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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市越秀區朝

天小學和培正中學在全國

首創公辦性質的「港澳子弟

班」， 今年9月迎來了首批學

生。開學近一月，學生家長告訴香

港文匯報記者，港澳子弟班教學模

式與香港銜接，而且更注重歷史和

愛國教育，讓家長更安心。最近，

這些家長自發組織了紅色研學活

動，利用少先隊的「每周一課」，

帶孩子們前往中共三大會址紀念館

和廣州起義烈士陵園，以重溫歷史

的方式迎接新中國70歲

生日。

■文/圖：香港文匯報

記者盧靜怡 廣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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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撐灣區發展：
內地就學利將來

掃碼看視頻

臨近新中國成立70周
年，在朝天小學籃

球場上，掛滿了隨風飄揚的小國旗。午間時
分，港澳子弟班的20位小同學，正津津有味
地大口吃着午飯。稍後，兩位高年級的姐姐
來到班上，為小朋友們上了一堂特別的「紅
領巾」課。

豆丁學繫紅領巾參觀紅色史跡
「紅領巾代表紅旗的一角，是由革命先烈

的鮮血染成。每個隊員都應該佩戴它和愛護
它。」 黑板的屏幕上，正展示着紅領巾和
五星紅旗。在台下，尚未加入少先隊員的
「小豆丁們」興奮地學繫紅領巾。香港小朋
友江熙婷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我覺得紅
領巾很漂亮，因為它和國旗都是紅色的，好
想快點可以戴上紅領巾上學。」
這節特別的「紅領巾課」，是由一批愛國

的港澳學生家長自發組織的。活動的發起家
長之一、來自香港的何廣革告訴香港文匯報
記者，臨近國慶節，希望帶孩子們去紅色史
跡點參觀，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沒想到，在
家長群組發出倡議後，家長們在聯絡群內自
發地以「接龍」的形式報名。巧合的是，朝
天小學「港澳子弟班」兩名學生的哥哥、姐

姐，正好在培正中學的「港澳子
弟班」就讀。於是，兩所學校的
港澳子弟班決定聯動開展紅色研
學。在紅領巾課後，家長還帶着
孩子一起走訪中共三大會址紀念
館和廣州起義烈士陵園。
在中共三大會址紀念館內，來

自培正中學首屆港澳子弟班的學
生何承希，客串了一回小小講解員，為港澳
小朋友講解歷史。「這是我第一次擔任講解
員，覺得很光榮。」戴着眼鏡、臉圓圓的何
同學說，通過查資料、記解說詞，深深感受
到革命先輩的偉大。在廣州起義烈士陵園，
港澳子弟班的小學生和中學生站成了高矮兩
排。學生們手捧着自己親手製作的白色素
花，一個接一個地向先烈鞠躬、獻花，表達
他們對烈士的崇敬和紀念。

穗校更重愛國教育家長表安心
「很多學生戴上了紅領巾不捨得摘下來，

這次參觀紅色史跡，讓學生自己體驗到祖國
的繁榮是來之不易的。」朝天小學港澳子弟
班副班主任謝麗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雖然
目前班上還沒有開設專門的歷史課，但開設
了道德與法治課，會通過綜合的教學，讓孩
子了解自己的祖國、地區、生活圈子和歷史
故事。「通過教學，讓孩子懂得愛自己、愛國
家。」自發組織活動的香港家長殷小姐告訴香
港文匯報記者，香港近期出現很多社會問題，
都源於年輕人對祖國歷史缺乏了解。「我常教
育女兒，有國才有家。廣州的學校更重視歷史
和愛國教育，作為家長也更感覺安心。這次愛
國教育活動是非常有意義的。」

廣州越秀區開設全國首批港澳子弟班的消息在5月傳出後，朝天小
學的招生電話幾乎被打爆。「很多家長都來諮詢入讀事宜，不少孩子
還在香港上幼稚園，他們希望可以提前做準備，讓小孩能夠來大灣區
讀書。」朝天小學一位負責人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

近百港生飲頭啖湯
不僅僅是朝天小學的港澳子弟班受到熱門關注，今年廣州開設港澳

子弟班的學校同樣成為港澳家長眼中的香餑餑。據廣州市教育局披
露，今年廣州6所中小學校開設8個港澳子弟班，目前有92名學生飲
「頭啖湯」，來自香港的學生達到83人。
「我們在廣州生活，自然希望兩個小朋友在父母身邊長大。」來自

香港的父親何廣革，12歲的兒子以及6歲的女
兒分別入讀了首批設立「港澳子弟班」的初中
和小學。「粵港澳大灣區是機遇，我們作為在
大灣區工作的家長，對這一點深有體會。以後
小孩在廣州讀書長大，在這裡所認識的朋友和
人脈，會對他們以後的發展有很大幫助。」他
說，廣州的教育水平更加注重素質教育和基礎
教育，師資質量不比香港差。「最近香港發生
連串事件，也讓我擔心如果將小朋友繼續留在
香港讀書，對祖國的認識和感情會減弱。」
來自香港的家長李小姐一對雙胞胎的女兒正

在廣州培正中學就讀。李小姐和丈夫早年在廣
東設廠，「之所以讓孩子在廣州接受教育，是
因為這裡的學習氛圍好，在內地學習基礎知識
比較扎實。最重要是這裡的學校重視愛國教
育。」她看好粵港澳大灣區的機遇，認為小孩
在廣州讀書可以更好傳承中華文化，熟悉大灣
區環境。

午間，朝天小學港澳子弟班內，學
生們嘰嘰喳喳、四處走動，小朋友們
十分活潑好動。到了午休時間，一位

紮着馬尾的小女孩才不捨地鬆開抱着老師的手，回
座位休息，班上師生關係相處融洽可見一斑。「孩
子們，有誰認識這個紅旗的名字？」老師在台上話
音剛落，台下馬上齊刷刷地十多雙小手舉起，更有
知道答案的學生按捺不住興奮，提前站了起來。在
這裡，雖然僅僅開學不到一個月，學生已經非常適
應，完全沒有常見班級的拘謹和沉默。

在課上，老師和同學們都講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話，
小朋友在朗誦課文時非常投入。香港文匯報記者發
現，在下課期間，學生們同樣習慣用普通話溝通。面
對說粵語問題時，他們馬上轉用標準的粵語答話。最
喜歡什麼課？幾個香港小學生面對香港文匯報記者的

提問，都異口同聲用響亮的聲音回答：「美術課！」
副班主任謝麗老師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在美術課等
課程，學生可以自己動手造玩具，因此最受歡迎。

上學很開心 每天見到爸媽
港澳子弟班教室後的壁報板也分外亮眼，大標題

醒目地寫着「我和我的祖國」，還有一幅愛心牆。
一張張粉紅色、淺綠色、天藍色的心形貼紙上貼着
班上同學的照片，還寫着各自的願望，十分溫馨。
學生看到香港文匯報記者在欣賞，還圍上來七嘴八
舌地介紹，爭着指認自己。今年6歲的李沚諭開心
地表示：「上學很開心，已經認識了很多新朋
友。」因為父母在廣州工作，李沚諭在香港讀幼稚
園時由祖父母照顧。「在這裡讀書，每天都可以見
到爸爸媽媽，還可以一起吃飯。」

開學快滿月了，國內首批港澳子弟班們過着怎樣的
生活呢？借採訪的機會，香港文匯報記者來到了廣州
朝天小學的港澳子弟班內一探究竟。

設繁體字課推STEAM教學
寧靜的校園裡，教室傳來朗朗書聲，運動場內三兩

個小同學在追逐嬉鬧。朝天小學第一屆港澳子弟班迎
來20名新同學，其中19位來自香港，不少小同學們已
經打成一片，互相熟悉。
「港澳子弟班」實行雙班主任制。「學校很重視全

人教育的理念。」港澳子弟班副班主任老師謝麗告訴

香港文匯報記者，港澳子弟班的教學會兼顧粵港澳特
色，班裡會特別設置繁體字認讀課程。同時，在美術
課、樂高課等課堂上，會進行英文授課。「我們還會
針對不同的學生進行個性化教育，讓班上的小朋友人
人有專長。」她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合唱團、管樂
團、羽毛球課、圍棋課等，還設置很多體驗式教學，
讓學生走出課堂實地參觀。
港澳子弟班的課程，除了繁體字讀寫外，還有涉及
嶺南特色課程、國學課程、國際理解課程以及STEAM
等綜合科學、綜合人文課程。為了順應香港「兩文三
語」的教學現狀，在以普通話為主要教學語言的同

時，學校還允許部分科目和活動適當使用粵語教學。

探索三地互派師資交流任教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越秀區將以港澳子弟班實
驗為契機，依託穗港澳三地培正系列學校、朝天小
學穗港澳姊妹學校間的交流，探索三地互派師資交
流任教。如互派學科骨幹教師、中青年優秀教師以
客座教授的形式短期異地跨校授課，聘請港澳資深
教育人士或退休校長擔任試點校顧問，協助開展課
程設置、教學評價、師資培訓和回港升學輔導等工
作。

教學兼顧港澳模式教學兼顧港澳模式 部分課程粵英授課部分課程粵英授課

 � 課堂踴躍答題 粵普無縫銜接

「 我 常 教 育 女

兒，有國才有

家。廣州的學

校更重視歷史

和愛國教育，

讓孩子在港澳子

弟班上課，作為家

長也覺得很安心。」

港生及香港家長心聲

李沚諭諭
朝天小學 6歲
「上學很開心，已經

認 識 了 很 多 新 朋

友。在香港讀書時

只見到爺爺奶奶。在

這裡讀書，每天都可

以見到爸爸媽媽，還可

以一起吃飯。」

何承希 培正中學 12歲

「這次是我第一次擔任講解

員，通過查資料和記講解詞，

我對革命先輩的認識加深了很

多，我很敬佩他們。我也很適

應廣州的讀書環境，這裡校內

活動很豐富。」

家長何廣革

「我們夫婦倆在

廣州生活，自然

希望小朋友能在

身邊長大。粵港

澳大灣區是機

遇，作為在大灣

區工作的家長，

我對這一點深有

體會。以後小孩

在廣州讀書長

大，在這裡所認

識的朋友和人

脈，會對他們以

後的發展有很大

幫助。」

家長殷小姐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怡

■■廣州首批公辦港廣州首批公辦港
澳子弟班的同學們澳子弟班的同學們
走訪紅色史跡走訪紅色史跡，，了了
解國家歷史解國家歷史。。

■■港澳子弟班的同學們在認真港澳子弟班的同學們在認真
聆聽革命先輩的歷史故事聆聽革命先輩的歷史故事。。

■■在朝天小學內在朝天小學內，，港澳子弟班的港澳子弟班的
同學們在上少先隊隊前教育課同學們在上少先隊隊前教育課。。

■■開學快滿月開學快滿月，，港澳子港澳子
弟班裡的同學們已經打弟班裡的同學們已經打

成一片成一片，，相處融洽相處融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