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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小學巡禮

▼可愛的「將循娃娃」由全校學生投票命名。

專訪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生命成長添自信  教育當從生活起

春回大地，在這個霧鎖香江的四月，校園裏學生的笑聲是老師執教的最大原

動力，除了課本上的知識，各位老師念茲在茲乃在於如何令學生感悟生命，活出自

己豐盛的人生。今期我們特別為老師準備了「生命教育」的教學分享，感受教學裏

為師生帶來的裨益。

求學不是求分數，要發展全人教育，生命教育是不

可或缺的一環。除了在課堂上教授學生課本上的知識，

生命教育更重視的是通過日常生活中的實踐，讓學生學

習體會生命，裝備自己，迎向

人生。秉持「以生命影響生命」

的辦學宗旨，將循小學積極舉

辦不同的活動，通過生活實踐

生命教育。適逢今年是將循小

學十周年校慶，甫踏入校園已

看到兩個由全校學生投票命名

的將循娃娃，而這一次的投票

活動，正好作為「生命教育」

最好的引子。

鼓勵參與  肯定自己
將循小學積極從生活之中推動生命教育，學校在十

周年校慶期間所舉辦的一連串慶祝活動亦不忘教育生命。

如在剛舉行的十周年晚會中，上至表演，下至搬運椅子，

全校師生無不參與其中。「除了製作了兩個『將循娃娃』，

並由學生投票改名之外，學校還舉辦了大型感恩晚會，

我們鼓勵全校的師生

多參與，藉着這個過

程肯定自己的價值，

並由此建立學校的文

化，培養全校師生的

歸屬感。」顏偉亮校

長如是說。

生命教育更重視的是通過日常生活中的實踐，讓學生學

▲ 全校學生踴躍參與投票。
▲ 全校學生有秩序地為晚會作準備。

▲ 晚會來賓無分你我，一同利用 LED  
燈組成晚會上一幅美麗的圖畫。

小一上至小六下   

▲ 全校學生有秩序地為晚會作準備。▲ 全校學生有秩序地為晚會作準備。

並由學生投票改名之外，學校還舉辦了大型感恩晚會，

▲ 全校學生有秩序地為晚會作準備。

	 每冊設 24 個語文基礎知識及閱讀理解訓練。

	 2 個「評估」及 1 個「總評估」考核學生能力。

	 題目參考最新公開試及校內呈分試的題型。

	 「知識基地」提示語文基礎知識。

	 「詞彙補給站」幫助積累詞彙。

	 增潤練習「詞彙應用」訓練學生運用詞彙。

	 「參考答案」方便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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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從不是課本上幾句文字就可以教授的知識，

通過一連串的體驗活動，將循小學的學生從生活之中親身

上了寶貴的一課，如小一學生在「啟蒙禮」上感受到被祝

福的恩典；小三學生在「貧富茶會」中瞭解現今世界的貧

富問題，學習珍惜所有；小四學生在「沿途有你」中體會

到合作的重要。學校安排各級同學參與不同的體驗活動，

照顧不同年級、不同能力和需要的學生，目的就是讓低年

級的學生學習自律自理，高年級的學生裝備自己成為領

袖，從而體認生命之中各種豐盛及可貴之處。

校長小檔案
顏偉亮校長本着基督精神，積極建立一個

「學習成長的羣體」，並致力成立一所「基督教

全人教育的典範學校」，藉着優良的成長系統和

完善的課程體系，讓學生在愛中成長，平衡發展。

顏校長重視孩子的全人成長，故學校以「愛神、

愛人、愛己、愛學、愛思、愛動」六愛作為學生

表現目標，建構學習成長架構，幫助將循學生拾

級而上，使他們擁有健康人格。

▲ 小一學生在「啟蒙禮」上接受師長的祝福。

▲ 壁報板上貼滿的是全校師生對學校的歸屬感。

體驗活動  感受生命
課本上教授學生不少做人的學問，然而不少道理往

往知易行難，要令學生學習感悟生命，單是課堂上的知

識恐怕不夠全面。「具體的課堂知識乃實踐生命教育的

基本，除了在不同的學科適當地加入生命教育的元素，

籌辦『生命教育統籌委員會』幫助學生認識『天、人、物、

我』外，我們更重視如何創造一個合適的環境和氛圍，

讓學生學習愛人愛己，愛思愛動。我們嘗試用一種以輔

導為主的訓導方式去教育學生，並通過寬鬆的行政環境

有智慧地落實生命教育。我們希望可以把積極、健康的

態度帶給全校的師生，因此舉辦了一連串的日常體驗活

動，讓各級的學生通過參與來實踐生命教育。」

▲ 小一學生在「啟蒙禮」上接受師長的祝福。

一人一職  各展所長
除了一系列的體驗活動，為了讓學生多參與、多互

動，學校亦積極推動「一人一職」計劃，安排學生擔當

學校不同的崗位，讓他們學會自我管理。「我們的辦學

方針是要去發揮學生的積極性，正因為學生才是學校的

主人翁，所以我們希望學生都可以經歷成功和被關愛，

並在一個愉快的校園環境中學習，從而做到『以生命影

響生命』。學生能夠做到自我管理，正反映了他們已把

正確的價值觀內化成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顏校長認

為，每個學生都有他們的優點，學會去欣賞、讚美，讓

學生受到鼓舞，這樣自然就可以創造一個合適的氛圍，

全面推動生命教育。

求學不只求分數，在香港這個重視成績、競爭的教

育環境中，學生的心靈成長往往受到忽略。學業成績固

然重要，然而卻並不是人生之中唯一的價值，要做到全

人成長，生命教育無疑是學生在學習階段中寶貴的一課。

學生於「貧富茶會」
後分享感受。

▲
  

沿途有你」活動中   
學生發揮合作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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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派位已於今年一月十九日完成，家長將於六月七日得知

統一派位的結果。在這漫長的五個多月，家長應有甚麼準備呢？ 

其實大家正好利用這五個月為叩門做好準備，因為你的子女可

能派不到心儀的小學，到最後關頭才準備叩門，便為時已晚。

你可能會問：坊間談論的那些「叩門位」，在教育局小一入

學指引當中是找不到的，究竟這種學位是否真的存在？「叩門位」

在建制中是找不到的，因為這種學位是由校長製造出來的「私家學

位」。校長把小一沒發放的重讀生的學位，加上一成的小一學位，

便成了「叩門位」。例如某學校有六班小一，那麼這間學校便會有

六個重讀學位。若該校小一每班有 30 人，一年級便有 180 名學生，

當中的一成小一學位即有 18 個學位，那麼這間學校便大約有 24

個「叩門位」了。當然，這些學位校長有權決定是否使用，所以有

時候記者報道某小學當年不會有「叩門位」，就是校長不用這些學

位了！不過，大部分校長都傾向善用這些「叩門位」的。

既然「叩門位」是存在的，家長怎樣申請這些學位呢？首先

談談時間。未到放榜那天，家長都不會知道是否需要叩門，縱然如

此，家長也應該先作部署。一是魚雁傳書，即寫一封情理兼備的信

給校長，請他給予你的子女一個見面的機會。有些家長把自己的子

女介紹一番後，便單刀直入要求校長給子女一個學位，然而，校長

連學生一面都不曾見過，試問又怎麼可能輕易決定給予他學位呢？

放榜當日若需要叩門，便要立即把這封求見信寄給校長，爭取見面

的機會。

二是網路縱橫，找人把你的子女推薦給校長。這個人一定要

是一位得到校長信任和尊敬的，校長虧欠他人情的人。這個人可以

是舊生會主席或會員、家長會主席或是常常盡心盡力替學校服務的

委員，也可以是替學校做彌撒的神父或牧師等等。在放榜前提早向

他們發出求救信號，到了放榜之時，他們便能助你一臂之力，增加

子女獲得「叩門位」的機會。

在統一派位放榜日，子女成功派到心儀的小學，大家便開開

心心地去註冊。若派不到心儀的學校，家長也不要灰心，立即寄信，

預備叩門去也！

專家小檔案	 趙榮德老師，香港輔導教師協會榮譽顧問，曾任主席八年，前喇沙書院副校長，亦曾任教育局

家庭與學校事宜組副主席，著有《香港小學升學策略》、《不一樣的家長》等。

每個孩子都喜歡玩耍，而遊玩確能令不同的感覺和情緒都

得到釋放，並可以重新調節，從而與人建立正面關係。在一般

玩樂的過程中，孩子隨意而行，並沒有特別去理會自身的問題；

然而遊戲治療則會特意藉此幫助孩子，特別適合三至十二歲的

孩子，去探究和解決本身的問題和困擾。

由於兒童的語言能力大多未能充分地表達其思想及感受，

因此，遊戲治療師會策略性地運用遊戲去幫助他們表達困擾他

們的問題；所以在遊戲治療中，玩具就似是兒童的文字，而遊

戲則是他們的語言 (Landreth, 2002)。

遊戲治療是一種有系統地使用理論模式，建立人與人之間

關係的過程，專業遊戲治療師運用遊戲中的療癒能力，幫助受

困擾的兒童預防或解決心理社交困難。在兒童和治療師之間的

互動過程中，兒童會以自己的步伐和議程去探究此刻影響着自

己生命中的東西，包括：過去和現在、意識和潛意識。在療癒

的過程中，兒童的內在資源和能量能得到最理想的成長、轉變

和發展。

遊戲治療可分為兩個基本的理論模式：非導性遊戲治療

(Non-Directive Play Therapy)，或稱兒童中心遊戲治療 (Child-

Centred Play Therapy)； 引 導 式 遊 戲 治 療 (Directive Play 

Therapy)。非導性遊戲治療中，遊戲治療師以兒童為主導，以

「無條件的尊重」、「同感」和「適合的回應」這三種技巧，

使得孩子帶來轉變，充分發揮其個人潛力，一種走向情緒健康

的自然動力。

相反，引導式遊戲治療則由遊戲治療師作主導，運用了更

有組織及有系統的遊戲活動，與及輔導技巧，幫助兒童處理情

緒及行為問題，這種模式與「認知行為」理論相近。

分享了一些遊戲治療的理論，究竟遊戲治療最能幫助甚麼

困難的學生？研究發現遊戲治療對有社交、情緒、行為和學習

困難的兒童（而這些困難與日常生活壓力有關，如：父母離異、

至親死亡、搬遷、長期病患、家庭暴力、性侵犯、天災等等），

都起着積極的療效。

筆者的學生──小積，三歲時診斷為「自閉症」，到六歲

評估時，則改為患上「亞氏保加症」。小積智力正常，但由於

他的自我形象較低，缺乏與人交往的信心，害怕於人前表現自

己，再加上與人溝通能力較弱，所以他交際上有很大的問題。

小積在約五歲時，筆者給他先安排以自己為主導的遊戲治療，

瞭解他內心問題。在每節的遊戲治療裏，他均自設了比賽，每

場均強調勝負。當中小積十分享受自己的自主能力，情感得到

抒發。

隨後筆者再安排了引導式的小組活動及個別遊戲設計，引

導小積瞭解自己的強弱處，接納自己，提升自尊和自我形象，

並學習與人相處的技巧。小積現在已是三年級的學生，學業成

績方面依舊沒有問題，社交能力則提高了，在學校交到朋友。

當然，小積仍需要學校和家長繼續協助和關注，在交際上要多

扶一把，讓他繼續有信心在社交路上走下去，享受到學校生活

中讀書和交友的樂趣。

以遊戲治療幫助有情緒和社交困難的小學生	 	 	譚佩麗

叩門準備一二三	 	 	趙榮德

專家小檔案	 譚佩麗女士，註冊社工、註冊遊戲治療師、香港心理學會會員。曾於特殊教育及復康機構任職，

現為啓翊有限公司輔導總監，專為有學習困難、情緒及行為問題的學生或為學校提供輔導和治

療服務。她亦為兩名孩子的母親，對小孩子有着直接和切身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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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基礎知識及閱讀訓練的重要
鞏固學生的語文基礎知識及閱讀理解的能力，無疑是中文科學與教至為重要的基石。坊間有關語文基礎知識或閱讀理

解的補充練習琳瑯滿目，然而結合以上兩種能力作訓練目標的補充練習則少之又少。一本好的語文能力強化練習，能提升

學生知識的同時，亦利於教師使用。

閱讀篇章題材緊貼需要
閱讀理解的篇章題材及體裁配合教科書編撰，協助老師為學生

準備延伸閱讀的材料及訓練，使教學內容更豐富、更具效益。

語文知識配合教學重點
練習的學習重點編排能配合實際教程，定能減省教師四出張

羅資料及編排教學內容的時間，大大提高教學效率和素質。

隨書附送
  評估試卷

教圖語文能力強化訓練 小一上至小六下   

「知識基地」提供與

該學習重點相關的語

文基礎知識。

「詞彙補給站」精選

重 點 詞 語， 提 供 詞 語

的 漢 語 拼 音 及 解 釋，

幫助學生積累詞彙。

按題目類型增設提示，

引導學生答題。

	 每冊設 24 個語文基礎知識及閱讀理解訓練。

	 2 個「評估」及 1 個「總評估」考核學生能力。

	 題目參考最新公開試及校內呈分試的題型。

	 「知識基地」提示語文基礎知識。

	 「詞彙補給站」幫助積累詞彙。

	 增潤練習「詞彙應用」訓練學生運用詞彙。

	 「參考答案」方便自學。

▼ 《教圖語文能力強化訓練 5 上》P.6 - P.7▼ 《教圖語文能力強化訓練 5 上》P.2 - P.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