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身教育 陶鑄良師  

矢志學術 任重道遠 

 

校董會主席、各位校董會成員、各位來賓、同事及同學們、各位先生、

女士： 

 

今日，我懷著無比榮幸與謙卑的心，以香港教育大學（教大）第六任

校長的身分在此致辭。我衷心感謝校董會主席黃友嘉博士及各校董會

成員對我的信任，將這個任重道遠的使命託付予我，我定必全心全意

履行我的職責。 

 

與教育結下不解緣 

 

許多人未必知道，我大學畢業後的首份工作是在中學擔任教師。自此，

我對教師教育的熱忱與日俱增。於我而言，教學就像魚兒在大海中暢

泳——自然和愉快。若情況許可，我希望能夠繼續教學，享受箇中樂

趣。 

 

受到曾擔任幼稚園教師的母親啟發，我從小便立志在教學及教育方面

發展，心無旁騖。一九八零年代末，我加入柏立基教育學院擔任講師。

有幸得到許多優秀教師和導師的循循善誘，他們的鼓勵令我渴望成為

更出色的教師，發揮更大的影響力。我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大）出任

講師期間修讀博士學位課程，若干年後，我被推選及委任為中大教育

學院院長。在任期間，中大教育學院與教大前身——香港教育學院

（教院）聯合開辦學士課程。那次合作，是我首次與教院結緣。 

 

朝著目標進發，我一步一步走上今天這個講台。回望在教院及教大的

十三年光景，我很榮幸能在兩位前校董會主席——彭耀佳博士和馬時

亨教授，以及兩位前校長——張炳良教授和張仁良教授的卓越領導下，

與充滿承擔和幹勁十足的團隊共事。他們為教大的未來發展奠定了堅

實的基礎。 

 

師道傳承百餘載，教大同時充滿活力和創新氣息，在教育研究及創新



方面的優秀表現備受肯定，在人文及社會學科等領域亦取得長足發展。

教育是進步的基石，我們必須繼續努力，不僅傳授知識，更要啟迪思

維，提升生命素質，培養下一代成長，讓他們發揮所長，貢獻香港、

國家以至其他地區。 

 

教育新時代 

 

現今的學與教早已脫離昔日刻板的教授方式，更不再局限於特定的空

間和時間。一些國際機構，例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及經濟合作暨發展

組織已倡議我們要再思考現有的學校體系，並反思職場和課程的變化。 

 

作為連接世界的教育樞紐，加上「一國兩制」下背靠國家的獨特優勢，

香港擁有的廣大網絡、國際地位及中國文化的底蘊，都是進行學術協

作、學生交流、科研及政策倡導的寶貴資產。 

 

在此宏觀背景下，我們制訂了一系列新措施，包括成立兩所新學院，

即教育發展與創新學院和應用政策研究及教育未來學院。 

 

前者涵蓋國學和中文教育、非物質文化遺產、靈性及價值觀教育、長

者教育、專業及職業教育，以及特殊教育需要等領域。後者將匯聚人

工智能及元宇宙教育、STEAM（科學、科技、工程、藝術及數學）、法

律及基本法教育、應用政策和創業精神等多元化領域，有助教大擴闊

學術發展和研究範圍。 

 

為配合國家的策略性發展，教大致力立足於粵港澳大灣區。我們初步

計劃在未來數年內與灣區的夥伴大學攜手成立研究學院或中心，推動

研究和開辦教育課程，並設立一個專責推動教師專業和職業培訓的中

心。 

 

課程檢視 

 

為回應教育局制訂的教師專業操守指引，教大已檢視教師教育課程，

豐富相關課程內容和課外活動，尤其著重培育符合社會及國家期望，

並擁有專業操守的教師。由二零二四至二零二五學年開始，我們會實

施一套已吸納夥伴學校意見的新畢業準則，確保準教師在進入教育專



業前有充分準備。 

 

此外，我們亦將成立一所專責國民教育及國家安全教育的中心，在校

內及社區推動有關工作。 

 

善用科技    著重誠信 

 

在教育科技層面，教大率先提出開創性的「6-P 教學指引」，提倡有

效及符合道德地使用人工智能（AI）生成工具，以促進自主學習，同

時維護學術誠信。我們期望學生能在 AI 的輔助下，展示他們有能力

規劃 (plan)、設計指令 (prompt)、預覽生成的草稿 (preview)，繼

而完成課業(produce)；並同時透過同儕評議(peer review)及跟進學

習歷程文件(portfolio tracking)，不斷改進。我們亦已跟著名的本

地和內地大學建立合作聯盟，推動人工智能在教育範疇的發展和應用，

務求在這方面不斷向前。 

 

發展「新六藝」  弘揚傳統美德 

 

在追求真、善、美的過程中，我們以中國傳統文化美德為傲。由二零

二四至二零二五學年開始，我們將在全日制本科生的通識教育課程中

引進「新六藝」元素。透過社會歷史和當代視角，活化及現代化傳統

六藝，並在教學中應用 AI、編程教育、電子競技和 STEAM教育，協助

學生把中華文化價值觀和日常生活與「新六藝」連結。 

 

教大近月與山東曲阜師範大學（曲阜師大）簽訂合作備忘錄。曲阜是

「萬世師表」孔子的故鄉。根據協議，教大與曲阜師大將共同設立師

德教育基地，就這重要議題進行研究交流，此舉是我們加強師德教育

踏出的重要第一步。 

 

滿懷感恩 

 

教大還有許多計劃，盼望在其他場合再與大家分享。現在，我想邀請

大家與我一起，向我們親愛的老師們致敬。老師們在我們的生活中，

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及很多美好的回憶；亦塑造和成就了今天的我們。

讓我們由衷地感謝他們。 



 

 

在此，我要特別向我所有啟蒙老師、指導老師、朋友及合作夥伴，致

以最誠摯的謝意，感激他們在我人生 不同的階段給予扶持、啟發和

循循善誘。 

 

首先，我要由衷感謝我的母親，她昔日是一位充滿熱誠的幼稚園教師，

也是我教育路上的第一位啟蒙老師。我亦要感謝我的小學老師麥志廣

先生、導師馮以浤先生及黃顯華教授。感謝許美德教授、鍾秉林教授、

郭本彬教授、麥克爾．康納利教授、戴傑思教授、韓立文教授、韋高

思教授、甘國臻教授、靳玉樂教授及其他人士所給予的寶貴引導，以

及在我學術生涯上遇到的一眾教院及教大的學生和同事、教育署/教

育局、教育界及不同團體的朋友和同事給予的支持和鼓勵。另外，我

要感謝陳謳明大主教、陳志明神父、李耀輝博士（義覺道長）、林楚

英校長及已故的郭俊沂先生和已故的鄺啟濤博士。 

 

我感謝前柏立基教育學院的各位院長、副院長及同事，中大教育學院

一眾前院長、主管、同事及學生，中大聯合書院及晨興書院的前主管

及同事，以及各前中大校長及副校長，尤其是李國章教授及金耀基教

授。 

 

最後，我要感謝我太太 Irene 和我的家人。他們所付出的耐心、幫助

和愛，是我追求人生理想過程中不可或缺的。 

 

各位同學，我向你們承諾，你們的個人成長、福祉和成功是我的首要

工作。 

 

各位同事、合作夥伴、朋友及支持者，能夠與大家共事，一起推動教

育變革及發揮我們對香港、國家及其他地區的影響力，我深感榮幸。

讓我們在教大深厚的根基上攜手努力，為下一代塑造更美好的明天。 

 

多謝各位！ 

 
 
註:主要參考文獻從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