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家炳基金會 40 周年教育論壇 朱經武、李焯芬及九大

院校校長齊聚為香港教育把脈獻策 
 

田家炳基金會 12 月 13 日舉行 40 周年教育論壇，九大院校校長、副校

齊聚就香港如何培育德才兼備、具家國情懷的青年一代進行專題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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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黃玉山教授、鄭國漢教授、朱經武教授、李焯芬教授、田慶先先生合照。 

 

為迎接成立 40 周年，多年來積極推動海峽兩岸及港澳地區教育發展的田家炳基

金會，12 月 13 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辦教育論壇，由田家炳基金會副主席戴

希立校長擔任主持，大學校長會召集人嶺南大學校長鄭國漢教授擔任主禮嘉賓，

論壇邀請科大榮休校長、美國休士頓大學天普科學講座教授朱經武，以及港大

饒宗頤學術館館長、前副校長李焯芬進行兩場主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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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演講後，由基金會諮議局主席、研究資助局主席黃玉山教授主持，邀請包

括中大校長段崇智教授、理大校長滕錦光、嶺大校長鄭國漢教授、教大校長張

仁良教授、都大校長林群聲教授、城大副校長李國安教授、浸大副校長黃偉國

教授、港大副校長宮鵬及科大副校長郭毅可教授，就香港如何培育德才兼備、

具家國情懷的青年一代進行專題討論。 

 

田學軍：港澳基金會優秀代表之一 

主持人戴希立表示，基金會一直傳承、創新田家炳先生「中國的希望在教育」

的使命，感謝今日蒞臨的演講及與會嘉賓對基金會的支持。 

 

主禮嘉賓鄭國漢校長在致詞時表示，基金會上下一心以「中國的希望在教育」

為使命，致力推動教育慈善事業，不只是支持特定學校，而是促進兩岸四地教

育發展，成績有目共睹。他又指出，基金會資助大學培訓心繫社會的國家棟樑，

為社會問題提出解決方法。他與在座嘉賓均十分感激基金會的大力支持，希望

未來可以繼續與基金會攜手成就更美好的未來。他祝願基金會繼續成為國家的

建設力量，為國家的繁榮繼續作出貢獻。 

 

鄭國漢教授表示，基金基金會資助大學培訓心繫社會的國家棟樑，成績有目共

睹。 

 

 
鄭國漢教授表示，基金基金會資助大學培訓心繫社會的國家棟樑，成績有目共睹。 

 



教育部副部長田學軍以視像致辭，他表示基金會在祖國學校建設、建立現代化

教育強國上作出了重大貢獻，是港澳基金會優秀代表之一，為國家教育事業雪

中送炭，對田家炳老先生及田慶先先生表示尤衷的敬佩。 

 

朱經武：科學、技術和人須和諧共存 

第一場主題演講，由專程自美返港的香港科技大學榮休校長、美國休士頓大學

天普科學講座教授朱經武，以「科學．技術．社會」為題，闡述科學、技術和

人需要和諧共存才能創造一個美好的世界。他表示，科學發展源自對自然界真

理無止境的追求，並無好壞之分，在於人類如何應用，即發展技術。「科學似

乎萬能但非盡善」，他指出，希望可以繼承田家炳基金會的使命，攜手創造一

個科學、技術、人和諧共存的世界。 

 

 

主題演講嘉賓、香港科技大學榮休校長、美國休士頓大學天普科學講座教授朱經武。 
 

李焯芬：21 世紀須兼顧知識和人的教育 

接着由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館長、前副校長李焯芬教授以「從經學、到科學、

到當代教育」為題發表主題演講，他表示，教育、文化差異決定了中西方的歷

史前進方向，中國古代雖有不少科學發明，但教育多重待人接物，而西方經歷



科學革命，物質文明得以飛躍發展。時代的變遷大大提升了社會的整體文化教

育水平，改善了物質生活的水平，但也帶來了不少壓力及問題，反映科學無法

解決所有問題。展望未來，人類社會需要在物質和精神文明之間平衡發展，「除

了着重知識的教育，我們也需要着重人的教育，包括田老先生十分重視的家國

情懷。他是一個無私的偉人，其高風亮節值得我們學習，我們需要培育像田家

炳先生一樣，對社會有擔當的新一代。」 

 

 
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館長、前副校長李焯芬教授以「從經學、到科學、到當代教育」為題發表主題演講。 

 

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當此之時香港需要德才兼備、具家國情懷的年

輕一代，在現時香港教育面對種種新挑戰時，邀請本港九大院校校長通過專題

討論，分享其真知灼見。 

 

從小開始價值教育  圍繞三大要素開展 

針對學校如何提升德育及價值教育工作，引導學生注重品德內涵修養培育，為

未來人生路奠基，教大校長張仁良教授認為，價值教育從小開始效果比較好，

教育大學近年也發展了不同的動畫項目，有利吸引學生由淺入深、系統地學習

中華文化、道德倫理等。他又指出，家庭、學校、資訊傳播對教育學生是同等

重要的，我們須共同思考如何改進三大方面。 



 

理大校長滕錦光教授表示，價值觀教育對所有社會來說都十分重要，香港學生

擁有國際視野之餘，仍需要增加對國家的認識。理大推行服務學習，提升學生

的社會責任感，另外也推出中國歷史等課程，培養學生的家國情懷。 

 

都大校長林群聲教授指出品德教育有三大要素，包括需要全方位進行，學校須

訂立核心價值，將這些價值滲透至課外活動及課程中；另外要利用資訊科技吸

引同學學習；第三，身教是品德教育最重要、有效的一環，老師需要活出一個

好的榜樣，才能引導學生成為應有的樣子。 

 

親身體驗國情 培養家國情懷 

身處中西文化交匯、一國兩制的香港作為國際都會，在逾趨複雜的國際政治環

境下，如何培養學生兼具國家文化民族情懷和國際視野，立足國家並放眼世界？

鄭國漢教授認為，學校應給予學生了解、體驗祖國及國外文化的機會，他們才

能切身反省自身的地位。特別是近年不少人只基於理想中的民主制度判斷不同

地方政經制度的好壞，學生需要了解更多實際情況，以數據為根本說話。 

 

城大副校長李國安教授認為，學生需要有中國文化的基本認知和底蘊，繼而可

在國際化的校園環境內，與不同國籍的同學溝通之間建立正確的道德及文化觀

念。雖然效果未能一時之間得知，但短期內學校也可以透過考核檢視學生有沒

有建立正確觀念。 

 

浸大副校長黃偉國教授也重申，學生需要多與國內外學生溝通，才能了解國情

和國外的情況。他介紹了浸大推行不同活動項目，諸如義教、資助學生往內地

及海外交流等，幫助學生立足祖國，面向世界。 

 



 

左起：教大校長張仁良教授、港大副校長宮鵬教授、浸大副校長黃偉國教授、城大副校長李國安教授、 

嶺大校長鄭國漢教授、黃玉山教授、都大校長林群聲教授、中大校長段崇智教授、理大校長滕錦光教授、 

科大副校長郭毅可教授合照。 

 

人文科學不可分割 永續發展促進結合 
創新科技驅動世界文明向前急速發展的同時人文關懷薰不可或缺，大學教育如

何帶動科技發展與人文關懷素養之結合，使兩者平衡圓融發展？中大校長段崇

智教授認為，平台是兩者結合的先決條件，聯合國提出的可持續發展目標與「修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中國傳統思想可謂不謀而合，是一個讓經學和科

學可以同時進行的平台。他又認為，我們需要加強學生的思辨能力，以應對社

交媒體中真假資訊紛擾的情況。 

 

科大副校長郭毅可教授坦言，人文與科學不可分割，都是人類文明的一部分，

人工智能需要模仿人類進行價值判斷，如果研究人工智能的科學家不研究人文，

就無路可走。 

 

港大副校長宮鵬教授分享個人體會，指出沒有科技，我們的社會只會退步，但

科技也是把雙刃劍，需要小心處理。他又引用愛恩斯坦的說話，指出學校教育

不能只是傳遞知識，也需要培養獨立思考、願意行動的人，我們需要培養孩子

追求知識的動力，這便是文化進步的核心。 

 

黃玉山教授總結時指，樂見各校正積極地改善教育素質。諸位校長提出的意見

均反映體驗、身教都是十分重要，由生活切入，學生的家國情懷便會油然而生。

其次，人類文明的方程式便是科技加人文，兩者密不可分，相信對於未來教育



有一定的啟示，希望大家可以秉承田家炳先生的使命，繼續為教育制度盡一分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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