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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楚君女士、巫美莊老師、陳偉珠主席、溫霈國先生、溫婉娥老師及 
葉潔芬女士於十週年聚餐中暢談過往家長教師會的工作點滴。 

 
 
 

1 

工作匯報 
 
20/11/04 
至 
18/12/04 

家長普通話班 
 
由姜園女士執教共五堂的「普通話進修班」已完結 , 共25位
家長參加 , 出席率極高 , 並得到家長一致好評。 

20/11/04 校服轉贈計劃 
 
此活動與輔導組合辦。當日回校領取校服人數有十多個家庭 , 
校服中以羊毛冷衫和校裙數量較少 , 未能完全滿足有需要的
同學。 

3/12/04 初中家長教師研討會 
 
今年出席研討會的家長比往年多 , 以中二情況更明顯 , 整晚
共有84個家庭出席 , 可見家長對子女的關心。家長提出了很
多問題，校方亦一一作出解答。 

16,17/12 
/04 

陸運會啦啦隊評判 
 
今年陸運會啦啦隊評判跟往年一樣 , 由家長執委和工作小組
成員擔任 , 第一天有8位家長出席 , 而第二天(兩段時間 ) 共
17位家長 , 黃詩麗校長和 Mr. Laing 亦是評判之一 。 

17/12/04 十週年聚餐暨聖誕聯歡 
 
當晚是一個盛大日子 , 參加人數多達200人。當晚共有13位
舊執委和溫校長出席 , 本會頒贈水晶給歷屆的老師執委及家
長執委 , 以作留念。 

14/1/05 捐血日 
 
是次活動由公益少年團主辦，邀請紅十字會人員到本校禮堂
設置捐血站。當日共有多位家長出席 ,  另外有100 位學生參
加 , 非常踴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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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 
 
日期 項 目 
2月5日 家長日講座、《連繫快訊》第二期出版 
2月26日 至 
3月19日 

親子興趣班 – 楊式太極功夫扇 

3月1日 至 
4月12日 

家長小組 - 「攜手邁向初中路」 

3月5日 至 
4月16日 

普通話基礎課程初級班、深造班 

3月18日 中三選科講座 
4月24日 親子旅行─東坪洲、塔門一日遊 
5月 家長講座/工作坊 

7月 
1. 中五放榜準備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主辦) 
2. 售賣舊書活動 (課外活動組主辦、家教會協辦) 
3. 校服轉贈 (與輔導組合辦) 

8月 中一迎新日 (輔導組主辦) 

9月 
1. 招募新一屆工作人員 
2. 出 版《連繫》第十五期 

10月 第九屆會員大會暨執行委員會選舉 
不定期 出版《連繫快訊》 

 

更正啟事 
本年度《連繫快訊》第一期  

家長教師會 2004/2005年度財政預算有以下更正： 
上屆結存 $30,270.40 
本屆會費 $32520 
收入總計 $62790.40 
結餘 $2009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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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湯麗冰女士 

(一) 聖誕聯歡會 

聖誕聯歡會在剛過去的 12月 17日舉行，但今年聯歡會活動比較特
別，因為除了讓家長、學上及老師聚首一堂外，亦是本校家長教師會成

立十周年的盛會。所以今年邀請了過往十年的執委和前任校長溫霈國先

生參加盛會。 
為增添氣氛，家長教師會主席陳偉珠女士特別送出火雞一隻，黃詩

麗校長亦送出火雞和羊腿各一隻，在此再一次感謝陳主席及黃校長。 

當晚節目由晚上 7時 30分開始，首先由司儀介紹當晚節目，然後
播放由本會總務劉星帆先生製作的電子簡報─「全年活動花絮」及「流

金歲月」 (內容可讓大家重溫本會十年來的活動) 。接? 本會主席陳偉
珠女士邀請了已卸任的前主席梁楚君女士、葉潔芬女士，溫婉娥老師、

巫美莊老師及前校長溫霈國先生一起上台訴心聲，暢談過往在家長教師

會的工作點滴、趣事及感受⋯⋯將晚會活動推到高潮。此外，還有本校

同學演奏小提琴及表演歌唱，王潤強老師亦設計了多項遊戲與家長及學

生參加，大家玩得十分高興。 

聯歡晚會當然少不了抽獎啦！今年大大小小禮品有 100份之多，除
了本會準備的禮物外，在此亦要多謝出席當晚活動的嘉賓送出抽獎禮

品；另外每位到場嘉賓都有一份小禮品作紀念。 

當晚活動在大約在 10時結束，每位家長及同學都帶愉快心情離開。 
最後感謝當晚服務的老師、舞台工作組、表演同學和家教會執委及工作

小組。得到大家的幫忙，晚會才可順利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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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任校長溫霈國先生、陳偉珠主席及黃詩麗校長主持切火雞儀式。 

 

 
在聖誕聯歡會中，朱杏玲老師及余老師非常投入地玩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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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陸運會啦啦隊評判 

在 12 月 16 及 17 日是本校的陸運會。當日天朗氣朗，同學們都全
力以赴，務求各個比賽項目做到最好，為個人爭取獎項，亦為社出一分

力﹗除了運動員表現超卓外，各社的啦啦隊亦表現得相當投入；家長教

師會亦如往年般設立了多個獎項以鼓勵他們的落力打氣。評判由家長執

委、工作小組成員、黃詩麗校長和 Mr. Laing 擔任，共有二十多位，陣
容龐大。 
結果由「勤社」奪得全場總冠軍。在此恭賀所有得獎的同學，希望

同學們繼續努力﹗ 

 

 
出席甲寅陸運會，擔任啦啦隊評判的家長在頒獎台留影。 

 
 

6 



中史科推薦文稿  
「我帶家長參觀博物館」                 中二戊孫俊洪同學家長 
 

 我對香港文化博物館"人物情"展覽的感受 
 

香港文化博物館有多個展覽廳，每一個展覽廳均有一個主題，而其

中一個名為"人物情"的展覽廳均有一個主題，而其中一個名為"人物情"

的展覽則比較特別，引起了我的興趣。該展覽廳展示了香港公共房屋的

發展，自從 1953年石硤尾寮屋區發生大火災後，政府便著手興建了較

穩固和安全的公共房屋，所以公屋的歷史至今已有五十年了。公屋起初

只是一些徙置大廈，漸漸發展成廉租屋，後來才陸續出現大型屋? 。 

我和孩子在模仿廉租屋單位的房間駐足，我彷彿走進了時光隧道，

回那個既簡樸又快樂的童年。記得那時單位與單位之間的距離不大，間

接造就了鄰舍之間的和睦，這些一一都只能舊照片中回味。 

孩子好奇問道，為甚麼單位沒有安裝空調的地方，我立時失笑，孩

子不明白我們當時怎樣抵受炎熱，他更沒法理解我們一大群人到屋外乘

涼談天時的歡樂情境。 

公共房屋的發展，見證了時光的飛逝，時代的變遷，社會的進步，

人們生活水平的提升，當然包括人們對生活素質的要求。將來的公共房

屋發展，相信一定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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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發展方向                                                              黃詩麗校長 

「家校合作」是推動優質教育的一個重要條件。學校與家長須有真

誠的溝通，才能了解學生學習的需要及面對的困難。學校會因應學生的

情況，訂定關注項目，制定學校發展計劃，為學生提供一個優良的學習

環境，達到全人發展的目標。我希望透過《連繫快訊》，向家長解釋學

校發展方向及制定政策的理念，呼籲家長作出配合，向學生發出正確的

訊息，共同努力，把學校發展成為一個「學習型機構」，營造一個「學

會學習」的氣氛，以便學生畢業後亦繼續持有「終身學習」的態度，面

對社會的挑戰。 
學校未來的關注項目包括三方面：（一）提升學術水平，推動閱讀

風氣；（二）培養學生自律及關懷精神；（三）推動學校自我評估文化。 

在提升學術水平方面，學校希望能加強學生使用英語的語言環

境，製造更多機會，加強學生運用英語的信心，以便能順暢地運用英語

作為各科的學習語言。學校計劃多使用英文的書函及多設英語日，鼓勵

學生多讀、多寫、多聽及多講。我們希望家長能支持學校的措施，亦盡

量在家中為子女營造運用英語的環境。在推動閱讀風氣方面，學校開始

推出每星期一天的「早讀課」，鼓勵學生養成閱讀習慣。如有需要，學

校會增加「早讀課」的頻率，希望家長們在這方面能提出意見。 

 
 

甲寅學生在進行「早讀

課」時，都集中精神閱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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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培養學生自律及關懷精神方面，學校強調學生須培養出作為一

個良好公民應有的責任感，亦希望學生作出榜樣，提升香港市民的素

質。我們相信一個良好的自我管理能力及互相關懷的態度，能協助學生

將來順利融入社會。學校透過訓導組、學生輔導組、德育組及課外活動

組推行學校所定的方針。學校希望學生能從關懷自己開始，養成良好的

自我管理習慣；再學會關懷周邊的家人及朋友，能夠守望相助；進一步

關懷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學習服務社群。冀望家長能為子女樹立榜樣，

在關懷子女時，要訓練子女自我管理的能力，以免養成過份依賴的習

慣；亦應要求子女協助家務，負上對家庭的責任；此外，請鼓勵及支持

子女多參與社會服務。 
在教育改革下，社會要求學校不斷改進，加強教學效能。故學校

須設有一套自我評估的機制：透過訂立目標，作出如何達到目標的計

劃，落實計劃的執行，對執行的成果作出評估，根據評估結果進行改善，

再定目標，進入一個新的發展循環，不斷向前邁進。在進行評估的過程

中，學校除了由教職員作出自我反思、檢討及互相交流意見外，亦會向

家長及學生徵詢意見。此外，教育統籌局亦會定期到學校進行「校外評

估」，直接或透過問卷收取教職員、家長及學生的意見，以確保學校能

提供優質的教育。學校相信學校每一個持份者，包括校長、教師、職工、

學生及家長，都應具備自我評估的能力，學校才可以不斷有進步。但在

進行評估的過程中，我們應抱著互相學習及共同承擔的態度，而非互相

指責，才能真正做到改進的效果。學校計劃協助學生制訂學習概覽，以

便學生翻閱自己的學習表現，作出反思，計劃改進。希望家長能定期與

子女檢討學習進度，多參閱學生手冊、學生功課及習作，協助學生找出

問題所在之處，作出改進。 

各家長如對學校的政策有任何意見或查詢，歡迎透過家長教師會

或直接與學校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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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家長教師研討會 Q&A 

在初中家長教師研討會中,部分家長提出了一些問題，校方亦一一作出 
解答。下列節錄部分問題及校方解答： 

 
問 1  a. 請問登入 eClass，是否有家長專用的 password，而不是用學生的 

password？若果有家長的 password，但學生沒有交給家長，可否 
向學校申請補發？ 

b. 貴校中一有「一人一體藝」，但中二已經沒有強制參加了，學校 
 似乎沒有太多團體可以參加(例如：聖約翰救傷隊，童軍等等)， 

不知可否加強鼓勵學生多參與這些團隊，以訓練他們的紀律及領 
導才能？ 

答 1. a. 本校為家長開設了一個 eClass 家長專用戶口，詳情如下： 
  用戶名稱 ： parent   密碼  ： kydparent 
 b.「一人一體藝」的設立，是希望引起同學對體藝的興趣，培養生 

活情趣。當同學對該項目發生興趣後，會自行發展。由於資源所 
限，計劃只能在中一舉辦。學校會積極考慮推動學生參加制服團 
隊，亦希望家長配合，作出鼓勵。 

問 2. a.  為何學生的書包仍然是那麼重呢？ 
 b.  F.1 升 F.2是根據甚麼去編班呢？有冇分精英班？ 
答 2 a. 書包的重量，受著多個因素的影響。家長可提醒及鼓勵同學 
 成每天將書包收拾妥當的良好習慣，學校亦會透過時間表的 
 安排、選擇課本、教導學生等不同機制，減輕書包重量。 

 b. 由於中二同學可以選擇修讀家政或設計與科技科，故在編班時 
 須考慮同學的選擇。此外，亦須注意各班的男女生比例。編班 

 時，並沒有精英班制度，而各班的學業成績也盡量保持平均。 
學校會因應新情況的出現而不時檢討編班準則，作出修定，讓同

學得到最好的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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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中家長

教師研討會

中，黃詩麗校

長與家長言

談甚歡。 

 
 
 
 
 

問 3. 學生因為有五次欠交功課之記錄，已記了一個缺點，也曾收到訓 
導主任電話，提及可以有註銷方法，幫學生取消缺點記錄，請問 

a. 方法如何？ 
b. 如想約見老師或註校社工，手續如何？ 
 

答 3.a. 應由學生主動向校方提出意願，家長可著同學向班主任或訓導老
師查詢有關詳情。 

b. 可直接致電回校，校務處會作出有關安排。 

 
問 4.  留校午膳，可用膳的地方太少，是否考慮開放課室讓同學午膳用？ 

 
答 4.  在一般情況下，學校午膳的地方也能滿足同學的要求，暫時不會 
          開放課室。如在特殊天氣情況下，校方會作出特別的安排，讓同 
          學有足夠的地方進食。 

 
【尚有其他問題及解答，已刊登在家長教師會網頁的「常見問題」內，

家長可自行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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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南亞海嘯事件反思生命教育             社工黎玉潔姑娘 

 

最近南亞地區海嘯壤成十多萬人死亡，傷痛之餘，欣見香港人守望

相助的精神、紛紛慷慨地伸出援手，捐出金錢支持賑災活動。 

 

各位家長在支持賑災活動之餘，不知有沒有善用是次機會，向  貴

子女進行生命教育。在這次災難中，從報導中見到不少生還者慨嘆他們

經一劫後，更懂得珍惜生命的可貴；更能體會到家人的愛；更懂得珍惜

現在所擁有的一切。 

 

當然我們絕不希望要經歷災劫，才能大徹大悟，然而眼見不少年青

人茫無人生目標，扭曲生命意義，如「人生苦短」、「及時行樂」，花大

量金錢購買名牌。在他們的眼中，吃喝玩樂才是最「潮」的行徑，生活

被打機、上網充塞，何來時間反思生命？故此，希望透過學校、家長與

年青人進行生命教育，教育他們何謂生命，生命的意義。 

 

在討論生命教育之前，先解釋何謂生命教育，孫效智（台大哲學系

副教授）（2005a）認為生命教育是父母教導孩子「體悟人生的意義，追

求人生的理想，從而面對人生的各種挑戰。」他補充指出生命教育是一

種「深化人生觀、內化價值觀、整合行動的一種有關人之所以為人的意

義、理想與實踐的教育」（孫, 2005b） 

 

有些家長認為生命教育應由學校做起！本人認為在家進行生命教 

育來得更自得然、更順利，張文光在 2002年立法會辯論中提及生命教 

 

12 



育不應單在學校舉行，而更應當在家庭進行，他認為「課程不是生活、

生活重於課程，家庭是生活的第一線」（張, 2004）。張更認為「快樂的

家庭生活、就是最好的生命教育」。（張, 2004） 

 

如何在家庭推行生命教育，本人最近與姨甥女（年約 4歲）閒談；

問她有沒有捐錢給災民，姨甥女答有，本人繼續問她知不知道為什麼而

捐，姨甥女竟扼要說出原因（原來老師對她說了）此舉令她母親也感詫

異，本人利用是次機會除了讚賞姨甥女的行為之餘，亦教育她體驗災民

的苦痛，不要偏食（很多災民正在飢餓中），與她合力寫咭慰問災民。 

 

中學生思維已有一定程度成熟，本人建議家長可以利用電視片段與

子女討論，例如可以問「你可以想像死裏逃生、財物盡失的心情嗎？」

「有人趁機逃獄、有人乘亂搶劫、有人坐地起價，對於這些人，你有什

麼看法？」「假設原定在天災後到相關地區旅遊，你還會如期出發嗎？」

「以自己的能力，可以怎樣幫助有需要的人？」（明報教育網

L.I.F.E.,2004）有信仰的家長可與子女一起為災民禱告，本人相信透過

思、言、行讓我們的年青人學習去珍惜生命（正因我們的生命跪弱）珍

惜自己所擁有的一切，關心家人及身邊朋友、師長，（不應只顧個人利

益，而不管他人死活）積極去面對逆境。 

 

 本人深信，生命教育是一點一滴的累積，透過教育，我們愛心與善

意就不會是一陣煙火，瞬間即逝。就讓家庭、學校與社會三方面攜手努

力，抗衡自殺的風氣，讓我們的年青人能在一個充滿愛心、關懷和互相

支援的環境下健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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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園地 

好書介紹 ‥‥ 《卡爾威特的教育》                       陳堅? 先生 

一個男孩出生時四肢抽搐，呼吸急速，明顯地先天不足；嬰兒時

期反應相當遲鈍，顯得極為痴呆。他的父親曾為此哀嘆：『這是遭的甚

麼罪孽呀！上帝怎麼給了我這樣一個傻孩子呢？』不過，他的父親並沒

有放棄，反而立下決心，制定出周密而嚴格的教育方案，要將這男孩培

養成非凡的人。 
這孩子名叫卡爾威特，他的父親老卡爾威特，活在十九世紀的德

國，只是一小小的村莊裏的牧師。老卡爾威特認為人的天賦固然各有差

別，但後天的教育才是影響孩子的重要因素，而卡爾威特經過父親獨特

的照顧和教育，九歲時就能自由運用德語、法語、意大利語、拉丁語、

英語和希臘語共六種語言，同齡進入大學，十四歲獲授哲學博士學位，

十六歲獲法學博士學位，並獲任命為柏林大學的法學教授，一生都在德

國著名的大學裡授課。卡爾威特的成功事蹟印證了其父親的教育理論，

這本書就紀錄了老卡爾威特教育兒子的理論和經過。 
可能我們並未想像過要孩子能通曉六國語言，恐怕也沒想像過孩

子九歲進大學。但書中確有不少資料值得借鏡：在嬰兒時已經開始教育

和訓練、培養孩子的想像力和多方面的興趣、用遊戲方式進行教育、時

刻注意誇讚孩子的長處‥‥這些在今天看來是老生常談，但假如你同意

老卡爾威特詳細寫出來的理念和實踐的方法，大可以照辦煮碗，例如：

『在引導兒子讀書上‥‥我在講故事的時候，總是繪聲繪色，運用誇張

的表情‥‥甚至有時候站起來模仿故事人物的身形以不斷推動情節發

展。兒子聽得如痴如醉‥‥但我總是講到最有趣的地方就打住，並告訴

兒子這個故事出現在哪本書中，鼓勵他在閱讀中尋找樂趣。』；『我反對

那種在別人面前眨低孩子的做法，每當他做錯什麼事，受到懲罰時我更

不會當著眾人的面嘲笑和奚落他。我時刻都讓兒子感到【爸爸是真心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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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地關心我。】』；『為人父母，應該培養孩子敢於犯錯誤、敢於失敗的

行為。孩子和成人一樣有能力去犯錯誤，也同樣有能力去糾正和改正錯 
誤，敢於犯錯誤和改正錯誤是同樣珍貴的。』。 

 
然而，書中也有可爭議之處，例如老卡爾威特認為孩子並不需要

童年的玩伴：『讓孩子們一起玩，即使對方是好孩子也有弊害‥‥如果

是壞孩子，弊害就更大了。』；又認為孩子在玩具中學不到什麼知識：『如

果父母只讓孩子玩玩具就放棄不管，他們往往會無精打采‥‥以致破壞

玩具和哭鬧。』。大家不妨仔細參詳，是否同意他的觀點？ 
整本書都貫徹了一個重要的訊息，就是父親對兒子的愛。老卡爾

威特強調他並不是要令兒子成為神童，或是培養兒子成為所謂學者。而

是希望兒子成為一個對世界有所貢獻的人、是一個完美的人。他認為：

『完美的人，應該是心胸廣闊、富於獻身精神、充滿仁愛之心的人。完

美的人，應該看到矛盾和缺陷，並立志去解決它。』。老卡爾威特在照

顧兒子的每一方面都細緻用心、都考慮周詳、有一套完整的教育理念，

盡力讓兒子成為一個完美的人。期望每一位家長或從事教育的，都能有

同樣的心懷。那麼，就有更多人能夠為這世界作出貢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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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繫】徵稿啟事 

家教會第十五期的會報【連繫】將於今年九月出版。在這屬於各家長及

老師的園地裏，大家可交流經驗，加強溝通，傾訴心聲。為了使【連繫】

更形充實，希望各家長及老師踴躍投稿，對會報作出全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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