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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8 年 4 月 7 日 

報章：南華早報（版位：C3） 

教育變革的勝利 

 

陳保琼博士倡議由學生主導自己的教學方向，此舉曾引起不同的評論，但是耀中國

際學校的成功無疑是擲地有聲的回應。 

 

開放式課堂和寓教於樂在香港不可能成功，因為傳統的教育體系為機械式學習。 

 

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當陳保琼博士接手自己母親一手創辦的耀中學校並著手開辦幼兒

園的時候，也受到如此理念的灌輸。 

 

時任耀中國際學校行政總裁兼校監的陳保琼博士將耀中幼兒園發展成為全港頂尖幼兒

園之一，對質疑者作出了有力的反擊。她認為成功很大程度上歸功於她意識到學生在學

習的過程中需要的是老師的支援，而不是指導。 

 

2014 年，耀中開辦培訓幼教老師的兩年制高級文憑課程。陳校監說，耀中社區書院是

全香港首個自籌資金組建、僅提供早教幼師培訓的機構。 

 

耀中幼教學院正在等待政府審批頒授學士學位的許可，獲得批准後將於下個學年正

式開學。陳校監深信：“教師培訓能真正地對我們的社區產生深遠影響。” 

 

在教育行業工作了 40年，您的動力來自哪裡？ 

 

聽起來可能有點老套，但是我的動力真的來自我們的學生和校友。看著他們成長進步，

從嬰兒時期長大成人是非常珍貴和有成就感的經歷。當然，我的動力還來自孜孜不倦的

同事，很多人和我並肩作戰了幾十年。我們擁有著同樣的信念和使命感，他們可說是把

自己的一生貢獻給了學校。 

 

如此深厚的情誼和無私的奉獻令我無以回報。我的先生及家人毫無保留的支持也非常難

能可貴，儘管目前他們還不完全理解我最近的“瘋狂”想法。 

 

回想 70 年代以來在香港教育界的開創性工作，最美好記憶和最糟糕的經歷分別是什

麼？ 

 

最美好的回憶應該是 1989 年在香港舉辦世界上第一個國際早教會議“21世紀的幼年時

代”，這個會議由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贊助。作為一個里程碑式的活動，我們成功地邀請

了來自中國大陸、台灣、香港以及世界各地的早教領域的專家出席。 

 

我擅於埋沒不如意的記憶，但是這始終可能對我母親來說是一個糟糕的記憶。我從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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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繼承學校及開辦僅收了兩名學生的幼兒園不久，就遇上開支龐大的問題，而作為私立

學校，我們沒有政府補貼。任職教育局官員的鄰居建議我母親關閉幼兒園，告誡我這種

以遊戲為基礎、沒有作業的教學方式在香港肯定行不通。平心而論，當時的確有很多反

對者，包括我的一些親戚，但我還是義無反顧地堅持下去。 

 

 

你對機械式學習和“虎爸虎媽”怎麼看？你覺得部份家長應該接受如何施教的教育嗎？ 

 

機械式學習有一定意義，但是過度使用或者錯誤使用也會帶來傷害。背誦乘法表或者偉

大文學作品的選段也可以是有益又有趣的。同樣地，我覺得家長對孩子抱有高期待和劃

定清晰的界限都是非常重要，孩子其實也樂於接受。但是家長應該先和孩子之間建立穩

定、安全的關係，這樣一來，不管你說什麼做什麼，哪怕是在教訓孩子，孩子也會明白

這是愛他的方式。 

 

關於家長教育的問題，我絕對支持這樣的做法。家長在孩子成長的不同階段都渴望能夠

獲得專業的建議。每個孩子都是獨一無二的，你教育第一個孩子的方法也會有異于第二

個孩子。更何況我們常說“眾可育人，亦可毀人”。在我們的幼兒園､工作坊既面向父母，

也同時面向祖父母及家政服務人員。 

 

什麼原因促使您想要建立一個專業的幼教學院呢？ 

 

很多角度上來看，建立耀中幼教學院是一個水到渠成的事情。我們向六個月以上幼兒提

供的早期教育已久負盛名。我們也可以繼續擴展對社會所做的貢獻，教師培訓能真正地

對我們的社區產生深遠影響。 

 

因為一直希望把專業教育提升到學位水準，很自然地我們就想嘗試建立一個四年制早教

的學士課程。但是課程本身並不僅僅是教師培訓，還需要融合各學科領域，學習 0-8 歲

兒童全面發展所需的知識，包括健康、營養學在內，最終能滿足家庭及社區的不同需求。

所以我們決定建立一個針對幼教的專業高等學府，幫助我們更全面地處理這個複雜的學

科領域。 

 

你眼中耀中早教的模式是什麼樣的？ 

 

耀中教育模式的核心是牢固的成年人與孩子的關係，建立一個溫暖、安全的環境最能夠

幫助孩子學習和發展。 

 

這背後的原則包括高度重視孩子及他們的想法，我們認為孩子本身就是有能力、自主的。

他們需要老師的支援，而不是指導。我們的雙教師制度，一位中方老師配一位外籍老師，

為課程和教學法融入了全新的雙語模式。孩子也就擁有了自主選擇學習體驗、選擇語言

的能力。 

 

適逢耀中 85 周年，您對機構未來十年有什麼樣的展望，對於新的幼教學院有什麼期許？ 

 

建立耀中幼教學院和頒授首個學士學位不僅意味著機構的圓滿發展，還為未來的發展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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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了新的篇章。 

 

我們不僅完善了涵蓋嬰兒到學士的整個教育體系，現在還有機會廣泛地把我們的教學理

念和教學法通過教師培訓和專業培圳、學術和教學研究、家庭-社區教育及外展傳播給

更多人，特別是那些家庭條件不好的孩子和家庭。 

 

我們衷心希望能將高質素的早期教育分享給更多的人，為社會帶來持久而有效的正面影

響，並且把耀中幼教學院發展成為香港、中國大陸、乃至全亞洲公認的卓越教育中心，

培養充滿熱忱及擁有創新思維的早期教育專才，他們能夠支援及改進教育界。 

 

作為太平洋區幼兒教育研究學會主席，您覺得香港可以從周邊地區借鑒什麼？ 

 

近幾年，我受到韓國影響很大，我覺得香港教育局亦是如此。韓國早期教育促進中心是

政府通過研究、教師培訓和能力建設、課程研發、社區擴展等方式全面提升早期教育質

素的成功案例。 

 

事實上，建立這樣的公眾資源中心是早期教育法中的規定，意義深遠。新加坡也建立了

一個早期教育發展國家研究所，目的是通過職前教育、持續專業教育提高教育從業人員

的質素。 

 

亞洲各個地區都做出了不少卓有成效的成果。作為香港的非盈利機構，我們希望和政府

攜手，共同推進這方面的努力和嘗試。 

 

如果可以從香港教育體系中添加或者移除一項內容，您將如何選擇？ 

 

與其增加或者移除某一項，我會建議重新系統性地思考和審視我們的教育理念和教育

法。 

 

如果我們真的認為跨領域、自我導向的學習方式很重要，就需要建立綜合的、以社區為

根基的教學方法，或者幫助學生學習及探索，這樣他們才能獲得終生受益的技巧，知道

如何學習､摒棄､以及重新學習。 

 

這樣的目標必須系統性統一，從教師培訓做起。這是教學方式的徹底改革，而不是簡單

的細節改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