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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核數師

他在筲箕灣官立中學任教了短短四年，跟學生的感情卻維繫了半個
世紀，他是同學口中永遠的陳sir，陳永桂老師。

陳sir在1965至1969年在筲官任教，是他大學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
他在離開筲官後轉到其他政府部門，94年和太太Angela移民澳洲，
真正的教書生涯全部貢獻給筲官。

「我和其他老師不同，他們可能教過其他學校，學生數以千計，我只
教過一間，就是筲官，認識的學生就是三數百人，所以對他們有較深厚
的感情，離開筲官後和部分學生也繼續有聯絡。」陳永桂老師在澳洲
悉尼一家欖球俱樂部和我細談他和學生的關係。             

「為什麼我選擇教書？我讀預科時已經教夜校，對教書有興趣，大學
讀的是理科，教書是其中一個選擇，也適合我的性格。可能我的年紀
和學生相差不遠（說真的，陳sir只是比他的學生年長幾歲），比較容
易和他們打成一片，放學後仍然和學生在操場打籃球，漸漸和部分學
生建立起深厚感情。離開筲官後，我每個週末都會回學校和學生打
球，後來成立海豚籃球隊，大家接觸更多，一直維繫到現在。」

陳sir說，他在筲官的幾年裏，一直看著學生成長。由於當時筲官剛建
校，相比其他老牌官校，筲官學生學業成績稍遜，一些學生因而感到
氣餒，但他們很活躍、主動，「我知道這些學生將來一定在其他方面
有前途，事實證明我沒有看錯。」

「在筲官教書四年，認識了很多老師和學生，也成為我的好朋友，這可
算是我教學生涯中的最大收益。筲官和我的關係不能用言語來解釋，
只可以說是很直接的，每次我重遇筲官的學生，不論有沒有教導過他
們，我都很關心他們的工作、健康和近況。」正是這份關懷，把陳sir和
他的學生緊密地連繫在一起，至今將近五十年。

移民澳洲後，陳si r仍不時回香港和學生見面，每當校友會有重大
活動，他必會參加。而在澳洲，也有數十名筲官舊生經常和他聚會，

維繫了半個世紀的師生情

例如攀山、遠足、燒烤、旅遊等，彼此之間已經不單是師生關係，而是
非常友好的朋友。

陳sir在澳洲愛上了另外一項體育運動--乒乓球，而且是高手，得過
多次國際元老乒乓球的獎牌。「我現在每天都花一些時間練乒乓球，
隊友有華人也有當地人，我們最近在新西蘭參加一項國際賽，得到
雙打亞軍。」

儘管已經七十多歲，陳sir看起來卻只有五六十歲，可能和他經常做
運動有關。「雖然退休了，但不能停下來。我退休後，在澳洲修讀了一
個心理輔導碩士課程，也參加了很多公益活動，幫助不少華人中學生，
心境年青，人也開心。」

在寫這篇訪問前，一位定居加拿大的筲官舊生羅紹爍到澳洲探親，大
夥在悉尼Chatswood一家酒樓飲茶，趁此良機，就讓陳sir的一些學
生分享他們對這位老師的感受。

豐富我們的心靈，開發我們的智力，諄諄的教誨，化作我們腦中的智慧，	
桃李滿天下，春暉遍四方。（林國權、張寶鈿 第二屆）

陳Sir的家就像我另外一個家，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疑惑，陳Sir都樂意	
為我們分析，做大家的指路明燈，受人愛戴實至名歸。（潘錫洪 第三屆）

管如嚴父、愛若慈母，親如朋友。（李亞本 第三屆）

校園裏努力作育英才		球場上培育球員品德	 	 	
人生路猶如大衆明燈		乒乓壇自我再闖高峰（張漢忠 第三屆）

意氣球場數拾年，扶持後進盡周全，	 	 	 	
滿門桃李傳天下，獲獎盃牌數不完。（陳大智 第九屆）

去年我在澳洲悉尼公幹，在一家乒乓球館機緣巧合下與同檯打球的	
陳sir	認識，驚覺原來他是筲官建校初期一位受學生愛戴的好老師。	
陳sir親切的笑容不單讓後輩感受到溫暖，他更每每關心我們的身心事業	
發展。最難忘的就是他細說當年事，一點一滴除了是勉勵晚輩，更是社會中
待人處事的真實寫照。（陳秉彬2011年高考畢業）

圖一: 陳sir與男子乙組籃球隊合照 (1969-70)
圖二: 男子乙組籃球隊在1969年學界籃球賽所贏得的銀牌
圖三: 陳sir與學生們一同燒烤
圖四: 陳sir與一眾校友相聚

圖一

圖三

圖二

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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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至十一月的數個星期天，筲官的籃球和足球場上傳出了熱烈的
歡呼和喝采聲，原來是校友會首次舉辦的球類錦標賽﹗比賽吸引了過
百名校友回到母校作賽，同時亦有不少前任及現任教師回校支持打氣﹗

校友會盃 – 
2016年球類錦標賽撰文︰馮子蔚

籌委會於去年中成立，校友會幹事及一眾籌委用
了將近半年時間準備，球類錦標賽終於完滿舉行。
比賽項目包括 6 人足球、籃球、排球、乒乓球、
羽毛球及校內定向，當中以足球比賽最受歡迎。
校友會亦特意添置了不少新器材，並請母校多開
放一天，使難得的校友比賽能順利進行。

當中排球和籃球的現屆校隊亦參加了比賽，挑
戰各位師兄師姐。決賽當日，現屆女子排球校隊

「西西」與校友隊伍「ATTACK AND DEFENCE」
打 得 勢 均 力 敵， 雙 方 都 難 以 連 續 得 分。 現 場
觀 眾 叫 得 聲 嘶 力 竭， 為 支 持 的 隊 伍 打 氣。 網 上
FACEBOOK 直 播 亦 吸 引 了 不 少 未 能 到 場 的 校
友 觀 賽。 兩 隊 鬥 至 第 五 局 才 分 出 勝 負， 最 終 由

「ATTACK AND DEFENCE」取得冠軍寶座！

籃 球 比 賽 方 面， 決 賽 由「DOLPHIN」 對 戰「 東
區 不 死 鳥 」， 節 奏 相 當 緊 湊， 雙 方 不 斷 來 回 進
攻， 你 一 記 籃 板， 我 一 記 三 分。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DOLPHIN」的班底大部分由第二及三屆校友組
成，即使在初賽面對現屆籃球校隊，仍憑著經驗和
換人策略取得決賽的入場券，最終更取得冠軍﹗

足球決賽由「筲官精英隊」對戰「AUKS」，最終
由前者奪冠。校友會特地為比賽購置了兩個新的
龍門，讓校友們可以在球場上打一場精彩的比賽，
並在賽後將新的龍門贈予學校供師弟妹使用。可
惜的是學校於早年取消了足球校隊，校友聞訊後
提出幫助學校重建校隊，希望不久後校隊能重振
聲威。

校友們一起重現了 50 周年

步行籌款大合照的 55 周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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籃球賽的勝出隊伍 Dolphins

而羽毛球比賽則在禮堂進行。混雙冠軍由校友
馮 應 勳 及 黃 慈 幼 奪 得， 而 單 打 則 由 黃 學 勤 校
友 成 為 贏 家。 另 乒 乓 球 比 賽 由 WONG KWOK 
FAN 校友勝出。為了讓到場觀賽的校友亦能投
入活動當中，籌委會特別準備了校內定向活動，
校友 KWOK KA KI 脫穎而出奪得第一名。屆別
獎 由 第 41 屆 (2001 年 入 學 ) 校 友 以 140.9 分
奪得。再一次恭喜各得獎校友。

本次球類錦標賽讓各熱愛運動的校友聚首一堂，
不少校友更表示支持校隊發展。再次感謝各校
友鼎力支持，令首次舉辦的球類錦標賽得以完
滿結束。校友會希望於不久將來再次舉行比賽，
讓校友們切磋球技，重溫當年在母校球場上的
美好時光。

多年沒見的校友們在比賽過後聚首一堂 足球賽亦上演了在校生對校友的比賽

籃球賽戰況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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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陳志賢「人生導航Life Pathway」校友分享日

校友會聯同學校生涯規劃工作小組於2017年

3月11日，為在校中四學生舉辦「人生導航

Life Pathway」校友分享日。是次分享日共邀請

了28名校友與學生作面對面交流，分享日主要透

過校友向學生的自身分享，包括個人經歷、工作

體驗、工作環境介紹等，希望啟發學生，協助他

們規劃未來，發展個人升學及職業志向，並建立

正確的工作態度及價值觀。 

校友會副會長文麗霞女士主持
的「性格‧溝通‧未來」講座

「設計與媒體」組別邀請到從事廣告製作、傳媒以及圖文作家的分享 來自教育心理、藝術治療、社工界別
的校友為學生介紹行業情況

學生在講座中記錄自己
屬於哪種性格類型

來自「工程」組別的校方分享，工程

似乎不再是男性主導的行業

分享日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校友會副會長文

麗霞女士主持的「性格‧溝通‧未來」講座，以

互動形式讓學生們更加認識自己的性格特點以及

各種其他性格特質，從而增強自己與不同性格

的人的溝通技巧。

第二部分是分組交流，有賴母校生涯規劃小組事前

訪問了學生的職業興趣並將學生分成8個組別，分別

是「商業」、「醫療與言語治療」、「康復治療」、

校友帶備香港海運事業簡介

小冊子給同學參考

兩位警務督察校友分享

香港紀律部隊工作

李德輝校長頒贈紀念品予
文麗霞校友

學生代表向在場校友、老師、家長及同學分享感受

從事會計、稅務、創業的
校友參與分享

三位校友分享作為物理治療師和
職業治療師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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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陳志賢

校友分享 — 伍凱瑩 (2012 中七畢業生)

畢業後多年沒有返校，隨着教過自己的老師退休
和離職，熟悉的學弟學妹一個接一個畢業，「回筲官
看看」這種衝勁也一點點消失在生活各種紛雜的
瑣事中。某天，好友邀請我返校出席一個校友分享
會，談談當記者的工作經歷和感受，我一口答應，
記得以前在筲官得到不少師兄師姐的幫助，他們的
分享往往能減輕我對未知前路的不安，所以一直
對畢業多年後仍回饋母校的舊生心懷感激。

校友會將當日的分享環節分成八個小組，涵蓋不同
專業，包括教育、紀律部隊、醫護、航空及航海等，
我所屬的就是傳媒及創意設計組別。與我同場分
享的三位師兄，工作和實戰經驗比我豐富多了，一
位是人氣圖文作家「鵝王Cliffy」，另外兩位則分
別是廣告導演和4D奇幻館的營運總監。出席分享
會的筲官同學對我們的工作很有興趣，非常踴躍
地發問，大家很輕鬆隨意地交流工作點滴和行業
秘聞，有趣事亦有辛酸。

「紀律部隊」、「航空與航海」、「設

計與媒體」、「教育心理、藝術治療

與社工」以及「工程」8個小組，由

28位校友與學生面對面交流，以助

他們瞭解行業入行條件，以及行業

情況等。

在活動尾聲的分享會中，學生

表示他們在交流的過程中獲益

良多，不但對行業有更深入的認

識，增強了自信，亦能從師兄師

姐的人生經驗中得到啟發。

 校友會一向致力回饋母校，這次活動的成功，本會特此感謝一眾校友的積極參與及支持！

來一個全體大合照

謝謝各位校友積極參與

我特別記得導演師兄憶述自己做片場助手時，
要充當「人肉路障」以身擋車，頂住司機的喝
罵，不讓車輛通過，才能令街頭拍攝順利完
成。師兄們都是經過多年的打拚和冒險，才實
現了年輕時代的理想，找到自己覺得有意義的
工作崗位，這種認真面對自己的態度，不但對
筲官的同學，對我這個畢業不久的年輕人亦有
深刻啟發。

分享日更讓我重遇中一時非常崇拜的鳳社社
長，她現在已經是一位高級督察，但談吐言行
仍有她社長時代那種爽快又開朗的魅力。令人
感動的是，回筲官分享的校友雖然來自不同年
齡層，身處不同工作崗位和專業，但大家都願
意花一個星期六的休息時間，回饋母校，也算
是一種深深紮根、無私的愛校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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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的想法並不是一時衝動，而是隨著時間越見清晰和堅

定。升上中學後，鄭老師同樣遇上很多好老師，教導她不少

人生哲理，給予她很多正能量，更令她決心投身教育工作。鄭老

師從小就對視藝科特別有興趣和喜愛，因為可以天馬行空、自由

自在地在畫紙上飛翔。深入鑽研這科後，發現這科除了有助推

動創意發展外，對人的真善美追求和心靈滿足也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鄭老師希望透過藝術教育來幫助年青人成長，因為他們是

未來社會的主人翁，要維繫健全的社會生態，除了物質科技進

步外，精神文明也很重要，她希望年青人從小就明白這點。

在筲官任教了十八年，鄭老師感到很幸運，歷年來都得到校長

和副校長們的信任，給予她很大空間和自由帶領學生創作，

例如：由鄭老師策劃的三幅大型壁畫，分別以「我愛大自然」、

「我的香港」和「擁抱挑戰」為主題，並透過繪畫、陶藝和馬賽

克三種不同媒介展示，令我們有一個色彩温暖、充滿藝術感的

校園，能在中學校園中看到三種不同類型的壁畫，相信是筲官

的一大特色。

問及鄭老師較難忘的教學活動，她提到有一年因豬流感爆發，

學校需要停課，復課後鄭老師有感同學們仍憂心忡忡，於是她

設計了一個活動，就是「筲官加油樹」橫額設計，讓同學在午膳

和放學後，在樹葉形的帆布上繪上加油話語，互相勉勵，然後

由修讀視藝的高中同學用魚絲逐一縫在橫額上。掛上色彩繽紛

的橫額後，頓時為校園帶來一番生氣。最意料之外的是，這幅

橫額竟在半年後，由當時的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先生親筆簽名，

以肯定同學的關愛表現。原來當年唐先生是西九主席，故蒞臨

本校觀看鄭老師的高中視藝課和學生視藝展，藉此了解中學的

視藝學習情況，有助西九藝術教育發展。

除了籌辦大型活動外，跟學生在課堂上的互動也為鄭老師帶

來很多回憶。記得有一年教導中三學生寫英文書法和繪畫背景

時，鄭老師挑選了一些具鼓勵性的英文諺語，讓學生用哥德體

書寫。其中一位男學生表示想用自選的“Never give up”，而

且不想用繪畫形式，改用印上色彩繽紛的手掌在句子旁邊，喻

意擊掌為盟，以此表示自己開創燦爛人生的決心。這位學生從

來不善於繪畫，但他很努力地用其他方式來表達自己，鄭老師

對此作品十分欣賞，還給了很高的分數。她認為分數高低不只

取決於畫功，學生的心思及作品意義也是相當重要的。

在另一年，鄭老師教導中三學生運用一點和兩點透視繪畫，

有兩位男學生叫她放棄他們，因他們覺得自己沒有可能學會。

鄭老師偏偏沒有放棄，反而一筆一筆引導他們，見證他們最終

成功。時至今日，這兩位男學生每逢節日都會為鄭老師送上祝

福，感謝她當年令他們明白凡事勇於嘗試，才有成功的機會，

使她感到十分窩心。她一直相信，只要老師不放棄學生，就如

農夫播種，總有一天能對學生起一點影響。

鄭老師認為當老師帶給她很大的滿足感，因為她能夠與學生一

同成長，不少更成為了好朋友。有舊生會在端午節包粽送給她

吃；舊生結婚，會邀請她出席婚禮；更有舊生知道她在趕文件，

曾在晚上十時多，買了咖啡和蛋糕送到她家樓下，專誠為她打

氣哩！每每想到這些，鄭老師都感動不已，與學生之間的相處

總為她帶來很大溫暖。

除了這些令人窩心的片段外，鄭老師還有兩段微妙的「師」

「生」關係哩！她來到筲官後，翻看紀錄才得知原來筲官的第

二任視藝老師，就是當年在教育學院教導她陶藝和雕塑的陳炳

添老師！她憶述上陳老師的課時，他總是幽默風趣的，不知不

覺間三小時便過去了。最難忘的是他教授的玻離纖維雕塑，雖

然過程複雜和發出濃烈異味，但他都樂於教導。陳老師又會親

身前往敦煌觀看飛天，創作相關陶藝作品。在鄭老師眼中，他

就是一位如此認真、有活力、敬業樂業的老師。由於陳老師經

常出席校友會活動，所以鄭老師可以繼續這段師生緣，還會到

他家中探訪他呢。

在藝術教學路上，鄭老師還特別提到一個人 ---- 昔日的學生、

現今的好拍擋林旭艷老師。為了更深入了解這段奇妙的關係，

訪問當天還邀請了林老師一同傾談哩！林老師在筲官讀書的七

「我的藝術教學之路」
— 鄭煥華老師專訪

訪問及撰文︰唐榕株

「教書是我的童年夢想」，聽來像很老套

的橋段，但這的確是我校視藝科主任鄭煥

華老師的經歷。「我讀小五、六的時候已經

想在長大後當老師。當時就讀下午校，班主

任會鼓勵我們早些回校，可以在圖書館找

她溫習課本和傾談，這份愛心和關懷一直

感動著我哩！」鄭老師笑著回憶往事。
為豬流感復課後而設計的打氣橫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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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間，均由鄭老師任教視藝，大學藝術系畢業後便回到母校任

教視藝科。轉眼間，原來她們已相識十七個年頭了。回想當初

找林老師回母校任教，鄭老師笑說一切都是緣份。當年鄭老師

前往尖沙咀觀看藝術展，剛巧在人來人往的街上碰上林老師，

他們就這樣重新聯繫起來。適逢筲官需要聘請視藝科老師，鄭

老師便立刻想到林老師，「具有藝術知識的人不難找，但不是

每個人都有教書的耐性和性格，阿旭就是有這種教學天賦。」

鄭老師由衷地說。

回想當年仍是學生的林老師，鄭

老師覺得她十分用心學習，一有

不明白的地方便會主動發問，態

度十分認真，故在中六時邀請她

當Art Club主席。更令鄭老師

感動的，是林老師對她的關懷。

當年林老師仍是學生，知道鄭老

師身體不適，需要請假休息一段

時間，她擔心得哭了起來，還叫

鄭老師千萬不要有事。提及此事

時，她們兩人不禁相視而笑，一

個眼神也許已勝過千言萬語。

陳炳添老師參觀本校陶藝壁畫

鄭老師和林老師在杏花邨港䥠站展示學生作品

陳炳添老師與鄭老師出席校友會晚宴 當時的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先生親筆簽名，
以肯定同學的關愛表現

鄭老師和林老師有次不約而同穿上師生裝，
同事笑說他們似謢士

林老師在當老師的
 第一天跟鄭老師合照

鄭老師到陳炳添老師家中探訪

對林老師而言，鄭老師不只是一位老師，更是她的人生教練。

「鄭老師看事情很通透和充滿正能量，除了藝術上的知識和教學

技巧外，她還教我如何教導不同類型的學生，如何跟學生和家長相

處，甚至如何看待人生。」林老師說，基於對彼此的了解和信任，在

很多地方上大家都能互補，顯得份外合拍。鄭老師感恩地說︰「很

多大型活動只有我一人是沒可能完成的，很難得找到一個跟自己

『同心』、『同理念』的好拍擋！」好拍擋難求，但共事七年後，分

別的一刻始終來臨了。林老師在來年將前往英國修讀藝術治療碩

士，希望以藝術去幫助更多人，鄭老師固然感到萬分不捨，但她一

向鼓勵學生追尋自己的夢想，所以也十分支持林老師的決定。而鄭

老師亦將暫別筲官一年，前往教育局課程發展處藝術組工作。

臨別在即，鄭老師寄語同學們要珍惜光陰，努力學習，緊記「一

分耕耘，一分收穫」，因為成功需苦幹。另外亦要常存感恩的

心，多看自己擁有的東西，把關愛和正能量散發出去。鄭老師認

為每位學生都是獨一無二的，透過積極參與不同學習活動，能

讓同學們更了解自己，走出一條適合自己的路，為人生、社會發

光發熱，這就是讀藝術所追求的真善美。

在此衷心祝福兩位老師，身體健康，在新地方愉快順利，鵬程

萬里！

看着學生健康快樂成長，生活幸福美滿，
做老師的喜悅莫過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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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夜之舞」校友會周年晚宴
撰文︰鄺展翔

時光飛逝，轉眼間又一年，每年七月中旬，我都會預留時

間出席筲官校友會晚宴。大家有統計過自己曾出席多少次

嗎 ? 繼去年在北角海關大樓舉行，今年的校友會晚宴移

師回到筲官大本營。嘉賓名單上，除了每年都來捧場的校

長和老師，還有幾位這幾年沒有出席晚宴、曾經教過我的

老師，能夠在晚宴中遇見他們真令我喜出望外﹗

今年晚宴的主題為「仲夏夜之舞」，與往年不同的是，這

次大會特設「繽紛夏日」服裝主題獎，到場來賓衣著愈是

色彩繽紛，便愈大機會得獎。最終，這個獎由四位女士奪

得，有前校長王麥潔玲、校友 Alice Wong、執委會會長

Fanny ( 張佩玲 ) 和副會長 Winnie ( 文麗霞 )。大家看

看 ( 圖 1)，她們獲獎的確是實至名歸吧﹗

這次晚宴，我們有幸邀請到校友王廷琳 Andy 為各位來

賓表演手語舞。在背景歌曲「Make a Wish」下，Andy

和他的幾位助手在台上表演和示範一段手語舞。接著，

Andy 邀請多位來賓上台一起唱歌及跳手語舞，當中還

包括校長和多位老師呢，將現場的歡樂氣氛推到最高峰 ! 

在此，謹代表校友會感謝 Andy 和他的幾位助手落力演出，

希望將來有機會能再次邀請他來為校友會晚宴助興﹗

中間四位為「繽紛夏日」服裝主題獎得主，由前副校長羅太和翁太頒獎

圖 1

最後不得不提的，是感謝校友中樂團在過去幾年，風雨不

改，到來為各位來賓演出。晚宴能夠順利進行，還要感謝

張燕老師和幫手的幾位學生。常常捧場的校長、老師和校

友們，我們下年再見﹗未曾來過晚宴的校友，我們很歡迎

您下次蒞臨出席，加入筲官校友會這個大家庭跟其他校友

相聚，期待下次見到各位﹗

王廷琳校友 Andy 與其他

校友一起跳手語舞

台下嘉賓一起跟著做手語舞

感謝校友中樂團的精彩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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