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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習重點 
中國中學提倡「責任教育」，是次考察可從本港學校持續發展的範疇，

即管理與組織、學與教、校園和學生支援等，去了解該校「責任教

育」的具體實踐及成效。 
 
二、 蒐集資料 
 

參考 
中國中學校網、鄭校長的學校介紹簡報(PPT)、高年級組負責人的研討

簡報(PPT)、教育局提供的有關上海教育和學校的資料。 
 
觀察 
是次跟崗活動共兩天，個別面談研討共三節，包括分別與校長、初中

語文教研組負責人、高一年級組負責人進行；考察地點包括初中、高

中校園參觀、高中圖書館運作、地下展覽區、員工午膳飯堂(老師陪同

交流)；觀課包括高一外語課、高一物理課、中預地理課；觀摩活動包

括初中年級藝術節展演活動、高中年級「班班有歌聲」活動。 
 
三、 一個發展重點 
 

討論 
 
管理 

好老師難求 
  徐匯區生活指數高，加上民辦學校的競爭，中國中學面對難以聘

請好老師、好老師完成培訓後也會離開的困境。地區人口上升或按年

劇變，也加重校方規劃初中的難度。校長忙於兩校區的工作，令人敬

佩。 
從一節校內外青年教師的分享會可見，學校領導勇於指正年青教

師的不足；相信只要讓老師們覺得在中國中學是有專業成長的，才會

留得住人才。校長及資深老師深信中國中學堅持愛國教育，持續發展

高中的特色、初中的優質教學，秉承以培養學生、提醒家長及指導老

師重視自己責任的「責任教育」辦學理念，中國中學定可不斷進步。

面對老師流失，中國中學以落實辦學理念、做好校本專業培訓來挽留

人才，方向正確，值得學習。 
 

老師好，學校才好 
  高中一年級組組長反映，管理不應只看「問題」，也不只是按上頭



的指示下達予同事便了事，要找自己的定位，要向學生及同級老師負

責；這也反映「責任教育」，讓老師清楚並反思自己的責任。她也指出

學校年青教師多，要透過培訓、上級感染下級，才會令他們明白人生

導師的角色，尤其是班主任。這反映中層管理須有反思能力，並明白

學校的理念，才可做好人事管理工作。另外，老師在工作執行上的參

差、學生投入情況等，便交老師層面去處理了。這點是中國中學管理

上「不找小事」要「找大事」的風格。 
 
學與教 

老師投入，學生才會投入 
  從初中的地理課(中預班)、高一的物理、英語課的觀察，及初中

語文教研組老師的分享，中國中學的老師都是投入課堂教學的，他們

相信「老師投入、學生才會投入」。物理課老師以開放式問題，引導學

生自己設題，老師在旁點撥，確定解題方向後，便交由學生自己解決

及計算，讓學生負上責任，也是發展他們學習自主性的好安排。英語

課設計理想，學生樂於以英語回答、作討論；唯在聽、講、讀、理解

生字及文法外，宜提供機會給學生寫作短句。從觀課所見，學生已習

慣肩負自己學習的責任，體現了「責任教育」的具體落實。 
 

做一個快樂的語文老師 
  教師熱心教學，學生才會學得好。高中語文教研組的組長分享了

語文科教吟誦的情況，包括先鋒營、武術加上誦詩、老師們拍攝吟誦

影片(老師團隊全部出動、一起肩負責任，表現得很投入)等活動，學

生也要以手機報告個人吟誦學習的互評、自評情況。這也體現了學校

重視中國文化，亦是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的一種好策略。此計劃安排

了上海師範大學的教授作指導(華東師範大學也有，包括一些 STEM、

環境課題等的合作)，促進教師的培訓，引證中國中學是一所優質的完

全中學。學校可利用高中圖書館電子閱讀的經驗，以電子平台進一步

發展語文吟誦的教學。最後，負責學校語文發展的老師說：「我就是想

要大家做一個快樂的語文老師！」 
  高中一年級組組長、鄭校長也提到完全中學的困難就是高中一的

學生來自不同初級中學，品性及習慣很不同；初中則因就近入學，學

習情況差異很大。課程設計上，有體育專項訓練、各種中國傳統特色

的拓展課(游泳、足球；盤扣、五子棋等)，讓學生發展潛能、投入學

習(非正規課程)、建立歸屬感，期望學生在正規升學以外，有多元化

的發展。這種在考試主導的現況下，堅持、肩負全人發展的理念和責

任，值得敬佩。 
 



學生支援 
  學校有一門心理課，致力幫助學生了解和面對自己成長上的挑

戰。透過校本課程，讓學生學習在巨大的考試壓力下，如何負責任地

處理自己的情緒、人際、適應學習、升學就業等問題；部門主管也會

指導班主任兩性教育、如何與家長溝通等，幫助學生健康成長。全賴

老師的承擔和投入，學生才可改善不交流、公共精神欠佳、欠缺自己

想法的普遍情況。誠然，中國中學有良好的師生關係，老師的付出超

越責任、關愛學生，令學生投入學校生活和群體學習，減輕了高考的

壓力; 從高中一「班班有歌聲」活動及初中二年級藝術節展演活動可

見，中國中學的師生關係融洽，是一所教師愛學生的中學。 
 

*** 
  上海與香港的中學教育情況不同，但也面對相似的挑戰。到訪的中國

中學注重課堂教學效能，也開拓正規課程外的學習經歷，反映了上海市的

優質教育實踐。 
  本港學生面對文憑試的壓力也不少，長時間使用手機也明顯影響他們

的社交、溝通等精神面貌。學校宜致力提供空間予老師，並在其他學習經

歷的課時內，刻意經營更多為學生減壓和提升學生精神面貌的措施或活

動。 
  教育的核心是「人」，建立師生關係、關愛學生、為師生減壓、關心老

師的成長、留住人才，都是學校領導應該關注的。 
  從考察所見，中國中學的鄭校長為人低調，不多言，但其實非常著重

學校傳統和理念的承傳，以抗衡外間環境多變的挑戰。她找緊「人才」才

是學校不斷發展的要素，從她安排的資深老師訪談、筆者觀察的課堂、飯

堂內老師間的互動、師生課外活動等可見，學校「責任教育」的理念已內

化在校園的每一角落。相信鄭校長一直善用各層面老師會議，不斷提醒前

線人員多想學生的情況，為學生打算，讓筆者確切感受到中國中學是一所

愛學生的中學，這與鄭校長一直服務該校多年亦有高級教師的資格有關。

熱心教學，才可領導出一所熱愛師生的學校。 
本港學校一向以學校關注事項及三年發展週期來規劃學校的中長遠發

展，輔以各層面恆常的自評工作，回饋各項目的策劃和落實。是次考察，

讓筆者確信，在紛繁的行政工作下(與鄭校長會面不多，反映她是非常忙

碌)，作為學校領導要捉緊投入教育界的初心及學校傳統理念，勿讓種種新

猷的推行偏離有教無類、因材施教的辦學思想，要讓年青人在成長階段感

受「愛」；校長也有責任透過一言一行感染學校上下，讓大家擁有共同的氣

色，此之為校風。中國中學做了一個很好的示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