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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屆特區政府非常重視 「搶人
才」 ，劉智鵬極之贊成。他說，香港一
直都在搶人才，只是搶的方法有所不
同， 「我們過去用一個溫和的方式吸引
外來人才，那現在就落重手，要拉他過
來。政府其實是用了商界的思維，去周
圍挖人。」 近年本港教師流失嚴重，他
認為搶優質教師人才，是刻下需要重視
的題目。

非教書任務過多時，老
師與學生之間的關係漸漸
疏遠。

在教育界深耕多年的劉智鵬表示，
教聯會一直都有教師培訓和人才培養。
「我最關心的是教師的本質和素質，現
在的教師隊伍，似乎少了一種應有的精
神面貌。」

「怎麼說呢，可能講出來又會得罪
人。」 劉智鵬無奈地說，他見到許多教
師，包括一些校長，辦公桌都被各式各
樣的工作文件淹沒了，這些文件很多涉
及行政工作，與教學沒有直接關係。

「教師應以教書為本職，但這種常
識被忽視了」 ，劉智鵬強調，當非教書
任務過多時，老師就會逐漸失去教化、
啟發學生的精神面貌，與學生之間的關
係漸漸疏遠，導致教育工作淪為僅剩知
識的傳授和轉換， 「然而，教師本應是
傳道、授業、解惑的。」 他直言，如果
教師只剩下傳授知識的功能，那麼人工
智能（AI）或許也能做到。

劉智鵬舉例，未來的AI或可以統一
授課，將所有的教學安排制度化、程序
化，在不同的班教同一個學科，一樣的
進度、一樣的功課、一樣的考評機制。
「但這樣，學生到底能學到多少？能消
化多少？」

他又向記者憶述，之前曾到獲得行
政長官卓越教學獎的老師課堂觀摩，感
覺上就是這種AI式的傳授。 「整堂課從
第一分鐘到最後一分鐘，如同編好的程
序，那位獲獎老師講課的方式和內容，
包括學生舉手回答問題等，都是按規劃
和編好的節奏完成的。」

「你要知道年輕人都不傻，他們會
用各種方式去適應這種變了味的教學生
態，然後會發展出一種思維、方法，又
或者是待人處事的態度。這就是教師在
欠缺精神面貌的情況下產生的後果，這
些教師培養出來的年輕人，不會關心人
的價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每位教師都應有自己的風
格，沒必要太模板化。

要幫助教師恢復教師應有的精神面
貌，劉智鵬表示，並非單靠增加人手、
分擔工作量就可以辦到，需要重新檢視
整個教學體制。 「現在的制度為教師製
造了太多本來不需兼顧的工作。」

他舉例，譬如三個老師一起教中
文，理論上三個人跟足課程大綱自己備
課，就可以去教學生；但現在的教學制
度卻是，要這三位老師統一備課，不能
出現A班教得多一些，B班教得少一些的
情況。

劉智鵬認為，統一備課實際上很耗
時，而且每位教師都應有自己的風格，
沒必要太模板化。 「古時候眾多學生拜
同一個老師，例如孔子和孟子；但現代
社會將教師集體化、管理化，讓教師們
淪為整個體制機器裏的一個零部件。」

「現代教師最欠缺的是什麼？是缺
『人』 （人性化）的因素。」 劉智鵬感

慨，在當下AI時代，我們應對教師行業
好好反思，必須有真正的改革。

「多年來，教聯會在
教師培訓和專業發展方面
做了好多工夫，這方面是
強項，不太擔心。」

立法會議員劉智鵬去
年底開始出任香港教育工
作者聯會會長，他日前接

受《大公報》專訪時表示，加入教聯會是新的
開始，期盼可一起共創新成就。劉智鵬說，他
更關注的是教師的素質。曾在中學任教中文科
的劉智鵬形容，教師是個特殊職業，需以價值觀
和人格去啟發學生， 「教育不僅僅是知識的傳
授、轉換，如果是這樣，遲早AI（人工智能）可以取
代教師！」 他呼籲檢視教學體制，讓老師們培養有理
想、有能力的學生。

大公報記者 湯嘉平

責任編輯：劉仁杰 美術編輯：蕭潔景



首屆校長研修班啟動 傳承中華傳統文化

專 訪

檢視教學體制 培養有理想學生
劉智鵬：若只傳授知識 遲早被AI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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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首屆香港中小學、幼稚園
校長 「中華傳統文化校長研修班」 昨日於中
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沙灣）正式啟動，
中國兒童中心書記叢中笑、香港教育局副局長
施俊輝、中聯辦九龍工作部副部長郭長勇、
九龍地域校長聯會監事長范錦平等30多位參
加研習班的校長通過線上、線下出席開班儀
式。教育局副局長施俊輝表示，中華文化具
有深厚的底蘊及對培育價值觀有重要性，教
育工作者應培育學生正確的民族價值觀，傳
承中華民族精神。教育局一直採取多項措
施，如在各學習階段加入國史國情與中華文
化等內容及提供 「學與教」 資源，舉辦活動
如 「中華經典名句推廣」 及 「華萃薪傳」 等

比賽，協助學校在課堂內外推行中華文化教
育，讓學生加深認識中國歷史，尊重、珍視
和傳承中華文化，培養學生對國家、民族及
國民身份的認同。

為期逾2個月 50多門課程
研修班由中國兒童中心主辦，九龍地域

校長聯會承辦，南京大學學術支持，為期2個
多月，共計50多門課程，涵蓋中國傳統文化
根脈傳承、哲學思想、藝術承繼，節慶風
俗、教育傳承、衣食住行、琴棋書畫、詩詞
茶藝、學童教學案例等內容，將線上線下授
課、內地學習考察等，旨在為香港校長們提
供系統、全方位的中華傳統文化課程培訓，

加強校長們對國情的認識和增強教授中華傳
統文化的能力，未來更好地在教學中推進國
情教育，為學生增強中華文化自信築牢基
礎。

九龍地域校長聯會主席張漪薇致歡迎詞
時介紹，研修班目的是讓中華傳統文化能在
教育界廣傳，希望校長在校內發揚中華傳統
文化的特色和優勢，培養年輕的下一代能有
一顆熱愛中國傳統文化的心。

中國兒童中心書記叢中笑透過線上視訊
表示，希望進一步加強內地與香港學校的交
流合作，共同分享青少年中華文化教育的經
驗做法，不斷增強香港青少年的國家意識和
愛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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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留和培養人才更重要
香港急需各行各

業的人才，身為香港
高教界從業人員的劉智鵬認為，在全
球人才競爭激烈的情況下，本港除了
「搶人才」 ，也應注重 「留人才」 和
「培養人才」 。

劉智鵬說，大學和中小幼學校一
樣，亦肩負着培養人才的責任。但如
何讓大學的學生能夠順利過渡到產
業，這些政策還有商討的空間。

而留人才這一塊，劉智鵬以自己

熟悉的高教界為例，指高教界算是最
早輸入外勞的一個行業，一直都面臨
着全球的競爭。 「所以不要以為搶了
人才就可以了。因為搶回來的人才也
有可能被外面搶回去。」

製造理想穩定的學術環境
劉智鵬說，香港的高教界有着具

有競爭力的薪酬和待遇，但即便是在
這樣的情況下，人才依然流失不少。
「香港需要製造一個理想而穩定的學

術環境，例如要再加大研究投入力
度。」

據劉智鵬了解，有些教授寧願去
學術前景比較適合自己的地方，縱
使那邊的薪酬或配套福利比不上香
港。

劉智鵬表示： 「有的教授很看重
自己的學術發展前景，尤其是處於事
業初期和中期的人。所以有一個好的
學術環境，令到人才覺得可以發揮到
自身價值，這個很重要。」

不宜將外出考察變成學生功課
香港逐步復

常，公民科內地
考察項目也開始進行。身為公民
科科目委員會主席的劉智鵬密切
關注這個項目的任何動態。他透
露，當時委員會研究時，不希望
該項目把學生逼得太緊，例如不
建議納入功課中，因為那樣反而
令學生失去享受考察的樂趣。

量化、目的化不切實際
劉智鵬認為，知識的吸取並

非一次、兩次的接觸就會成功，
而是一個在認知過程中內化的過
程。惟過程較難量化，或許會很
漫長，故劉智鵬不建議各持份者
過於糾結該三年一次的考察究竟
對學生的學業有多大的作用。

此外，劉智鵬不贊成把考察
項目設定得過於繁瑣， 「好像我
們通過考察就一定要達到一個什
麼目的，例如又要做功課又要回
酒店開會，這是不切實際的。」

身兼數職 煮飯減壓
身兼教聯會會

長、立法會議員、
嶺南大學協理副校長、全國政協委
員等多個職務的劉智鵬，如何平衡
好工作時間？他笑道： 「沒什麼，
這樣的工作強度，我已經習慣廿年
了。」

劉智鵬說，自己在做立法會議
員之前，亦做過區議員，而區議會
的工作瑣碎，工作量亦不見得少。
他憶述自己在城市規劃委員會工作

時，更試過一日開車200公里，往
返屯門3次。

劉智鵬的議員辦公室枱面上擺
着幾支毛筆，他說這並非擺設。他
展示手機裏學生寫毛筆字的圖片，
介紹早前他教中二學生寫的草書。
「你看這個 『河』 字，都寫得好暢
順，出乎我意料。」

曾經愛好釣魚、攝影、運動的
劉智鵬，自稱現在愛上煮飯： 「在
家自己煮飯，也很減壓。」

▲劉智鵬表示，公民科內地考察項目難以量
化，因此不建議納入功課中。 資料圖片

▲身兼多職的劉智鵬將工作與娛樂結合，
過年前就向天水圍街坊派發手寫揮春。

◀劉智鵬認為，教

師 應 以 教 書 為 本
職。 資料圖片

教育不僅僅是
知識的傳授、

轉換，如果這樣，
未來的AI就可取
而代之了！

─劉智鵬

▲劉智鵬強調，香港需要一個理想而穩定的學術環境，加大研究投入力度，以挽留、
培養及吸引優質教育人才。 大公報記者麥潤田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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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
•香港大學文學士
哲學碩士

•美國華盛頓大學
哲學博士

出生年份：1960年

職銜
•立法會議員

•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會長

•嶺大協理副校長（學術及對
外關係）及歷史系教授

•公民科科目委員會主席

•香港地方志中心專家委員會
委員等

雙管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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