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呂中是我家 
由我的教學生涯說起 

Review of my teaching prof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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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youtube.com/watch?v=-OLK-zOQE70&feature=youtu.be


我在這個家 
  學習、反思、成長、改變和突破…… 
    
  做你沒有過的事是成長 
   做你不願意做的事是改變 
    做你不敢去做的事是突破 



1994 - 1996 
  

兩年內完成了自己的一套筆記，為自己建立了中四至中七
的教學系統，追求的是有系統且具組織的教材，清晰的講
解和解難技巧的訓練; 實驗只是協助學習知識的工具。 
 
回想起來, 初初教學的嚴謹和組織是中學物理老師的影響, 
多謝莊煜芬老師和鍾燕萍老師! 

























1996 - 2005 
  

1996-98年完成教育文憑, 當時的導師麥思源教授給了我很多
啟發,尤其實驗在物理教學的角色。我開始視實驗為學習的重
要過程，是不可劃缺的一部分。 
 
除了經驗物理世界並驗証物理定律外，實驗更能讓學生體驗科
學方法和嚴謹的科學探究態度。我在課程安排上, 不單加重了
實驗的比重,更刻意地分辨不同實驗的教學目標,有的是訓練個
別實驗技巧, 有些是思考解難方法, 有的評價實驗的結果…… 
在很多實驗中(尤其三連堂的AL物理課)和學生一起追求既精且
準的實驗結果。 



之後,在同事的協助下加入了以下元素: 
  
(1)   引入了Data-logger system 於實驗課中, 讓每個AL物理
 學生都能獨立使用至少5次; 
 



(2)   找了教育城的資源, 拍攝了一系列的AL實驗儀器使用細
 則,著學生在其實驗前自行學習操作過程, 回校則實際操
 作。在實驗的manual 加設引導性問題,讓學生自學和協
 作。也有點點Flip-the-classroom的意味吧!   



(3) 由中三開始, 部份實驗結果以excel graph-plotting 顯
 示和分析, 代替傳統的graph paper; 
(4) 為中三學生編寫了有關Data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筆記 



(5)   與香港物理學會合作, 在中六七進行物理專題研習
 (PRESS : Physics Research Experience for 
 Secondary School), 我校的學生跟各大學物理系教授做
 一年的研習 



(6)   在會考課程引入 Hand-on Design Project 及 
 Investigative studies 
  



(6)   在會考課程引入 Hand-on Design Project 及 
 Investigative studies 
  



(6)   在會考課程引入 Hand-on Design Project 及 
 Investigative studies 
  



我的印象是:  好好玩!!  好輕鬆!!  高效能!! 



其後, 因學校要進一步推展EMI教學, 當時上了一些校本課程, 
記得是學校的NET和其中一位英文科同事教的, 應該是Mr John 
Welpton和 Ms Esther SF Leung。感激兩位！  
 
課程之後，我建立了一套教導學生寫實驗報告的教材和評分回
饋的機制，更嚴格地要求所有上三連堂的AL物理實驗課的學生
全程使用英語，經三個多月的工夫，他們已習慣了在分組進行
實驗下以全英語溝通。我也覺得神奇！ 



2002年 (很勇的, 911後一年plus拋妻棄子)的暑假去了英國劍
橋修讀了一個兩星期的英語課程, 在那裏生活了足足一個多月。
英語當然未必有明顯的進步,但我對自己的要求高了一點,也希
望為學生的學習做多一點。 
 
 
 
 
 
 
 
記得在教育文憑時, 有老師提到inquiry based learning, 那
是一種融合了思考、溝通和知識的教學法, 我便在課堂試試看, 
但都失敗了; 事後檢討, 或許選擇的教學內容, 沒有什麼
motivate to inquire 的地方吧!! 因著EMI的緣故, 我將焦點
放回溝通和知識上, 用英語去學物理和以物理去學英語。 



我和同事一起完成了以下有關教材和課程: 
  
(1) 中三   科學歷史 + 閱讀理解訓練 筆記 
(2) 中三   EM Spectrum  +  Note-taking skills,  
  Comprehension skills, Graphic Organizers  
  (Study Skills) 筆記 



(3) 中三至中五 分析答題(解釋/實驗描述)的sentence  
   structure and paragraphing, 以特定的
   語句形式要求在課堂上作口頭回答,並回饋, 
   重復訓練; 在文字表達也是如此 
(4) 中四五    在Investigative studies當中加設 Booth 
   Presentation環節, 讓學生有英語交流的
   機會, 也促使他們不斷地演練匯報 



2005 - 2009 
  

2004-2006年完成了Master in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自己對教學作了一個宏觀的檢視！最大的學習是建立了反思的
習慣。過往一直集中物理的教學, 慢慢多了從學生的角度看每
一科, 在學科以外, 甚至在學校以外, 以旁觀者去看去思考學
校的課程, 包括學科和非學科的。 
  



2005 - 2009 
  

• LAC  curriculum mapping 
• DSE 學科組合 
• Renew the lab arrangement for DSE physics 
 
• 高級程度會考物理科科目委員會主席 
• 新高中物理科課程委員會委員 
 



2009 – 2015 
 
• 新高中課程物理 
• 物理奧林匹克班 
• 聖經課 
• 觀課  



2009 – 2015 
 
• 新高中課程物理 
• 物理奧林匹克班 
• 聖經課 
• 觀課  



201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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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廿一世紀，呂中將繼續以基督化全人教育為綱領、
以學生為本位去建立一個指向未來、高效能的學習社
群，讓學生有能力，有信心，有熱誠，主動積極地以
愛心回應未來世界的需要，在家庭、工作及社區中勇
於承擔、樂於服務和敢於帶領，成為走在前沿的僕人
式領袖。 

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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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iefs in Christian values 

  to  Learn  and  to Think 

  to  Manage  and  to Lead 

  to  Create  and  to Choose 

    Strive for Excellence 

    Serve the Community 

Success S = V * C = V * (K + S )A 

 

•  v = value (價值) 
•      C = Competence (競爭力) 
•      A = attitude  (態度) 
•      S = skills (技能)      
•      K = knowledge (知識)     
 



「為未來而學。為未來而教」？！ 
  
  
三個問題不斷在腦中盤旋，相信它們會伴著我和我所帶領的中學
一起走過未來三年或六年，甚至九年的學校發展。 
 
（１）未來的世界將會是什麼樣？ 
 
（２）面對未來世界，我們的孩子需要什麼知識、技能和態度？ 
 
（３）現在，學校須要提供怎麼樣合適的教育經歷（包括課堂
 內和外的、學校內和外的、在境內和境外的、是真實的
 或虛擬的）讓我們的孩子好好裝備自己？ 

更美好更屬神的呂中家 
 



A School for Tomorrow．Servant Leaders on the cutting 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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