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201《孩子不笨》——作者一直致力於兒童發展及治療工作，面對孩子障礙的徬徨與無助，決意撰寫

本書。內容分為：1）感覺統合與兒童發展，2）認識三個重要的感覺系統，3）感統的訓練模式，4）
特殊組別的需要，5）過來人的話。還有一個感統小詞典，如感覺統合、腦幹、過度活躍症、過敏反應、

內耳平衡系統等 54 個名詞註釋和中英對照。作者：葉張蓓蓓，突破出版社 2003 年出版。

14-202 《孩子有條件做資優兒嗎？》——現今社會裏，學生的學業雖然非常重要，但家長同時十分注意

孩子的健康及體能發展，以讓孩子有健康的人生。本書內容分為：1）培養優秀的潛質 由身體開始，

2）強健的兒童，學習什麼也事半功倍，3）正確地運動：保健，錯誤地運動：傷身；4）運動

Q&A，5）–13）兒童運動系列，14）港隊奮鬥格。本書統籌：因想有限公司，小牛社出版有限公司

2006 年出版。

14-203  《春風化雨 多元智能教育薈萃》——香港銳變為知識型社會，在這個環環相扣的社會，代表著

和其他人一起工作是任何複雜工作不可分開的一部分；在這個資訊爆炸的社會，個人智能和多元智能

教育顯得更加重要。本書作者：張國祥，晶晶教育出版社 2003 年出版。

14-204 《相伴同行 處理學生情緒行為問題策略》——處理學生情緒行為問題策略資源套是由香港扶幼會

教育資源中心出版，內容分有：1）預防篇， 2）處理篇，3）發展篇，分別從學生、家庭、學校三方

面敘述。附有 CD 光碟一張。作者：盧碧秀、朱靜儀、方韶、李錦明、陸兆輝、溫艷華，2004 年出版。

14-205 《香港回歸十年  支援教師舉辦香港回歸十周年教育活動資料冊》——為幫助學校開展慶回歸教

育活動，香港通識教育會和香港大公報合編此教育活動資料冊。內容分為：1）香港回歸十年，2）當
代國情，3）教學活動指引共三部分。香港通識教育會和香港大公報 2007 年出版。

14-206 《香港特區教育評論與展望》——教育評議會成立以來，秉持「凝聚專業力量，推動教育改革」

的信念，於政策評議、專題研究、經驗推廣等方面都有可觀的表現。本書匯集特區政府成立前後發表

的評論文章及政策回應文件，以「香港特區學校教育評論與展望」為題，結集出版。教育評議會主編，

當代文化出版社 1998 年出版。

14-207  香港教育評議會教育研究系列書籍——香港教育評議會成立後，積極關注香港教育，該會及其成

員的教育論述甚多，例如：《 解難輔導》，《 教輔同行》，《 學生眼中的你》，《 心靈日誌》，《 

建立常規》，《 違規事件簿》，《 教室經營》，《 懲罰有道》，《教育改革 2000》，《教學言語政

策》，《教育署改革與發展》，《校本管理與優質學校》，《以英語為母語教師加強計劃》，《資訊

科技教育政策》等教育專欄論述或資料。部分除見於本章各節外，以下是其中有關課堂管理等方面的

一部分： 

（1）《賞、罰、常規研究報告及經驗分享》——本研究報告讓教育同工確切了解學生及教師對獎賞、

懲罰、建立常規等方面的看法；並透過編者教學的經驗，分享怎樣讓賞、罰、常規融合為一體，以營

造和諧學習氣氛，使教學順暢及遏止違規行為的出現，共享教學過程。作者：冼權鋒、吳仰明、李立

志，仁濟醫院、教育評議會 1999 年出版。

（2）《課堂管理  建立常規》——理想的校規應該是嚴格還是開放？《課堂管理 ---建立常規》分為

『營建校園規範』及『建立有效班級常規管理』兩部份。教育同工可從中檢視校內違規行為的性質、

探討校規的積極意義以及反思課室管理的技巧與目的。作者：冼權鋒，仁濟醫院、教育評議會 1999 年

出版。

（3）《課堂管理  獎賞有方》——「有彈冇讚」的課堂容易引起師生關係緊張，如何做到獎賞有方呢？

《課堂管理---獎賞有方》探討如何有效地運用獎賞技巧以建立積威，並籍此孕育課堂良好行為。作者：

吳仰明，仁濟醫院、教育評議會 1999 年出版。

（4）《課堂管理  懲罰有道》——教師通常用「罰」來管理課室，但何時該罰？誰該罰？怎樣才算罰

得其所呢？《課堂管理—懲罰有道》讓教師認知濫用懲罰的危機；只有在適當的原則指引下，教師才

可以發揮懲罰的積極功能。作者：李立志，仁濟醫院、教育評議會 1999 年出版。

（5）《會見家長》——怎樣使面見家長產生積極意義？《會見家長》透過沙維雅模式的輔導技巧：積

極信念，擴闊視野，增加彈性，採取一致及三嬴的溝通模式，尊重他人的價值觀和選擇，接納和包容

不同觀點，藉此與家長建立夥伴關係。作者：容曾莘薇，仁濟醫院、教育評議會 1999 年出版。



（6）《優質的香港教育模式：小學全日制之研究報告書》——怎樣才達致優質教育？是否全日制學校

比半日制更具條件達致優質教育？教育評議會和初等教育研究學會進行研究並作出報告。報告發現在

全日制學校裏，無論教師與學生都比半日制的學校有更大的空間；教師與學生的接觸多了，增強彼此

的交流和溝通，令教與學的互動更為自然。教育評議會、初等教育研究學會 2000 年出版。

（7）《香港學校的觀課文化》：教育評議會，1999年出版。

14-208 《悅讀》、《足跡》、《小小作家》、《點滴恩情》、《情牽我心》、《擷果》——《悅讀》是

一冊學校學生的閱讀報告文集，分低年級、高年級、中文大學「讀書樂：以文會友」三組，中聖書院

2003 年出版。《足跡》作品集則是小西灣福建中學學生的文集。《小小作家》是保良局陸慶濤小學上

午校學生文集。《點滴恩情》、《情牽我心》兩書是香港真光書院學生作品集、《擷果》是香港文理

書院學生在近幾年間參加校外徵文比賽奪得獎項文章的結集，書名有擷取美果之意。這一類書刊近年

來在各校都非常普遍地出版，對提升學生閱讀和寫作相信很有幫助。

14-209 《校本行動研究的理論與實踐》——本書是學校教育改革系列之一，刊印了《邁向學校自我完善：

行动研究與校本探究》等三篇論文，由香港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 2002 年出版。

14-210 《校長隨筆之 打開課室的大門》——本書收納的隨筆偶感，以感人的筆觸，寫出一位真誠的教育

工作者眼中的世界。她的心，都被學生佔據着，而且總是用樂觀和期待的激情來看學生。本書分三組：

傳遞着愛，打開課室的大門，只有感謝。何巧嬋著，螢火蟲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99 年出版。

14-211 《特殊需要教育行動研究文集》——行動計劃嘗試為課堂的討論提供一個理性的架構，焦點由老

師是資訊供應的“專家”轉到一個“中性主持者”，鼓勵並帶領以實證為基本的討論。作者希望把行

動研究的理念帶到學校，以提高教育素質。本書分 27 個單元，由多位作者撰稿。主編：許令嫻、冼權

鋒，香港教育學院學術出版委員會 2003 年出版。

14-212 《粉筆歲月：教與學的成長路》——作者撰寫教育評論多年，在《星島日報》撰寫教育專欄。

他熱愛寫作，著作頗多，包括合作編譯的：《學校與改革──人本主義的傾向》，《老師的權力》，

《尊師重道》，《師生平等》，《獨木橋》，《由小見大－－小班教學檔案追蹤》，《漢字變！變！

變！》等。本書是作者任教中學時描寫教學生活的小品。作者：葉建源，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1996 年

出版。

14-213 《送你一座玫瑰園》——這是一套關於介紹香港三間大學的書，編著者從人文與教育的角度對

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進行了全面解讀。書中編有徐立之（現任港大校長）、劉遵

義（現任中大校長）、朱經武（現任科大校長）、吳家瑋（科大創校校長）等人的文章，對各校的歷

史文化、制度精神及院系特點和招生情況進行了闡述，提供了權威的資訊。香港的大學，素以校園美

麗著稱，編著者親赴香港攝取美景，美文美圖，美不勝收，一併呈獻給讀者。這套書既是內地瞭解與

報考香港大學生的權威指南，也能成為香港三間大學人文旅遊地圖，通過這一大學之旅以助益我們對

國內大學生改革的思考。

《送你一座玫瑰園 香港大學》：我們對香港的印象，常常是從維多利亞港開始的。維港的夜景盡顯

香港作為國際商業大都會的特點。大凡年長的大學都會有其標誌性建築，港大的標誌性建築就是大家

常說的主樓陸佑堂，港大的書卷味、貴族氣及殖民風格盡寫於此。就香港大學而言，它是一所綜合性、

研究性大學，目標是培養在各行各業起領導作用的人才，也就是香港所說的領袖人才。本書將向您展

示港大的歷史及文化。如：一、何啟與西醫書院，二、香港大學創校始末，三、鳳凰浴火，四、第一

任華人校長，五、回報母校，六、陸佑堂與馮平山圖書館，七、孫中山在西醫書院，……本書以簡明

扼要的圖文介紹香港大學的歷史、發展、現狀、抱負、使命。作者：李振軍，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送你一座玫瑰園：香港中文大學》：作者：李振軍，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送你一座玫瑰園：香港科技大學》：作者：林立新、（李振軍），本書從「人與故事」、「制度的

魅力」等角度對香港科技大學進行了全面解讀。由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6 年出版。

14-214 《副學士升學指南》——源自美國的副學士課程在香港已推行多年，是完成中學學業的青年人進

入大學的另一途徑。但在香港的副學士課程繁多，開辦的歷史仍很短暫，面對眾多的選擇，使人不知

http://www.govyi.com/book/manage/profession/build/Index.shtml
http://hksc-ky.blogspot.com/2008/12/blog-post_19.html
http://hksc-ky.blogspot.com/2008/12/blog-post_21.html
http://hksc-ky.blogspot.com/2008/12/blog-post_28.html
http://hksc-ky.blogspot.com/2009/01/blog-post.html


從何入手，難以取捨。本書為莘莘學子提供一個指引，共分為：1）副學士的由來，2）院校巡禮，3）
學生個案，4）如何選擇，5）副學士之外的選擇，6）院校專訪，7）三個一覽：副學士先修課程，副

學士課程，高級文憑課程；最後有一個總結。作者：JobMarket求職廣場，JobMarket求職廣場出版有

限公司 2006 年出版。

14-215 《專題研習與評量》——香港課程發展議會 2002 年建議香港的學校推行四個關鍵項目，其一是

專題研習。專題研習在世界各地已普遍推行，是有效的學習方法。香港推行課程改革，鼓勵專題研習，

是重要突破。專題研習不同於傳統的教學方法，而教師在評量專題研習表現也不容易。本書着重多元

評量，強調研究和實際教學結合。內容分為：1）理念篇，2）評量篇，3）實踐篇，4）總結及示例篇

作者：謝錫金、祁永華、譚寶芝、岑紹基、吳秀娥，香港大學出版社 2003 年出版。

14-216 《從自我評估邁向自我完善》——千禧以來，世界各國紛紛啟動大規模的教育改革，力求提升國

民素質，以迎接新世紀的激烈競爭。近年來，美國的幼教改革突顯了兩個焦點：一是推出學習目標，

保證課程質素；二是推行表現指標，監管幼教質量。而香港幼教改革也在幾方面得到進展：1）提升幼

師素質，2）推動幼教課程改革，3）推行質素保證機制。在香港 2000 年的教育藍圖中，明確提出要加

強學校自我評估及校外評估機制，以有效地提升教育質素。為令教師們對此有一個清晰和完整的概念，

編者在一些學校中進行深入訪談和個案研究，整理成書。內容分為：1）自評文化與優質幼教，2）以

學習為導向團隊，3）同儕觀課與團隊精神關係，4）一個教師發展與學校發展的關係，5）一個團隊的

成長，6）自我評估的歷程，7）從自評走向自我完善的心路歷程，8）走向自我完善，9）齊心協力 邁

向卓越，10）香港學前機構運用表現指標的歷史、現狀及未來。主編：黃艾珍、李輝、容燕文，朗文

出版亞洲有限公司 2006 年出版。

14-217 《情繫幼苗》——本書包含五輯書刊組成：《給爸爸媽媽的話》、《給幼兒老師的話》、《給孩

子的書》。《給爸爸媽媽的話》、《故事兒歌》、《給幼兒的書》。作者是一位幼兒教育專家，她在

數十年間進行過無數次有關幼兒教育的專題講座，發表過很多具獨到而精闢見解的論文，可以說是香

港幼兒教育的先驅，她的見識、熱誠和遠見，令人敬佩。她在 20世紀 70 年代便推動幼兒教育要擺脫

小學傳統的排排坐上課形式，採取幼兒綜合課程活動教學法，鼓勵幼兒在遊戲中學習，現在已廣泛地

獲得認同接受。作者：陳陳淑安，由香港明我教育機構出版。

《給爸爸媽媽的話》刊出文章 23 篇，向父母親介紹如何幫助幼兒成長。

《給幼兒老師的話》刊出文章 34 篇，內容為：思想與理念，香港幼兒教育之我見。

《給孩子的書》是一本小字典，以十二生肖的圖文並茂為內容，是內容和方法兼備的啟蒙辭彙教材製作。

2005 年出版。

《故事兒歌》是寫給 4歲孩子的讀物，作者以小朋友喜愛的小動物、簡單有趣的兒歌，配以淺白的文字

和色彩富麗的插圖，引起幼兒朗讀的興趣，在不知不覺中吸取歌謠的養分，領會當中的意思和學會不

同的生字，慢慢養成閱讀的興趣和習慣。2008 年出版。

《給幼兒的書》是寫給 4歲以下幼兒的讀物，2009 年出版。

14-218 《教．學．研》——隨着教育改革的發展，許多老師在教學研究、專業發展方面都有不少創新的

真知灼見，各校也想方設法把他們的同工傑作付諸印刷成書。《教．學．研》一書便是其中之一，它

是福建中學教師的一冊學術性刊物，希望促進校內外的學術交流。文集已出版了數期，展現了教師豐

富、鮮明的教學個性。

14-219 《教出讀書郎 學習困難兒童指導手冊》——作者長年接觸幼兒，感受到統合不足所造成的兒童問

題，一直是幼教老師和家長最嚴重的困擾，他深深體會感覺統合的重要。

感覺統合是美國南加州大學的愛爾絲博士（Dr. Jean Aryes）在 1969 年提出的一個研究觀點，用以研究

兒童學習障礙的行為及其原因。本書分為五篇：1）感覺學習與教育，2）語言發展遲緩，3）過度活躍

症與身體協調不良，4）自閉症和觸覺敏感，5）遊戲運動療法。作者：陳文德，海濱圖書公司 1996 年

出版。

14-220 《教育管理的專業發展》——專業發展不僅在個人層面愈來愈受到重視，對提高組織的效能與效

率，也是不可缺的。本書就個人與組織的兩個角度去考慮專業發展，討論教育管理者如何把從專業發

http://www.cp1897.com.hk/books_publishers.php?publishers_code=00154637&keywords=%E9%A6%99%E6%B8%AF%E6%95%99%E8%82%B2%E5%9C%96%E6%9B%B8%E5%85%AC%E5%8F%B8
http://www.cp1897.com.hk/books_authors.php?authors_code=A159349&keywords=%E5%B2%91%E7%B4%B9%E5%9F%BA
http://www.cp1897.com.hk/books_authors.php?authors_code=A182985&keywords=%E7%A5%81%E6%B0%B8%E8%8F%AF
http://www.cp1897.com.hk/books_authors.php?authors_code=A104911&keywords=%E8%AC%9D%E9%8C%AB%E9%87%91


展所得到的概念、技能、領悟，應用到組織的某些工作和制度上面。英文原作（作者： Lesley 
Kydd，Megan Crawford，Colin Riches）是英國公開大學學科指定讀本，本書是翻譯而來，由陳壟、馮

施鈺珩、吳國志、盧慧慈譯。全書分兩大部分：1）個人發展與專業發展，2）組織與專業發展。香港

公開大學出版社 2002 年出版。

14-221 《教育學詞彙》——近年教育學知識和文獻大量增加，在講學、討論、研究和撰稿寫作時都會遇

到譯名不統一的困擾。本書的編者在 1985 年起便進行教育學詞彙的編纂工作，收集與教育專業有關各

門學問的術語和名詞，包括教育哲學、教育社會學、教育心理學、教育行政學、比較教育學、教育科

技學、教育統計與測量學、腦神經學與認知學等。辭彙的來源包括研究報告、教育專著、期刊、學位

論文、會議紀錄及辭書。但計劃曾有中斷，後重新恢復整理編纂，多位專家參與對稿件的全面檢核工

作，從策劃到修訂、增訂、完稿及付印，前後達 18 年之久，係香港與各地學者及年青助理們多年努力

的成果。本書的特色是：1）收集的詞彙詞量眾多，既新且廣，共有 12,321條之多，2）涵蓋周全，兼

收中、港、台及新加坡四地教育學的詞彙中文譯名，3）全稿經多地學者嚴格檢定，務求準確簡明。主

編：杜祖貽、呂俊甫，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07 年出版。本書是教育文化界的重要工具書。

14-222 《教師求生手冊》、《教師求生手冊——續命篇》、《教師求生手冊——三省篇》、《學生求師

手冊》、《教師求生手冊——彩虹篇》——

《教師求生手冊》教壇素來予人一種嚴肅和崇高的印像，執教鞭是一份偉大而備受尊敬的職業，但教

師也有人性中脆弱的一面。作者希望把一幅教壇眾生相的圖畫如實地呈現出來，還透過一些資深教師

的切身經驗，傳授在課堂教學的應變之法，健康之道及尋找歸宿之途，希望老師能從中掌握求生之門。

《教師求生手冊》是香港暢銷書之一。首冊內容分為：1）校長，2）教師，3）家長，4）學生，5）課
堂，6）情婦等各組文章。續寫的《教師求生手冊—續命篇》和《教師求生手冊——三省篇》更盡情地

把教壇的趣事、老師們心底的牢騷、對教學的體會述說出來，更加入實用的教學秘技，可與同行共勉。

《教師求生手冊——續命篇》分為：1）趣怪篇，2）個案篇，3）感性篇，4）牢騷篇，5）教功篇等。

《教師求生手冊——三省篇》分為：1）愛與恨的邊緣，2）盡心盡力為教學，3）同業同事大轇轕，

4）芝麻小事看人生。另一方面，教師們老埋怨好學生難尋，可有想過，學生們也同樣發出好老師難求

的感慨？

《教師求生手冊——彩虹篇》內容：近十年，教育界發生過大大小小的地震：教改、殺校、縮班、

教學語言政策，無不令一眾教師心驚膽顫。連結全港數萬名教育界人士的《教師求生手冊》，

由晴朗老師接棒跟大家分享校園內的光怪陸離、與學生的溫馨小品、如何以正面思考將壓力化

為歡樂，令教學生涯變得更有趣、更豐盛。少不了的，當然還有其他老師跟作者互相交流的教

學奇招。書後附《縮班教師求生手冊》，乃作者以過來人身分為正面對殺校、縮班的老師提供

相關資料和出路。作者：李老師和她的同事 / 晴朗，零至壹出版有限公司在 1995 年起先後出版這四

冊書刊。

14-223 《教餘隨筆》——《教餘隨筆》集中收錄了作者由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五年的散文，是她在教學

之餘的隨筆。全本文集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關於學校生活，一部分關於日常生活的感受。從作文題

目至宋詞，亦從赤柱旅行至陸運會，作者都能以樸實的文字寫下在教學路程上的感想，集成「校園

篇」；從表年節至母親節，亦從搬家至探病，她都能以自然的文句記下對日常生活的感受。作者：彭

鑑冰，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1995 年出版。

14-224 《教學方法與設計 (修訂版)》——這是一部全面介紹有關中、小學教學方法與設計的專著。書中

匯集了香港多位學者、資深教育工作者的文章。全書共十五章，第一章是引論，簡單論述教學的基本

概念。第二至十一章介紹十種主要的教學方法，包括：1）講述教學法，2）角色扮演教學法，3）概念
教學法， 4）示範教學法，5）故事講述法，6）模擬與遊戲，7）探究教學法，8）練習教學法，9）討
論教學法，10）專題設計。書中深入分析、探討了以上十種教學方法的特點及其在各類教學環境中的

適用性。此外，在第十二章至十四章則介紹了通達學習、合作學習和個別化教學三種教學設計。最後

一章以探討教學方法與設計的新趨勢作總結。作者：霍秉坤，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2004 年出版。

14-225《啟導人師》——「啟導」（Mentoring）是幫助正在中學或大學就讀，或剛投身社會工作的青年

人成長的一個有效方法。作者憑藉豐富的啟導門生經驗，全方位地把啟導人師的理念、實踐技巧、感

http://publish.commercialpress.com.hk/pb/php/publisherbooks.php?aid=P005908&usertype=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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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及心得，一一在本書娓娓道來。本書分四部份—作者在第一及第二部份與讀者分享了其對啟導的看

法及心得，11 篇短文以中文及英文同時出版，令不懂中文的人也能從中得益；第三部份是作者的門生

分享他們的經驗，幫助青年讀者了解作為一個門生的心境；第四部份由多位曾組織或參與過不同類型

的啟導計劃的人師及同學分享籌辦類似計劃的心得，讓有興趣推行啟導計劃的讀者借鏡。全書分為：

第一部份—啟導人師，第二部份 Part Two — Mentoring Mentors，第三部份—門生文章分享，第四部份

—城市大學啟導計劃經驗分享，本書是一本兼顧理論和實踐的參考書。作者：高彥鳴，出版：香港城

市大學出版社。

14-226 《陳君葆文集》——陳君葆是香港知名學者，愛國教育家，文學家，宗教哲學家，政治活動家，

柳亞子曾以蕭何、蘇武、馬融、阮籍、孔璋等漢魏晉唐名人比擬他。20世紀 30 年代末至 40 年代初，

與當時到香港的中國政要及文化界知名人士，有廣泛的接觸和密切的交往。 20世紀五十年代初，為

促進香港同胞的愛國團結，創辦了香港華人革新協會，任香港華人革新協會主席。在馮平山圖書

館館長任職期間，對促進港大的中文教育，推行新文字運動，以及在新界鄉村推廣平民教育等，

均不遺餘力。在日本佔領香港時期，陳君葆與鄭振鐸、徐森玉、張元濟、許地山、葉恭綽、徐信符、

冼玉清、博薩爾等國內外知名人士，通力合作，保護一批中國善本古籍及珍貴歷史檔案，獲英國皇室

頒發 O.B.E.勳銜，是在香港為國家民族立過大功的知名學者，曾兼任香港大學文學院教授。本書

主要內容分三篇，甲篇選載了陳君葆教授在二次大戰及抗戰期間針砭時政的專文；乙篇雜談顯露

了他對教育、文化、藝術等方面充滿無限關愛的赤子之情；丙篇一輯則抒發了作者對往事、故人

生活的緬懷與感觸。綜觀陳教授一生的言行身教，不啻可供今人對愛國愛港定義的尚佳詮釋。編

者：謝榮滾，出版社：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08 年 11月出版。

14-227 《創造力的培養與教學創新》——在 21世紀，重要的已不是學科知識的學習，而是能力的培養，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本書是創意教學國際研討會的論文集。內容分為：1）學術篇，2）交
流篇，3）考察篇。收納文章 34 篇。主編：胡少偉、詹華軍，由香港創新教育學會 2004 年出版。

14-228 《創藝校園成果集》——學校成員有了創作欲望，一切就水到渠成。藝術教育的創意是其中一個

點，我們要把點連成線，線組成面。青松中學《創藝十年》圖文集的序上留了一整頁空白──並表示：

「創作者最需要的是空間，十年來，我給了『創藝坊』最大的空間，將來還要繼續給下去。」「我不

懂國畫，但常覺得畫中留白的地方挺好。所以，畫讓懂的人來畫，不懂的人會留白就行了。」香港道

教聯合會青松中學的演藝教育是出色的，音樂科主任廖月明老師曾獲傑出教師優異獎，近年積極參與

教統局藝術教育課程發展工作，多次應邀向本港教師及內地同行交流經驗。

14-229 《尋找課程與教學的知識基礎》——香港的中小學中文科教育經常為社會人士所詬病：一方面是

由於課程設計只是著重教導和背誦課文及有關資料，而忽視培育學生聽說讀寫的能力；另一方面，教

師在教學過程中未能充分掌握學生學習中文和教授中文科課程的要訣。本書編者認為要改善現時香港

中小學中文科課程與教學的流弊，必須要找出問題根源，才可對症下藥。因此，本書將過往與中文科

有關的研究文獻作系統的整理，分門別類，讓讀者了解中小學中文科課程的發展。此外，本書亦進行

了大量問卷調查，探討中文科教師的進修及教學情況、中小學教科書的內容，以及比較中國大陸、香

港和台灣三地中文科語文課程。本書對於從事中文科教育的人士，十分有參考價值。編者：黃顯華，

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

14-230 《愉快教室—教普及教育下的孩子》——在普及教育環境下，光有愛心和耐性，肯付出精神和時

間，未必能當好一個教師，最需要的是專業教學方法，要管理課堂秩序，要吸引學生學習興趣，要建

立良好積極的班風。本書分為：1）教室秩序管理術，2）現代教學法，3）懲罰的時機和方法，4）教

育專業反思，5）教學心法反思。陳漢森著，教協會 1997 年出版。

14-231 《提升幼兒抗逆力 校本課程手冊》——小童群益會將幼兒抗逆力作為近年的工作重點之一。在該

會幼兒服務 10周年之際，編寫了本書，期望促進老師間交流和分享，讓幼兒教育的專業水平不斷提高。

內容分為：1）理念篇，2）校本課程管理及介入策略：分個人、家庭、學校和社會四個層面，3）課程
評估，及註釋等。編者：廖麗娟、張敏儀、譚潔芳、梅麗芬、劉美莊，香港小童群益會幼兒園服務

2005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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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32 《港台輔導面面觀》——輔導是一個幫助人改變的過程，工作並不輕易，工作中需要自我反省及

不斷實踐努力，才能獲得理想結果。本書是香港小學學生輔導專業人員協會往台灣考察交流活動後的

成果，內容包括有 14 篇文章和報告。由香港小學學生輔導專業人員協會 2004 年出版。

14-233 《發展母語教育 邁向優質教育－回顧與前瞻》——實施母語教學後的高考英文科及格率，連續下

跌 3 年之後，近年止跌並略為回升，令人對推行母語教學可能令學生英文水平下降的憂慮，稍稍紓緩。

高考的學生考獲符合升讀大學資格的學生人數，亦是推行母語教育以來最高，而且是連續 3 年上升，

這應是拜母語教育所賜，值得珍惜。母語教學是最合適的教學語言，對老師和學生均是如此，因為老

師用母語講解，可以最流暢和達意，而學生亦可以較容易理解學習的內容，毋須死記硬背變填鴨。這

本來是顯淺的道理，但是香港由重英輕中的殖民地變成特別行政區之後才開始推行母語教學，卻是舉

步維艱。本書是由謝錫金、岑紹基、祁永華、徐碧美策劃，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母語教師支援中心出版。

14-234 《策夢掌舵 十位校長的真情對話》——在香港作為一位教育工作者，要滿足學生層出不窮的成長

和學習需要並不容易，但是仍有不少教師校長堅信所持守的教育夢，默默耕耘。此書輯錄十位校長的

故事，就是其中的例子。盼望他們的故事，引發城中更多觀察和更多欣賞，為前線的校長教師們打氣。

作者將十篇訪談分別以：硬朗勇敢、樂於創新、鍥而不捨、貫徹信念、擇善固執、樂觀踏實、傾注投

入、有情有駡、盡力耕耘、善誘童心等為題，分別介紹十校的特色。主編：林淑貞（筆名：林沙），

現為自由寫作人，曾於不同傳媒及出版機構工作，多年遊走於影像與文字、報章與雜誌之間。

14-235 《給老師的信》——本書是意大利一所學校學生的集體創作作品，寫於 1960 年末期，但對於香

港教育改革有現實意義，因此被譯成中文本。內容分為：1）強制教育不應踢學生出校，2）就讓你們

給師範生都不及格吧，不過……，3）統計圖表。陳鳳潔審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 2005 年出版。

14-236 《園丁一集》——歲月易流逝，開墾難忘懷。在十年校慶又逢千禧時，將學校師生文章結集成書，

園丁撰文匯衷情，喜怒哀樂促認知。馮堯敬紀念中學 2000 年出版。

14-237 《新名校指南》——進入 21世紀後，一項傑出學校評選活動舉行，參與評選活動的學校有 180 多

所，約佔全港學校總數的 8.6 %，經以多項評選標準包括管理及組織、校風及培育、學生表現、學校優

異表現，選出了 6間傑出學校，16間優異學校。評選者認為，這些成功當選的學校，關鍵在於具備團

隊精神，校長願意邀請教師參與決策。本書內容分為：1）前言：概論，各校實況，2）介紹中文中學

4間，3）介紹英文中學 4間，4）介紹國際學校 1間，5）介紹預科書院 1間，6）介紹津貼小學 7間，

7）介紹特殊學校 2間，8）介紹幼兒園 2間，9）附錄。明窗出版社編輯部編寫，明窗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1 年出版。

14-238 《新教師研習課程資料冊》——新教師研習課程早在 20世紀 90 年代初便已由熱心的各科教師團

體合作舉辦，當年沒有理想的場地，便借用學校的禮堂開課，香港教師中心成為合辦成員，才有一個

落腳點。後來的研習活動都編印一冊資料冊，每年更新改編，很有實用價值。例如其中一冊就分有六

部分：1）好的開始，2）課室管理，3）教學法，4）建立良好的師生關係，5）課外活動，6）附錄。

在筆者印像中歷屆的資料冊都由學教團主編，新教師研習課程籌委會出版。

14-239 《經濟學的裁決：教育要自由》——經濟學泰斗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倡議教育要自由。因

為教育和其他經濟活動一樣，消費者的自由選擇、市場的自由競爭，肯定勝過官僚的瞎指揮；是提升

質素、節約資源的不可缺的要素。佛利民是教育的門外漢。他知道的，是剝奪選擇自由、扼殺競爭，

必定浪費資源。這個判斷，香港的父母應該感受至深。教育是香港最大的政費開支，每年的支出近六

百憶元，佔了預算的兩成多，可見社會對教育案寄予厚望。得到支持卻又變成人神共憤的爛攤子，香

港教育制度糟蹋的，又豈只是物質資源而已？這個令教育質素不斷下跌的制度更禍延子孫。人才是香

港最重要的資源，不改革制度，恢復教育自由，香港將何以立足？過去二、三十年，香港無時無刻不

在改革教育，可是改的方向都是在課程、考試，再不然便是在教育目標上吵吵鬧鬧，但始終搔不著癢

處——還父母選擇權，發揮供求機制威力，發展切合香港需要的教育。這本小書輯錄的，是十年來作

者在《壹週刊》對香港教育作的探討，除了大中小學的「正規」教育，還旁及對教育作投資、自我提



升等等。貫穿全書的「中心思想」是教育的重要，唯其生死攸關，又豈能讓從來都不見得把事情做好

的官僚把教育卡死？是時候讓教育重獲自由了。作者：楊懷康，壹出版有限公司 2000 年出版。

14-240 《農圃道的足跡》——農圃道，是早年新亞書院的所在地。她在 20世紀 40 年代末，先在深水埗

的桂林街建立亞洲文商夜學院，1950 年更名為新亞書院，後來再遷往較大面積的農圃道，1961 年後成

為中文大學成員之一。本書介紹新亞書院從桂林街到農圃道的發展歷程，分為：1）訪問篇，2）懷舊
篇，3）從書院到中學（新亞中學）。屈超秋主編，商務印書館 2007 年出版。

14-241 《夢想與堅持》——現今迅速變遷的教育制度下，教育改革、繁重的行政工作、殺校危機等理由，

為教師們帶來不少的壓力。校園危機支援計劃在 2000 年起成立，開始時獲優質教育基金支持，2003 年

起獨立營運至今，因為有夢想，才有堅持，這正是成為人們繼續為教育界工作奮鬥的動力。2007 年，

香港小童群益會和教協會兩個團體合作舉辦了「夢想與堅持」—《給學生的信、給老師同工的信、給

學生家長的信》徵文比賽，從中評審出 14 篇得獎作和 10 篇最能表達老師心聲的作品，內容分為：1）
給老師同工的信，2）給學生家長的信，3）給學生的信。編輯：鄭惠君，香港小童群益會 2008 年出版。

14-242 《漢英 / 英漢對照課程學常用辭彙》——本書為修讀香港公開大學進修學院修讀“課程理論、設

計與評估”的學員而編纂的，為學員配備一本專業的工具書，以方便修讀之用，並增進課程專業學養。

“課程理論、設計與評估”是教育榮譽學士（小學教育） 學位課程的中級程度科目，本科的設計旨在

增加學員對課程理論和實踐各方面的知識，培養學員在學校設計適當的評估機制，以及令學員養成專

業而嚴謹的態度去處理教育問題。課程學在歐美各地仍是一門初具規模的學科，很多術語還未有一致

的涵義。用中文寫的課程學文獻，更加少有。除了涵義不清外，課程學的中文文獻更有中譯名詞不統

一的情況。公開大學嘗試統一有關課程學名詞的中譯。編者先從英文文獻中找出每一名詞的最確切涵

義，以此為考核對比中譯的準則。本書收納漢英 / 英漢對照課程學常用辭彙各約 800 個，少數辭彙還

有簡短說明，並有三個附錄：1）名詞涵義和中譯說明，2）課程學名人及其學說，3）課程發展大事年

表。由文潔禮、劉煒堅、鄧廣威編著，香港公開大學 1995 年出版。

14-243 《與中大一同成長 香港中文大學與中國文化研究所圖史》——此書通過大量照片、資料，以及許

多人的撰述與回憶，為中文大學與中國文化研究所過去半個世紀的歷程，以粗線勾勒及細節渲染出一

幅生動圖像，所有中大人都應對之感到興趣，是研究香港學術界發展的重要參考。全書分兩部分。第

一部「歷史的足印」共六章，縷述書院、中大以及中國文化研究所的發展與蛻變，包括七十年代體制

改革與八、九十年代學制變化等重大事件始末。第二部「回顧與前瞻」包括 26 篇追憶與文化展望的文

章，為中大人文學者的生平、事業及觀點呈現萬花筒式的景觀。陳方正主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

研究所出版。

14-244 《與青年談全人教育》——全人教育作為一種教育理念，在上世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系列報告

中早有體現。自上世紀 80 年代以來，在國外以及香港、台灣等地區越來越受到重視。全人教育是一

種先進教育理念，力求發展出既符合國際潮流和時代需求，又能兼顧中國傳統和現實情況的獨具特色

的素質教育方法，培養既具國際視野、又有中國本土根基的創造性人才。全人教育要培養的是「完整

的人」。教育必須超越學科與專業的分割，全面提高人的綜合素質。教育不應僅僅是知識傳授和技能

習得，而要使人在身體、知識、智力、道德、批判性思維、創造性、精神、價值操守等方面都得到發

展。教育不僅要關注個體各項素質指標的量化進步，也要關注個體人格養成的動態發展過程。教育不

應只是為獲得文憑，更要為終身學習打下基礎。作者：高彥鳴，香港城市大學 2005 年出版。

14-245 《潮平岸闊─高錕自述》——提起高錕教授，即時會想起他的光纖、寬頻通訊等科學技術上的成

就。本書是作者的七十自述，除了讓讀者一覽他闖蕩世界科技文明、周遊列國的廣闊人生之外，還與

讀者分享他對人、對世界的開闊視野。「潮平岸闊」既可以用來形容今天的寬頻傳送，何嘗不是作者

生命形態的最佳寫照。《潮平岸闊─高錕自述》裡的高錕，不止「光纖之父」一面。本書共十五章，

首章先寫與廝守四十多年的夫人美芸相識相遇，及後共結連理的生活細節，隨之倒敘童年往事，以及

鮮有詳細披露的留學生活。這是作者的巧心安排：科技事業與家庭兼重，以「邂逅」居全書之首，見

科技學者對人文、人倫價值之肯定。第六、七、八三章詳細交代光纖發明、改良、大量生產的過程。

這方面的成功令他在創新科技事業上闖出一個又一個高峰。第九至十二章是光纖之外的社會貢獻，以

http://www.cp1897.com.hk/books_publishers.php?publishers_code=P006239&keywords=%E5%A3%B9%E5%87%BA%E7%89%88%E6%9C%89%E9%99%90%E5%85%AC%E5%8F%B8


及平凡而溫馨豐富的家庭生活。出掌中大，是重投華人世界，尋根問源。最後三章是回顧過去、展望

未來的宏觀陳述。作者：高錕，譯者：許迪鏘，香港三聯書店 2005年出版。

14-246 《潘宗光：感恩這一課－一位大學校長的回憶》——潘宗光是一位化學教授，前香港理工大

學校長。他認為，中國不能全部是綜合型大學，其任內主力把理工大學發展成應用型大學。他於

2008 年退休。他也是佛教徒，著有多冊佛教書刊，如《心經與生活智慧》(1998 年)、《佛教與人生》

(2001 年) 等，本書是最近所見的有關他的新書，他在書的封面上引用《金剛經》的著名偈頌寫道：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他說：世間沒有甚麽可以停留下來，平

常心是道，心懷感恩，也是一種日常生活的修行。本書分為：1）成長篇，2）從政篇，3）教育篇，

4）修行篇，5）精進篇。作者：潘宗光，經濟日報出版社 2008 年出版。

14-247 《課室管理技巧》——本書探討教師如何才能成功地處理孩子們的課堂和管理好他們的學習環境。

內容分八章共兩大部分：課堂控制與管理問題背後的緣由，引導並糾正過失行為。原著： David 
Fontana，李彥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00 年出版。

14-248 《課程變革與實踐》——舊有的基礎教育課程存在的問題和弊端，突出表現為過分注重傳授知識，

對學生的情感、價值觀、個性、創造性發展的關注嚴重不足，難以培養學生終身學習的願望和創新能

力。一些專家預測，如果不進行課程改革，若干年後，我們的學生將在民主法治意識、創新精神和實

踐能力、科學人文素養、環境意識、終身學習能力等方面，明顯落後於世界先進國家的學生。作者：

尹弘颷、李子建，高等文化教育事業有限公司 2008 年出版。

14-249 《踏上教師專業之路》——教師是職業，也是事業，更是一種專業；一旦成為教師，就必須在這

個領域與時並進，提升專業素養與教學效能，方能滿足社會需求，贏得眾人的尊重。但如今教師工作

量與日俱增，面臨的問題亦愈來愈難處理。作者將其親身經驗透過文字向教師獻上做好教學工作的良

策，有助於補充教學上之不足。在六十篇文章中，就有數十條妙計，提供教師解決教室秩序、課堂教

學、輔導學生解決問題的技巧，從而給予他們指引自強自重的前路。本書是“陽光系列之一”，作者：

陳漢森，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2003 年出版。

14-250 《學生輔導》——本書闡釋教師應如何輔導學生全面的發展和成長。書中講述學生在求學的過程

中，難免會在升學、結交朋友、尋找人生方向、宗教信仰或出路等方面遇到問題，但對於處事經驗不

足，心智未臻成熟的少年人，要解決這些問題，就難上加難，加上他們往往徘徊在「自我追尋」及

「環境不利」的因素下，在這瞬息萬變的世代中，就更容易產生心理上的衝突，在校內校外違規犯錯，

在學習上出現問題。要避免這些危機發生，非賴於適當的預防與矯治的輔導措施不可。所以，如書中

所言「無論從潛能發展的觀點、教育生涯的觀點或是心理衛生的觀點來說，學校輔導的工作都是學校

教育體系中不可缺少的環節。」作者：

游黎麗玲，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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