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身教育 陶铸良师  

矢志学术 任重道远 

 

校董会主席、各位校董会成员、各位来宾、同事及同学们、各位先生、

女士： 

 

今日，我怀着无比荣幸与谦卑的心，以香港教育大学（教大）第六任

校长的身分在此致辞。我衷心感谢校董会主席黄友嘉博士及各校董会

成员对我的信任，将这个任重道远的使命托付予我，我定必全心全意

履行我的职责。 

 

与教育结下不解缘 

 

许多人未必知道，我大学毕业后的首份工作是在中学担任教师。自此，

我对教师教育的热忱与日俱增。于我而言，教学就像鱼儿在大海中畅

泳——自然和愉快。若情况许可，我希望能够继续教学，享受个中乐

趣。 

 

受到曾担任幼儿园教师的母亲启发，我从小便立志在教学及教育方面

发展，心无旁骛。一九八零年代末，我加入柏立基教育学院担任讲师。

有幸得到许多优秀教师和导师的循循善诱，他们的鼓励令我渴望成为

更出色的教师，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大）出任

讲师期间修读博士学位课程，若干年后，我被推选及委任为中大教育

学院院长。在任期间，中大教育学院与教大前身——香港教育学院

（教院）联合开办学士课程。那次合作，是我首次与教院结缘。 

 

朝着目标进发，我一步一步走上今天这个讲台。回望在教院及教大的

十三年光景，我很荣幸能在两位前校董会主席——彭耀佳博士和马时

亨教授，以及两位前校长——张炳良教授和张仁良教授的卓越领导下，

与充满承担和干劲十足的团队共事。他们为教大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师道传承百余载，教大同时充满活力和创新气息，在教育研究及创新

方面的优秀表现备受肯定，在人文及社会学科等领域亦取得长足发展。

教育是进步的基石，我们必须继续努力，不仅传授知识，更要启迪思

维，提升生命素质，培养下一代成长，让他们发挥所长，贡献香港、

国家以至其他地区。 

 

教育新时代 

 

现今的学与教早已脱离昔日刻板的教授方式，更不再局限于特定的空

间和时间。一些国际机构，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经济合作暨发展

组织已倡议我们要再思考现有的学校体系，并反思职场和课程的变化。 

 

作为连接世界的教育枢纽，加上「一国两制」下背靠国家的独特优势，

香港拥有的广大网络、国际地位及中国文化的底蕴，都是进行学术协

作、学生交流、科研及政策倡导的宝贵资产。 

 

在此宏观背景下，我们制订了一系列新措施，包括成立两所新学院，

即教育发展与创新学院和应用政策研究及教育未来学院。 

 

前者涵盖国学和中文教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灵性及价值观教育、长

者教育、专业及职业教育，以及特殊教育需要等领域。后者将汇聚人

工智能及元宇宙教育、STEAM（科学、科技、工程、艺术及数学）、法

律及基本法教育、应用政策和创业精神等多元化领域，有助教大扩阔

学术发展和研究范围。 

 

为配合国家的策略性发展，教大致力立足于粤港澳大湾区。我们初步

计划在未来数年内与湾区的伙伴大学携手成立研究学院或中心，推动

研究和开办教育课程，并设立一个专责推动教师专业和职业培训的中

心。 

 

课程检视 

 

为响应教育局制订的教师专业操守指引，教大已检视教师教育课程，

丰富相关课程内容和课外活动，尤其着重培育符合社会及国家期望，



并拥有专业操守的教师。由二零二四至二零二五学年开始，我们会实

施一套已吸纳伙伴学校意见的新毕业准则，确保准教师在进入教育专

业前有充分准备。 

 

此外，我们亦将成立一所专责国民教育及国家安全教育的中心，在校

内及小区推动有关工作。 

 

善用科技    着重诚信 

 

在教育科技层面，教大率先提出开创性的「6-P 教学指引」，提倡有

效及符合道德地使用人工智能（AI）生成工具，以促进自主学习，同

时维护学术诚信。我们期望学生能在 AI 的辅助下，展示他们有能力

规划 (plan)、设计指令 (prompt)、预览生成的草稿 (preview)，继

而完成课业(produce)；并同时透过同侪评议(peer review)及跟进学

习历程文件(portfolio tracking)，不断改进。我们亦已跟著名的本

地和内地大学建立合作联盟，推动人工智能在教育范畴的发展和应用，

务求在这方面不断向前。 

 

发展「新六艺」  弘扬传统美德 

 

在追求真、善、美的过程中，我们以中国传统文化美德为傲。由二零

二四至二零二五学年开始，我们将在全日制本科生的通识教育课程中

引进「新六艺」元素。透过社会历史和当代视角，活化及现代化传统

六艺，并在教学中应用 AI、编程教育、电子竞技和 STEAM教育，协助

学生把中华文化价值观和日常生活与「新六艺」连结。 

 

教大近月与山东曲阜师范大学（曲阜师大）签订合作备忘录。曲阜是

「万世师表」孔子的故乡。根据协议，教大与曲阜师大将共同设立师

德教育基地，就这重要议题进行研究交流，此举是我们加强师德教育

踏出的重要第一步。 

 

满怀感恩 

 

教大还有许多计划，盼望在其他场合再与大家分享。现在，我想邀请



大家与我一起，向我们亲爱的老师们致敬。老师们在我们的生活中，

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及很多美好的回忆；亦塑造和成就了今天的我们。

让我们由衷地感谢他们。 

 

 

在此，我要特别向我所有启蒙老师、指导老师、朋友及合作伙伴，致

以最诚挚的谢意，感激他们在我人生 不同的阶段给予扶持、启发和

循循善诱。 

 

首先，我要由衷感谢我的母亲，她昔日是一位充满热诚的幼儿园教师，

也是我教育路上的第一位启蒙老师。我亦要感谢我的小学老师麦志广

先生、导师冯以浤先生及黄显华教授。感谢许美德教授、钟秉林教授、

郭本彬教授、麦克尔．康纳利教授、戴杰思教授、韩立文教授、韦高

思教授、甘国臻教授、靳玉乐教授及其他人士所给予的宝贵引导，以

及在我学术生涯上遇到的一众教院及教大的学生和同事、教育署/教

育局、教育界及不同团体的朋友和同事给予的支持和鼓励。另外，我

要感谢陈讴明大主教、陈志明神父、李耀辉博士（义觉道长）、林楚

英校长及已故的郭俊沂先生和已故的邝启涛博士。 

 

我感谢前柏立基教育学院的各位院长、副院长及同事，中大教育学院

一众前院长、主管、同事及学生，中大联合书院及晨兴书院的前主管

及同事，以及各前中大校长及副校长，尤其是李国章教授及金耀基教

授。 

 

最后，我要感谢我太太 Irene 和我的家人。他们所付出的耐心、帮助

和爱，是我追求人生理想过程中不可或缺的。 

 

各位同学，我向你们承诺，你们的个人成长、福祉和成功是我的首要

工作。 

 

各位同事、合作伙伴、朋友及支持者，能够与大家共事，一起推动教

育变革及发挥我们对香港、国家及其他地区的影响力，我深感荣幸。

让我们在教大深厚的根基上携手努力，为下一代塑造更美好的明天。 

 



多谢各位！ 

 
 

注:主要参考文献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