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101 《教育心，教育情》——作者是一位知名的教育家，先後在教育諮詢組織教育統籌委員會和教育

委員會內擔負重任，並曾擔任教育委員會主席，對香港教育有深入的了解，他的文章為多家報刊採用。

本書選輯了 48 篇短文，包括內容有：1）政策篇，2）管理篇，3）教學篇。作者：譚萬鈞，獲益出版

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14-102 《教育心》——在半個世紀裏，作者一直在幼兒教育道路上走過每一天，2001 年獲香港教

育學院頒授“傑出教育家年獎”，她把《教育心》獻給關心幼兒成長，為幼兒發展教育理念的人。

本書是作者趙鈞鴻的自傳式記錄。晶晶教育出版社出版。

14-103 《教育改革 由一個夢想開始》——本書是《明周》叢書系列之一。香港教育政策鬧得熱烘

烘，使人關注定。作者從台灣、香兩地港作比較，訪問了多所台港兩地具新理念的學校，發覺一

些地方的學生可以這麼快樂上課，而一些地方的教師如斯投入貢獻，對此表示欽佩。全書內容分

為四章：1）台灣經驗，2）香港怎麼辦，3）教師上街，改革難行，4）香港新理念 學校答問大

會實錄。作者：陳曉蕾，明窗出版社出版。

14-104 《教育問題學生的秘笈》——多年來，學生違規越軌行為成了社會、教育界的關注點。1979 年設

立了社會工作制度，但問題並不能解決，一些人認為，激增的違規越軌行為在於强制教育的推行，本

書編寫的秘笈，為教育工作者提供一個實用而具體的意見。作者是一位神父，憑著他多年對邊青的服

務心得及經驗，撰寫了不少有關文章及書籍，如：《 街頭來信 : 不愛在家青少年的心聲》、《教育問

題學生的秘笈》等，原作為英文。作者：李文烈，譯者：李國仁，良友之聲出版社 2003 年出版。

14-105  教育眼作者專集：《教育眼》是香港信報的一個教育專欄，1978 年起創立，經常刊登多位作者

的教育隨筆和評論，影響力頗大，他們將所收的稿費贊助教育活動，作者們還有一些聚會，他們的若

干作品被出版社彙編成書，例如《教無止境》、《教而後知不足》、《教育人生二重奏》、《我在小

學的日子裏》、《閒思集》、《美麗新教育—薪效掛鉤》、《情牽教育路》、《教學共濟與相長》等。

《教無止境》、《教而後知不足》—教育已成為錯綜複雜的互動，不同人等之溝通和互相了解顯得日益

重要，作者是一位數科老師，希望將遇到的問題公開提出，以求更多關注，於是勤於筆耕，在各大報

章發表教育評論甚多，包括《數學教育實地觀察》、《數學教育實地再觀察》、《教無止境》、《教

而後知不足》、《教學共濟與相長》、《數學內外：數學教育文集》、《香港近半世紀漫漫「數教

路」：從新數學談起》、《香港近半世紀漫漫「小學數教路」》、《迎接新世紀：重新檢視香港數學

教育──蕭文強教授榮休文集》等。《教無止境》內容分七組：1） 教育，2）考試，3）教師，4）學

生，5）學校，6）教學，7）數學教育，收納文章54篇；《教而後知不足》內容分九組：1）學生，2）
教育，3）課外活動，4）教師與學校，5）社會，6）華人地區，7）數學教育，8）課程，9）教育目的，

收納文章62篇。作者：蓮華是黃毅英的一個筆名，作者這兩冊書刊均由廣角鏡出出版社先後在1993、
1994年出版。 

《教育人生二重奏》—內容分四組：1）教學隨感，2）幼兒教育，3）人生小語，4）文學、電影。作者：

潘玉瓊、王耀宗，廣角鏡出版社在 1993 年出版。

《我在小學的日子裏》—作者在工作之餘，不倦地寫了許多教育隨筆和評論，她將十年經驗總結匯集成

書，也藉此鞭策自己，繼續在工作中敬業樂業。內容分七組：1）小學篇，2）教學篇、教育篇，3）孩
子篇，4）進修篇，5）教師篇，6）家長篇，7）娛樂版篇。作者：菖蒲，廣角鏡出出版社在 1994 年出

版。

《閒思集》—本書結集了作者在 1979–1994 年在信報等報刊所撰寫的不同主題文章 30 篇。作者：南靈，

是一位牧師的一個筆名，廣角鏡出出版社在 1995 年出版。

《美麗新教育—薪效掛鉤》—本書內容除兩個引言及四個附錄外，分為八組：1）教育注定繼續沉淪，

2）薪效掛鉤簡介，3）無良教師殘害學生的深層機制，4）一波波提高質素的舉措必將徒勞，5）薪效
掛鉤初議，6）美國薪效掛鉤的經驗，7）官民互動薪效掛鉤的新制度，8）薪效掛鉤的障礙 岐途與正

路。作者：徐燦，天地圖書出版社在 1996 年出版。

《情牽教育路》—本書分為四組：1）言情的教育，2）說理的教育，3）失落的年代，4）意義的重尋。

王煒文著，廣角鏡出出版社在 1992 年出版。

《教學共濟與相長》—本書文章分為四組：1）學生，2）教學，3）學校與社會，4）數學課程改革。作

者：列志佳、蓮華，由廣角鏡出版社 1996 年出版。



14-106 《教育發展與課程革新：兩岸四地的視域和經驗》——本書共收納了 24 篇來自中國內地、台灣、

香港和澳門等地區 32 位教育工作者的教育論文，以探討兩岸四地華人社會的教育革新和課程發展。全

書共分四部分：1）課程發展與革新方向，2）教與學的創新與轉變，3）探討中港台澳的教育發展與革

新、理念與實踐，4）公民教育與融合教育。古鼎儀、胡少偉和李小鵬主編，香港港澳兒童教育國際協

會出版。

14-107 《教育新浪潮》——本書是為慶祝教聯會二十五年銀禧慶典而出版的一冊教育論文集。收納了該

會銀禧會慶研討會各地多位教育專家的講稿（包括中國教育部基礎教育司司長、日本大阪府教育中心

所長、台北市立師範學院教授、香港教育委員會主席等），第二部分為教育評論及回應。分有 1）總
論，2）規劃、政策與管理，3）經費，4）學制，5）課程改革與考試，6）國民教育，7）語文政策，

8）師資、培訓，9）私校、專上教育、學前教育與基礎教育、特殊教育、職業教育與持續教育，10）
資訊科技教育及其他。收納了該會多年來對香港教育的評論及回應，該會多位成員的教育論述，並刊

有數十項教育調查資料，非常值得參考。由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出版，全書共 505頁。

14-108 《教育資訊》——由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屬下的香港教育資料中心出版的《教育資訊》，

自八十年代中起創刊，每月出版一期，將香港中西報刊上的教育資訊分類剪輯印刷，早期只用中

文打字機打印以供該會負責人閱讀，以作研究教育政策參考，後擴大至外地教育期刊資料，以資

料影印方法公開發行。又在蒐集、整理編輯的基礎上，編製了 150 多個專題資料，供教育工作者

和學校參閱。《教育資訊》於 1988 年公開發行後，深受歡迎，堅持了 15 年後，終因版權條例關

係，於 2002 年 1月起停刊。

14-109 《教育質素工作：香港的經驗（優質教與學工作手冊）》——UPGC 曾對高等院校進行教與學質

素保證過程的檢討，這一檢討對提升教學質素有幫助，加强了人們對有關問題的認識和提高。在檢討

過程中，理工大學教學發展中心將寶貴範例加以整理，編成手冊以供參考。分有兩大部分：

A 香港概況：1）香港高等教育近況，2）香港教與學質素保證過程檢討與良好實踐方法的概念架構；B 
修課課程的良好實踐方法：1）教與學作為香港專上院校的首要功能，2）為保證和提升教與學質素而

作出的不懈努力，3）教學作為教學人員的專業活動，4）強調畢業生一般能力與正確態度，5）結語。

由理工大學教學發展中心統籌出版。

14-110 《教育曙光》——一本由教育社團香港教師會獨力編印的綜合性教育學術期刊， 1961 年創

刊，到 2003 年共出版了 48期，刊登的教育論交 711 篇。早期的論文作者較集中，後來作者漸多。

文章大致可分為十大類別：普通科教育、中英語文教育、教育心理學、教學及師資教育、課程及

授課語文、教育課題、評估、教育行政、特殊教育、跨地域研究。《教育曙光》學報每年出版二

期，第 56期第 1卷於 2008 年 5月出版。

14-111 《教師加油站》——教書這個行業，最易使人心靈生繭，神經線緊繃；生命會像橡皮圈一

樣，拉址得多了，漸漸失去韌性。但，他們卻一直站在教學的前線，緊守崗位；雖歷經過長長的

崎嶇路，但仍保有純厚的心靈和敏銳的觸覺，對人對物還能有所感、有所想和有所寫。讓這本真

情故事伴您共度難關，讓您永保教學活力。作者：趙志成、陳漢森，稻田出版社出版。

14-112 《教師有話說  擁抱挑戰 不言放棄》——本書由 36 位前線老師合作編撰而成。他們在繁重

的工作中，仍常存關懷學生的心，並從教育工作中發現無窮樂趣和意義，他們寫下自己的經歷，

講述如何面對教學上的困難，如何進入學生的內心世界，幫助他們開竅，引導他們前進。全書分：

1）班主任之道，2）教學技巧大觀園，3）語文讀寫秘笈，4）挑戰數理學習的極限，5）體藝音

樂教育顯愛心，6）訓輔：不離不棄的真人真事，7）不是老師看教育。每篇文章都有中大教育學

院教授的點評。由經濟日報出版社在 2006 年製作出版。

14-113 《教師培訓計劃交流匯篇》——自特區成立後，投放了許多資源，其中關注到教師的培訓

交流而撥款資助有關活動：優質教育基金批准了一項赴內地的教師培訓計劃，赴北京、天津兩地

進行為期一星期的培訓活動。回港後，匯編了教師的所見所聞，出版了三冊書刊：A 中學公民教



育組，B中學語文教育組，C小學數學、常識組。每本各收納教師匯報文章和講課資料約 20 篇左

右。此三冊書刊均為非賣品，只供教學用，由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在 2001 年出版。

14-114 《教師教學研究與校長行動學習》——為推動香港教師教學研究及校長行動學習的發展，

使小學教師和校長更重視在實踐中加強反思和研究的能力，從而更好地提高香港教育專業的發展。

香港初等教育研究學會在慶祝其十周年會慶時，出版了這一冊專集。內容分教師教學研究及校長

行動學習兩大部分，收納了 12 篇教學心得報告。由香港初等教育研究學會出版。

14-115 《通識教材精華錄》——通識教育作為 2009 年新高中課程的必修科，通識教育該如何教如何學？

相信是困擾不少老師與學生的問題。星島日報教育組率先於 2005 年出版《通識教材精華錄》，推出後

每年都有所更新，除了提供學習教材，更不斷豐富內容。《2006通識教材精華錄》並設中學及小學程

度，亦按照現時高中的通識教育科分成「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今日香港」、「現代中國」、

「全球化」、「公共衛生與生物科技」、「能源與環境」等六個學習範疇，並附以「傳媒」、「教

育」、「宗教」、「運動」、「藝術」及「資訊及通訊科技」等六個專題探究。《08/09通識教材精華

錄》包括輯錄三十篇教材，另增設「相關概念」及「時事漫畫」專欄，充實知識、誘導思考。

14-116 《透視香港教育問題》——作者在 1987 年曾出版了一冊《當前香港教育問題》，本書是其

姐妹作，是作者在報刊發表教育評論文章的結集。本書分六個專題： 1）一般教育問題，2）高中
及大學教育問題，3）中小學教育的探索，4）學位供求的探討，5）教學語文的探討，6）教育專

業。作者也曾於 1988 年在他的同工幫助收集整理下，把香港各中學資料匯集成一冊《香港中學

概覽》，當年算是開創同型書籍的先河。作者：賀國强，1989 年由藝美圖書公司出版。

14-117 《最憶校園情》——是一位老教育家吳康民校長憶述其四十多年教學生涯的隨筆集，除了

回顧為人師表的甜酸苦辣外，還表達了他對教育界某些現象的看法，值得教師們深思。由明窗出

版社出版。有關教育論述的姐妹作還有《好為人師三十年》，《書卷多情》等。

14-118 《創意無限》——創造創意是一項可以學習和掌握的技巧。無論出身和背景，所有的人都可以通

過學習，變得創意無限。作為一種技巧，無限的創意可以被運用在各個領域。運用在音樂方面，你可

以成為藝術家；運用在科技方面，你就是發明家；運用在商業領域，你將成為無可匹敵的實業家。如

果把無限的創意運用於構建和鞏固兩人之間的關係，那麼其結果必然是水乳交融，情深意長。無限的

創意對人們的一生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它將拓展你人生的意義，增強你的成就感，激發你生活的活

力，最大限度地豐富你生活的內容。作者：羅成昌，詹華軍，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在 2001 年出版。本

書有不同作者：(美)羅伯特·弗蘭茲撰寫的同名書刊。

14-119 《創新學習 研究與實踐—國際研討會論文集》——由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和教師中心聯合主辦，

中國學習科學學會、國家教育部《人民教育》編輯部和中華創造力中心協辦的國際研討會於 21 世紀初

在香港舉行，參加者有來自美國、澳門、台灣、內地和香港的學者及教師，共同探討創新學習的理論

與實踐，分享這些方面的成果和經驗。大會匯集了 30 篇論文印成文集。由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在 2002
年出版。

14-120 《勝在小一起步》——打好小一基礎，在起跑線上領先，是孩子贏盡小學階段的訣竅。升小一是

兒童一個很重要的階段，從幼稚園多玩樂的環境，轉到小學主要是學習的環境，大多數學生不容易適

應。但若能盡快適應及投入小學生活，孩子的自信心可以大增，學業上亦可佔先機。全書分：1）六歲
孩子的特質，2）香港小學教育的現狀和趨勢，3）新的環境和生活，4）高效學習，5）小一家長傷神

位。作者：鄧文頴，星島出版社出版。

14-121 《掌舵破浪的歲月》——本書是作者的自傳，也是香港社會演變的一個縮影，作者的不斷求進步、

求創新的精神，以及全心貢獻社會的人生歷程，正好反映了當年的香港人永不言倦的精神。她自幼愛

好文學，少年時期作品偏向於抒情，從事教育工作後，對香港教育的發展、社會福利工作的推行等，

經常發表意見和感想。這是一本跨越半世紀、具廣泛面點的文集。作者：孫方中，天地圖書公司出版

社出版。



14-122 《進入 net 人新世界》——世界在變，一方面是社會的變化，另一方面是傳媒無孔不入地在我們

周圍活躍。本書可作為教師考慮推行傳媒教育的起點，傳媒教育可以有兩個取向：一是以學習批判傳

媒為主，可以抵禦和克服傳媒的負面影響；二是以學習傳媒為主，學會運用傳媒，學習製作表達，從

而深入認識傳媒。全書分為：1）青少年的價值行為，2）青少年與媒體世界，收納多位作者的 27 篇文

章。蔡元雲、黃成榮、蔡志森、陳之虎等合著，突破出版社 2002 年出版。

14-123 《鄉村情懷——香港官立鄉村師範專科學校校史》——本書由資深教育家鄺啟濤主編，由 24 位

教育老前輩負責搜集提供珍貴而豐富的資料，回憶了香港官立鄉村師範專科學校各畢業生到各校任教

及在香港培育桃李的貢獻，圖文並茂，是香港教育史的珍貴史料，對了解香港教育特別是新界地區教

育發展狀況很有幫助。全書分為：1）卷首篇，2）鄉師史乘，3）鄉師的生活，4）教學論著，5）報章

剪輯，6）杏壇餘暉，7）希望工程，8）文娛藝術活動，9）聯誼活動，10）教學餘瀝共十章，屬A4 度

349頁巨著。本書是為紀念鄉師創辦五十周年金禧慶典而編印的，由香港官立鄉村師範專科學校同學

會有限公司在 2004 年出版。

14-124 《開窗集》——本書收納了作者的 79 篇文章，分為五組：1）生活點滴，2）教學生涯，3）讀書

筆記，4）萬里逍遙，5）教育理論。作者：劉佩蓉，廣角鏡出版社出版。作者還著有《做個快樂中學

生》、《中學生的自我成長》、《踏上成長路》、《留下一片雲彩》等。

14-125 《新來港學生教育之校本實踐》——《新來港學生教育之校本實踐》為“新來港學童教育支援計

劃”的一項成果，計劃採用了以實地為主，實踐為本和社區服務為基礎的精神，為在職教師提供新來

港學生教育的校本培訓課程和多元化資源服務，按各伙伴學校的特性和參與教師的需要，發展成一個

具適切性而又有系統的專業支援計劃。本書由六章組成：1）現況檢視，2）肺腑之言，3）理念探討，

4）學校個案。5）校本支援，6）反思與討論。作者：李榮安 袁月梅，商務印書館出版。

14-126 《解構 334 備戰新高中》——從 21 世紀開始的八年香港教育改革，為香港教育體制帶來極大的轉

變，其中真正內涵要算是課程的改革和新的學與教文化的確立，新高中課程是整個教改的核心部分。

本書較有系統的介紹新高中課程的結構及設計理念，又詳盡分析有關落實課程安排的許多實質性問題。

本書分八個章節：A 總論，B 學習，C 教學，D 校政，E 分享，F 升學，G 資源，H 釋詞，共收納文章

37 篇及釋詞 10 個。由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大公報及香港教育圖書公司編著，胡少偉、呂少群、李家

駒主編，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2009 年 1月出版。

14-127 《達善群英》——達善群英運動（TABS）自 1992 年創立，目的是鼓勵學校透過交鄉優良的實踐

經驗而對質素及效能作出提升。本書是該會十周年的紀念文集。內容分為：1）達善運動介紹，2）達
善群英巡禮，3）群英結撰等多章。由許為天策劃，許永豪監製。

14-128 《漫步教育路》——一位在教育圈工作了幾十年的校長，將自己多年教學和行政經驗以短

文紀錄下來，退休後輯錄成書與人共享。分：1）教育路向、2）學生品德、3）生活體驗和 4）專
訪四個單元，收納文章 82 篇。作者：植栢燊，從心會社出版。

14-129 《與名人齊上通識課》——「通識教育」是目前中學課程改革的核心項目，已定為必修必考科目。

其課程的內容廣泛，幾乎無所不包，至於如何教如何學，教師尚在摸索，而家長如何協助子女做好通

識教育，更是亟待關注，這本書正好幫忙。本書訪問了不同界別或領域的名人學者，通過他們的人生

經驗和實踐領悟，反映出通識教育要學習多元觀點及追求跨領域體驗的特性。被訪者包括：藝術界出

名的黃永玉和劉浩昌，熟悉公共事務的黃宏發、李鵬飛、高永文和梁天偉，文化教育界的文潔華、呂

大樂和林本利，以及對教育有傑出貢獻的譚瑪士修士和劉中元，當然少不了通識教育的設計工程師陳

岡和顧爾言。「家長關注教育政策聯盟」作為本書的編者，希望家長和老師看過這書後，深化大家對

通識教育的理解和思考，幫助子女或學生做好通識教育，達成通識教育的目的。由星島出版社 2007 年

出版。

14-130 《領袖教師與教師專業發展》——本書針對香港教育改革下領袖教師的角色及教師的專業發展而



撰寫。分理論篇、實踐篇和反思篇三組，作者有多位。重點在探究教師作為課程的領導者、推行者及

改革者的角色及如何在實踐中不斷成長和自我賦權的途徑。各章的作者從不同的視域、親身的體驗、

實踐和案例深入淺出地闡釋了有關領袖教師、校本教研和教學協作等課題，好讓同工更了解自己的專

業發展、學校發展和學習。這些課題包括：領袖教師與專業發展，課程改革和教師的角色與工作，校

本教研與教師專業發展，利用同儕互助小組的形式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融合資訊科技於學科課程中之

教師專業發展，教師敘說—教師專業發展和學校發展的契機，同儕教練，「個案為本學習」之理念與

應用，行動研究與教師專業發展，成為二十一世紀的好老師，甚麼的領導模式最有利於校本課程發展？

—一個與校長討論的課題。由許景輝 李偉成主編，匯智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14-131 《課外活動  探究與管理》——為紀念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成立 20 周年及促進學術交流，該會

出版這一冊《課外活動：探究與管理》，也是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 20週年文集，全書分為理論篇，

實踐篇，課程學員作業篇三組，共收納文章 46 篇。編者：曾永康、洪楚英、朱慧玲，香港課外活動主

任協會及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在 2006 年出版。

14-132 《課外活動》——1984–1994 年，是香港課外活動發展快速的十年，教育工作者和社會人士對課

外活動較為關注，在實踐上取得不少心得和經驗，在理論層面也作了一些探究。在香港課外活動主任

協會十周年到來之際，該會出版了本書，共收納了文章 43 篇，為教師提供關於課外活動的重要參考書。

主編：陳德恆，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 1994 年出版。

14-133 《課程、教學與學校改革 新世紀的教育發展》——香港教育於新世紀仍有不少有待解決的重要問

題︰在學習方面，不少學生到小學三年級時已經出現明顯的學習困難和厭惡學習；就讀的年級愈高，

學習興趣和自我觀愈下降；在課程發展方面，現時的教學方式及教材的運用仍然未能配合社會的發展

趨勢。面對這些挑戰，教師應該如何自處？大學方面又可以扮演甚麼角色？本書論文分兩大部分。第

一部分的文章探討課程、教學變革與實施方面的問題；第二部分的文章則研究有關學校改革及「大學

—學校夥伴協作」的發展。本書可說是香港教育近十多年來發展的一個重要紀錄，對研究香港教育發

展或教育行政人員及工作者，是一本難得的參考書。本書內各篇論文的作者，俱為資深教育工作者或

研究學者。李子建 編著，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

14-134 《課程發展的理論基礎》——課程是教育內容的核心，是教育成敗的關鍵，它有繼承和開來的作

用。本書分為八章：1）統整課程的哲學基礎，2）評新統整課程“人類：一門研究課程”，3）行為目

標與課程規劃，4）課程評價模式的轉向，5）論課程改革策略由中央統籌轉向校本自主的現象，6）教

師專業自主與課程決策的關係，，7）香港課程改革的幾個策略問題，8）香港優質課程的探索。作者：

羅厚輝，台北的學富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14-135 《學生違規透視》——香港的教師每天要耗用相當多的時間去處理學生問題，研究學生違規行為

是一項教育科研課題。本書從宏觀和師生多角度出發，又綜合大面積調查及個案分析，探討違規行為

現象、成因、解決方案，為了解研究違規行為鋪下相當可觀的框架。教育評議會主編，朗文出版亞洲

有限公司1998年出版。

14-136 《學校公民教育資料冊》——本書為幫助學校推行公民教育提供了大量詳實的資料。內容分為四

個部分：1）認識祖國，包括國家概況、國家經濟、國家政治；2）基本法，包括基本法資料介紹、一

國兩制、《基本法》全文；3）香港史，包括香港史教學、香港的故事、歷史遺痕、香港史教育資料、

香港史古蹟簡表、香港的世界第一；4）人權與法治，包括香港人權保障、保障人權法律架構概況、申

訴專員公署、人權教育、世界人權法宣言、法治資料等。各章也都設計了學生工作紙。由香港教育工

作者聯會在1999年出版。

14-137 《學校私營化—理論，效果與抉擇》——行政局在1989 年9 月26 日正式批准「直資計劃」的推行，

教育署亦由「新成立的私立學校檢討組」 專責處理直資計劃的事宜。由1989 年開始，教育署每年都

用行政通告的形式邀請資助及私立學校 (國際學校除外)參加，條件亦很優厚和寬鬆，特區行政首長在

1997 年的《施政報告》中亦提出「檢討現時有關私立學校的政策，使私立學校制度更活躍、更多元化，

並鼓勵私校創新和為家長提供更多選擇」，看到「直資計劃」能「在明確的問責制度下，以有效率和



具成本效益的方法，達到社會對優質學校的期望，滿足社會的需求」。香港教育引入私營化因素具深

遠影響。作者在教育引入直接資助前夕的1988年，便探討學校私營化問題。作者：鍾宇平、黃顯華，

小島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

14-138 《學校法治教育》——法治向來是香港賴以成功的基石，香港多年來奉行不渝的法治原則：例如

夢錄司法獨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施政等，法治將是香港享有的一大優勢。《學校法治教育》

網羅了與法治教育有關的卓見和資料，從理論到活動設計以至法律知識，兼收並蓄。撰稿者包括律政

司法律政策科、亷政公署、私隱專員公署、平機會、公民教育委員會等等。學校教育工作者有必要仔

細認識相關法律條例，避免在辦學和施教過程中，由於因循往習而致觸犯法律；還要把法治觀念教導

學生。本書分為理論篇、教學篇、實務篇和資料篇，還有兩個附錄。由胡少偉、何景安、龍德屏、尹

沛濤編，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出版。

14-139 《學校訓導工作人員手冊》——自從香港由精英教育轉變到普及與强迫教育後，社會及一般價值

觀隨歲月轉移而日漸降低，困擾學校的學童違規行為大增，而傳統的訓導哲學與方法已不大適用於處

理新的問題，加上一連串新的行政措施的實行，使在職的訓導人員更加束手無策。為此，香港學校訓

導人員協會編印了一冊《學校訓導工作人員手冊》，分兩大部分：1）學校訓導的功能職權範圍與校方

人員的關係，2）具體的學校訓導工作。還輯入九個附錄。由香港學校訓導人員協會編印出版。

14-140 《學校教育與學生發展》——華夏園丁在迎 2000 年的時候，在北京舉行了一個研討會，以園丁

情、華夏夢為主題，以迎接新千年的到來。本僅收納了 18 篇優秀論文，談學校教育與學生發展。由香

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出版。

14-141《學校與改革》—香港教育由於有統一的課程綱要和考試制度，課程割裂便表現為科目與科

目之間的割裂，科目之間可以各據山頭，還會互相爭奪教學節數及其他資源等，結果使整個教育

課程缺乏整體的發展方向，故顯得改革的必要。原著：M.Fullan&A.Hargreaves，黃錦樟，葉建

源編譯，香港教育圖書館公司出版。

14-142 《學習者、學習與評估》——本書是《學習、課程與評估》系列中的一輯，輯錄了近年有關課程

學的各個重要課題和議題的研究與文章。分為：1）有關學習的思考，2）有關思想的觀點，3）學習與

評估，4）學習過程與評估過程。為香港公開大學有關學科的指定讀物。編者：Patricia Murph，譯者：

馮施鈺珩、陳瑞堅、陳壟，香港公開大學出版社出版。

14-143 《邁出教育第一步 新教師入職專輯》——每年都有數以百計的新教師加入教育工作崗位上來，老

教師們在各間學校都給予很大的幫助。教育團體在每年的八月，也多舉辦新教師入職研習課程。《邁

出教育第一步 新教師入職專輯》就是其中一冊為新教師編印的輔導文集，內容分為六個部分：1）前
言，2）邁出教育第一步，3）成功的課堂管理，4）良好的師生關係，5）香港教育概況，6）教師保健

法和結語等。由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1996年起出版。

14-144  「一校一醫生計劃」——2003 年非典型肺炎肆虐香港時，西醫工會推行一個名為「學校醫生

SARS 諮詢計劃」（School Advisory Service on SARS，簡稱 SASS）的計劃，旨在提供迅速資訊予學校，

並為學校及家長解答有關 SARS 的疑問。參與計劃的醫生亦會因應學校的要求，到校講述有關知識，

締造健康校園，齊心抵禦 SARS。香港醫學會於中學復課後，首先發動大埔區的私家醫生為區內中學

舉辦講座及指導學校進行抗炎行動，目的是讓學生在良好的環境下學習，並與學校協作，提昇學童的

健康意識，培育他們助己助人的精神。大埔區所有中學已參與該計劃，並推展至小學。由於大埔區的

成功經驗，該會將計劃推廣至全港十八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