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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小学阶段教育“全人发展”观察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市桥德兴小学   何璧 

 

【摘要】 

基于“全人发展”教育理念的香港小学阶段教育改革,对粤港教育互学互鉴,共享

共促具有积极意义。香港小学阶段教育的课程架构倡导多元、开放，鼓励学生表现自

己,大胆创新,学生个性得到了张扬；学校管理注重自主、精细,让学校的管理者拥有充

分自主的办学权,实现学校的个性化发展；学校文化讲求内涵、特色,注重校园文化的

建设和营造,多方携手，形成建设特色学校的强大合力；人文建设追求文明、卫生,文

明、活泼、艺术、智慧的校园环境，体现着学校对学生心灵的关注、人格的塑造、高

尚品德的培养；教师队伍拥有积极的工作和生活态度，敬业严谨的作风，值得学习；

课堂学习愉悦、民主特征鲜明,学生在快乐氛围中成长,涵养了学生普遍较高的综合素

质；课外活动丰富、灵活，沟通、理解、支持、和谐的校园文化氛围自然生成；家校

合作深入、到位，融入学校的总体工作。 

 

【正文】 

2000年 9月，香港教育統籌委員會發表了《终身学习，全人发展——香港教育制

度改革建议》報告書，，建議從“课程改革、语文教育、支持学校、专业发展、收生

机制、评核机制、增加专上教育机会”等方面进行教育改革。这就是香港推行的“全

人发展”理念。 

2008年 8月，本人被广东省教育厅选派，作为“第五批中小学语文教师赴香港担

任语文教学顾问”，赴香港进行为期一年的教学协作交流。且行且看，且思且悟，完

成了一篇《驻港见闻交流》，权作交流小结。    

2024年，恰逢“粤港交流 20周年”，回顾 16年前的赴港交流，结合本人多年从

事小学阶段教育的教学实践，以及担任小学校长 15年来推进“素质教育”的履职经历，

谈几点心得，期待得到各位专家、同行的点拨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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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香港小学阶段教育的课程架构：多元、开放 

现时香港小学课程分为两个学习阶段：第一学习阶段，由小一至小三； 第二学习

阶段，由小四至小六。每一个学习阶段完结时，学生都要参与全港性系统评估（TSA），

评核结果让当局了解学生能力上的差异。 

香港课程设置多元开放，突出综合性和时代性，课程贴近社会生活和学生需要，

真正以学生为本，注重发展学生思维能力，一切考虑都以学生学习的最大效益作为依

据，为学生提供全人发展及终身学习的经历，包括智慧发展、生活经验、工作经验、

社会服务及美育发展。“一生一体艺”，也是不少香港学校的亮点之一。 

香港教育局有关中小学的课程指引，对课程设置只給予構架式的指引，这就使学

校在课程开设上拥有很大的自由度和自主权，香港的学校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课程和

使用的教材（教材丰富多样，以小学語文科为例，有六、七個个版本之多），教师可

以在課程指引的構架下，根据本校學生的特質和具體教学目标自由编写教材，因此，

“专题研习”（我们内地称之为“研究性学习”）是教师采用的一种主要的教学模式。

课堂上，学生学习形式既独立思考研究，又相互交流研讨，可充分表露自己的观点，

展示自己的特长，学生学习积极主动。老师评价学生的标准和形式也是多元的，对学

生的表现不作整齐划一的评价，鼓励学生表现自己，大胆创新，学生个性得到了张扬。  

 

二、香港小学阶段教育的学校管理：自主、精细 

香港推行校本管理，施行办学团体、校董、校长、教师、家长、校友和独立社会

人士共同参与决策的管治架构，政府把更多权责下放给学校，让学校有更大的自主权

——以学校为本，以学生为中心，以质素为主。学校董事会在學校管理上（如教师队

伍的聘用）等重大方面做出决策，办学权的充分自主，让学校的管理者能“甩开膀子

干事”，实现学校真正意义的个性化发展。 

学校在校本管理中，实行精细管理，有明确的计划性和很强的执行力。学校在学

年初制定了严密的周年计划，教育教学各方面工作的安排按制定的计划不折不扣去执

行，只要没有足够改变计划的理由，他们就会坚持原有的计划去做。计划一旦确定，

他们会安排非常详实的方案。特别是每一次开展的主题教育教学活动，活动方案中每

一个步骤、活动内容、负责人员、活动地点等安排得异常细致、清楚，并一切按照计

划执行。 

学校有着相当细致的管理制度，大小事宜都有着详尽规定，并且根据每年情况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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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孩子在学校受了伤，谁该出面处理？大小考试的试卷，难度如何把握，由谁来审

批？厕所每天应该清洗几次，达到何种清洁程度？在学校的“行政手册”上，这些细

致入微的条款，无不显示出严谨的办学态度。 

 

三、香港小学阶段教育的学校文化：内涵、特色 

香港尺土寸金，香港的学校校园面积通常都不大，同一時期蓋建的學校，不少都

是采用统一规划设计的教学楼和操场（如的 2000前後蓋的学校，大多都長一個樣子，

俗稱千禧校舍），在硬件上各所学校没有太大区别，往往是除了教学楼以外，学校就

是一个篮球场地大小面积的操场，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各功能室、活动室非

常完备，满足教育教学活动的需要。 

“人尽其能，物尽其材”，香港学校都非常注重校园文化的建设和营造。把校园

文化渗透到校园的每一个角落，使人一走进校园就能感受到浓郁的人文气息。校园物

化环境建设非常精致，学校的绿化盆景和微缩景观比比皆是。文化环境充盈着意蕴和

灵动，有的还散发出浓浓的宗教文化色彩，凸显出“润物细无声”的理念，同时也彰

显着学校的特色，能感受到学校鲜明的主题特色。 

走进每一所校园，就像打开一部立体、多彩、会说话的教科书一样。每所学校楼

道、走廊温馨的提示语随处可见，学生制作的手工工艺品、宣传图片等点缀着整个校

园，学校的每一个角落都有智慧的启迪，每一个细节都散发着为学生着想的服务意识。

置身于色调明朗、色彩鲜艳的优美校园环境中，仿佛走进了一个绿色花园、欢乐天地，

潜移默化中孩子们的心灵自然受到熏陶和感染。 

香港学校在组织学生的各种活动时——校会、户外旅行、家长会、节日庆祝活动

（如圣诞节）等等，从活动的设计、准备、组织到总结都力求体现特色学校的内涵，

让学校内部和外部的一切与学校相关的人员都逐步了解认同学校的特色，以形成建设

特色学校的强大合力。 

 

四、香港小学阶段教育的人文建设：文明、卫生 

香港校园面积不大，校园安排科学、合理、和谐、雅致。大到教学楼，小到课桌

椅，外观颜色多彩亮丽，内部设施精巧实用，每一块墙壁都在温馨说话，却没有拥挤

的感觉。文明、活泼、艺术、智慧的校园环境，体现着学校对学生心灵的关注、人格

的塑造、高尚品德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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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香港每一所小学，你会发现从校长到师生到校工都是那么的彬彬有礼，随时

准备着为你服务。师生的公众意识和公众精神强烈，对公共规则非常尊重。无论在操

场还是课堂上，教师和学生都很斯文，听不到喧哗声、打骂声，教师也从不要求学生

大声回答问题，而且也不要求学生站起来回答。就是对违纪的学生，教师也从不大声

呵斥，而是言语感化，用心交流，用爱教育。从校长、老师到学生都无一例外地遵守

着学校和社会的公共规则。 

 

五、香港小学阶段教育的教师队伍：高质素、强压力 

香港教师队伍的素质较高。学校中学历为硕士以上的一般占比不少，个别的还有

博士生，有的学校还聘请了金牌教练、钢琴家等作为指导老师，定期到校指导、培训

学生开展活动。 

香港教师工作的压力大、任务重。虽然工作忙碌，但大家都非常敬业，“好好工

作，好好生活”是他们大多数人的工作和生活态度。老师们做事态度非常认真，效率

很高，学校中看不到一个闲散人员，看不到一个工作量不足或不认真工作的人。而且

许多教师业余时间还自费参加普通话、电脑、英文等课程进修，照他们的话说是“进

行自我充值”，以适应社会需要。 

香港教师工作量多，工作压力大，但学校对教师管理是比较宽松的。他们的校长

虽然也要对教师听课，但一般都提前通知，听课的目的也不一定只為检查教师的教学

水平，而是去发现他们好的教学方法，向其它教师推广。 

香港教师也不需要参加上级论文、优质课等评比。與內地相比，香港的教师較少

学校之间的交流。香港的教师高负荷的工作量，同事之间的交流时间也难以保证，造

成了對教师的专业后继发展能力的限制。学校也认识到这一点，正在对制约教师的专

业发展的瓶颈进行反思，加强校本培训，加强学科组建设，加强同材研讨，同课异构

等，以促进教师的专业持续发展。 

香港教师 “日行一善”、“不以善小而不为”、“有德则乐，乐则能久”的工作

态度，热爱教育，关爱学生的工作操守，不失为我们学习的榜样。 

香港老师虽然学历高，素质较强，工资也相對較高，也較其他行業穩定，但其授

课节数太多，行政工作也不少，专业不专的工作压力，抑制了教师发展的空间，因此，

影响了课堂效率的提升，阻滞了教学质量的提高，如何“取长补短”，这也是值得我

们反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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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香港小学阶段教育的课堂学习：愉悦、民主 

香港的课堂学习生活，以快乐学习为中心，开展各种教育教学活动。让学生每天

都能在快乐氛围中学习、锻炼、发展，而不是被动接受学习，命令式，注入式学习。 

课堂教学中，课堂密度不是很高。香港的学生在课堂上有很大的自主权，老师往

往不能强行让学生怎样做，老师一般都会满足学生的合理要求。在课堂中，教师真正

做到了对学生主体地位的尊重，香港的学生在课堂上是幸福的、快乐的。 

香港学生在课堂上是愉悦的，其实香港学生的学习负担和我们内地一样，也是很

重的。他们注重两文（中文、英文）三语（普通話、英语、粤语）的学习，一般在 15：

30左右放学，之后学生还要参加各类社团辅导班，每天都有 1—2小时（的家庭作业，

学生学习负担也很重，但他们学的很充实，学生的综合素质普遍都比较高。 

 

七、香港小学阶段教育的课外活动：丰富、灵活 

“能力从活动中来。”为落实“全人发展”的教育改革目标，香港学校注重开展

丰富多彩的活动，培养学生的能力。香港学校由于课时节数多，学生活动的时间少（不

少學校一天只有连续三节课后的一个小息約 15分钟、約 1小時的午膳連午息和体育课

的时间，没有我们内地每节课“课间十分种”和放学后的课外活动课），但各学校“见

缝插针”，充分利用这有限的短时间开展活动，轰轰烈烈，如火如荼，效果显著。 

早会——学校在每天清晨学生回校时安排了近半小时（一般 8:00—8：30）的早

会，开展能令学生身、心、灵均衡健康发展的多元化活动，让孩子们心情愉快地开始

一天的学习生活。这些活动包括：升国旗活动、徒手体操、唱诗、早会分享、学生活

动宣传、周会、班主任课等。特别是教师与学生分享人生经历与感悟的形式令我印象

深刻。在短短的几分钟里，教师在台上自由地展示自己的个性与才华，或一段经历，

一个小故事，或介绍中外文化，分享一本书，一篇文章、一首歌，生活中的思考等等，

教师将其人生的智慧与全校师生分享，人性的真、善、美，就这样潜移默化地渗入学

生心田，民主、平等、关爱的师生关系自然生成，形成沟通、理解、支持、和谐的校

园文化氛围。 

课间小息（午息）活动。他们的内容之多，形式之多，思想内涵之多和有条不紊

的秩序，充分体现了学校注重学生的人文教育、品德教育、个性教育、学生观念培养

以及学生的能力培养。 

课间活动是那么的随意、平静，也没发现老师在强制着什么，但每个学生却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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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参与着，这让我感慨万分：原来场地的大小并不是制约我们教育的主导因素，真正

在制约着我们教育发展的却是我们的观念。 

课外活动——有的学校还安排专门的课外活动课，积极引导学生开展健康有益的

课外活动，参加兴趣小组，促进学生多元智能发展。课外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音乐智能、身体动觉智能、视觉空间智能、语言数理逻辑智能等等，每类或老师或

聘请名人指导，着力从全方位，多方面发展学生潜能，提高学生智力，培养学生全面

发展。 

 

八、香港小学阶段教育的家校合作：深入、到位 

香港的学校重视学校教育与家庭和社会教育的结合，调动校外的力量为学校教育

服务，把“家校合作”作为创建学校文化、优化教学质量、提升办学水平的重要措施，

融入学校的总体工作中。每一所小学都有“家长教师会”组织，邀请家教会理事、组

织为学校服务的义工参与“膳食监察小组”、“校巴监察小组”、“书簿监察小组”、

“校服监察小组”及“全方位辅导监察小组”等等。为了使各项工作运作得更好，有

的学校还成立了“家长协作队”，如“午膳协作队”、“教具制作队”、“课外活动

组导师”等，在学校的每个团队中，每次活动里，你都能看到家长们活跃的身影。 

在孩子们看来，家长能到学校做义工是一种光荣，一份荣耀；在家长们看来，能

到学校，帮助学校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是自己应尽的义务，感到非常乐意。 

协作交流，如一缕春风，把我带进芬芳飘逸的百花园，开阔了眼界；又如一阵秋

风，把我带进快乐的殿堂，享受着每一次亲历的收获。虽然只是一年的协作交流，观

察多留于表面，思考亦难免粗浅，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有许多教育理念和成

功经验值得吸收借鉴，已与我们的教学实践悄然融合，取得可喜成效。 

恰逢“粤港交流 20周年”，期待粤港教育界有更加沟通交流，共襄盛世，共育未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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