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大最「美」教師選舉 

  美，哲學概念，漢字「美」是由「羊」和「大」所組成的，由此而延伸出其它美

的含義。但是各個時代或者民族對於美的定義是不同的。在甲骨文中，美寫作戴羽毛

頭飾的婦女，與「每」同源，都表示漂亮、好看的意思。美是「正面」的美學價值，

和醜相對。美和「真」（真理）、「善」（價值觀）一樣，都是人類認知中的基本概念。 

孔子以善為美，認為有德性的人是最美的，《論語》中曾提到「里仁為美。」，若鄰

居有仁，這樣的鄰居是最美的。孔子的學生曾子則認為：「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

矣」，很少人能從不喜歡的事物中看出美的地方。不過，其他的學派有不同的觀點：

《莊子·齊物論》：「毛嬙麗姬，人謂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因此美

不是絕對的。美是從人的內心表現出來的，是一種無聲的，不可言語的。有讓人敬佩

的美德，這是美，這種美亦是難能可貴的! 

  我的名字是偉芬，看似平凡，不平凡之處，是族譜上，我和兄弟姊妹這輩子的，中

間字排名均是要有個偉字，頓時令自己是有一種強而有力的使命感，像是要幹一番「大

事」，何其偉大的想法！ 

   轉眼在學前教育這個圈子，已打滾了近四十載，驀然回首，腦中有關學前教育的

悠久轉折、悲歡離合不斷交錯着，思緒甚為複雜；適逢本年度要「功成身退」(美其

名是榮休)，不禁有點意氣闌珊，有點兒放不下。想到這裡，記憶又將我拉回到…… 

   最初立志要做老師，是小學或以上的「人之患」，我想是生命影響生命吧！媽媽是一

名家庭中的傭工，專責照顧僱主家中事務，照顧幼小的孩童，是第一代「港傭」的表表

者，看見她的默默付出，總是記在心中。而最大的張力是一位幼稚園鄧姓的老師，一身

藍色旗袍，戴着黑框眼鏡，樣子十分可人，每天回園均是笑容可掬，親切的和你問好。

那和藹可親的態度，親切的笑容，令我堅定不移地踏上了征途，投身了學前教育的「不

歸路」！無巧不成話，兩位妹妹也是服務於學前教育的。 

   在誤打誤撞的情況下，我開始了學前教育的第一步，是一間非牟利機的兼收幼兒

中心(現稱幼兒學校)，亦是第一次接觸有特殊需要的小朋友。以前的有特殊需要的小

朋友，多是唐氏綜合症、智力遲緩等孩子。近來這幾年的大趨勢，多是自閉症譜系或

是行為情緒問題的幼兒，他們在等候到合適的學校前，需要在主流學校學習，這更使

老師在主流教育下的課程變得複雜及充滿挑戰原因之一。 

    隨着時代的變遷及需求，幼兒中心已不再只是雙職父母用以託管孩子的地方，也是

知識的搖籃。基於不同的需求，幼兒工作員（現稱幼師)再不是幼兒的褓姆，只管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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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和睡、協助父母渡過工作上的空檔期。發展至今，已是教育與照顧兼備的重要位置。

期間，經歷了因為人手不足而降低資歷的「黑暗期」，幸好很快復原，保持了學前教育

的素質。 

  另一件為人所難忘的是 2003年的沙士事件，差一點兒將整個幼教界變成了歷史

的一頁，當時曾有不少資深業界稱，當時的我們是「夕陽行業」，有很多幼稚園/幼兒

中心也是在久延殘喘，等待「死亡」的感覺真難受!俗語有云: 「有危便有機。」雖

然我服務了最長的那一間幼兒中心，終不敵沙士的「洗禮」，在 2006年結束停辦，原

以為平凡的生涯就此完結，但絕處總有曙光，轉輾來到了現在服務的機構，香港道教

聯合會圓玄幼稚園（富善邨），我又開始了學前教育的精彩的下半場。呀！人生的經

歷總是意想不到，「雙非」的出現，又扭轉了幼教界的一片死寂。 

  十二年前，來到了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幼稚園（富善邨），環境及工作形式大大

改變了，原因是這所不是幼兒學校，是幼稚園。雖然教育局（舊稱教育統籌局）於

2006年進行合併（把幼稚園及幼兒中心一併由聯合辦事處處理），但實際上仍是大有

不同。幸好工作是「硬件」的，只要努力學習便會適應。圓玄學院奉行儒釋道三教，

「圓」是圓通、廣大，代表佛；「玄」是玄妙無窮，代表道；「學」是代表儒，而儒家

是「有教無類」的典範。 

       近年來，人們更多的目光投射在幼教界——社會對未來主人的關顧、素質的要

求，加上醫學等不斷進步，讓大家能識別更多有特殊需要的小孩，他們有着不同領域的

認知，所需的服務也因人而異。幸運地，近年來，政府投放了不少資源於共融服務，配

合一校一社工、到校服務等等，令不少有個別需要的孩子，在未有專業服務前的照顧/

有些父母尚需要更多時間去接受他們的不足前，到校服務/班中老師的幫忙成了一個過

渡的重要關鍵。 

  現在，我希望能與大家一起真正踏入我的工作環境——試想你是一位學前教育

工作者，每天要面對一個已被評估中心評為「自閉症譜系障礙」(Autism Spectrum 

Disorder)/其他障礙的學生，日日與他不斷「角力」，影響課室秩序，令你手足無措，

在班上成為老師的問題人物嗎？其實，他們不是有心的，不是故意的，只是需要我們用

「心」去接納，用「愛」去包容，讓他們不再孤單！ 

為了補足自己對有需要兒童的認知的不足，在 2017年毅然去進修了中大校外課程

——特殊教育需要文憑課程。「學海無涯」，臨近退隱，才從新再踏上學習旅程，要考試、

交功課、還要做實習，回想真是有點兒沾沾自喜，原來這不是年輕人的專利呀！希望再



為自己注入動力，亦希望以一些有效的方法去啟發這些可愛的孩子們！ 

完成「奮鬥」後，帶著滿腔熱誠及微薄的相關知識，不斷向身邊的好友同工查詢及

學習這一方面的相關知識。在班中的家長、社工啟示下，同時亦得到馬校長的鼓勵及安

排，嘗試學習去照顧這一類的孩子，甚至嘗試替他們做個別教學計劃。而其中最為深刻

印象者是軒軒(化名)。軒軒是一個語言遲緩 、智力遲緩及自閉症譜系的孩子，在整整

的一年中，母親和我無間地合作，不斷在交流中將問題解決，微調他的輔導方法，希望

從而找到一個最有利的方案，協助他在各個範疇發展的優勢(附件一)。很開心，他終於

得到一個特殊學位了，眼底下這個孩子由未能安在在位，一言不發地，到離開學校的前

的日子，他能和其他同學一起遊戲/活動，願意參與課堂活動。懂得嘗試叫著:「王老

師!」聽到這一句，我的心忽然滿滿的，很是滿足呢!他長大了! 

這幾年來，也有陪伴著這些孩子的成長，看見他們丁點進步，也可以樂足幾天，由

一無所有，看見他們和別人有眼神交流，不抗拒和同伴在一起，每天開心的上學。看見

他們在不斷學習，也在不斷成長!真是一件「美」事。 

     而馬校長正是堅持這信念的上司，在她的信守和鼓勵下，造就了我對這份教育工

作的堅持和熱誠。非洲諺語有云:「教養一個孩童，需要動用整條村子的力量。」平日

照顧孩子，也需花上不少精力，何況是照顧一些有發展性障礙的幼兒，家長所面對的困

難和挑戰，真是非一般想像到。所以家校合作也是學前教育老師的另一重責。而目前，

無論學前教育、中小學等老師均面不同的挑戰，但我們也有不一樣的機遇，只要大家一

起合作，我們便生機處處，困難迎刃而解!只視大家是否「上下一心」，就可「其利斷金」。 

雖然今天要暫時退下，但堅守的精神不滅，意志長存，希望再以不同形式回饋於學

前教育界。 

  現在我要退下「火線」了！不過，在背後還有不少同行後輩，不斷接棒，薪火相傳，

「長江後浪推前浪」，令學前教育繼續發光發熱，以生命影響生命。加油！教育界的同

工，所謂「萬丈高樓從地起」，而我們幼教界同工是第一把關者，切記要嚴守專業，守

護每一個孩子，使他們感受我們用「心」的教學，用「愛」去包容，讓他們不會孤單！ 

另祝願全港的教育界同工，共創「美」事: 

 

 

 

 



最顯人間真和善， 

「美」事流傳百千載， 

老生常談添歡笑， 

師生攜手創明天。    

 
 (大家共勉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