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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眼已是校友會成立的第二
年，衷心感謝校長、老師及各位
校友會成員鼎力合作，將提小校
友會由無變有。

每一次目睹校友會活動的參
與人數愈來愈多，凝聚力逐步提
升，深感欣慰。希望未來能看到
更多校友濟濟一堂。

在校友會執行委員會整個商
討、籌備和檢討過程中，都遇到
不少挑戰。

校 友 會 成 立 的 過 程 絕 不 容
易，全賴有莫校監、田校長、副
校長和校友會執行委員會鼎力支
持和努力。

我 期 望 第 二 屆 校 友 會 執 行
委員會、校友與母校繼續加強溝
通和合作，實踐母校校訓「非以 
役人、乃役於人」的精神。

光陰似箭，轉眼間第一屆校
友會已接近尾聲。

回 想 起 校 友 會 由 籌 備 到 成
立，至運作順暢，梁老師和鄧老
師確實付出不少心血。

大 家 參 與 校 友 會 活 動 時 ， 
不妨跟兩位老師說聲：謝謝！

我有幸參與校友會的成立， 
更見證眾人在疫情艱難時刻，將
聖公會聖提摩太小學校友會揚帆
出海。

冀望學校長遠恒久，一代一
代承傳，為母校培育更多社會棟
樑，發光發熱。

過去一年，我有幸可以作為
校友會執委成員，為母校盡一份
綿力，深感榮幸！

過往一年，因為疫情防控，
許多計劃了的活動都沒有辦法開
展。幸好，現已恢復常態。

祝 願 新 的 一 年 ， 校 友 會 可
以舉辦更多有意義的活動，凝聚
更多校友回來團聚一堂，相互學
習、成長。

校友會校友會委員心聲委員心聲

主席 司庫 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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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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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報》起自於「情」，匯聚各方力量，動之以「情」，沒有計較與盤算，純粹為學生付出。馬太福音25章40節：「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校友會及家教會把愛心化作各樣的好事，做在提小的學生身上，大家彼此相愛，活出主耶穌所說的恩慈，祝福着彼此。

編者的話

校監遊記
今年六月底，我和太太

到了廈門旅遊，廈門是一個

非常好的港口。

1842年《南京條約》之

後，清朝割讓香港島和開放五

口通商（ 廣州、廈門、福州、

寧波和上海）。廈門成了五口

通商的其中一個港口。五口通

商是清政府在弱勢下，被迫與

英國簽訂的。其後，清政府被迫與美國、法國等列強簽訂了多條不平等條約。
年青朋友們，你們要準備好一切能力、智慧，裝備好自己應對未來競爭。我們要以史為鑑，不要再被迫簽訂不平等條約。

今日的廈門市非常繁榮，基礎建設蓬勃。當地更有多條
跨海大橋、高速公路及隧道，交通網絡發展成熟。廈門的名
勝有鼓浪嶼、廈門大學、廈門雙子塔和中山路步行街等。廈
門市沿海的風景更是優美，那裏沙灘有延綿不斷的海岸線。
廈門市對面是大小金門，那邊也是我們祖國的地方。廈門更
是愛國華僑陳嘉庚先生晚年所住的地方。我們可以多到祖國的
地方走走，呼吸祖國的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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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50年代的香港，經濟剛起飛，社會資源不
多，政府並未推行12年免費教育，很多小學生

畢業後，便投身社會。當時的社會比較簡單，半日
上學，沒有補習，沒有電視，卻造就了一個又一個
的專業人士。黃啟民先生，1962年畢業於聖提摩太
小學（原名），現任資深會計師，也是多個非政府組
織，如香港世界宣明會和基督教靈實協會的董事會成
員, 更受邀加入不同政府諮詢和法定委員會,就土地、 
出入境、能源、執法、教育、科技、金融、審計監管
等議題出謀獻策。

轉眼間，數十年過去，黃先生坦言「上一次帶
太太來母校看看，已是十多年前了。」可惜當天是學
校假期，未能重遊舊地。「原本還想從舊校舍鐵絲網
看進去，但鐵絲網都拆了。」冷冰冰的石屎牆卻把往
日溫暖的時光都凝住了。「以前早會很簡單，唱唱聖
詩，校長訓話，老師分享，就這樣而已。最印象深刻
的是早會前排隊，老師都叫我們拿書本出來溫習。我
們每個人手執一本書，排着隊來温習，很簡單。」訪
談間常常聽到黃先生說「以前很簡單」。

黃先生的孫兒與我們的同學一樣享受着多元化
的課堂。相比數十年前的單向式教學，雖然只有知識
的傳遞，但課堂時間相對充裕，老師不時分享他們的

人生閱歷，藉以教導我們人生道理。「老師都很好，
都十分盡責，持守着一份教導人的心。」昔日的社會
如黃先生所言，確實「很簡單」，學校都是半日制，
學生上學聽課，放學回家做功課。「我們的父母學識
水平不高，當時又沒有互聯網，公共圖書館又不多，
我們都是靠上堂學到的，功課有不明白就問父母，
父母都不明白的就回校問老師。」學習，就是這麼 
簡單。

對 小 學 生 而 言 ， 最 吸 引 的 校 園 生 活 莫 過 於 小

息 。 雖 說 時 代 變 遷 ， 然 而 在
黃 先 生 口 中 ， 數 十 年 前 的 小
息 活 動 跟 現 今 的 活 動 卻 沒 太
大 分 別 。 大 家 都 會 在 操 場 上
四 處 跑 ， 累 了 便 坐 在 一 旁
跟 同 學 說 說 笑 笑 。 走 動 一
下 ， 鬆 展 一 下 筋 骨 ， 與 同
學 聊 天 ， 建 立 友 誼 ， 小 息
的 核 心 價 值 屹 立 至 今 。 身
處 那 個 沒 有 互 聯 網 ， 電 話
不 普 及 ， 連 聯 絡 都 要 寫 信
的 年 代 ， 快 樂 很 簡 單 ， 每
天 可 以 上 學 、 可 以 玩 耍 、 
可以學習，便很滿足了。

黃先生認為教育是很重要的，它不只是學科知
識的傳遞，也包含了價值觀的教育。他希望能為社
會作貢獻，讓社會看到教育方面更多的可能性。他
早年與港大校友創辦港大同學會小學及港大同學會
書院等兩所直資學校。黃先生坦言「起初籌備創立
學校時都戰戰兢兢，因為不知道社會的接受程度。
」他抱着這份心情，帶着神的恩典，一步一步地走
來，最終順利創立兩所學校，造福社會。

黃啟民先生服務本港商界數十年，是會計界的 
前輩，擅長資訊系統審計（I n f o r m a t i o n  S y s t e m 
Auditing）。他曾先後擔任嶺南大學及香港城市大學
校董會成員，他熱心公益，以豐富的經驗及專業知
識積極服務社群。他是經綸慈善基金有限公司的董
事，致力推動人才培訓發展，透過與世界各地的大
學合辦「交換生獎學金計劃」，以及與智庫團體和
教育機構合作培育「思想領袖」，讓社會資源富裕
的現代大學生，可以擴闊視野。

黃啟民先生成就非凡，對香港社會貢獻良多。
他於2002年獲委任為太平紳士，2007年更獲香港
特區政府頒發銅紫荊星章，以表揚他熱誠及傑出的
公益服務。雖然黃先生笑言自己畢業多年，已想不
起太多在提小的點滴，但說着說着，那份對母校的
情懷，仍流露在言語間。

最後，黃先生寄語各位師弟師妹，千萬不要忽
視小學的學習，要打好語文和數學基礎，對將來升學
修讀任何科目都有幫助。他更鼓勵家長：「每個小
朋友都有不同的潛力，有些小朋友在傳統科目上比較
強，在非傳統科目上優秀的也不可輕視。」在多元化
社會下，「任職飲食業都可以成為法國餐廳認證的大
廚，小學被診斷為讀寫障礙的小朋友亦可擔任澳洲大
學的教授。」這全都是黃先生認識的人才。父母的鼓
勵和重視，是小朋友成長的養分，認識世界的路不再 
單一，希望大家讓孩子具自信地成長及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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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啟民先生
自簡單到多元的潛力

回

  香港交易所創業版主持新股掛牌儀式 2002年5月
（相片由黃啟民先生提供）

  創業版上市研討會2001年11月
（相片由黃啟民先生提供）

                               勞老師提字 
（相片由黃啟民先生提供）

會計師 銅紫荊星章 太平紳士
BSc(general)(HKU), BSc(Special)(HKU), MBA(CU)
FCCA, FHKIC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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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圖片

                徐立之教授與小學校董會合照 2003年2月
（相片由黃啟民先生提供）



政牧師」，自第八世紀於
西方教會出現，經歷多翻

轉變，留傳至今，在聖公宗教會
中的「法政牧師」就是一種教會
給予的肯定、榮譽，確立了牧師
多年的牧養工作。

委 身 事 奉 教 會 接 近 半 個 世
紀的林壽楓法政牧師是我們的校
友，1961年畢業於聖提摩太小
學。從小受基督教影響的他，於
中學時期已立志要到教會侍奉。
他在大學選讀文科及哲學，為之
後修讀神學作好準備。

林牧師一邊翻看由謝振強先
生(聖公宗(香港)小學監理委員會
有限公司顧問)編纂的聖公會書
刊，一邊與我們分享小學時期的
生活點滴。「數一數，七十年有
多了，1955年，我來提小插班，讀二年級。當時的校
舍仍在興建，聖公會借了舊址位於江西街的牧愛堂地
下禮堂給我們，間了三個臨時課室，讓一至三年級的
同學上課。」身處現今社會資源豐富的香港，我們很
難想像三個年級的學生，是怎樣在一個禮堂依靠單薄
的隔板一起上課。事實是昔日的香港曾發生這回事。

「當年學位十分短缺，考入學
校讀書並不是容易的事。」在
沒有免費教育的年代，能夠到
學校上學的機會十分難得，每
個小朋友都十分珍惜可以上學
的機會。

若 以 今 天 的 聖 提 摩 太 小
學舊校舍為中心，「當年學校
附 近 隔 離 ， 相 隔 一 條 小 馬 路
就是石礦場（現時高山劇場的
位置）。每日中午十二時，我

們會聽到打鑼聲，老師馬上帶領所有同學擠進禮堂中
間，嘭！嘭！嘭！約五分鐘左右，再聽到打鑼聲，我
們便回到原來的地方繼續上課。」沒錯，那是石礦場
開採石頭時發出的爆破聲。當時，社會正迅速發展，
樓宇興建、大小馬路的鋪砌，都需要大量石頭。那時
的提小學生，就在爆破聲的伴隨下成長。

三 百 六 十 五 日 過 去 ， 校 舍 竣 工 。 
「 當 年 何 明 華 主 教 來 主 持 校 舍 落 成 開 幕
禮，他手持主教木仗，敲一敲校門，我們便
進入學校去了。」隨着校舍正式啟用，學校不斷
擴班。直至林牧師畢業的年頭，學校已由最初全校
三班，擴展至全校十二班，積極學習的學生聚首在每
一個課室。「當年我住的地方與學校相隔二十分鐘的路
程，我們都習慣提早到學校，然後帶着足球跑到學校對
出（馬頭圍道、漆咸道和江西街交界）的迴旋處，走到
安全島上踢波。我們都熱愛足球。」這本是十分危險的
事，但我們小時候都不知危險，只知玩樂，不懂安全。
俗話說：「少不更事，大概就是這意思吧！幸好，那些
年在主的恩典看顧下，都能平安度過。」

「 大 風 吹 」 、 「 捉 迷 藏 」 是 歷 久 不 衰 的 團 體
遊 戲 ， 在 林 牧 師 的 小 學 回 憶 裏 亦 不 乏 這 些 片 段 。
「有操場、籃球場，已經很開心，小息有地方可走
動。」社會生活簡單，沒太多玩具，踢足球和踢毽 
成了當時最受小朋友歡迎的活動。可是，「學校都禁
止。」林牧師笑着說。學校豈不知道學生的嗜好呢！
事出必有因。林牧師續解釋：「除了操場，學校辦事
處和校長室都在地下，踢爛玻璃或把波踢了出校外，

林壽楓法政牧師林壽楓法政牧師
從石礦場看浪子的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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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要麻煩工友了。」這也不無道理，毽子輕輕的，既
不傷玻璃，又不會踢到校外，又是甚麼原因呢？「你
知道嗎？以前毽子的原材料來自厚厚的電話簿，把紙
剪成一個個圓形，疊在一起，中間打個洞，用綿繩
在中間穿過、打結。在結上面繫幾條羽毛，就這樣而
已。這種毽子不耐踢，踢幾次就破爛了。毽子一破
爛，那些圓形紙便散落一地，又要麻煩工友。」聽着
林牧師那溫柔的聲線，不厭其煩地說着，彷彿親身遊
走了一趟六十年代的土瓜灣。

林壽楓法政牧師在香港大學畢業後，到英國修
讀神學。1973年畢業回港，隨即被按立為會吏，以
牧職人員身分委身事奉多年。直至2018年退休，
換個崗位繼續在教會侍奉，為主作工。「浪子的故
事」耳熟能詳，然而釋意眾多。「故事中的小兒子
年少輕狂，拿了爸爸的錢便離家，很快便把擁有的
財富花光了。當中的『財富』包括自身的才能、興
趣、個人的長處、學歷等，我們把它們集合起來，

認清目標，便不會把『財富』浪費了。」或
許我們並非出生自富裕家庭，但天父還

是把不同的「財富」賜予我們。「他 
（故事中的小兒子）浪費了所有財富
後，被逼做了不合習俗的事，當上餵豬
的勞僕。後來，他及時醒覺，回家找爸
爸，求爸爸原諒，給他機會。」錯而能
改，是多麼難能可貴。林壽楓牧師把
「浪子的故事」送給每位聖提摩太小
學的同學，祝福大家可以把握自身擁
有的「財富」，策劃人生的路程，以
求把目標逐一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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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5月31日王睿圖在聖馬利亞堂洗禮，由左至右：陳李夏薇、陳鈞儀 
（教父母）、王牧師手抱王睿哲、師母手抱王睿圖、吳英年夫婦(教父母)及 
林壽楓法政牧師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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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友 會 於 二 月 十 八 日 在 新 校 禮 堂 舉 行 「 校
友 會 繽 『 分 』 d a y 」 校 友 活 動 。 內 容 多 姿 多 彩 ，
當 中 包 括 頒 發 校 友 會 會 徽 設 計 比 賽 獎 項 、 遊 戲 、 
紀念品義賣活動和參觀校舍。當天共有57位校友 
出 席 活 動 ， 他 們 是 不 同 年 份 的 畢 業 生 ， 大 家 濟 濟 
一堂，十分熱鬧。

來自不同年份的 
畢業生同唱校歌。

校友會主席林凱峯 
先生報告校友會事務。

校長頒發獎狀和禮物予
校友會會徽設計比賽的
優勝者（譚偉強先生）。

校友們非常投入參
與BINGO遊戲！

校友們排排坐， 
齊齊做回「小學生」。

校友會繽校友會繽「分」「分」dayday



10 聖提摩太小學聖提摩太小學
家長及親子活動一覽家長及親子活動一覽

聖公會聖公會
2022-2023年度2022-2023年度

5
NOVEMBER 2022

「體罰以外的管教方法」
家長講座15

OCTOBER 2022

聖公宗小學
「生命、心靈及價值教育」

(2022-2023)

「童恩賜．童圓夢」
聯校家長講座暨家庭立願禮

主題：多元智能

「童恩賜．童圓夢」

聯校親子繪畫比賽

JANUARY -
 FEBRUARY

2023 民社服務中心
親子賣旗活動

1
APRIL 2023

家教會親子旅行
疫情穩定後，家教會終於在4月

1日(星期六)順利舉辦了親子旅行。
當日天公造美，氣溫和暖，很適合
燒烤，讓各參與學生與家長都能盡
情地享受當天的旅程。各家長表示
很高興能與子女享受家庭活動，促
進親子關係，難怪在整個旅程都充
滿了歡樂的氣氛。

醫院管理局「兒情」計劃
「恐龍小戰士」親子活動

26
NOVEMBER 2022

家教會周年大會

暨第十一屆執行委員就職典禮

學校家長教師會自2003年成立至今，每年11月均舉行家教會 

周年大會，以便向會員報告會務工作及財政報告。本年度亦訂於

2022年11月26日(星期六)舉行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暨第十一屆執行

委員就職典禮，雖然仍受2019冠狀病毒病的疫情影響，但我們仍以

實體的大會及以Youtube Live網上直播形式同步進行，讓家長可以

親臨學校參與盛會外，亦可以在家中與家人一起觀看整個活動 

流程。會上我們更邀請了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潘穎茵姑娘主

講「與孩子情緒同行–協助家長學習如何與子女溝通及

辨識他們的情緒與他們同行」。透過遊戲形式引發家長

思考如何處理子女的情緒問題，出席的家長樂於表

達意見，彼此交流處理子女情緒的意見， 

氣氛甚佳。

25
FEBRUARY 2023

28
APRIL2023



和諧之家「砌出親子樂」親子工作坊

「我信我的孩子做得到」
家長講座

20
MAY 2023

親子執筆改善

講座
29APRIL 2023

23JUNE 2023

謝師宴

7
JULY 2023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禪繞畫親子工作坊

17
JUNE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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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 梁珮思女士 總務 王來春女士

宣傳 黃雅斯女士

核數 譚穎茹女士主席 林月娥女士

聯絡 林妙君女士

聯絡 鄭翠云女士
副主席 麥嘉嘉女士

康樂及教育 方少貞女士

康樂及教育 王寶彤女士

家教會委員家教會委員心聲心聲

大家好！能再次成為家教會委

員，我真高興！感謝學校和家長們的

信任，讓我擔任主席一職。我很榮幸

能代表家長向校方表達不同的意見。

疫情緩和，教學和課外活動逐

漸回復正常，使家長能踴躍參加家教

會活動。就如剛過去的親子旅行及運

動會義工隊，大家能歡聚一起，那回

憶既充實又難忘！能夠陪伴小朋友成

長、親子間共同體驗是一件很美好的 

事情。

期望來年與校方、家長委員們繼

續合力籌辦更多精彩及富趣味的親子

活動，發揮家校合作的精神。

藉此機會，感謝老師們悉心教導

我們的子女，一起創造更多美滿、快

樂的學習回憶，讓學生茁壯成長！

大家好！今年是我加入提小大家

庭的第九年，服務家教會的第五年。

今年，我能出任副主席，真是感

恩！能為家長及學生的校園生活出一

分力，協助學校策劃活動，有效地傳

遞家長心聲，一切都具有意義。

期待家長一起支持和踴躍參與學

校義工工作，謝謝！

有幸成為家教會委員，能夠為學

校出一分力，協助和參與學校活動，

是一件十分有意義的事。

透過參與學校活動，我可更深入

地了解學校的運作，也有更多機會與

老師溝通交流，了解子女在校情況，

實在難得。

期望家校共同努力，為學生打造

一個更美好的學習環境。

司庫 郭萌女士
本年度是我加入提小大家庭的第

五年，在老師們的悉心教育和品德教導

下，看着孩子日益茁壯成長。從懵懂稚

兒，逐漸成長為具有世界觀，與時俱進

的價值觀，合符操守的人生觀的朗朗少

年，作為母親和家長，深感自豪！

在田校長的帶領下，校方積極舉

辦各類在校活動。這真實有力地強化了

學生的綜合學習能力，磨練了學生的學

習意志，同時加強了學生校內校外生活

的豐富性！讓我們一眾家長拍手叫好！

讚歎不已！

年復年，我感知孩子們日漸具有明

晰的分辨能力和邏輯思維能力。家教會

的工作、活動和安排，讓我們的家長和

學生同站在一條起跑線上，心貼心，力

逐力！學校、老師、學生和家長，四種

角色扭成一股力量。大家在積極提升自

身的同時結蕊、開花、綻放！內心無限

感恩於校長的引領，各位老師的努力、

社工的配合！

可愛的學生們，以提小為起點，

勇敢地掌舵啟航，暢遊於知識和社會

生活的遠洋…… 大家好！很榮幸，我能再次成為

家教會委員，繼續擔任家長與學校之

間的溝通橋樑。

今 年 疫 情 開 始 緩 和 ， 所 有 活

動 也 逐 漸 回 復 正 常 ， 很 高 興 看 到

各位家長踴躍參加義工與家教會的 

活動。

希 望 大 家 繼 續 支 持 和 參 與 ， 

謝謝！

這次的委員心聲，我是懷着既開

心又捨不得的心情寫下。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短短的

六年間，我可以家長，家教會委員

和家長校董的身份，協助學校處理

有關家校合作的問題和活動。正因

家長校董的身份讓我有更多機會對

學校有更深入的了解。這是我人生

中一個重要體驗。

兒子在聖提摩太小學的六年裏，

我深刻感受到每位老師、主任、副校

長和田少斌校長都有一個共通點，就

是有「愛」。

提小的學生，可以在有「愛」的

環境下成長和學習，真是有褔了。

我本人祝願各位身體健康，將 

「愛」繼續傳承下去。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

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哥林多前

書》13章13節

大家好！這一年可以在家教會

服務，我真開心。家教會令我與學

校的距離拉近了。期待明年可以看

到更多家長參與，一同成為學校與

家長溝通的橋樑，使小朋友愉快地 

成長。

我真感恩可以成為本屆家教會委

員！

隨着疫情放緩，期待與家長委員

攜手舉辦更多活動給各位家長及學生

參與。

希望大家踴躍支持家教會的活

動，共度歡樂時光，讓大家留下美好

的回憶。

另外，我非常感謝委員及老師

付出寶貴時間，一起策劃不同的親子

活動。透過活動，孩子和家長都增進 

感情。

我很榮幸為大家出一分力，與

各委員彼此配搭及承擔。各位家長

和小朋友的參與，正是對我們最大的 

支持呢！

大家好，不知不覺間，我已經

在家教會這個大家庭三年了。

在這三年裏，我與其他委員一

起參加學校活動，一起學習，讓我

深刻體會到家校合作的重要。

希望家教會的團結精神能為學

生們帶來一個更好的學習環境，令

學生們能在這大家庭健康成長。

大家好！感謝學校建立了家教會

的平台，讓家長與學校合作，令同學

們得到雙重關愛和幫助。

本人萬分榮幸獲選為今屆家教會

委員的聯絡代表，更感謝田校長、副

校長和各位老師的帶領，讓小朋友健

康快樂地成長。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家教會的各項

活動，一起共度美好時光！

我很高興能成為家教會委員，

讓我可以再次體驗校園生活。學校

與時俱進，設備齊全，活動亦相當

豐富。再者，校長親民、友善的態

度以及老師們的悉心照顧及關懷，

讓插班生的浩思很快便適應校園生

活。他除了在快樂的校園環境中成

長，還結識不少朋友，擴闊社交圈

子。在此，祝福學校能栽培更多品

學兼優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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