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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 玄 學 院 第 三 中 學 校 長
強 化 師 生 彈 性 順 應 潮 流

香港教育政策近年改變之快，就像香港人忐忑的面色一樣。社會不斷變，學生必須學會獨立思考應付將來的轉變；

教育政策在變，學校也要順應潮流，方能推行全人教育。位於將軍澳尚德邨的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下稱

圓玄三中），就是因應社會轉變不斷調節的學校。

將軍澳靠近堆填區，難免百味雜陳，開校校長李世基卻把校園整理得像個桃花園，在尚德邨包圍下更像個小綠洲

了。學校辦學理念是透過「道化教育」，弘揚傳統道德文化，從而做到「明道立德」的校訓…… 

�撰文︰吳雄 
攝影︰郭錫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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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 訪談

綠化對將軍澳的建築物很重要，圓玄三中這方

面做得很好，加上校舍為公屋包圍，把外面的味道隔

絕開來。學校裏綠意盎然，最特別是一個葫蘆形的水

池，水池底下還有太極陰陽圖。學校的辦學宗旨也是

道化教育，不少人會覺得道教味道濃厚，其實不然。

「道化教育是一個簡稱。道是以道為宗，注重教

學生一些道教的做人哲理。我們不是要他們迷信，其

實老子很多哲理在今天的社會也適合，比如做人不要

認叻，不要與人爭啊！化，就是以德為化，注重同學

的德育培養，所以我們有一些宗教倫理堂，注重培養

德性，透過班主任課、生活教育課等，希望學生在品

德方面做得更好。」

「教，就是以修為教，這主要是老師，我們的教師

團隊都是學習型的，老師們要不斷學習；所謂修身，老

師自己也要做得好。最後是以人為育，對學生要有愛

心，無論學生屬於成績好的，還是不好的，都一樣。這

與有教無類差不多，善者教，不善者也教。我們盡量

幫他們，當然不能做到百分百，但絕不會因成績或操

行不好，就要他們走，希望能循循善誘。」

學校1998年創立，李校長經歷過這十

多年來的教育改革，如今回首也覺得很不

容易，而教師團隊更不容易。「我覺得是

頗大的轉變，當初我剛出來教書，是很輕

鬆的。當時只管盡責教好同學，能夠找

到一個自主的空間，工作量不多，現在

的堂數可能更多，但現在工作量卻多得

多，不像我們當年教好書、搞好活動就

可以。」在校本管理之下，學校多了很

多規範，比如設立校董會，學校、每一

科、每一組都要寫計劃書，都要做檢

討。

率先開展海外考察
「我覺得不能說現在的不對，畢

竟時代在進步，需要更多問責，這

點我不反對。當然拿現在和以前相

比，是以前輕鬆多了。現在要花很

多時間在開會、準備文件、計劃

上，這些行政工作多了很多，然

後是新高中課程，這又是個轉

變，一直不斷地在變。」不過，這

家新校沒歷史包袱，因此不怕

改變，也敢於接受改變。

「教育改革對老師、學校

都是挑戰，不可以總是坐着

不動，我們在開校時已經建

立接受轉變的文化，老師們

也都習慣。比如當年教育改

革要推行I.T教學、專題研

習等，我也在推出後第二

年，就讓學校老師去上海

考察。上海很早就重視探究性學習，我剛好去內地參

加校長培訓班，在考察時看到人家做得不錯，於是回

來讓老師一起去考察。」

李校長回憶自己的海外考察比大部分學校都走

得快，當年安排幾十位老師出團去內地時，其他學校

校長一看都讚他們反應快。「所以，我們老師習慣新

東西，不然我自己想推，他們不明白怎麼做，那就容

易產生抗拒情緒。我讓他們去看過別人怎麼做，目睹

別人的效果，那樣回來落實去做就不會抗拒。」

鼓勵師生走出校園
學校現在實行的閱讀課，也是當年去新加坡考察

回來的決定。「當時香港還沒有閱讀課的概念，後來

我們去新加坡考察覺得非常不錯，於是在早上抽一些

時間，讓學生和班主任一起閱讀。我們的老師不是只

顧做班務的，大家看過不錯就會推行，這也讓老師習

慣改變，能更適應教育的改革。」學校最新的計劃是

讓數十位老師去台灣考察當地的大學教育，希望為學

生找另一條升學路。

新高中文憑試的通識科對不少學校是考驗，但圓

玄三中卻能輕易克服。「有學校連找那位老師去教都

頭痛，老師會覺得要教新的科目，而且還是那麼重要

的。我們的老師卻能面對轉變，通識科主任做得很不

錯，當年我們在高級補充程度會考也有通識科，於是

我們讓幾個老師去教中六七，讓教開通識科的老師帶

他們一起教。所以，當通識科一推出就輕易得多，我

們的老師都不抗拒。」

其他科目方面的轉變，在李校長看來只是小菜

一碟。「老師的工作量可能大很多，比如校本評核

比以前多很多，這方面學校盡量調動資源，比如在

中、英、數、通四科實施分班教學，不用一位老師教

四十個那麼辛苦；此外，還聘請多一些教學助理，幫

忙這幾科的老師，希望能減輕他們的工作量。」

文憑試經過兩年的實行，李校長也因應情況作出

調整，比如過去大家都以為要修三個副修科，結果發

現一到兩個副修科已經足夠。「坦白說，我們的學生

不屬於很尖的，未必能應付三個副修科，勉強讀可能

只是半桶水。英文科方面，入讀大學的成績要求是三

級，但這對我們中文學校很不利，那些英文學校的考

生隨便都拿到四級。所以我們特別請了兩位外國英語

老師，希望提升他們的英語會話能力。」

雖然李校長當年教的是數學，但卻並非一位埋首

破解公式的人。他出身新界鄉村，上山爬樹，下水捉

魚，快樂得不得了。

「現在的小朋友沒有這些機會了，那些大紅花的

花蜜可以吃，他們是不懂的。」不過，他積極讓老師和

學生走出校園接觸外面世界，還與過去的教書經歷有

關，他不希望自己是權威的校長，雖然這與他不苟言

笑的形象不大相符。

為人師表需有原則
「第一年教書，學校請了二十多個新老師，當年

什麼都靠自己，不像現在有入職輔導、簡介會，還

有導師計劃。當年我們暑假去見校長，然後開staff�

meeting，開完會就開工。結果，校長安排頑皮的班

級我教，中五、中四、中三、中二都是，當時覺得很

慘。」課堂秩序是混亂，學生隨時衝出來問問題。不

過，這位年輕的數學老師慢慢建立堂上規矩，學生

體會他的用心教學，慢慢建立好關係。

學生不難搞，他頭兩家任教的學校都很一

般，但有一年遇上難纏的校監，使他教了兩三年

就掛鞭而去。

「那位校監是很家長式的，全部他一個人話事，當

校長也很慘。舉個例子，陸運會搞了一年就不搞了，因

為他不喜歡；你會奇怪一家學校怎麼能沒有陸運會？

他的影響力非常大，幾乎天天回來學校。」

最不可思議的是還是見工的一幕，原來不是校長

面試而是校監親自出馬，還帶上另一個無關的人。「我

見工是在禮拜天，也是他打電話來約我。見工那天，校

監的太太也坐在旁邊，她在看報紙，哈哈。很有趣

的，所以在那裏過了三年，我就覺得不能再繼續下

去，實在看不到前景。」李校長慨嘆當年有一班獨當

一面的老師，可惜後來各人都離開了。

離開後加入圓玄第二中學，剛好學校也於1988

年開校，「我希望去一家有發揮的學校，於是過去幫

忙開校。我在那裏度過十年，身兼數學科主任和教務

主任，當時只有十多位老師，大家負責不同的工作，那

算是最自由最有發揮空間的地方。當時新人校長也帶

領得好，老師完全不用顧慮太多，是辛苦卻開心的，學

到很多東西。」

學生、老師、校長都需要一定的自由度，那樣

才能發揮自己的才華和理想。校長的角色就更重要

了，他既要頂住上面的壓力，還要讓老師們支持自己

的教育理念，培養出理想的同學。李校長眼裏的理

想學校是「學生過得開心，有一班士氣高昂的教師團

隊」。在他眼裏好的老師未必要與學生打成一片，但

必須有自己的原則。

「老師與學生未必要有共同語言。有的老師的確

能與同學打成一片，用同一種語言。不過，可能自己

長大的習慣問題，我覺得不一定要與他們有一樣的

語言，或者一起說粗俗一點的話。我現在跟年輕同事

分享時也說，他們總以為用學生的語言，那樣就會

friend一點；但老師應該有我們本身的規範，這才叫

專業。」李校長說。

的確，社會再變，某些底線老師還是要堅守的。

李世基小檔案
年齡：五十四歲

家庭狀況：已婚，兩女

宗教：無

執教科目：數學

興趣：看報、乒乓球

學歷：中大教育碩士

座右銘：態度決定命運�

■他希望學生學會理性和獨立思考。

■學校邀請社會人士分享不同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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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校長中學時
代已有教育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