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海无阻交流情 一生铭记赴港路 

 

山东省济宁学院第二附属小学 郭峰 

 

【摘要】 

真诚是协作的根，专业是协作的本。交流协作的路上，有你的努力，我的付

出，方能破茧成蝶，演绎精彩的教学故事。 

在这一年的时间，在这个承载了我无限情感的地方，我带着观察的目光、审

慎的态度，感受不一样的香港教育。在有限的时间里，把握时光轴里的关键事件，

记录图标里的过程数据，努力勾勒一年来完成工作的图谱，努力挖掘能“带得回

去”的、“行之有效”的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策略、课程资源、

管理方法等，记录下我的所思所想，并努力在此基础上有所升华，形成对香港教

育的体系化理解和表述。尤其是加强理论思考，把交流的经验归纳、提炼起来，

加强对香港教育、对香港社会的规律性认识，从而形成针对基于香港“一国两制”

的教育，乃至对国家教育体系的建言献策，形成真知灼见，为推动教育改革创新，

为国家教育现代化做出新贡献。 

水本无华,相荡乃生涟漪;石本无火,相击而发灵光。内地教育和香港教学相

向而行，共融共生。共同的追求让我们走在一起，专业上的切磋，令智慧的火花

迸发；工作中结下的友谊，为我们增添一抹温馨美好的回忆。 

 

【正文】 

2022 年 9月 1 日，作为第 19批“内地赴港交流专家教师”，来自国内 15个

省市的 34 位内地教师接力而来，共赴香港。我有幸作为其中一员，来到繁华的

国际大都市香港，共同开启了一段赴港路。 

说起来，2022年是我的幸运年。2月，完成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

院教育管理硕士研究生学业，顺利毕业。8 月，完成第四届齐鲁名师建设工程人

选的届满答辩，正式授予“齐鲁名师”称号。经济宁市、山东省教育部门推荐，

由教育部门港澳台办的审核和答辩，8月成功入选 2022/2023内地赴港交流专家



 

教师队伍，作为山东省小学语文学科的唯一代表，我倍感荣幸。 

赴港参加这项工作，我的内心其实是比较纠结的。一方面机会难得，且我刚

完成的研究生课程内容即新加坡教育和香港教育有相似之处，到香港可以有机会

做更深入的学习。另一方面，女儿 2023 年即将参加高考，本来该全力以赴给予

支持的我却要远行，这对孩子来说多多少少是会有影响的。 

几经思考，并在和家人商议后，我还是选择参加评审，并最终成功入选。 

每一位赴港交流的教师来香港的初衷肯定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

就是到香港抓住机会感受香港文化，领略香港教育，学习香港的教育经验，以图

在未来的内地教育教学中迁移应用。 

除了这样的初心外，我略有不同。一方面我于今年刚刚通过齐鲁名师建设工

程届满考核，获得齐鲁名师称号。另一方面，我也刚刚完成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国立教育学院研究生学习，刚刚拿到学位证书。 

众所周知，新加坡的教育特点是因材施教，而我校的教育探索方向也是因材

施教，香港教育同样具有这方面的特质。 

“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香江去看一看！”香港，带着憧憬，带着期冀，我

来了！踏在香港的土地上，吹着海风，一路走来，可谓非常庆幸。虽然不轻松，

但是一路很有收获。确实，诚如刚来的时候詹华军总监所言，我们支教交流教师

要“让在香港的每一分钟都不能虚度，每一分钟都有收获”。语文教学支援组的

核心价值是“让语文教学支援工作时刻充满意义；支援人员的经验及才能与时俱

进。”沉下心来，此心安处是吾乡。 

我该如何让每一分钟都不虚度？临行之前，曲阜教体局的付云震督学谆谆教

导，到香港交流一年，除了完成工作，要多多学习香港教育先进经验，如果能再

写出一本著作，那就圆满了。来到香港后，听闻去年留任的王小翠老师讲，曾经

有一位内地教师来到香港后，专心走完麦理浩径十段，用一年的时间写成一本书，

成为香港支教老师的一个励志传奇。和我们同行的老师中也有抱着同样想法和做

法的，王开亮老师就是其中之一，每天都在记录自己的在港生活。 

我想，写书不是目的，用写书的形式，记录自己在香港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

让这一段难得的经历深刻地被铭记，让对香港的学习交流更加深度地发生，才是

目的。 

于是，我暗暗作出一个决定。“日日新，苟日新，做新民。”我也要把写一本



 

关于香港交流的著作，来纪念这段难得的人生经历、职业经历，努力在文化上“向

下扎到根”，在专业上“向上捅破天”。 

但是，我也一直在怀疑，自己写的这些所思所想有没有价值。在香港浸润了

一年，很多思考仅是源自个人的观察和感受，具不具有代表性？内地教师谁又特

别关注？香港的教育情况如此复杂，背后的历史原因又如此深邃，从感性认识到

理性认知是如此艰难，学校教育的多样性让我眼花缭乱，在抽丝剥茧中把握香港

教育的本质是不容易的，其实也是远远探索不完的。我一度想要放弃。 

在记录过程中，我也一直在思考要记什么。经过思考，我认为我们要多多借

鉴香港教育的成功经验。香港的很多教育创意内地也有，比如教育营活动，内地

一般委托外部机构进行拓展营训练，但香港教师会在活动时加入很多教育元素和

设计，并在此过程中呈现很多灵活可行的形式和灵巧智慧的方法。 

当然也可能因为我的认知局限，实际在内地一些地区也有类似举措，只是在

香港比较常见，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经验。这样的经验可以和内地一些学校互相

融通、借鉴。 

就这样，在这一年的时间，在这个承载了我无限情感的地方，我带着观察的

目光、审慎的态度，感受着不一样的香港教育。在有限的时间里，把握时光轴里

的关键事件，记录图标里的过程数据，努力勾勒一年来完成工作的图谱，努力挖

掘能“带得回去”的、“行之有效”的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策

略、课程资源、管理方法等，记录下我的所思所想，并努力在此基础上有所升华，

形成对香港教育的体系化理解和表述。 

有人说，香港“不中不西”，也有人说香港“既中又西”。造成这种意见分歧

的关键在于对香港有没有坚守中华文化的判断。只有扎根中华大地，学深学透学

扎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涵养中国心、民族魂、文化根，才能立足于世界文

化之林。 

我希望把驻校期间的学习经历展示出来，让更多的人对它有多一点的了解，

以珍惜香港教育的传统和文化。驻校的一年，是繁忙且充实的一年，我每天留在

学校的时间很长，教师和学生都把我当作他们学校的一份子。令人更舒畅的，是

看到孩子们愉快地学习，让我经常感受人性善良的一面，见到他们友善的一面。

同时，我要感谢学校的校长、统筹、教师和学生抽空和我谈话，从他们的谈话中，

我进一步了解了学校生活，也更加相信教育的作用。 



 

未来以来，将至已至。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科技革命对教育的挑战是非常大

的。对此教育能做什么？香港的教育将向何处去？如果我们不能对此进行深入思

考，就不能对香港和内地的教育有清醒的认识。 

在香港期间，工作环境可谓艰苦，和内地差别巨大，刚开始时各种不适应。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叫苦叫累。在奔向诗和远方的路上，我们的脚步始终铿锵有

力。 

这一年里，作为一名交流协作教师，我展现了一名内地专家教师应有的专业

水准、专业精神和义不容辞的责任担当，没有辜负教育部赋予的使命与职责，也

没有辜负那些参与这个项目学校的期望，做到了不负内地不负港。 

我还要感谢我们的内师团队。在香港交流过程中，除了向香港教育学习之外，

更有我们的抱团取暖，互相帮助，大家各自带着自己的使命而来，用自己的专业

能力和水平赢得香港驻校师生的信赖和尊敬。在香港工作期间，互相打气支持，

凝聚友情，经常互相交流分享各自的专业经验和智慧，互学互鉴，共同提高，展

现各自代表的地域和学校风采。相信回到内地，我们仍然“聚是一团火，散是满

天星”。 

感谢香港教育局！有很多曾经到香港交流过的老师说：“赴香港交流回来之

后，同事们都说我像变了一个人。”也就是说，这一年的工作经历，足以深刻影

响一个人，让人在气质和精神上改头换面。这是香港文化的影响，也是香港教育

同仁给我们的影响。 

一段援港路，一生援港情。感恩遇见的每个人、每件事，感恩有机会那么深

入而长期地感受香港文化和香港教育。这份机遇是多么幸运，我要感恩所有玉成

此行、相遇相识的每一个人。 

最后，我要感谢自己。在香港的美好时光我一刻都没有辜负，每天都有收获。

早上六点前晨起，乘车，驻校共备、观课议课、增润校本教材、推进经典诗文学

习，分享内地古诗文教学经验等。节假日去感受香港文化生活，比如行山、购物、

观馆、观影、听讲座、图书馆读书、集体活动等。虽然离家万里，仍然关切家里

孩子高考，关注学校教育教学。 

这是我又一次跳出舒适圈，主动挑战自我的一次经历。香港工作生活不是一

帆风顺的，人与人之间，内地教师在香港工作期间的碰撞也并非都是愉快的，有

时甚至是炼狱般的体验，既给我留下美好记忆，也让我对人性有更深入的认识。 



 

无论如何，来时，我心切切；去时，我已攘攘，心如暖阳。 

水本无华，相荡乃生涟漪；石本无火，相击而发灵光。内地教育和香港教学

相向而行，共融共生。共同的追求让我们走在一起，专业上的切磋，令智慧的火

花迸发；工作中结下的友谊，为我们增添一抹温馨美好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