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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站係水邊圍……」，每天清早映入眼簾的，是一個又一個孩子在球場揮灑汗水，

為一天打開序幕。光明學校位於元朗的一個屋邨內，由 80 年代至今，近距離的校園形象，深

深印在「元朗人」腦海中。

　　光明學校現任校長邢毅，在一間學校服務
20 多年，卻未有固步自封，反而力求突破。
　　「常聽街坊說我們作風很傳統，其實我們
在堅守盡展學生潛能的信念下，一直創新求
變。」除了在長假期實施「零功課」，學校更
提倡九月開學首周「棄書」，以及選取課外書
作中文科教材，希望令校園生活變得趣味盎
然。
　　香港學業壓力大，每隔一段時間，就有學
生輕生的悲劇。身為教育工作者，邢毅希望推
動正向教育，幫助學生了解自我、發掘生命意
義，從而獲得「幸福感」，更快樂地活出真正
的自己，減少悲劇發生。
　　「小朋友未必明白甚麼叫生命的意義，所
以我們要深入淺出，用更有趣的方式表達。
我們利用學生自主創作的『正向勇士傳說』，
以繪本及故事形式，將正向教育元素灌輸給他
們。」

＃「 學生從學校得到幸福感，
自然產生歸屬感。」

　　快樂與幸福感掛鈎，而兩者的延伸表現，
可以從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看見。邢毅認為，
「如果學生一放學便『雞咁腳走』，你又覺得
他有多喜歡這間學校呢？如果學生從學校得到
幸福感，自然對這個地方產生歸屬感、凝聚
力。」

　　對於一眾「元朗人」而言，相信學校的露
天籃球場可算讓大家印象最深。特別之處並不
是因為設施罕有，而是和街坊之間的「互動」。
　　學校座落於屋邨之中，校門對外是輕鐵及
巴士站，以前球場的圍欄較矮，有時學生把
球打得太高，就要請求街坊幫忙把球拾回來。
近年學校把圍欄建得更高，減少影響街坊固然
好，但相信這一幕也刻在不少街坊的心中。
　　不過，除了學會勤奮練習，邢毅更希望學
生學會不怕輸。「成長路上有高低起跌，學識
著眼背後努力的過程，小朋友才會輸得起，不
會事事輕言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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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邢校長：「離開了教室，難道就不是學習嗎？」

有情校園  校長推有趣學習

校方培養學子積
極學習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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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 在 水
邊， 光 明
在 前 」，
學 校 與 街
坊關係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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