上可能與工
作衝突產生困難。」故他希望擴大義師的基數，「令合
適的機會大一點。」

教學短片填補一周補一次不足
陳葒相信社會上仍然有很多好有心、很想成為義師的
人士，「但是我們招募義師宣傳的觸及率未夠廣闊，有
些人士甚至可能連『補天』都未曾聽聞過，又或者不清
楚需要具備什麼資格，以為只會招募在職教師。」
他重申，「補天」的義師並不一定要求具體教師資
格，中學畢業也可以，因為義師可以自行決定教授什麼
科目、教到什麼程度、時間以及地點，「要成為義師其

實也不是很難。」
對於「補天」未來發展方向，陳葒表示，服務範疇都

是圍繞補習、才藝班及學前班，希望做得「更多、更
好」，包括最近與香港教育大學合作成立網上教育平
台，當中除了有不同程度的教學短片，亦設有人工智能
ChatGPT的對話功能，讓學生可以利用平台與義師溝通
和跟進進度，以及在每星期一次的一對一補習時間以
外，自行再去學習更多知識，以填補每星期只有一次補
習的不足，平台同時亦會增加才藝類以至生涯規劃的教
學短片。
「補天」的學生多來自觀塘、牛頭角及黃大仙等地
區，基層人口是全港最多，比在深水埗的還要多，因此
希望在當區也設立中心辦學前班和才藝班，避免孩子跨
區學習。不過，他坦言「這只能夠隨緣，真的好難，連
同租金、裝修、職員在內的開支，一年少說也要二三百
萬。」但是，看到這些年來基層兒童對學前班和才藝班
的需求，以及其間見到的成效，他堅定地認為，「是絕
對值得在其他地區開辦的。」

「補天」除了補習，也提供免費
的學前班服務，尤其是針對上幼稚
園 前 的 學 前 遊 戲 學 習 班 （play-
group）。陳葒解釋，市面上不同類
型學前班的收費非基層家庭所能夠
負擔，基層兒童基本上不可能參
與，這樣的後果不單是學少了一些
英語，更缺乏了入讀幼稚園前的一
個準備和適應過程，導致他們一進
幼稚園就哭、難以與其他小朋友相
處，無法融入新的環境。因此，由
15個月大至入讀幼稚園前的幼兒都
可以向「補天」報名，透過唱歌、
跳舞以及學習簡單英語慢慢適應幼
稚園上課模式，「就算幼兒起初只
是一味地哭也唔緊要，義師們有足
夠的時間和耐心讓他們適應。」
眼見其他小朋友在一歲多時，個
個都在上 playgroup，無力為子女負

擔的基層家長往往會感到愧疚，
「他們會認為由於自己的無能為力
而讓子女輸在起跑線上。」陳葒
說，很多幼稚園都預設了孩子入讀
之前已經接受過基本的訓練，例如
懂得如何與人互動及適應陌生環境
等，但是基層兒童卻不然，因此他
們很多在初讀幼稚園時有「爆喊」
和不肯入課室等打擾老師工作的情
況，「這樣既會傷害了小朋友和家
長，同時又會令老師留下不太好的
印象。」
有家有三名孩子的家長向陳葒表
示，長子將要就讀幼稚園時，當時
「補天」的中心尚未成立，故無法
參加學前班，及後到次子參加後，
「即時看到當中的分別，在讀幼稚
園前先經過一段適應期，真的很不
一樣。」

僧多粥少缺義師 學前班助幼童適應學前班助幼童適應
免初入學免初入學「「爆喊爆喊」」冀增宣傳招有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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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第一天當校長開始，眼見太多出身基層
且學習能力欠佳的學生，在學校備受忽

略，老師工作繁忙、學校面對收生的競爭及縮
班殺校的壓力等，根本無暇關顧弱勢學生。如
是者，這些學生跟不上學習進度，卻又無法負
擔外出補習的費用，隨着成績每況愈下，免不
了會被師長責備，漸漸地就失去學習的興趣，
甚至完全喪失自信，很多學生「苟延殘喘」捱
到公開試，結果是「滿江紅」，「於是直接整
個廢掉，又或在中途已經輟學，我對這種情況
特別覺得『頂唔順』，不應該是這樣的！」

「盡量幫得幾多得幾多」
從小立志要成為教師的陳葒表示，自己對
教育有「潔癖」：上述狀況一般人可能覺得
無甚特別，他卻感到十分「唔舒服、唔安
樂」。當時作為校長的他，有感自己和一群
好老師都想幫助這群學生，但在教育體制內
能做的又十分有限，「一來我們可以騰出來
的時間實在很少，二來就算可以幫忙，頂多
只是幫到自己學校內的一百幾十個學生，那
其他學校的基層學生怎麼辦呢？」
陳葒當時尋思，能否起動體制外的力量去
填補當中的不足？既然這群學生主要是缺乏
經濟支援，那麼很自然就是為他們提供免費
的義務補習，於是陳葒辭去中學校長的高薪
厚職，2011年4月創立「陳校長免費補習天
地」，全力安排義師為基層學童提供免費補
習服務和其他教育支援，「盡量幫得幾多得
幾多。」

義師人數增長遠超預期
義師的出現，讓弱勢學生感到「至少不會被
人拋離」，在遇到學業難題時「有人可
問」、可以克服挑戰並進步，同時保
持學習動力和信心，從而完
成中學課程。不知不

覺間，陳葒創立的「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已
經歷十多個寒暑，眼神堅定的他坦言，從來未
有感到心灰意冷，「情況從第一天開始已經是
谷底，不可能會更差，何況香港人真的好
好。」
他說，隨着有傳媒開始報道，社會上愈來
愈多人知悉「補天」，義師人數的增長以至
社會的支持都遠遠超乎他的預期，「從來都
沒有想過可以像現在這樣設立辦公室，甚至
聘請員工幫忙。」
有熱心人士擔任義師長達10年，也有20%
曾接受「補天」服務後升讀大學的孩子也加
入義師行列，回饋社會上其他有需要的基層
學生，「而且當我看見學生的成長和進步表
現，更加令我堅信這是應該要做、是做得對
的！」

近年香港的升學風氣不再只是看重學業成績，還會考慮孩子的才藝、運
動等表現，這本來可鼓勵年輕一代全人發展，但陳葒認為「這對弱勢、基
層家庭的學童而言，更加拉遠了他們平等學習機會的差距」。起初，「陳
校長免費補習天地」受資源所限，無法額外承擔場地及器材等開支為學童
提供才藝班課程，到2013年的春天，一群善心人士租下位於渡船角八文樓
一個百多呎的地舖，為「補天」提供場地作為免費才藝班和學前班的場
地，「那時候只得一間房，所以要『朝行晚拆』，學生未放學的時候就做
playgroup，學生放學後，就收拾好軟席等做才藝教育，教授結他、笛子、
繪畫等較為簡單輕便、不需太多器具的活動。」
做着做着，陳葒留意到基層兒童對才藝課程和學前教育的需求有增無
減，「當時只有一間房，每班只能收幾個學生，而且不少家長更要帶着幼
童山長水遠搭巴士過來。」有感這區區百多呎的空間所能幫助的學童實在
很有限，他於是着手撰寫計劃書向不同的大型基金會表達希望成立中心的
意願。
2015年，在兩個慈善基金的贊助下，他分別在大角咀及葵涌設立了兩間
中心，有系統及更有規模地為基層兒童提供服務，除了兩年前由於贊助基
金轉變的緣故，原本在葵涌的中心搬遷至祖堯邨之外，整體的服務模式基
本維持不變。

年惠逾千人 助育自信心
兩間中心9年來為超過1萬名幼童提供學前班及才藝班，每年逾千人受
惠。陳葒認為，才藝班其中一個重要之處在於，可以培養學生自信心，
「讓他們感受到自己和其他同齡孩子一樣，可以學會彈鋼琴、拉小提
琴。」有些學生因而展現了天賦，甚至發展成為特長，成為未來工作事業
的方向，「有一名學生在中心從零開始學習跆拳道，長大後更加入香港代
表隊；有學生在這裏開始學習小提琴，現時已經考獲八級資格並準備考取
演奏級，「這使得他們的人生完全不一樣，他們未必會成為大師，但是起
碼可以靠着中心教授的專長而『搵到食』。」
有家長告訴陳葒，其女兒報讀中一時的履歷表上，課外活動一欄約10項
活動全部都在「補天」學習的，「如果沒有『補天』的話，其女兒在『課
外活動』一欄將是一片空白。」孩子在中心不僅
學懂了技能，「就算和其他人比較，他
們也不會感到被人忽略，不會覺
得自己無用，這也是很大
的意義。」

▲陳葒出席
才藝班品學
開筆禮。

◆陳葒辭去中學校長的高薪厚職，2011年4月創立「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全力安排義師
為基層學童提供免費補習服務和其他教育支援。

▶ 陳葒與學
前班畢業學
童合影。

◆陳葒 香港文匯報記者鍾健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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