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教學信念 — 教學上的「心意」 

韓愈《師說》道「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但在現今世代，教師應

有的責任、品德、標準已大大超越以往。為了切合現今的教育，為學生帶來愉

快、平等、優質的教育，我認為作為教師需具備「三心」「兩意」。 

 

虛心 

教與學之中，除了教師教、學生學之外，我認為兩者身份亦能互換，教師亦應

從學生身上虛心學習。在課堂之上，教師雖為領導角色，然則教師需時刻留意

學生的反應，聆聽學生的聲音。課後更要放下身段，鼓勵學生提問，虛心接受

建議。我深信一個虛心、願意傾聽學生心聲的教師，師生關係將會更和睦，教

學成效自然隨之提升。其次，在教學路上，教師從不是一個孤單的角色，身邊

有一眾同儕、同工等攜手合作。作為一個新入職的教師，經驗定當不及其他教

師豐富。故此理應抱著謙卑的心與一眾教師合作，如面對困難，亦應主動去請

教，虛心聆聽意見。因為我堅信只有一眾同儕們的合作，才能為學生提供優質

的教育，達至教學相長。再者，社會發展一日千里，作為新教師，今日所學的

教學法，難以確保明年是否合宜。教師除了需具有社會動態的觸覺外，更不應

驕傲或固步自封，而是應自我鞭策、虛心學習、持續進修，時刻緊貼教育界的

潮流，達至終身學習。 

細心 

常言道：「學生如幼苗」，教育學生更需要的是細心。作為教師，不希望學生是

把知識死記硬背，而是希望他們愉快地學習，在不知不覺中把知識吸收，融會

貫通。這點對教師來說從不容易，因為這視乎教師與學生之間的互動與關係。

教學的方法往往與學習者的學習需求有緊密關係。老師不但要照顧到學生的各

種學習需求，更要顧及到學生的心靈需要。每一位學生都有不同的特質、不同

的性格，走到一起又會形成一班又一班不同的文化和風氣的學生。只有教師能

夠細心了解學生不同的特質，照顧到學生的心靈需求，才能「對症下藥」，為學

生建立到合適的學習環境。再者，每位學生的能力、以及性格等都不同，老師

們需尊重及欣賞其個別差異，提供適性教育:依學生的經驗、能力、興趣、性向

等個別差異採用，個別化教學策略。另外，又應該把握班中的差異，善用合作

教學，鼓勵班中互助的風氣，藉此教導學生正確的價值觀，這才能發揮有教無

類、因材施教的精神。 

創意 

試回想，若你作為學生，你會希望在課堂之中只看到老師看著講義和黑板，自

說、自寫、自導的唱著獨腳戲，而自己則處於被動接收的狀況嗎?不論對教師、

學生來說，單向式的教學模式已落伍且成效甚低。要讓學生了解到書本上的知

識，不能只靠單向教學，而應轉向以學生為中心的模式，著重如何激發學生的

學習興趣，並把學習內容連繫日常生活與香港文化，觸類旁通，才算為真正學



習。我一直十分鼓勵學生以專題學習和探索學習研究個人有興趣的學習範圍，

通過提問和創意活動教學激發學生思考與探究。只有當學生願意對我的教學內

容究根問底，才算成功的教學。學生們主動學習和探究學習的摸式，使其在探

查答案時無形中學會學習的方法，對他們的思維模式和未來發展事半功倍。另

外，要激發學生創意及思維，提問技巧亦是教師要掌握的技巧。作為常識科主

修的學生，教學時常會遇到各種議題，我希望在教學時能引導學生作「多角度

思考」，甚或是「反向思考」。在教授時，作為教師應以具創意的方法把事實

(fact)呈現給學生，鼓勵學生有自己的意見(opinion)，並同時尊重及理解他人

的想法。在面對難題時，我亦鼓勵學生反向思考，從答案中聯想出各種不同的

類似的問題，讓學生知道不同的問題也會有相同的答案，激發出同學舉一反三

的潛力。現今教學法雖各式各樣，然而教師在實質教學時可能會面對不少難

題，如時間、資源所限，這些都需要靠著教師的創意和靈活變通去解決的。試

問若教師缺乏創意，如何能夠解決各種難題，如何教導學生成為有創意的人。 

 

誠意 

學生雖年輕，然而在教學上的誠意他們是感受到的。我相信只要教師加倍用心

準備課堂，不但較易引起學生興趣，學生也會加倍用心學習以回報。故此我認

為營造多元化的學習環境是十分重要的，透過多變的教學策略，如教學法、評

估、作業等，除了能時刻保持學生學習的興趣，亦能有助學生發掘多元智慧，

發揮自己潛能。以常識科為例，常識科的課程內容提供了教師很大彈性去嘗試

不同多元教學策略，如科學實驗、實地觀察、角色扮演、閱讀、桌上遊戲等，

而在評估上亦不需限於紙本功課或測驗，可透過多媒介的方式，以引起學生興

趣並使學生獲得成功的經驗，發展各種潛能。 

 

信心 

總括而言，虛心、細心、創意、誠意是我認為作為一位教師必備的條件。我定

必緊守以上條件，為我們的下一代提供最優質的教育。最後，我認為作為教師

不能缺乏的是「信心」。「信心」不但指教師需自信地進行教學，更重要的是對

一位學生都充滿信心他們是可成材的。在現今的教育制度下，社會不斷鼓吹精

英教育，一眾所謂「能力較差」的學生誠然被忽視，沒有得到應有的教育。我

深信每位學生都有各自的天份，各自的潛能，在學期間未必每一位都能做到

「第一名」，然而每一位都不應該被放棄。我作為教師，我的責任也不是要幫助

每位學生都能拿到一百分，因為考試或測驗只是測量他們某一方面的評估，並

不能全面反映學生的能力。我所應做的是在他們每一人的差異底下，去協助每

一位達至他們所能達到的最佳潛能，發揮他們各自的興趣，且他們的知識、技

能及價值觀都得到適當且充分的發展。不論學生的能力、興趣、性向如何，我

都不會放棄，並對他們充滿信心。相信他們日後定可振翅，飛向屬於自己的一

片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