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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是進步的基石

「你認為你進步的最大原因是什麼？」我問。

「失敗。」他答。

嘉浩就讀的小學是男女校，小學時期的他經常發生男孩子

與女孩子之間的爭執，導致男女關係不良。而在考試中，成績屢次

都敗給女孩子，心情非常低落，一度放棄讀書，認為讀書再怎麼努

力也不能超越女孩子。

由無法與他人直視溝通，放棄學業，自信心跌至谷底，變成懂得規劃自己的未來，努力學習，也更成為聖約翰

救傷隊的主要棟樑，一人支撐整個社團，參加大大小小的比賽。他，就是勇於突破自我的黃嘉浩 同學。

使人進步

在陰霾看見希望

但自從進入慈幼學校后，沒有異性的眼光，漸漸改變了他，

也慢慢令他找到讀書的樂趣。古語有云「失敗乃成功之母」，在失敗的

逆境中，自身的價值得到其他同學和老師的肯定，自信亦重新建立。改

變過後的自己獲得更大的動力，慢慢地在學業上重拾信心，這都因為經

歷過失敗。

「假如今天我不是慈幼仔，相信我還是當初的我。」嘉浩不禁苦笑。

苦是令人成長的催化劑

「聖約翰救傷隊的訓練是非常辛苦。」嘉浩輕歎地說。

剛參與訓練時，嘉浩認為當中考試的要求甚高，除了

團隊合作之外，更講求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在日常的生活中經常

遇到同樣的情況，但每當完成要求時，就會有無比的成功感。因

此嘉浩現在看見別人遇到困難時，總會義不容辭地伸出援手，比

起以往更為成熟，友善。

煥然不同的生命

嘉浩自學懂感恩，所有曾經教導

過他的人，他都認為是成長路上的恩人。他

自己不論在心態上，在學識上，都有巨大的

改變。成功並非僥倖，別人願意將他們的墨

水沾在你的畫紙上，我們也要飲水思源。若

然能改變自身，眼前定必有另一番的景象。

許劭承 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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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最難做到的事，就是改變。」嘉浩肯定地說。

從過去只重視眼前的利益，變得會看懂對方背後的意

義，心胸也隨之擴大，與人相處時更融洽。讀書方面，他知道虛

心向學的重要性，以免重蹈覆轍。他呼籲中三的同學要好好讀書，

假如選不到心儀的科目，將來可能會後悔，但不可撲滅對學習的

熱誠。



由少不更事到處事成熟，由玩歲愒

日到篤志好學。曾經年少輕狂的他，如今已成

文武雙全的學生，他是級中精英、同學的榜樣。

這次本報請來4D班羅逸成同學，分享他改變的

過程，以及對本校的一些看法。

年幼的羅逸成終日沉迷打機，以致

在升中時期慘遭「滑鐵盧」。一次的挫敗促使他

於學習上更為勤奮上進，認定自己的目標及路

向，並以進入大學為終極目標，同時他亦希望

以優秀的學業成就回饋老師的孜孜教導。

由男女校升上全男班的中學，羅同

學表示男孩子的好勝心較強，故此自己不服輸，

急起直追，在班上營造出良性競爭的氣氛，同

儕並進。成績顯赫的他認為，時間管理尢其重

要。升中後不論功課、考試測驗也多了，所以

需要一個良好的時間表，才能有效地完成

工作。他也勸勉同學：「不要死讀書，

要嘗試參加不同的課外活動，例如

體育校隊、興趣班等，除了能夠拓闊

自己的眼界，多元發展更有

助提升學習效能。」

近年新落成的健身室

給予同學一個舒適的環境健身，

但羅同學認為健身室對大部分

學生沒有太大益處，不少同學

事務繁重，平日要

進行補課或學會活

動，加上該室每逢

禮拜一才有健體班

，能夠使用的機會

並不多。

學校政策方面，羅同學認為，懲罰

性留堂對改變學生的學習態度作用不大。「用一

個鉗制時間的方法管促他們，反而令他們感到

厭惡，無法專心完成課業。」故他認為學校可以

嘗試改善相關制度。

不過，一些新政策也有其值得欣賞

的地方，羅同學表示，校方准許學生穿著秋季

校服，給予學生更多選擇，同學們可因應個人

體質，自由配搭穿著長短袖服飾，整體予人大

方得體之感，有助建立良好學校形象。

今天羅同學知書達理，待人處事認

真務實；雖然學業上仍要面對不同選修科以及

校本評核的挑戰，壓力倍增，但同時亦學會有

效管理時間。成功除了要克服自身不

足，更重要的是願意面對自己的錯

誤，從而作出改善，繼而才能朝著

夢想前進。

同 學

譚偉武 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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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句 話 是 梁 子 聰 師 兄 的 座 右 銘 。 在 校 十 多 年 ， 從

學 生 成 為 老 師 ， 見 證 著 學 校 大 大 小 小 的 變 遷 。 是 次 亦 有 幸 邀 請 到 梁 子 聰 師 兄

受 訪 ， 分 享 自 己 和 母 校 改 變 的 一 些 看 法 。

子 聰 言 道 ： 「 中 學 時 期 的 說 話 考 試 成 績 強 差 人 意 ， 面 對 著 人 群 會 啞 口

無 言 。 但 自 從 遇 上 一 位 大 學 教 授 ， 並 記 得 他 說 過 一 句 說 話 ， 就 是 當 老 師 最 緊

要 的 是 「 要 識 得 見 野 」 ， 經 過 反 覆 的 推 敲 後 ， 子 聰 想 到 要 令 學 生 相 信 自 己 所 教

的 內 容 ， 就 是 要 透 過 「 溝 通 」 ， 與 學 生 建 立 一 道 橋 樑 ， 慢 慢 增 強 面 對 人 群 的 自

信 心 。 現 在 子 聰 不 止 與 學 生 有 良 好 的 溝 通 橋 樑 ， 就 算 是 對 著 全 級 學 生 說 話 ，

也 毫 不 怯 場 。

隨 著 學 生 的 改 變 ， 子 聰 的 教 學 心 態 其 實 都 有 過 很 大 的 變 化 。 在 剛 入 職

時 ， 子 聰 曾 想 過 自 己 能 發 揮 所 長 去 改 變 整 個 大 環 境 ， 例 如 令 學 生 愛 上 科 學，

要 最 頂 尖 的 學 生 在 高 中 選 生 物 科 ， 要 推 廣 校 內 的 藝 術 文 化 等 等 。 但 漸 漸 看 到

事 與 願違 ， 學 生 不 是 電 腦 ， 並 非 萬 能， 難 以 要 求 學 生 有 很 大 回 報 。 反 而 用 心 去

改 變 一 個 學 生 ， 放 下 自 己 的 執 著 ， 才 能 讓 學 生 有 更 大 的 幫 助 。 子 聰 亦 引 出 曾

俊 華 的 一 句 說 話 「 與 其 相 信 自 己 一 個 人 ， 不 如 相 信 身 邊 的 每 一 個 人 」 ， 這 都

令 子 聰 突 破 自 己 教 學 心 態 ， 成 熟 了 不 少 。

贈言
離 開 現 有 的 框 架 ， 為 自 己 的 目 標 踏 出 第 一 步 。 其 實 人 人 都 可 以

做 到 改 變 ， 只 是 在 乎 有 沒 有 心 和 勇 氣 而 已 。 慈 幼 仔 加 油 ！

在 對 話 當 中 ， 子 聰 認 為 學 校 最

大 的 不 同 就 是 學 校 提 供 給 學 生 的 設 施 和

機 會 多 了 很 多 。 例 如 健 身 室 ， 自 修 室 等 設

施 ， 至 近 年 進 行 的 一 系 列 活 動 （ 如 英 語

音 樂 劇 ， 辯 論 隊 ， 初 中 科 學 比 賽

等 ） ， 讓 學 生 能 體 驗 更 多 不 同 的

學 習 經 歷 。 這 對 學 生 的 整 體 成 長

是 一 件 好 事 。 而 子 聰 特 別 欣 賞 學

校 早 前 與 香 港 藝 術 節 合 作 的 光 影

藝 術 創 作 活 動 比 以 往 提 供

更 多 機 會 給 學 生 同 時 接 觸

藝 術 和 科 學 的 活 動 。

許劭承 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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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數學老師，陳老師認為數學科無疑是他求

學時期最感興趣的學科。在學期間，他堅持完成課本上

所有題目，做自己感興趣的事，方法就是這麼簡單；而

現在作為老師，每天都會面對不同程度和不同背景的學

生，絕不可以假定所有同學都喜歡數學科，更不可以強

逼同學完全依循自己從前的學習方法。

陳老師憶述自己讀書時朝思暮想，希望在考試

中取得100分；但作為一位老師，他卻更期望不合格的

同學能有所進步，衝破60分的關口。陳老師讀書時解題

務求快速和準確，而當老師時卻會因材施教，多思考幾

個方法，有時從批改同學的作業中更能領悟新方法，所

謂「教學相長」，不正是如此嗎？

陳老師指出：「學習數學是一個邏輯認知的過

程，教授數學是一門藝術，兩者其實頗不同，這兩方面

我還在學習之中。」

乒乓球方面，陳老師貴為「慈幼七虎」之一，皆

因讀書時期是校際比賽Division 1的冠軍級人馬，這個稱

號更是由已退休的傳奇領隊陳如順老師冠名的。陳老師

對乒乓球隊的訓練和比賽都十分投入，雖然他是乒乓球

校隊的傳奇，但他卻認為乒乓球是一項很殘忍的運動，

「每一分非勝即負，從來沒有和局，加上個人性格和經

歷使然，久而久之對勝負過分執著，失去了打球的樂趣。

後來人生經驗豐富了，看破輸贏，反而重新喜歡打乒乓

球。」陳老師淡淡的道。可他的臉上卻掛著喜滋滋的笑靨，

眼神裡滿是對當年多姿多彩的球員生涯的回憶。

當上老師後，陳老師直言實力無復當年勇，原

因為自己偏重教學工作，練習時間大減。陳老師更坦言

於去年幾乎需要把廿多年的直拍功夫砍掉重練，決定轉

打橫拍，為的是「不為再起風雲，只為走近學生，從互

相交流之中尋找樂趣。」

他是全校最高的老師，有著超過190

公分的身高，他高䠷瘦長的外型，和藹可親的

笑容，讓他總是那麼鶴立雞群。在人山人海的

早會中，熙來攘往的人群中，總能讓人輕易看

到他的身影。他是一位數學老師，亦是一位慈

幼仔，更是一位良師益友。

他是1998年中五畢業生、2000年中七畢業生—

陳宇航老師。

對於陳老師，大家都不會感到陌生，

除了是因為他出眾的身形，亦因為他同時是我

校乒乓球隊的負責老師。陳老師中學時期已是

我校乒乓球一員，更被冠以「慈幼七虎」的威名，

是一位品學兼優、能力全面的學生。

從慈幼仔搖身一變成為今天慈幼的老

師，陳老師直言箇中改變著實不少，正如在家

庭中，為人子女及為人父母者心態上定必截然

不同。由於這個問題牽涉的層面很廣泛，因此

陳老師只集中討論他生命中最具代表性的兩種

東西——數學和乒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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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問及學校有甚麼地方比從前的不同之處，陳

老師認為要視乎與哪個時代作比較。

「在我就讀中一、二的時候，因為新校舍仍未

擴建，印象中只包括一樓（即室內操場）至三樓（即今

天的中一課室），307室從前是電腦室，而地理室和514

室等還未落成，音樂室則是一間位於當時新校舍天台的

鐵皮屋——天氣好的時候，老師帶領我們在天台的露天

地方練習牧童笛和口琴，同時欣賞筲箕灣道附近的景色，

心曠神怡。」陳老師喜滋滋的回憶道。 陳老師指新校舍擴

建後，教員室由406 室（即今天的English Corner）至

410、411及412室（即今天的5E、5C課室及通識室）。約

十年前，舊校舍在近大操場方向亦完成擴建工程，電腦

室和教員室遷往現在4至6樓的位置。 陳老師更指更衣室

從前外牆原來只是鐵絲網，體育課時大家就在這個半穿

半透的環境下更衣。現在該處已用石屎封閉。

近年，在舊同學大力支持下，除了健身室加裝

了浴室設備，學校不少設施都得以新增或翻新，如乒乓

球枱和圖書館。由於得到舊同學的贊助，陳老師認為現

在的同學們實在幸福，叮囑大家要好好珍惜眼前的一切。

當然，於陳老師而言，校園內最難忘的東西必

定是乒乓球枱。「從前的大木枱正是我自小磨練球技的

地方，有時在夢中亦回想起昔日打球的感覺。無奈經歷

歲月摧殘，它們最終光榮引退，離別前我依依不捨地拿

起相機拍下數十張照片留念。」陳老師不捨地說。

陳老師指慈幼其中一個「改變」較為明顯。從前

大家根本不可能在午飯或小息時間安然無恙地橫過大操

場，因為同時總有幾批學生在比試足球球技，隨時一個

龍門都有三個守門員。但現在即使天清氣朗，球場上只

有寥寥數人，他寄語慈幼仔應該好好珍惜現有的資源，

共同創造屬於自己的慈幼回憶。

不知不覺，陳老師已經在慈幼任教了十二載，

他認為學生能力的高低不能一概而論，因為每一屆學生

的能力和性格都不同，成績亦時起時跌。例如，近十年

的公開試，偶爾都有學科創出一些成績記錄，今年中三

數學科考試更有兩位同學取得久違了的100分呢！陳老

師更勉勵同學要學好英文，不要忘記我們叫做「慈幼英

文學校」。「其實學校老師已盡力教導同學，無奈先天上

男孩子的語文能力往往比女孩子遜色，而且男校的環境

亦令同學未能察覺自己有改進的必要。」

被問及希望慈幼未來有甚麼改變，陳老師坦言

沒有想過有甚麼改變。但希望慈幼學校可以千秋萬載，

把其辦學理念和經驗一直傳承下去。陳老師所指並非固

步自封，而是要適者生存，學校亦正因應社會轉變不斷

改進，如同我們期望同學在本校「學會學習」、「終身學

習」一樣。

陳老師最後寄望慈幼仔，不要害怕改變，要勇

於改善自身不足之處，不論未來的工作是什麼，也要有

感恩心，「一日慈幼仔，一生慈幼仔。 」

| 林筠燐 5E

9



中

三

學

生

分

享



夠

鑣 歷

吵

每

吵

3A

1 1



煒

1 2



步

步 內

腳

每 傻 懵懂

歲

夠

你

1 3



夠

內

歷

你

你

别

你

你

1 4



懂

懂

夠

絕

呢

你哋

啦

1 5



洪曉樺 5E

「真理，愈辯愈明。」曾經參與過辯論的人

應該很熟悉這句說話。70、80 年代，乃慈幼辯論隊的

黃金時代，可謂縱橫學界，叱咤辯壇；可是，隨著時間

流逝，慈幼中辯隊漸漸式微，在數理科主導的男校中乏

人問津。然而，近年在幾位中文科老師的積極推動下，

慈幼中辯隊重振旗鼓，可惜最初的成員原來只有只有四

人。若說以往的慈幼中辯是「大老虎」，那麼剛成雛型

的中辯隊只能是「小貓三四隻」。

「萬事起頭難」，不難想像剛成立的中辯隊

資源十分匱乏，不但沒有專業的導師訓練，更缺乏人才，

實戰經驗可謂少之又少。當時的中辯隊成員陳顥廷同學

憶述：「最初自己的技術不足、又缺乏自信，故在比賽

中不但雙手顫抖、舌頭打結，甚至不懂如何反駁對方的

論點，心中不憤又不甘。」慶幸的是，他們並沒有退縮，

所謂「知恥近乎勇」，明白自己的實力不足，正是燃起

鬥志的重要契機。

後來，中辯隊成功得到舊同學會基金撥款，

在教練及老師們的嚴格督促及訓練下，隊員們漸漸建立

信心及團隊默契，開始在一些公開比賽中嶄露頭角。此

外，透過跟其他傳統辯論勁旅，如張祝珊英文中學、皇

仁書院、聖保羅男女中學、筲箕灣官立中學等的友誼賽

當中，隊員們懂得學習他人之長，慢慢汲取經驗，逐漸

成軍。直至今年初，中辯隊終於組成了一支完整的隊伍，

亦吸納了更多具潛質的隊員，當中艱苦的過程磨練出一

班充滿信心與意志的慈幼仔。

中辯隊成員由最初只懂「讀稿」，變成現在

能夠快速應對，即使面對對方挑釁也毫不怯場，更會風

度翩翩地反駁，當中的差別在於思辯能力的提升。「理

性思考，客觀分析」正是學生學習最基本的

要素，而辯論不但可以提升學生的批判性思

維，對學習語文或通識科，均甚具裨益。

總括而言，中辯隊經已由以往「小

貓三四隻」蛻變成實力強大、凝聚力高的團

隊，希望他們往後能在學界中縱橫馳騁，

重拾昔日夢幻慈辯的風光。

學 會 變 遷

慈幼中
再度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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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you have an opportunity to change 

an option in your life, what will you like 

to reverse? This time, we have invited 
our Vice-Principal Mr. Calvin Wong to 

share his Salesian life and the changes 

he has seen over the years.

Interview with

2 0 1 7

HAVE  YOU  CHANGED  DISTINCTLY  IN THESE TEN YEARS? 

Your image? Your pers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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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Mr Calvin Wong  A: Ares Chan

A: Which do you think has Salesian English School changed the 
most in the past 10 years? (Campus? Students?)

C: 

A: How about your attitude towards education and 
teaching methods? Any changes?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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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hat do you want to change if you have a chance to let you 
choose again?

C: 

A: What is the goal you want to achieve the most right 
now?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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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hat kind of atmosphere do you wish to create in our campus?

C: 

A: Do you want to say to encourage our students?

C: 

Time is limited. 

Treasure the things that we have, and 

use your passion, wisdom and sweat 

to reach your own paradise!

Ares Chan 5D

But Dream is infinite.

2 0



B: Could you tell us about
your life during your service
in the military?

P: The time when I was in
the military wasn’t as easy
and heroic as the others
thought. In the military, it
was not merely about how
to shoot with a gun. We
have loads of lessons to
attend, including Chemistry,
Physics and Mathematics.
They were useful when it
came to the calculations of
a Shooting distance and the
use of the explosives.
I witnessed the
departures and deaths
of squadmates, the
Lack of resources
and so many
things. They all
have greatly
changed my
life and
attitude.

B: What did you learn from
it? How did that change
your attitude towards life?

P: The military life was
tough yet memorable,
it definitely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me. As I recall,
during the survival training
in the wild, I got to do or
take anything which kept
me alive, I treasured
everything I got in the “No-
man’s-land”. I then realized
nothing should be taken as
granted, and this attitude, is
what I insist till now. I eat
every last grain of rice, I
would leave nothing in my
bowl.

We meet changes every minute. Changes are inevitable and sometimes

heartbreaking, including our identity, friends and family. Are changes always bad or

good? I believe there isn’t an absolute answer and yet it’s possible to take every

“change” as “chance”, and treasure every minute we have with our family and friends.

We are pleased to have Uncle Po, our school’s watchman who has served us for

years, for an exclusive interview about his life in the military and Salesian.

P: Uncle Po                 B: B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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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Have you ever experienced anything 
quite upsetting and unforgettable? And 
what was your biggest change?

P: Yes, I’ve lost my best partner, a Nepali, 
when we were on duty on the frontline. 
Because of an act of mistake, he was 
sniped to death all of a sudden and I was 
beside him witnessing his last minutes. 
Things have always been so fragile: a 
brave young man can lose his life very 
easily, so as we too. 

After then, I do cherish everyone I meet 
in my life, in Chinese “有緣能相聚”. If we 
have a chance to gather with friends and 
family, we have to get along well and 
treasure the time we have together. I 
thank god for the blessings, for every 
single time that I’m alive to return home, 
and gather with my family. Perhaps, how 
I value everything greatly might be the 
biggest change after my service in the 
military. 

B: What would you like to say to the 
Salesian boys?

P: I had witnessed many of your alumni 
getting into and leaving the school. From 
they were just little till now, they are all 
grown up. One of them, who became an 
engineer working for the CEDD, returned 
to school for an annual inspection. His 
identity has changed, yet his eternal love 

has always been with the Salesian family. 
Most of them love to come back to this 
campus, as they all have a great sense of 
belonging, just like all of us here. 

Remember kids, your life at school could 
be carefree and without worries, as what 
I’ve said, so cherish your friend, 
schoolmates and teachers, seize any 
opportunities to learn and stay happy in 
your days at school. Time will never get 
back

.

Brian Yung 5A

▪ What you see and what you get 
every single second are 
valuable. Do not waste your 
time and all the thing you’ve 
been granted, otherwise you 
may regret for what you have let 
go of. However, no matter what 
changes you may come across, 
you would still have your family 
and friends staying beside. 
Changes can be good only when 
you see them in a good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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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活動回顧

學生會一直透過舉辦不同的活動, 希望減輕同學日常沉重的學業壓力及增加對學校的歸屬感。今年

的學生會 COLLEGIUM 除了秉承一直受學生歡迎的慈幼四角賽, V-SHOW 等活動外, 還因應需求

增添了新的元素。現在就讓我們一起追索 COLLEGIUM 與大家共度的各種回憶。

❖

三分球大賽和九宮格大賽向來都受高中同學熱

烈歡迎今年亦不例外。 但除此之外, Collegium並

沒有忽略初中同學的需要, 特意加入了向來是慈

幼傳統的機波競技入學生會活動環節之一。

初中組決賽

比賽當日人山人海, 每一位參賽者激烈競賽, 熱

血沸騰。 即使當日忽然下起微雨, 亦未能熄滅大

家對機波熱火般熾熱之心。 比賽共分為初中組及

高中組各設冠軍一名。 所有比賽結束後, 初中組

冠軍3A班葉潔君和高中組冠軍5D班陳顥廷更即

興來了一場旗鼓相當的表演賽, 使原本熱鬧的氣

氛更上一層樓。活動除了回應同學的訴求外, 更

重要是拉近高中與初中同學的距離, 增加彼此溝

通和互動的機會, 實現真正的慈幼大家庭精神。

❖

電影有哈爾移動城堡, 慈幼門房都有。 寶叔一直在大門

看守學校, 猶如衛兵般保護我們。他們每一天回校以至

放學, 每一下揮手問好, 實在為我們忙碌的生活增添一

份窩心及人情味。對老師而言, 門房的一杯咖啡亦是減

壓的好靈丹。

天下無不散之筵席, 寶叔於 16/5 榮休。 寶叔與各位慈

幼仔和老師有著深厚的感情, 相信大家都有千言萬語, 

想向寶叔表達謝意。 Collegium 故特意張貼留言板於

一樓升降機附近, 讓各位老師和同學透過留言板衷心祝

願寶叔退休生活愉快。

主 席 ,  外 務 組 組 長 與 寶 叔 合 照 寶 叔 與 留 言 板 合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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