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讚辭  榮譽院士陳榮光先生

校董會主席先生：

陳榮光先生於 1971年，在葛量洪教育學院畢業後，即全身投入教育事業。他早年任教於勵志會馮瑞

璋紀念小學（上午），及後出任保良局梁周順琴小學（下午）校長，現任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及保良局

陸慶濤小學創校校長。

陳先生勇於嘗試，不斷創新，無論是落實校本「十二年一貫」中小學課程、推動教學科研發展，或

是推動師生參加國際學術會議，他均強調要保持對新知和新事的好奇和嚮往。他認為教育應該為學

生的終身發展打穩基礎，為學生的未來作好準備；讓每一名學生都得以潛能盡展，學有所成。

陳先生對校長的專業發展非常熱心。回顧過去十二年，他歷任香港新任校長專業發展──藍天計畫

首席導師，在職校長培訓課程講師、教育署校長培訓及發展專責小組委員及教育局校長專業發展

導向委員會委員。現時，他擔任教育局籌組校長中心專責小組委員。陳先生不但以優異成績取得香

港大學教育碩士學位，還獲得北京大學頒授法學學士及碩士學位。結合多年學校管理的經驗，陳先

生近年致力推廣學校法律教育，與一眾律師、資深校長及相關大學教育領導研究中心合作，為香港

中、小學校長提供一個校園法律問題的校長培訓課程，贏得了廣泛的讚譽和尊重。

陳先生不僅在專業領域上貢獻良多，成就卓著，而且積極參與社會服務，得到社會各界的認同，並

於 1998年榮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榮譽勳章（M.H.）。與此同時，陳先生對本校的發展亦充滿

熱忱及承擔，並且貢獻良多。陳先生於 1994年出任香港教育學院創校校董會成員，並於2004年再

獲委任為校董會成員直至 2007年。他於 2004年開始擔任本校審計委員會特邀委員至今，期間亦曾

任本校人事委員會特邀委員。

主席先生，有感於陳榮光先生對教育的熱誠及貢獻，本人謹代表香港教育學院，恭請 閣下頒授榮

譽院士銜予陳榮光先生。 



 

 

 

 

 

 

 

 

 

讚辭  榮譽院士馮翰文先生

校董會主席先生﹕

馮翰文先生 1913年生於廣州，1935年畢業於國立中山大學，主修教育，副修心理學；1935年至

1945年服務於廣州、曲江、桂林、香港及澳門的教育機構。

1946年至 1968年，馮翰文先生入職香港政府教育司署，先後領助理教育官、教育官及高級教育官

銜。期間曾任教鄉村師範專科學校及葛量洪教育學院，並出任巴富街官立中學（現為何文田官立

中學）校長。至離任葛師時，位高級講師兼教務主任及副院長。

馮先生從香港政府教育司署退休後，復於1968年至1971年受聘為珠海書院兼任教授及香港中文

大學教育學院兼任講師及合約研究員。1972年榮休，好學不倦，致力研究漢字、氣功及太極拳，

並發表論著。

馮先生德高望重，乃學界翹楚，是本港鄉師獨一無二的、由創校任教至結束的老師。鄉師畢業生對

其十分敬重，視為鄉師歷史上骨幹人物。

在鄉師結束後，馮先生復在葛師延續其教育使命，由講師升至高級講師兼教務主任及副院長。服務

葛師十四年，馮先生跟葛師感情深厚，與當時的同儕並肩合作，為葛師發展立下汗馬功勞。在葛師

身兼教務主任和副院長期間，經常接觸輔導學生，建立深厚的師生情誼。馮先生桃李滿門，他本人

見証了香港教育的歷史發展，並在其中貢獻良多。他曾為香港教育博物館開館過程提供寶貴資料，

並欣然接受口述歷史訪問。

馮先生對其學生的影響深遠，也擁有強大的凝聚力，學生把他當為「瑰寶」。雖距今已超過四、

五十年，馮先生仍跟鄉師及葛師的學生保持緊密關係，每年聚首一堂。其學生包括三位獲教院頒

授榮譽院士銜的傑出人士，分別是前年的朱溥生先生、去年的鄺啟濤博士與本年的何沛雄教授；

此外，曾就讀於葛師、被喻為香港民主派元老的司徒華先生，雖未親炙馮先生教誨，亦一直尊稱

他為「老師」。

主席先生，有感於馮翰文先生對香港教育、尤其師資培訓方面的重大貢獻，本人謹代表香港教育

學院，恭請 閣下頒授香港教育學院榮譽院士銜予馮翰文先生。 



 
  

 

 

 

 

 

 

讚辭  榮譽院士何沛雄教授

讚辭 

校董會主席先生：

何沛雄教授於1956年畢業於本校前身院校之一的葛量洪教育學院，從此投身教育工作，至今已逾

五十年。何教授不斷進修，先後獲得香港大學榮譽文學士、碩士及牛津大學文科哲學博士，並獲頒

授台灣中華學術院高級院士、英國語言學院院士、英國皇家學會院士、英國皇家亞洲學會院士等

榮銜。歷任香港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北京大學、台灣中山大學、韓國慶熙大學及香港新亞研究所

客座教授；更曾獲「世界文化名人成就獎」、「教學專業傑出領袖獎」、「教師金鐸獎」及「英女皇獎

章」等獎項。我個人就讀香港大學中文系的時候，就有機會親炙何教授，在他指導下學習韓愈所講

的「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領會柳宗元的「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我就好像柳

宗元所講的「知吾嚮之未始遊」，知道學問與人生、與人心的關聯。

何教授現任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名譽教授、珠海學院中國文史研究所所長，並歷任多項公職，包括

香港政府中文課本委員會委員、孔教學院副院長、香港作家聯會副監事長、國際儒聯會理事、香港

教師會學術顧問、香港藝術發展局顧問、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永遠榮譽顧問及評判、校際朗誦

節中文朗誦評判等，積極推廣本港教育事業及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對本港青少年學藝修養的培育，

不遺餘力，建樹良多。

何教授著作等身，先後編著《古詩十九首：英譯析論》、《中國歷代賦選》、《孔學五論》、《韓文擷

論》、《五經雋語》等書十餘種，及中英文論著百餘篇；又曾任《中華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名著鑒賞

辭典》、《中國古典文學指南》、《世界和平百科全書》之特約撰稿人。

主席先生，為表彰何教授長期致力於香港教育事業、熱衷推動中國文化，以及培育青少年學藝修養

的重大貢獻，本人謹此恭請 閣下頒授香港教育學院榮譽院士銜予何沛雄教授。 



 

 

 

 

 

 

 

 

 

讚辭 榮譽院士吳康民先生

讚辭 

校董會主席先生﹕

吳康民先生，是本港受人尊敬的資深教育工作者和社會活動家。於1926年在廣東省汕頭市出生，

1947年畢業於廣州國立中山大學化學工程系，隨即到港在培僑中學任教，先後擔任理化和文史科

教師、科主任及教導主任。1958年任培僑中學校長，1985年為該校校監，1998年擔任該校董會

董事長，於2005年後任培僑教育機構董事會主席。吳先生領導培僑教育機構發展超過半個世紀，

為社會栽培了不少知名人才，服務香港各行各業。

吳先生亦於七十年代中創辦了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凝聚了一批私校及愛國愛港教育工作者，三十

多年來為香港教育發展積極進言。吳先生曾先後出任中國教育學會理事、青海省民族學院客座教

授和澳門科技大學特別顧問，在港澳和內地的教育界貢獻良多。為了更好地傳承教育和栽培後輩，

吳先生當年提早離任校長，讓曾鈺成先生等早日接手培僑校務工作；為人風高亮節，抱持著對學生

有教無類的信念，獲不少校友及教育工作者的敬佩。

吳先生受魯迅等作家所影响，早年業餘喜愛寫作，出版以青年修養、科學小品為主，曾分別著寫

教育隨筆、讀書筆記、遊記、回憶錄和政論集等四十多本不同類型的書集；至今仍在報章上撰寫

專欄，不時就香港政局和內地發展提出獨到的創見。吳先生還是香港作家聯會及世界華文文學聯會

監事長。

吳康民先生是香港著名的社會活動家，他於1975年便當選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第四

屆代表，一直連任至第十屆；並於1997年被委任為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吳先生

長期在國家體制內為港人發聲，深獲香港和內地各界人士的敬重，於 1998年獲頒香港特區最高榮譽

的大紫荊勳章。

主席先生，有感吳先生對香港教育界和香港與內地關係的重大貢獻，本人謹代表香港教育學院，

恭請 閣下頒授香港教育學院榮譽院士銜給予吳康民先生。 



 

 

 

 

讚辭 榮譽院士孫方中博士

讚辭 

尊敬的校董會主席先生：

孫方中博士是著名的蘇浙小學創校校長。她掌校長達半個世紀，為香港的初等教育發展，為香港的

人才培育，為香港的社會進步，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是一位走在時代前面的教育家，也是一位傑出

的婦女領袖。

作為教育家，孫博士具有教育家的遠見卓識。她在香江享有三個「第一」之校長的美名：蘇浙小學

是香港第一所以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的華人小學，成立了香港第一家家長教師聯誼會，並成立了

第一個小學的校友會。這些創意十足的「第一」中富含著一種精神，正是這種精神，使得蘇浙小學

形成了鮮明的辦學特色，長盛不衰，成為一代名校。

作為婦女領袖，孫博士具有社會活動家的強烈家國意識和高度責任感，亦多有開風氣之先之善舉。

早在1950年代，她領導街坊婦女，舉辦全港婦幼衛生運動、家庭幸福及家庭安全運動等；1960年

代，她創立港九街坊婦女會，舉辦暑期青少年德育運動。1990年代初華東水災，她組織全港48

個婦女團體成立華東賑災委員會，籌款建造半永久性住宅三千餘所。

人們不會忘記，從1980年代起，孫方中博士又先後開辦八所津貼學校和一間老人中心，將自己幾

十年成功的教育經驗進一步放大，造福更多的香港民眾。在這些學校中，她秉承一貫的理念，堅持

用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培養出更多的兩文三語人才，為香港回歸祖國獻上了一份厚禮，更加彰顯

出她的愛國情懷。

孫博士長久以來對香港社會、尤其是香港教育的卓越貢獻，有目共睹、有口皆碑，回歸前後的政府

都給予她很高的榮譽。她是香港教育界的光榮、香港教師的楷模。尊敬的主席先生，我榮幸地向您

推薦，授予孫博士香港教育學院榮譽院士銜。 



 

 

 

    

 

 

 

 

讚辭  榮譽院士黃英琦女士

讚辭 

校董會主席先生：

黃英琦女士於加州波莫納大學取得外語（榮譽）文學士，並於香港大學取得教育學碩士學位，在2009

年獲嶺南大學頒發榮譽院士銜。

黃女士事業成就非凡，出任最高法院事務律師，並為黃乾亨黃英豪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曾任市政

局議員及灣仔區議會主席；她亦是報章的專欄作家、電台及電視節目主持人。然而，我們頒予黃女

士榮譽院士銜，乃因她是一位勇於創新的教育工作者，亦是文化的倡導者。

在黃女士的眾多成就中，帶來最深遠影響的一項貢獻，就得數由她創立、並出任榮譽總監的香港

當代文化中心。該中心為唯一一個致力於文化交流、創意教育及發展公民社會的非政府組織。在

黃女士的領導下，五年前創辦了香港兆基創意書院，並由她親任校監。該書院是香港一所獨一無二

的藝術高中，對文化發展及創意人才的培育，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過去兩年，香港當代文化中心

推出了兩項堪稱代表作的活動──「MaD創不同」（Make a Difference - MaD）青年平台及「中華創

意產業論壇」。透過全年的創意活動、一個互相分享意念的網絡、以及活潑多姿的周年聚會，MaD

支援年青人，讓他們領導變革，為社會帶來持久的影響。「中華創意產業論壇」是大中華區的智囊

組織，致力為發展區域內創意產業的政策制訂者、投資者、教育工作者及業界人士，建立有意義和

跨界別的對話。

黃女士對本港的藝術和文化發展充滿熱忱，她曾於 2000-2003年出任文化委員會成員，協助規劃文

化政策藍圖。此外，她亦是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諮詢會成員及藝術博物館諮詢委員會委員。

黃女士長期從事公共服務，表現出色，並且不局限於藝術和文化的範疇。她曾任嶺南大學、香港

演藝學院及香港教育學院的校董會成員，現時為樹仁大學及香港設計中心的董事。黃女士於 2002至

2008年出任本校校董會成員期間，其工作熱誠與承擔精神，為本校的發展貢獻良多。

主席先生，為肯定黃女士在教育創新、文化發展及創意工作方面孜孜不倦作出倡導，並推動其進

步，本人謹代表香港教育學院恭請　閣下頒授香港教育學院榮譽院士銜予黃英琦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