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講辭 

唐家成先生 

榮譽社會科學博士 

 

校董會主席黃友嘉博士、各位校董會成員、校長李子建教

授、各位來賓及教大友好： 

 

本人十分榮幸獲香港教育大學（教大）授予榮譽博士學位，

能夠與兩位學術成就超卓的學者並列，實在與有榮焉。作

為東亞研究的頂尖人物，河田悌一教授對促進中日文化思

想交流貢獻殊偉；而 Stephen Raudenbush 教授則是研究

消弭教育不平等方法的先驅。他們在彌補文化鴻溝和促進

文化理解方面的角色，舉足輕重。 

 

儘管我們三人背景不一，卻同樣對教育充滿熱誠。我整個

職業生涯獻身於會計專業，退休後則把大部分時間奉獻予

教育事業。 

 

我與教大的淵緣可追溯至二零一四年，當時我擔任香港體

育學院（體院）主席。教大前身、亦即香港教育學院乃首

間與體院簽訂合作備忘錄的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

院校，承諾為精英運動員提供彈性安排，令他們在追求運

動成就之餘，亦能兼顧學業。就我個人而言，能夠與教大

攜手，為運動員開拓多元出路，並親睹他們在課室和體育

場上發光發亮，實在令人欣喜。當中，有些運動員以一級



榮譽的優秀成績畢業，有些不但在國際舞台贏得獎牌，同

時繼續深造。 

 

近年，運動員的雙軌發展已成大趨勢，教資會更於二零二

二年開展「學生運動員學習支援及入學計劃」，加強支援

現役及退役運動員持續進修。此舉印證了我們對公平教育

（Education for all）的堅持，也是本人念茲在茲的教

育理念。因為教育是社會的基石，能夠凝聚社群，有助塑

造未來、啟迪人心、拓闊視野，使我們能夠透過培養正向

積極的價值觀，達至相互理解，共建更美好的將來。 

 

遺憾的是，全球貧富懸殊問題日益嚴重，對弱勢社群尤為

不利。著名詩人馬雅·安哲羅曾說：「有人說，鏈子堅韌

與否，取決於它最脆弱的環節；然則，社會健康、富裕與

否，不也取決於最貧病的人民嗎？」藉着教育，我們可以

把差距拉近，而前提卻是，教育面前，人人平等，不論其

社經背景、學習能力和需要，均可終身學習。 

 

香港的教育制度，使我們引以為傲。由學前教育到高等教

育，不同學校百花齊放，有些強調價值培養，有些聚焦學

術成績，有些側重體藝發展。當然，我們絕對不能安於現

狀。我們的教育制度必須邁步向前，與時俱進，繼續培育

人才，適應這個瞬息萬變的世代。教育是香港繁榮的催化

劑，也是連接祖國和世界的管道，促使我們成為國際貿易



和金融中心。憑藉我們在大灣區內的獨特地位，這個城市

機遇處處，令有識之士得以發揮所長，有所作為。 

 

今天，我們三位站在這裡，團結一致，堅信教育之道，能

夠填補差距，由是深感榮幸，能共同獲頒榮譽博士學位。

往後，我們定必繼續竭盡所能，推動教育平等。多謝各

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