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只要高年班學生做得好，低年班學生便會跟從，但不要只做表面功夫。
二)  學生對自評誠實是重要的。
三)  學業是要漸進的。
四)  學生要懂得欣賞自己的進步。
五)  所學到的是否可以長期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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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 祝大家新一年，事事順心順景。
   

小兒子文駿已上中學了，我的責任又輕了一些。有一次出席余德淳先生講座當中，我明白到一些很好的道理，希望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在講座上，余德淳先生認為：當一個家庭 / 學校領袖是十分重要的，因為他們的榜樣，直接或間接都會影響到學生。
   

余先生從五方面說出，要學生擁有領導自己的能力，就要有以下幾樣條件的配合 : 
   

   

另外，余先生亦說出了：每個人都擁有三種與生俱來的實力，包括成長、堅持及是否能懂得放下。
   
在每個人成長當中，必會經過掙扎，視乎學生肯唔肯去掙扎，而過程是痛苦的。舉例 : 老師說，升上了高年班，課程深了，要加倍努力。有些學生聽了後，感到有困難存在，但未開始便放棄；有些學生會
嘗試 (寫下筆記)；有些學生會去備課，找答案，估計老師下一步教授什麼。彼此都有著不同程度的掙扎，但結果是不一樣的。余先生說家長要鼓勵學生成長，就要鼓勵學生識行識講，才會成功。因為在學
習的過程中，必須經過失敗、跌跌碰碰及可能被人嘲笑，只要他們能夠克服這些困難，就會成長；但在成長中，無經過痛苦未必是好的。余先生還認為：選擇有益的朋友是重要的。因為這是決定學生成長
文化的關鍵。當遇到困難時，學生會如何處理？逃避？還是硬碰? 這一切和身邊認識的朋友的處事態度有關。但成長是否成功，就取決於家長是否通達、接受及同意。
   
余先生在堅持方面，舉了個好例子 : 一位修讀大學心理學的一年級女學生，在一次與余先生交談當中，贈送了六個字給余先生：『在已知找未知』。而這六字真言便反映出她在求學態度方面的堅持。　
   
另外，當一個人，即使未能達到自己的期望時，但已盡了全力，這時便要懂得放下。　
   
最後，余先生在結尾時，語重心長的道出另一個道理：在人生中，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大。除了學業成績外，還有很多事情需要關顧，如：家人。　
   
最後，在此希望，這篇分享能有效地啟發到大家。

四忠班梁文軒家長　王露絲第七屆「法團校董會」替代家長校董分享余德淳講座



In my opinion, using the right methods to study and studying the right things are 
extremely important. You have to know what to study and how to learn the knowledge 
and remember it effectively. In addition, some skills should be used for examinations, 
and these skills save your time and make things much easier sometimes. These skills 
are quite useful. They may be taught by teachers and can be attained through practice.

I was quite satisfied with my DSE results and I am really grateful that I got into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uccessfully. I have now moved on to another phase of my life 
and I really enjoy studyng in university, which i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studying in second-
ary school.

All in all, DSE is a quite 'convenient' way to get into university and as long as one is 
well-prepared and confident, it should not be too hard to get the access in university via 
DSE.

Get the access in university via DSE 2012 Wise 6 graduate, Lisa Yau

家長角度

學生角度

When I first heard about DSE, I was actually quite nervous and 
anxious since I did not know much about the exam. Many details 
were not clear to me at first. However, as time went by, I got to know 
more about the exam, little by little, and got more confidence in the 
meantime. Although the exact level of the difficulty of the exam was 
not clear, since there were no past papers, I actually knew quite well 
about what we were expected to know and present during the 
exam. Therefore, the preparation of DSE was not hard to me, it was 
not really tough and everything went quite well with the help of my 
teachers and my own effort paid off as well.



  
 

 
        

 
 
                  
 
 

 
 

+  
      

 
                 
 

8 9  
 

       
            
   A B   C D 

 
 

----  
 

     

9

     

A B C

本校在2012/13年度的中一級學生，推行「自主互助學習」。

中一級學生的座位安排，由傳統的「分行坐」轉變為「分組坐」。以四至五人組成一組，各組員各施其職，相互合作，共同學習。

在大部分的主科課堂中(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科學及綜合人文科)，學生需於課堂前或課堂期間，透過教師設計的自學提綱進行自學及預習，在課堂期間透過小組活動(例如：實驗、展示、報告、小組討
論......等) 互助學習，在課後作適量的鞏固練習或為下一節課題做預習。簡單來說，教師直接講授的時間少了，學生之間討論及發表意見的機會多了。

在硬件的方面，本校為中一級的教室，添置了後排黑板及實物投影機，來配合有關的教學活動。

實施了「自主互助學習」的數個月後，班主任及科任教師也觀察到，中一級的學生比以往的更主動，例如：非常願意舉手作答、樂意發表意見及在黑板上作答或展示。不但促進了學生之間的互助學習，還改進
了他們的溝通能力及相處技巧。

在十一月中，整個中一級的學生都進行了「自主互助學習型課堂的個人反思」，學生需要寫出最令自己驕傲的參與學科、進步的地方、與人協作方面表現優良的地方、學習自信增長的學科，以及就自主互助學
習的學習模式作出反思。

大部分學生對「自主互助學習」有十分正面的反思，也能表達自己的進步之處。以下是節錄自他們的反思：

不少教育學家認為：自主是「對自己學習負責的一種能力」。這是一種「潛在的、在特定環境中可以實施的能力，而不是個體在此環境中的實際行為。」 

隨著經濟的發展，學習和獲得知識的途徑也越來越多，人們在學習過程中，更傾向於「自主學習」和「快樂學習」，把「你要我學」轉變為「我要學習」。「快樂學習」更成為我們每一位學習者的最終目標。 

總括而言，自主互助學習在學校已推行了數個月。雖然到目前為止，難以透過中一級學生的學習成效或成績，就自主互助學習模式和傳統學習模式，作出科學化的比較，但是學生的學習動機、學習自信及相互
協作的能力，都明顯提升了。

傳統的「滿堂灌」教育模式已不能滿足新時代的需求。現代教育的目標越來越傾向於：語言交際能力的提高和綜合素質的增強，教師角色的轉變和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的提高，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保證。唯有
轉變教師角色和提高學生自主學習能力這兩個途徑，才可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將「壓力學習」轉變成「快樂學習」，讓「快樂學習」來促使學生提高自主學習的能力，並養成終身學習的習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