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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校友會通訊 

  出版日期：2020 年 11 月 20 日 

今年是母校創校第四十周年，也是黃順琪校長榮休之年，這期 GradLink 有

黃校長的專訪，細訴他在這個服務了四十個年頭的地方的一點一滴。 

由於突如其來的疫情，原定在四月二十六日舉行的校友日被迫取消，黃校長

的榮休晚宴也一再改期未能舉行。還好在疫情稍稍舒緩的七月四日傍晚，一

年一度的週年大會順利完成，當晚選出了 2015 年畢業的吳郁文校友，成為

2020-2022 年度法團校董會校友校董，恭喜吳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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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順琪校長

榮休專訪 

 

 

 

 

 

 

 

 

 

 

 

 

 

 

 

 

 

 

 

 

 

 

 

 

 

 

 

 

 

 

 

 

 

 

 

 

 

 

 

 

教學生涯的最後一年 
 

2019 至 2020 年，香港發生了很多事。 

首先是社會運動，然後是持續了半年的 

新冠肺炎疫情，在我四十年的教學生涯裡 

也未經歷過如此艱難的學年。 

 

起初覺得社會運動跟八年前的反國教運動及其後的佔中運動有相似的地

方，因而以類似的心態及方法應對。但隨著社會運動對中學生群體的影

響愈來愈大，學校的應對亦變得更不容易。 

 

其中很深刻的經歷是（相信校友們也未 

曾經歷……）陸運會的腰斬。當日早上的 

交通狀況令很多師生未能如常到達運動 

場，甚至有老師陪同學生由西鐵兆康站 

步行至天水圍運動場，但眼見學生仍盡 

力到場參與陸運會，實在欣賞他們對學 

校活動的珍惜。 

直至早上十時，大部分學生到達場地， 

陸運會才能開始。但顧及到師生的安 

全，最終決定提早結束陸運會。我和 

校務處的同事臨時安排交通，希望盡 

快讓住在不同地區的學生離開。回想 

著當時全校學生坐在跑道上等待逐一 

解散的畫面，即使過往有不少籌辦大 

型活動的經驗，心裡仍是覺 

得震撼。 

訪問、撰稿：翁佩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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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來的難忘事 
 

1980 年創校的時候，也是屯門區的發展初期，學生很多是草根階層出身，

還記得中一新生註冊的畫面，當時的家長身穿背心、「孖煙通」、「人字

拖」，拖住同樣裝束的孩子來到學校 ⋯⋯ 就這樣開始我的教學生涯。第一

年辦學時我們借用三聖邨劉伍英學校的校舍，只有下午課，上午我們跟學

生在青山灣、容龍別墅（已於 1989 年拆卸，當時小編還未出生呢）開小

組、讀聖經，是很特別的回憶。 

 

1981 年 4 月我們遷到現時的校舍，大約一個月後發生了一件事，直到今

天我仍然記在心裡。當時我是 1E 班的班主任，一天早上班上一位同學缺

席，但下午卻見到他回到學校。我上前向他問安，他卻告訴我將要辦退學

手續，原因是父親因病去世，他作為長子，須負起養家的責任，將要跟隨

親戚到大嶼山任全職地盤工作。他的經歷對於初為人師的我而言，既是無

奈又是傷感，能成長於完整家庭和接受完整的教育亦非必然，更是恩典。 

接連是中文大學和理工大學的事件、學生罷課的訴

求等 …… 實在愈來愈不懂得處理。後來的疫情雖

令社會運動稍稍停下來，但疫情的擴散令學校至今

仍未能全面復課，帶來另一個的難關。社會運動和

新冠肺炎疫情，兩件事同樣不斷延續未見盡頭，影

響亦是前所未有。辛苦老師們往後繼續陪伴學生一

同面對難關及挑戰，既要愛他們，保護他們，亦要

關顧他們心靈的需要。面對著社會環境的變化，學

校的每一個決定也變得愈來愈不容易，在此感謝所

有愛護並支持陳瑞芝的校友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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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深刻的片段發生在兩年前的中一迎新會後，一位爸爸

拖住孩子在台前等待，希望跟我聊幾句，然後他問我認不

認得他。望著這位年近半百的家長，哈，我當然不認得啦，

但他告訴我他的名字後我就記起了。他是陳瑞芝的首屆學

生，後來因學業跟不上而離校，那時的我帶著不知從哪來

的勇氣，在一張 memo 紙寫上鼓勵的字句，郵寄到他的住

址，當時只覺得是該做的事。接近四十年後他告訴我，他

把那張 memo 紙保存至今，每逢遇到挫折，他就想起

memo 紙上鼓勵的字句。這令我很感動，雖然作為老師關

心學生當然是不求回報，但這位學生的「保存」對我來說

是個很美麗的見證。（後來這卡更成為校史室的館藏呢！） 

走在體育最前線 
 

創校初期，幸得當時羅校長的支持，各項運動的校隊訓練陸續展開。八十

年代，我主力負責男女子排球隊及男子籃球隊。雖然自己讀書時沒有太多

打排球的經驗，但眼見不少同學對這運動感興趣，加上當時的校際比賽的

競爭亦較小，於是便嘗試發展吧。為了讓學生累積多點比賽經驗，那時我

常常帶著他們到市區參加全港性的比賽，其中最深刻的是與迦密中學的一

場比賽。其中一局我們領先 14-0，只差一分就能取得該局，但這班中二、

三的女孩始終欠缺經驗，心理質素亦未夠穩定，最終竟然以 14-16 反勝

為敗。汲取很多苦戰下落敗的經驗後，我們更努力練習，每逢長假期別人

休息的時候就是我們努力的時候。沒有深刻的敗仗，就沒有後來的收成期

了。感恩在我主力帶領女排的年月，成績不斷進步，更曾經取得新界區的

冠軍，也跟這些排球隊成員建立亦師亦友的 

關係。男排及男籃的成績也很出眾，曾經代 

表新界區出戰學界精英賽，與勁旅男拔、培 

英、喇沙等比拼的經歷也是開心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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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學校的校長，亦是教會的會友…… 
 

兩個重疊的身分的確帶給我一些感受，未擔任校長之前的大約二十年時

間，我以一個普通會友的身分參與友愛堂的聚會，大家都叫我「順琪」。

2012 年擔任校長後，「順琪」彷彿在友愛堂消失了，大家都改口叫我「校

長」。起初很不習慣，覺得不太舒服，但後來也明白弟兄姊妹對自己的尊

重；也提醒著自己同時帶著校長的身分參與聚會時，表達意見或分享時應

更謹慎一點，以免令弟兄姊妹感到有壓力。回望時也感恩，重疊的身分方

便了跟牧者、執事等的溝通，即使有些事情不容易處理，神亦帶領我們在

各自的事奉崗位上互相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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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教師團隊 
 
由創校至今，我們的老師都好「肯蝕底」，不論是幫助同事或學生，這是我

們的美德。很多老師也願意為學生「走多一里路」，不只關心學生的學業成

績，更是感受情緒、人際關係、教會生活等。除了共同的基督信仰使然，這

四十年來眾多老師共同建立的文化，令不同年代入職的老師也被感染且願意

承傳。在教導學生的工作上，往往需要設立很多規矩，但規矩之上更重要的

是帶著愛心執行和實踐，這是我們的同工做得很好的地方。 

 

同事之間的深刻片段 
 

記得多年前有一早上，醒來時覺得腰痛，甚至不能下床，於是向學校請假。

不久 Mr. Wong（黃啟榮老師）和林校長（林家幸校長）竟親自來到我家，

扶著我去看醫生，讓我感受到這裡的老師就是願意互相服侍，為他人「走

多一里路」。隨著前輩一個一個退任，當自己也成為全校最資深（或老）

的一個時，受他們的耳濡目染，我也常常在想可以怎樣幫助同事。昔日又

有段時間曾與幾位同事湊份子租屋住，放工後也一起生活，還記得逢星期

三晚就是我們的祈禱會，那些都是很美好的回憶。 

當然不得不提我的太太（伍美姿老師），八十年代末，我們在陳瑞芝相識，

後來更成為一生的伴侶。當我要承擔校長一職，太太毅然離開這服侍了二

十五年的地方，我很感激她對我的愛和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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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後的生活 
 

初步打算待回歸平淡後再作打算吧，未有很

具體的計劃！我也不打算常常留在家，有時

間接載太太和女兒上班也好。感恩自己的身

體狀況良好，希望多做運動，也想學習一些

自己不認識的運動，享受不同種類的運動的

樂趣。有感即使一把年紀，但總要心意更新

而變化，學習新的事物，不想 hea！（校長

忠告：男人 hea 好弊架……）另外，若有些

幫助別人的機會，或回饋教育界，或服侍教

會，我也是非常樂意的。以往的我並不特別

愛去旅行，但退休後，出外走走，探索一下

廣闊的世界也是美事。 

對老師、校友的勉勵 
 

我期望老師們持守著愛人如己、擇善固執的態度

去教導學生。縱然社會有不同的聲音和立場，但

我們倚靠同一位神，願祂賜諸般的智慧引導我們

說合宜的話。又期望校友踏入社會後，不論將來

的身份地位高與低，仍能對不同想法或立場的人

多點包容和尊重，減少人與人之間的對立和矛

盾；生活上亦要保持正面的心態，多珍惜自己擁

有的東西，活得開心，也經歷天父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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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獎項 

學校致力發掘學生潛能，讓同學各展所長。同學在師長的啟發與引導下，積極尋求知識，發展興趣，拓展

人際網絡，邁向人生美好境界。以下是同學在 2019/20 學年在不同範疇表現優秀學生： 

其他獎項包括：  

項 目  獎 項  

Master  Code 編程大賽 2019： AI 未來校園  

（初中組）  

冠軍  

 

2019 消費文化考察報告奬  

 

二十週年消費文化大獎、  

高級組：亞軍、嘉許作品獎、  

初級組：優異選題獎、推介作品獎  

香港校際朗誦節 (普通話集誦中一至中二組 )  亞軍  

元朗大會堂中學辯論邀請賽 (中文 )  冠軍  

第十九屆『傲翔新世代』全方位青年領袖訓練計劃  季軍  

屯門區中學校際越野比賽  男子組全場總冠軍  

男子甲組：季軍  

男子丙組：冠軍  

女子甲組：殿軍  

女子丙組：殿軍  

屯門區中學校際游泳比賽  女子甲組：季軍  

男子丙組：殿軍  

 

獲 獎 者  獎 項  

2019 年畢業生：張恩婷，張濟成， 

李穎欣，吳庭俊 
2019 中原慈善基金奬學金  

2019 年畢業生：吳庭俊 2019 領展大學生獎學金  

馮子蔚 (6D)，劉紫婷 (6D) 2019-20 年度尤德爵士紀念基金  

鄭煒星 (6A)，王富豪 (5C)，謝翠茵 (4A) 2019 明日之星——上游獎學金  

龍文軒 (3B) 2019-20 年度柏立基爵士信託基金傑出學生資助 (非學術範疇 )  

鄭煒星 (2A)，何智程 (4A)，鄭寶婷 (6D) 2019 杜葉錫恩教育基金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洪梓喬 (5D) 2019-20 年度香港會計師公會及香港商業教育學會企會財科

聯合獎學金  

劉紫婷 (6D) 2018-19 年度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獎  

曾泳鑫 (5C) 

 

2018-19 年度屯門區傑出學生獎  

2018-19 年度新界區區傑出學生優異獎  

黃鎧琳 (6D)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青年大使計劃 2019 並赴雲南交流  

蘇文聰 (5C) 21 世紀東亞青少年大使交流計劃 2019 並赴日本交流  

葉芷女君 (5A)  第十九屆「傲翔新世代」全方位青年領袖訓練計劃  

——海外服務體驗團 201 9，並赴泰國清邁服務  

龍文軒 (3B) 第 83 屆施坦威國際青少年鋼琴比賽  

亞軍  (港澳賽區 )     優秀獎 (中國賽區總決賽 )  

崔澤耀 (6B)，蘇子諾 (6C) ，王紹威 (6D) 2018-19 年度青年創業潛能大獎季軍  

 

校友會消息 
2020-2021 年度第十七屆校友會第一次周年大會已於 2020 年 7 月 4 日順利完成，除了會務及財

政報告，亦順利選出 2020-2022 年度法團校董會校友校董，由 2015 年畢業生吳郁文校友當選。 

 

第十七屆校友會理事會理事。 

主席：翁佩兒(1989) 副主席：鄧有文(1985) 文書：石碧祺(2000)  司庫：張國威(2000) 

司數：陳偉平(2000) 聯絡：郭  偉(1985)、葉可欣(1998)  康樂：林瀚鈞(2012)、楊麗華(1988)

總務：鄭德森(1993)、張壽允(1993)  監察會成員 : 盧珮珍(1989)、李穎怡(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