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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近视:香港文化蒙太奇》以“电视栏目”的概念编排。内容涉及衣艺、身体、老歌、社会细节、语
文、文学等讨论。专访有画家、填词人、时装人、新闻工作者、业余运动家、情感专栏作家等。并有
作者自己创作的文艺作品点缀其间。分为六个主题：人物专访、生活特写、MV分析、歌词赏析、教
育评议、文学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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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袁兆昌，香港作家，曾任教科书公司及文学杂志《字花》的编辑。现为《明报》世纪版编辑。其代表
作品《超凡学生》夺得第十五届“中学生好书龙虎榜”冠军。早在2000年便由香港艺术发展局资助出
版诗集《结账》，并获得“青年文学奖新诗高级组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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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至于所有教育理想，都建基于一个“管”字，一系列量化的评估报告呈上相关部门评阅，
学校或伦为管理的政治傀儡，甚至“家长为本”的政策推行者。学校有素质高的家长提意见尚可生存
；极端如纵容小孩的、苛索的、蛮横无理的家长，若真介入其中，不难想象一个景况：家长的介入，
间接提高学童在学校的权力，建立学童的校政角色：意识到自己角色的学童，将不断挑战老师。 自此
，一所学校能否生存，除了取决于“管理”后的评估、小区适龄学童人口外，还有家长群的人文素质
，而不是教师有没有用心教导、有没有成功令学生提升学习兴趣如此种种不能量化的教育素质。 求学
不是求“真人”？ “核心的精神是让由选举产生的家长和教师代表，参与制订学校管理的决策，目的
是希望学校的政策能更贴近学生的需要，实践‘学生为本’的理想。”《2002年教育（修订）条例草
案》所提出的理想，是贴近学生需要。然而，今天的学生需要什么？ 最近有一补习班广告口号日“求
学不是求‘真人’，优异成绩最要紧”，提倡视像教学，补习老师现身荧光幕，超越时空遥距教学。
大规模补习班的教师，本来就是一个工具。我曾在会考时代报渎多家大型补习班的课程，真人非真人
，其实也没相干。我要的只是那束由专人量身定做的考试贴士和笔记，以及专人集中火力教授的所谓
考试技巧。掌握了便有机会成绩优异，说穿了最终还是各安天命，补习班老师真人非真人，倒没大关
系。 至于学校老师，他们并不是我们的工具。他们是可触可感的人物，我学习的榜样，是我的偶像。
要不是有我老师的鼓励和支持，我也不会成为这个爬格子的笔者，也不会屡败屡战，努力学习。可惜
，再没人认为不能量化的人伦关系有多重要。说是社会冷漠，原来从学校这个小社会习染的。再没人
记得自己曾受哪位可敬的老师影响，没人记得自己如何受老师点拨。诸位在上者，试问身为教育工作
者，连自己也不尊重老师，又如何教孩子尊重老师呢？若有人说，因为今天的“合资格”教师不合资
格，所以不值得尊重，那么，昔日不合资格的教师，也不是教育出许许多多的教师来？何况，在技术
层面来说，今天的教师要是真的不合资格，为何不考虑低调处理，交由学校自行评核呢？既维护教师
尊严，又不失考核教师能力的意义，总比听见批评教师水平、影响教师在社会形象的言论更具价值。 
不尊重老师教坏孩子 各所中小学皆面临“缩班”危机，于是在报章上积极宣传推广，利用学生成绩、
课外活动等作“商品式”推销。这种与教育本质相悖的对策，无日无之，简直匪夷所思。再没有人记
得老师是授业解惑、施以身教的身份。我记得就读初中时，总以为老师不会逛街、不用吃饭、不会上
洗手问。他们在我心目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像我这样的一个失败学生，是从昔日仍有时间和空间
的老师手上被拯救的。相关部门既犯了“不尊敬师长”这条“校规”，应当在教员室门外罚抄罚站，
问问良心，为何不尊重老师？为何轻视教师在情感教育上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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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近视:香港文化蒙太奇》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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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买了两本，另一本送给朋友。喜欢这位作者。
2、马家辉说，袁兆昌写出了这个城市的热闹和惶恐。
3、诶哟怎么办袁兆昌你拿了一星
4、一面可以窥见多元性特质的透镜。内涵啊内涵~
5、不错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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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Page 11



《大近视》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