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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内地与香港教师交流及协作计划”的参与者，完成指导工作促进香港教

师发展是重要的工作内容。在交流过程中，汲取香港地区教育发展过程中积累

的先进经验同等重要。通过在香港一年的工作与生活，以教育行业为切入点，

结合仔细观察和亲身感受，以及与教育同行的日常相处和深入交流，对香港与

内地教育的异同进行对比分析发现，香港的高度发达源于科学的治理理念，这

与内地倡导的依法治国、开放包容、高质量发展高度契合，在教育工作中，应

当严格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的同时，借鉴香港教育的优秀经验以改正不足。 

 

【正文】 

和许多人一样，香港对于我来说是熟悉而又陌生的。说她熟悉，是因为她

早已融入了我的生活，我每年都来到这里，吃吃逛逛买买，高楼大厦、市井街

巷早就留下了我的身影。说她陌生，在于对她的印象限于这是一个繁华热闹的

的国际化大都市，高楼大厦，灯红酒绿。在香港工作生活了一年，我渐渐融入

这里，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和了解香港。透过香港教育这扇窗户，我对香港的

社会制度、经济、文化、生活都有了或多或少更具象的认识。 

 

感悟一：规则与自由高度合一 

香港是一个弹丸之地，能创造持续的繁荣是离不开制度的保障的，而制度

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是否到位，香港是一个法治大于人情的地方。这个城市的管

理相当有序，走在大街上，总能看到年轻的警察在认真巡逻。在这里生活，只

要照着规矩来，你便是自由的，所以在这里会觉得事情都比较简单。这里对违



 

规的处罚相当严厉，在公共场合乱丢垃圾，随地吐痰通常要处罚 1500 港币，公

共场合吸烟则罚款 5000港币，但如果你在垃圾桶旁抽烟却不会受到任何惩罚和

指责，丝毫不影响烟民的自由。总体来讲，在这里法是无情的，但人是温暖

的，每天早上出门上班，楼下的保安大叔都会主动问好说“早神”，每每看到他

们的微笑，你就会觉得很开心。 

初到香港，发现竟然还有上下午制的学校，家长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为孩

子选择上学时间，这样的学业自由在我亲眼所见之前是难以置信的。然而这种

自由却是基于规则的，因为无论你选择什么时间上学，6个小时的在校时间定

是分秒不能差的。小学生入学可以自由择校，想去哪所学校只需要在规定时间

内向学校提交申请即可，但这种择校却又有严格积分制度保障公平。这不得不

让人感叹，香港同行的智慧，把遵守规则的自由发挥到了极致。 

 

感悟二：科学合理与人文关怀高度合一 

香港把科学合理这四个字融入了社会的方方面面。狭小的香港，交通却非

常便捷，港铁，轮渡，巴士，丁丁电车任你选择，这里虽然道路不宽，车辆密

集，但每一个巴士停靠站都有专用车道，很少发生道路拥挤现象。这源于城市

科学的规划，道路合理的设计。更值得称道的是，这种科学合理处处彰显着人

文关怀。在香港工作一年，到地铁站巴士站，基本都有连廊，让你不用日晒雨

淋，以至于我来香港时带的一把伞，基本没有派上用场。 

香港的生活非常便利。我们住在香港岛的湾仔中心大厦，下楼就是华润超

市，周边有湾仔街市及各种大中小型的购物商场。虽然物价和内地相比要高一

些，但是相对于工资收入，这里的生活消费还是比较合理的。这里的人们乘坐

地铁巴士等都非常有序，自觉地排队，没有人拥挤。遇有残疾人坐着轮椅来乘

车，大家都会让他先上，司机还会把汽车前轮降低，放下踏板，并亲自下来帮

助残疾人乘车，车上有残疾人轮椅的专用席位。乘坐电梯的时候，大家也非常

遵守秩序，左行右立，把左边让出来，给赶时间的人快速通行。香港地小人

多，但是车流不阻人流不挤。购物商场看不到顾客和店员为质量问题或服务问

题发生口角，由于政府对制造假货和售卖假货的查处非常严厉，很多东西免

税。这种科学合理的管理，让香港也成为了一个购物天堂。 

教育亦是如此。我去过的小学虽然只有 3770平方米，却设计有 4个校门，



 

一栋教学楼设计了 4个通道。孩子们和老师无论住在哪个方向都可以从最近的

校门入校离校，无论在校园的哪个角落都能最快进入教室。第一天到浸信会大

埠墟学校，校方为我准备的文具上很多都贴着校务处的标签，让我感叹香港学

校对物品的管理真是严谨。当我低头看到那一支支削得整整齐齐的铅笔时，我

又真切地感受了细致入微的人文关怀。 

 

感悟三：多元融合与坚守传统的高度合一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世界各地的文化在这里激烈的碰撞、融合，造就

了她的繁荣与发达。这里体现了西方文明和东方社会相结合的成果，每遇西方

的万圣节、圣诞节等节日，兰桂坊街上都热闹非凡，特别是在圣诞节，街道、

商场、学校到处是圣诞树，孩子们提前一个月就开始进入节日状态，还要放圣

诞长假。 

但这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坚守却不亚于其他任何一个地区。每当

中国的传统节日来临，香港人也毫不含糊，张灯结彩，舞狮子舞火龙，放烟

花，节日的气氛丝毫不比内地逊色，学校里也会组织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

活动。特殊的历史背景，东西方文化的汇聚、冲击，决定了香港人思想观念不

断更新，体现出“时间就是财富，知识就是财富”的“香港效率”，但他们在多

元融合中仍然选择了传承与坚守。 

 

感悟四：扬长避短与因地制宜的高度合一 

由于土地资源的稀缺和人口的高度集中，香港的教育设施的更新迭代和教

师人才的培养无法做到像内地一样迅速高效，这就导致了香港教育存在着一定

短板。但香港的教育工作者却很好地根据学校的现实状况做到了扬长避短，因

地制宜，确保学校的办学质量。 

内地的学校面积较大，各种教育设施配备齐全，可以说已经非常先进，学

校的校园文化环境打造都非常有特色。而香港学校校区普遍占地不大，我这次

总共去了五所小学，他们都是外观朴素、简约。尽管活动场地有限，每天下午

放学后，都有学生留下来开展文娱体育活动，如学生乐团、花样跳绳、篮球项

目等，从而努力通过特色学校建设发挥学员内在潜能，达成全人教育的大目

标。通过与校长和老师的交流，我了解到各个学校都能把握自己的办学资源，



 

利用校董会、家长、社会、校长个人的人脉关系等，促进学校的内涵发展。 

内地的教育会帮助学生打好基础，希望多学点，学好点，比较注重分数，

样样都循规蹈矩，这让内地的基础教育“赢在了起跑线上”；而香港的教育大多

是有教会信仰的，他们的教育比较活，较注重教学生如何思考，如何做人，如

何感恩。香港的教育严谨而不失灵动、规范又不失自主、守根又不失大气。香

港的学校对课程设置和教材选择都有自主权，他们会因地制宜，在学校的文化

环境、班级布置、活动安排等方面自由选择，但都会体现出“以生为本的全人

教育”的教育理念，他们强调的是德智体美群灵六育均衡，知识、态度和技能

兼备的全人教育；比较重视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思维的培养；教学课程

多样化，除了传统的学科教学，他们的实践活动课程比较多，地点不仅仅局限

在学校，每学期会开展各种户外活动，以锻炼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他们的情

感教育非常突出，总是引导孩子要懂得发现自己、发展自己、管理自己，要懂

得感恩，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内心是充满爱的。这是我非常欣赏的地方。 

内地更重视教师的专业成长，每门学科都有专职的教师，他们每周只有

12-14节课，老师们有更多的时间备课，钻研教材，研究教法，每周有固定的

集体备课时间，教研氛围浓厚。香港的教师每周平均有 28节课，每天非常的忙

碌，改作业都要等到放学以后，因此较少有时间备课磨课和教学研究，他们的

课堂多是朴实无华的，但是香港老师的敬业精神是我所钦佩的，尽管每天那么

多课，放学后，学校都会开设免费托管的辅导班，为孩子提供学业支援，他们

尊重学生和家长，对学生的耐心和爱心溢于言表。 

 

通过一年时间的赴港交流与协作，在与这座因包容著称的繁荣港口城市朝

夕相处的三百多天里，我们增进了两地间的文化交流，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

展。回顾一年来与香港同仁的交流合作，我收获了经验和友谊，这将成为我一

生中的宝贵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