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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第六屆全

國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

議通過了國務院關於建

立教師節的議案，自

此，每年9月10日定為

國家教師節。香港自

1997年回歸後，亦跟隨

祖國步伐，將教師節改

為9月10日，與全國上

下師生共同歡慶。

教子教女，辛勤半

輩；滿頭白髮，甘乳一

生。香港有數以萬計的

老師，在青春年華扎根

學校，擔起教學重擔，

默默為香港教育事業作

出貢獻。今期《教育

佳》邀請了兩位教齡均

超過20年的香港優秀

教師──馬愛玉老師和

林春曦老師，與我們分

享教學點滴。

教育佳記者教育佳記者

葉心弦葉心弦（（文文））

凱揚凱揚、、蕭霖蕭霖（（圖圖））祝

福

時光飛逝，馬愛玉老師已在保良局田家炳小學執教

28年，從剛畢業的大學生，轉眼便變成一個資歷深且受

眾人愛戴的老師。馬愛玉生在基層家庭，沒有天資聰慧的

她，從小努力讀書、發憤圖強，小學五年班就萌生長大後

做老師的念頭。中四的時候，母親不幸去世，馬愛玉深受

打擊，她回憶說，當時上體育課，教體育的江老師發現她

情緒低落，便上前細問，後來得知情況後，江老師每日午

飯時段都會擠出時間和她聊天，慢慢就這樣，她逐步走出

陰霾。因為江老師的默默付出，馬愛玉決定日後畢業亦要

做一名能洞察學生情緒的老師，希望能幫助更多學生重獲

自信。

很多升小一的學生未能及時適應學校生活，導致有同

學會在學校裏非常安靜。馬老師長期擔任一年班班主任，

面對文靜、不愛說話的學生，就算他們躲在茫茫學生群

中，馬老師都會一直默默關注，並施以援手。早前有一位

從內地跟隨父母到香港讀小一的李同學（化名），普通話

水平很高，但由於不會說廣東話，平時比較抗拒和同學溝

通，在課室非常安靜。馬老師很快便注意到她，在午飯時

間主動和她聊天和鼓勵她學廣東話。隨後馬老師和班上同

學說： 「李同學普通話好厲害，馬老師都學咗好耐先學

好。不如讓她教大家普通話，大家教番她講廣東話！」 聽

到馬老師這番說話，李同學開始恢復自信，慢慢開始敞開

心扉，嘗試去練習廣東話，最後她小六畢業時，馬老師

說， 「她廣東話進步真係好大」 。

最好的禮物──雞尾包

記者問到馬老師有沒有期望教師節會收到什麼禮物，

她說，見到學生們能快樂學習，健康長大成人，就是最好

的禮物。馬老師回憶，曾經有一名小一學生，肢體技能較

弱，尤其是小手肌肉方面，不會用力執筆，寫字亦經常將

字 「爆開」 ，例如他名字裏面有個 「軒」 字，由於肌肉乏

力問題，會寫成 「車干」 。當時作為班主任的馬老師知道

後，開始與學校其他老師一起幫助這位學生練習寫字，給

予特殊照顧。最讓馬老師意想不到的是，這位曾經執筆寫

字都困難的同學，如今已成為一個擁有一雙巧手的五星級

酒店甜品師傅。後來吃到他親手做的雞尾包和菠蘿包時，

馬老師感慨， 「再昂貴的禮物，都比不上這雞尾包」 。

往年教師節，學生都會送上寫滿祝福語的卡片給老

師，馬老師每年都會收到很多賀卡，同時亦會有同學送一

兩個生果，例如蘋果和梨給她潤潤喉。對於同學們的心

意，馬老師表示非常感動，但亦直呼，自己很怕收到貴重

物品，曾經有一位同學送一隻手錶給馬老師，馬老師即刻

和家長電話道謝並將禮物退回。她坦言，過任何節日，老

師只想收到學生的祝福和心意，一張賀卡足以表達愛意，

不想學生浪費金錢，亦希望學生能從小注重環保意識。馬

老師還說， 「更希望學生用實際行動報答自己，平時行在

街上見到同學和自己熱情打招呼，都好滿足」 。

視教育為終身職業

新學年開始，學校亦迎來一批年輕教師，對年輕老師

或想入行的年輕人，馬老師寄語，要 「視教育為終身職

業」 。老師一職看起來薪資待遇都不錯，但是背後的付出

亦往往更多。 「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 ，講台上短短

時間的講課，背後需要經歷長時間的備課、批改作業，以

及其他行政工作，會犧牲很多私人時間。馬老師指出，想

做一名好老師，必須 「視學生為自己的親人」 ，只有心中

有愛，才能用心教導、細心聆聽學生以及家長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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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畝方塘長流水 嘔心瀝血育新苗

祝願全港老師桃李滿門、春

風化雨，能向着教學目標一

路邁進，見證更多學生青出

於藍。藉此機會，亦希望同

學們能在節日中學會感恩，

不僅要感謝老師，更要孝順父

母，畢竟父母對孩子的付出

遠遠超過老師。同學們

在感受到別人對自己的

愛後，除了要懂得接

受，還要將這種 「愛」
化作一股力量，轉而

去學會愛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