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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個既玩得又讀得
既讀得又玩得的孩子

每年六月是幼稚園K3學生升小學放榜的日
子，七月初則是小六學生升中學放榜的日子，
很多學生、家長經常問我們：怎樣才算是一所
好的小學或中學。我的回應是：如果學校能培
養出「既讀得又玩得，既玩得又讀得」的學生，
那就是一所好的小學或中學。簡單來說，能為
學生提供全面發展的地方，就是一所好學校。

學校的發展不能單單注重某一方面。只是
成績好，其他方面不好，那不算是一所適合學
生成長的學校；同樣，其他方面都很好，但成
績不達標，也不算是一所好學校。一所適合學
生成長的學校，應該是學生的學術水平能達到
或超越學生年齡段應有的水平，而在學生生命
成長方面皆注重的學校，這樣必能培養出「既
讀得又玩得，既玩得又讀得」的學生。

全面教育之重要
學校偏重成績，而缺少其他生活技能的

培訓，這樣的學生能適應未來社會的需要嗎？
學校的教育應該是全面的，為學生提供心理健
康支持，幫助學生建立積極的心理素質，面對
挑戰和壓力時能夠保持平衡和穩定；學校生命
教育課程的設置，教導學生正確的價值觀和道
德觀念，培養他們的品德修養和社會責任感；
生活技能的培訓可以教授學生如何有效溝通、
解決問題、時間管理、財務管理等實用技能，
讓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更加自信和獨立，這樣才
有助於學生全面發展，不僅提高他們的學業成
績，還能夠塑造他們成為更成功、更幸福的
人。著名企業家Bill Gates就是一個生動的例
子。儘管他在年輕時成績優異，但他的成功不
僅僅來自於學術方面，他在創立微軟公司的過

程中展現了卓越的領導能力、創新思維和堅韌
不拔的精神，這些特質並非僅僅是靠學業成績
就能培養出來。他的成功也來自於對技術的熱
愛、對社會問題的關注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這些都是全面教育所能培養出來的素養。

成績、生命成長 缺一不可
同樣，也有些家長認為，在當今科技高度

發達的情況下，學術成績並不是最重要，生命
教育才是至關重要。對於這種觀點，我持保留
態度。缺乏基本的學術能力可能導致學生視野
狹窄，無法豐富自己的生活能力。學術能力不
僅僅是為了取得好成績，更重要是幫助學生建
立批判性思維、解決問題的能力和自主學習的
能力。以諾貝爾獎得主瑪麗•居里為例，她是
首位諾貝爾女性得主，也是首位兩次獲得諾貝
爾得主的科學家。她在達到研究巔峰前，需要
先掌握基礎的科學知識，否則不會有令世界驚
嘆的研究結果出現。瑪麗•居里在這根基上，
通過不懈的努力和研究，最終發現了鈾和釷元
素，為人類的科學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小學
階段正正是奠定紮實基礎的良機，故此，學校
不能只重視學生生命的成長，而沒有為學生的
學術能力奠定基礎。沒有基礎的學術根基，就
不能再有向上發展的能力。對於小學生來說，
沒有基本的學術能力，看不懂字，歸納不到重
點，如何再有進深的空間呢？

 總結而言，一所好的學校應該是能夠平
衡學術成績和生命成長的關注，提供全面發展
教育。學生的成長不應僅僅被學術成績所衡
量，也應該包括身心健康、價值觀和生活技能
等多方面培養，相反也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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