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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可以成為夜空中最亮的星！」初

見五邑鄒振猷學校鄭麗娟校長，她遞上一張色

彩繽紛的卡片，上面寫着她的教育理念。

卡片採用「校長名片設計比賽」獲獎的學

生繪畫，加上「Tammy校長」字眼，簡單親
切。在學校，所有師生都稱她為Tammy校長，而且與一般校長室不
同，不見文件架，書櫃掛上多幅畫作及小型雕塑，空氣中瀰漫着清新

香氣，寧靜舒適。

「我一向重視生命教育！」Tammy校長擁有豐富教學和課程設
計經驗，親身嘗試、驗證及落實不同課程項目，取得多個教育獎項。

儘管碩果纍纍，她坦言教學生涯跌宕起伏，讓她有不少經驗可以跟

學生分享。 撰文：林艷虹  sylvialam@hkej.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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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邑鄒振猷學校

讓學生成為夜空中最亮的星

五邑鄒振猷學校
學校類型：資助 教師人數：45人
創校年份：1984年 班數：24班
校長：鄭麗娟女士 地區：屯門區

學生性別：男女

今年4月，體驗
課程的主題是「人
生障礙賽」，校內
架設繩網陣，讓同
學可嘗試游繩。
 （受訪者圖片）

五邑鄒振猷學校
鄭麗娟校長擁有豐
富教學和課程設計
經驗；她時常以自
己教學生涯的跌宕
起伏，勉勵學生。 
 （吳楚勤攝）

主題式課程中一個
露宿者體驗活動，希望
小朋友多關懷弱勢社
群，關心世界。 
 （受訪者圖片）

外地考察
教育必須跟上時代與社會

的變化，才能裝備孩子面對未來

的能力。鄭麗娟校長不斷與時並

進，兩年前報讀香港教育大學「體

驗式學習活動領導文學碩士」，學

習課程及活動設計、課室及活動

空間改造、策劃境外交流等。

鄭校長受課程其中一科「創

造啟發性經驗：環境、空間與設

計」獲得靈感，掌握空間運用，將

本來放雜物的後樓梯底，打造成

兒童玩樂的「秘密基地」，內有音

樂、圖書和玩具，鼓勵學生於小息

及午息時間，多走出課室或樓層。

她亦把空置的工友宿舍，與

幾位熱心家長一起改造為具家居

閒適感的One Half Café，為老師
提供放鬆休息的環境，同時作家

長活動之用。

另一個例子是「中華文化長

廊」，因學校空間細小，便將牆

壁改為國民教育學習空間，包括

故宮、長城、江南水鄉及五邑壁

畫，增加文化氛圍，同時展示古訓

名言及國情資訊。

校內特設「天一步道」，以

天人合一概念，設計出多元化設

施，如天台農莊「綠桃源」、融入

科技的低碳動物園「森動閣」、種

植不同中草藥的「本草徑」、學校

前閘孕育蝴蝶的園地「鄒猷蝶國」

及雨天操場「夢蝶廊」，同時推動

生命教育。「值得一提的是，天台

水耕場已建成及運作，並加入水

耕課程。」

今年 4月，鄭校長參加碩士
班台北交流團，與同學分組就台

北景點，以文化、環保或故事等角

度，設計教案及實踐，互相反饋。

「譬如到淡水老街看保育活化、走

上象山做心靈覺察、到溪流執垃

圾，向當地志工了解環保回收等。

另外，還到訪鶯歌國小（新北市鶯

歌國民小學），了解該校如何以大

自然及傳統台灣文化作體驗式學

習教育。」

以上經歷，增加鄭校長對體

驗式學習的思考角度和深度。「以

往作為前線老師，構思活動時可

能着重形式和實行；然而，體驗

式學習不只追求感官和感受上的

開心，而是怎樣在過程中產生學

習，提醒我要有系統地領導和規

劃學習活動。」她透露，今年6月
帶領五邑鄒振猷學校的學生到大

阪考察，學以致用。

「過去學生多次出國交流，均

實踐體驗性學習。例如小朋友去

首爾分組完成任務，要自行找

交通工具、買車票，與當地人交

流，即使走錯路，老師只會從旁觀

察，讓小朋友學懂解難，與人溝通

合作。而且，每個學生都進行成果

分享，總結所見所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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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農莊「綠桃源」讓學生種植水耕
植物及蔬菜。 （受訪者圖片）

五年級同學到訪黃大仙鳳德公園，遊歷了花果山、五指山、水簾洞等不同景
區，整理資料後進行中文科實景寫作。 （受訪者圖片）

鄭校長（箭嘴）曾參加香港教育大學「體驗式學
習活動領導文學碩士」台灣團。 （受訪者圖片）

鄭校長作風親民，與成長背景有

關。「我在元朗鄉村長大，經常四圍

跑，喜歡爬上樹看書。」在大自然懷抱

中成長，孕育出她的靈敏感官、創意頭

腦及好動個性。

「媽媽想我教書，認為斯斯文文，

收入穩定。」她怕沉悶，愛挑戰，中學

畢業後在社區中心當福利工作員，負

責兒童及青少年活動。有天她陪中學

同學報考香港教育學院，無心插柳，竟

然面試成功，就此開展了教育之路。

「初出茅廬當教師，遇上年輕開明

的校長，讓我帶學生出外考察，又叫我

嘗試寫校本課程，獲獎並得到認同，發

現原來教書可以發揮創意。」其後鄭校

長擔任小學四年級精英班的班主任，改

變她對教育的看法。

「當時有電視台製作一個探討精英

班制度的節目，校長安排我教的班進

行拍攝，導演分別挑選班中成績最優

秀、中上及中下的學生各一名作為追訪

對象，記錄他們上學及課後生活。最後

一幕拍攝家長日派成績表畫面，那名

得過出版社（教科書）咩？」多重壓力

使她患上情緒病。

「2009－2010年度於中國語
文教育學習領域獲行政長官卓越

教學獎後，開始出現情緒問題；

我性格好勝，平日沒異樣，放

假便封閉自己。有天走到大海

前，告訴自己：『一定要救番

自己！』翌日向校長申請調配

當值崗位，希望每朝站在校門

前迎接學生，只要見到學生便開

心，花了半年時間走出谷底，後來

與學生分享這段經歷。」

主題式體驗課程
鄭校長參考許多外

國教案，重新編寫校

本教材，又在推行

新教學法前，投入

參與課程示範和

領導，尋找當中問

題和需要改善的地

方，再想解決方法

才與同工分享，務求

其他教師不會有孤軍

作戰之感，最終獲得

成功。她指現時校本

中文課程增加中華文

化元素、體驗活動、

戲劇及遊戲教學，讓

學生重拾學習興趣。

「體驗活動例子包括中

文科實景寫作，譬如四年級教

步移法，讓學生步行到蝴蝶灣公園，把

所見景物描寫出來；五年級教空間布

局，安排小朋友到荔枝角公園內的『嶺

南之風』，參觀中式建築；六年級以特

色地方為主題，曾到訪上環摩羅街、海

味街，甚至每年包船接載學生到大

澳，了解棚屋居民、海味店店主等生

活，撰寫遊記。」

2014－2015年度起該校推行「上
午學科學習，下午進行另類課堂，特別

是體驗式學習課程」。去年9月，接任
校長一職後，她致力推動學校多元創

新發展，同時培育教師，讓他們發揮。

成績中下學生面對鏡頭，表示考試應

該OK，可是班中同學表現出色，估計
自己屬中游位置。不過，那次考試他在

精英班考第尾，望見他拿起成績表，一

直強忍淚水，最終流下男兒淚，我很

心痛，怪那時太年輕，不懂拒絕這個訪

問，對小朋友打擊很大。」

後來，鄭校長報讀香港中文大學

教育學士，重新反思何謂教育。「我相

信人人有機會找到自己亮點，正如校

長卡片所寫『每個人都可以成為夜空中

最亮的星』。」

成功背後藏暗湧
1997 年她加入五邑鄒振猷學

校。「這裏沒精英班，記得第一年當班

主任，大多數學生是漁民子弟，家人

出海工作，小朋友缺乏照顧，學習動

機低，於是我與他們做話劇，努力排

練，最後在學校聖誕聯歡會奪冠，備受

認同，他們那份自信及雀躍心情，刻骨

銘心。」

鄭校長還當上課程主任，協助學校

編寫多套校本課程，包括德育課程、生

活教育課程、中文課程及專題研習，曾

獲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中國語文學習

領域）、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嘉許狀（課

程領導）、優秀教師獎（教育管理）、優

秀教師獎（國情教育）等，看似成功，但

她的教學生涯其實經歷高低起跌。

「第一套編寫的校本中文課程，提

升了小朋友成績，替我帶來獎項。可是

學生成績高興趣低，因課程較深，小朋

友不喜歡做中文功課，令我覺得好失

敗，於是重新編寫校本教材。」

推動新事物從來不易，尤其由上

而下變革，難免出現質疑聲音：「你叻

關顧的學生。「我曾照顧一名小六學

生，他至親離世，打擊很大。於是我和

社工常帶備食物家訪，間中帶他和他

的好友去看電影及遊玩，他漸漸走出

谷底，考獲心儀中學，那一刻我興奮落

淚，感受強烈教育使命感。」

這時，鄭麗娟校長想起《小王子》

名言：「一個人只有用心去看，才能看

到真實，因為最重要的東西只用眼睛

去看是看不見的。」還有《小王子》作

者聖修伯里的一番話：「如果你想造一

艘船，不要號召人們去伐木，發號施

令，分配工作，唯一要做的是讓他們

渴望大海的無邊無際與高深莫測。」藉

以勉勵老師，用心聆聽，用愛感染學

生，啟發學生，薪火相傳。

疫情期間，老師

們研發一套以價值

觀為主軸的「Goal 
Go Grow 主題式
體驗課程」，統稱

3G課程，即有目
標、有行動、有成

長。全年6個主題，配
合每月全方位學習

經歷，涵蓋知識、能

力、情意、價值觀，按

主題需要，融入國民

教育、STEAM、跨課
程閱讀等元素。

「今年 4月主題是
『人生障礙賽』，校內架

設繩網陣，同學可嘗試游繩，

在室內環境都能透過歷奇活動，培養

自信、勇氣、堅毅的精神，以及溝通合

作能力。此外，每月一天全方位學習經

歷，譬如旅行前以綠色生活為題，進行

天台種植；聖誕節前推出『關心世界』

主題活動，讓學生感受劏房及露宿者

處境、貧困老人拾荒的生活、落後地區

兒童及童工生活等，希望大家多關懷

弱勢社群。」

一對一「師友計劃」
學校特設「師友計劃」，安排 45

名老師以「一對一」形式，配對一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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