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教育學院頒授榮譽博士學位予 
四位對香港教育具卓越貢獻人士 

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三日

香港教育學院（下稱「教院」）將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星期五)，在教院第十三屆畢業典禮中頒授榮譽博士學位予四位卓越領袖
──許嘉璐教授、馬飛龍教授、鍾期榮博士及胡鴻烈博士伉儷，以表彰他們對香港教育的貢獻。

許嘉璐教授 (榮譽教育學博士學位) 
著名語言學家，對推動語言、文化及教育貢獻良多

許嘉璐教授是著名語言學家，現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許教授多年來積極推動漢語國際化，協助外國人認識中國語言及文化。許
教授亦非常關注國內的教育及環保問題，曾全程參與制訂於去年實施的新修訂《義務教育法》，並爭取落實讓國內所有適齡學童均獲得
教育的機會。許教授對香港的教育，尤其是普通話的培訓發展，作出了極大的貢獻。

一九九五年，香港教育學院舉辦短期駐北京普通話沉浸課程，參與的教院學生及在職學員成為首批到內地作同類學習的香港人；接待本
校師生的教學單位，正是由當時許教授領導的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在許教授的支持下，本校與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在一九九
七年簽署合作協議，於教院成立普通話培訓測試中心，推動普通話教師培訓及有關教學工作。

許教授於一九五九年在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畢業後，一直任教於母校，一九八七年至一九九四年，更成為該校副校長、教授，同期擔任
民進中央常委、北京市政協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教科文衛委員會委員。一九九四年至二零零零年，擔任國家語言文字委員會
主任。一九九四年起，擔任民進中央副主席，並於一九九七年起，出任主席。一九九八年至今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馬飛龍教授 (榮譽教育學博士學位) 
著名的教育心理學家　教育界泰斗

馬飛龍教授是斐聲國際的教育心理學家，現任瑞典歌德堡大學的名譽教授，以及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榮譽教授。他對教育研究的其中一項
重要貢獻是探索老師對學生學習的影響。他的研究小組發現，老師如何組織課堂的內容對學生的學習差異有非常顯著的影響。

馬教授曾於二零零四年至二零零六年出任教院的顧問教授。他對「課堂學習」的研究促成了教院「院校協作與課堂學習研究中心」的成
功開展。馬教授通過其著作及對同事的指導，對本港在這研究領域的發展扮演重要的角色。同時，通過與中心的合作，令本港超過二百
七十所學校，數以千計的老師和他們的學生受惠。

馬教授出生於匈牙利，十七歲移居瑞典。一九六四年畢業於瑞典歌德堡大學，並分別於一九六七年及一九七零年於同校取得哲學及科學
博士學位，其後一直於母校任教。現為該校名譽教授。 

馬教授作育無數英才，多年來指導接近五十位博士生的研究工作，當中十位後來成為講座教授，他的研究著作超過二百本。超過一百五
十篇博士論文及一千五百本著作引用他的「現象圖式學」及「變易學習理論」的研究方法。

鍾期榮博士及胡鴻烈博士伉儷 (榮譽教育學博士學位) 
香港首間私立大學的創辦者

鍾期榮博士及胡鴻烈博士伉儷憑著多年來的無比毅力、堅持理想和原則、實踐他們的辦學理念，終使樹仁學院成為香港首間私立大學。

鍾博士及胡博士相識於戰火紛亂的四十年代，婚後遠赴法國進修，同獲法學博士學位。胡博士其後再赴英國考取大律師資格，二人於一
九五五年定居香港。鍾博士曾任教於聯合書院、珠海書院及浸會學院等院校，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一年間，更擔任浸會學院社會學及社
會工作系系主任和文學院院長。胡博士回港後，即於法律界執業，並於六、七十年代出任立法局議員及市政局民選議員，其後任市政局
副主席。

一九七一年春天，兩位博士眼見許多合資格的高中學生都未能接受大學教育，遂興起創辦一所大學院校的決心。他們甘願花掉半生積
蓄，自資開辦學校。同年七月，樹仁書院正式成立，胡博士及鍾博士分別擔任校監和校長的職位。經過多年的艱苦努力，去年終於取得
收成，樹仁學院獲政府批准升格為「香港樹仁大學」。香港第一所私立大學的誕生，成為本地高等教育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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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 ~

如蒙垂詢，請聯絡教院張淑菁(電話:2948 6041 / 9181 4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