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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生活反思
文│蔡惠玲

自農曆新年假期開始，我們遇上新冠

肺炎肆虐全球多個國家和城市，此病毒快

速傳播，潛伏者可能在毫沒病徵情況下已

具傳播力，相信很多人都始料不及。在疫

情的影響下，我們在家休息和工作已經歷

一段頗長的時間，在這個比暑假更漫長的

“假期”中，不論是對自己、對他人、對

社會和對待天地萬物，都必有一番前所未

有的體會和感受，我試着把它們逐一記錄

下來，也願意跟大家分享我的想法。

我與自己

停課期間雖然要為學生在“停校不停

學”做一些預備工作，但相對於平日忙碌

工作的日子，可算是身體和心靈都得到很

好的休息和滋養。首先很值得感恩的是可

以享受到充足的睡眠，在每天從新聞報導

聽到有多少人確診的陰影下，我覺得能夠

照顧好身體免受感染，已經是對自己、家

庭以至社會的最低限度的幫忙。而為了進

一步增強抵抗力，一向疏於做運動的我，

亦盡量堅持每天跟小孩一起做 15 分鐘的

運動，他們也明白要重視身體健康問題，

願意配合勤洗手和多做運動。

這段時間我亦很開心可以細閱一些朋

友推薦的好書。當你能細嚼慢咽式邊讀邊

思考時，從中帶來的啓發或感動真的令人

心靈滿足。最近我常為自己一些未能妥善

處理的問題而苦惱着，恰巧重新翻閱了《被

討厭的勇氣》一書而有些許頓悟。書中提

到阿德勒（一位精神科醫師，也是著名的

心理學家）的心理學就是“勇氣”的心理

學，他認為人之所以感到不幸和失敗並不

是其過去或環境造成的，也不是能力不足，

只是“勇氣”不夠，害怕改變而已。對啊！

我並不討厭改變，甚至可以說渴望自己有

所改變，只是很多時候總是有過多的擔心、

信心又不足、也沒有勇氣去面對改變帶來

的重新適應。 阿德勒的理論再次提醒我

“人是可以改變的”，只要你願意並堅持

自己的信念，燃點對生命的熱情之火，再

多加一點點的勇氣，任何人都是能夠改變

自己，選擇與決定自己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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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疫時期，看到不同崗位的人都

為這疫情付出莫大的努力，一幕幕醫護人

員工作疲累到筋疲力盡的畫面，數以萬計

的來自中國各地的醫護到達湖北省作出支

援，義無反顧地為病人參與這場另類戰役，

這一刻，我看到人性的光輝和美善！我感

受到擁有對生命熱情的力量是這麼的不一

樣！醫護人員的奉獻精神固然令人感動和

敬佩，更激勵我要拿出勇氣去努力改善自

己的不足，以及喚醒作為教育工作者同樣

對生命應充滿熱情的使命感。

我與他人

在教青局“停校不停學”的指引下，

我和我的學科成員，都能做到同心協力，

為學生的“不停學”作好應對的課業安排。

我們能做到彼此衷誠合作，互相取長補

短，尤其在當初大家都在摸索怎樣開展工

作時，科組長都能適時提供意見，組員間

亦能做到積極配合和互相幫助，這是令我

非常讚賞的事。當然，如果要檢視在這過

程中有沒有需要改善的地方，我覺得我們

在溝通和核實工作的程序上還可以做得更

好，以減少不必要的誤會和出錯。

在平日學生鮮有跨學科學習的機會，

而在這疫情中卻帶來合作的機遇。當我們

在開展跨學科主題作業時，科組長的帶領

尤其顯得重要。她需要主動與其他學科提

出合作建議，討論合適可行的主題，再與

組員們商量協作的細節。這兩週我們生物

科分別與化學科、歷史科和數學科合作過，

不敢誇耀已產出最好的成品，但至少是我

們努力嘗試的成果，亦讓我又再一次體驗

團隊合作的威力，以及解決問題的辦法總

比困難多。只要有信念，任何困難都不是

前進的障礙。再次感謝各科的通力合作和

科組長的帶領。

而訓育處在這段期間亦沒有暫停工

作，我們除了各有學科工作需要跟進外，

每週亦預留時間進行遙距會議，商討各項

大大小小的工作。我們首要從關顧需特別

關注的學生方面着手，密切留意和跟進這

班學生在停課期間的行為表現，主動聯絡

家長以關心他們在家狀況和停課期間的作

業完成進度，表達校方關愛學生之情。另

外，我們亦逐步商討和進行一些文件的預

備工作，如完成訓育處中期檢討報告、教

發基金申請計劃書等；修訂學生手冊初稿、

領袖生手冊初稿；並構思復課後學生的秩

序安排等，總而言之，我們都善用疫情“假

期”的空檔自律地去進行各項工作。感恩

我們這一組人在主任帶領下，充分發揮團

隊合作精神，對工作全情投入和付出，並

能各展所長、合作無間。



教育    焦點

42 教師雜誌．第六十四期

輪到談談我和家人，疫情期間孩子們

都不用上學，我們無間斷的日夕相處，開

心的當然是可以多陪伴孩子，我可以教導

他們做功課、一起了解疫情資訊、一起做

運動鍛鍊身體，感覺就是將平日未能陪伴

的時刻都彌補回來，既有開心滿足的小確

幸，當然也有身心俱疲的無力感。不過我

還是感恩在這段非常時期可以陪在他們身

邊，讓我可以更了解他們的需要和想法，

就好像我的小兒子不知是否受疫情消息、

確診人數龐大的影響，平日蹦蹦跳跳、活

躍好動的他竟然乖乖在家不敢外出，還說

自己年紀小不想受感染而去世。我們惟有

跟他慢慢解釋新冠肺炎在澳門的感染情

況，以及教他怎樣做好防疫措施以免被傳

染。至於我和先生方面，有人說長時間的

相處總會磨擦多、拗撬多的情況發生。不

過在我個人感受上，不知是否因為新冠肺

炎實在來勢洶洶，還是多了時間溝通的原

故，我們反而更齊心專注在抗疫期間如何

做好家庭防疫工作、如何照顧好一家人的

起居飲食、留心澳門的疫情發展等，讓我

感受更多的珍惜，這不就是患難與共的感

覺嗎？這一刻亦讓我反思到在家庭裏，有

時候過於執着對與錯和自我為中心，對夫

婦二人還是對孩子的關係發展都是沒有好

處的，我必需好好作出調整。

我與社會

新冠肺炎對澳門社會整體的影響亦不

容忽視，包括經濟、醫療系統、教育和其

他民生問題等。作為社會的一分子，我們

享受應有權利之餘亦需履行當盡之義務。

防疫期間我與大部分市民一樣，積極配合

特區政府的措施和呼籲，注意個人和環境

衛生，加強防疫和消毒措施，勤洗手、戴

口罩、勿聚集、減少不必要的外出等。因

為我們都知道防疫措施的成效如何，必須

是大家通力合作才能發揮最大的效果。特

別是我們身為教育工作者，更要以身作則

以樹立良好的榜樣，去影響我們的孩子、

學生和親友等。至於未來短期的任務，主

要協助就分階段復課安排做好準備工作；

以及長遠的就復課後如何透過更優質的教

學方式和教學活動，以幫助學生重新適應

校園學習生活，這些都是教育工作者責無

旁貸需要面對和解決的問題。亦是回應社

會大眾對學校、對老師的信任與期盼，展

現為人師表應有的承擔。

我與天地萬物

引發這場疫症的新型冠狀病毒，已

於 2020 年 1 月被分離出來，是一種以前

尚未在人類出現的，屬於和非典型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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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中東呼吸綜合症 (MERS) 不一

樣的新分支。新病毒的出現固然令人擔心

人類沒有抵抗力去抵抗，但觀察人們在面

對這次疫情的行為時，你會更感嘆由於人

心的恐懼所引起行為的瘋狂才更叫人懼怕

和擔憂。

至於新冠肺炎的傳染源眾說紛紜，但

越來越多的科學證據顯示，新型冠狀病毒

起源於蝙蝠。但關鍵問題是，蝙蝠病毒在

正常情況下是不能直接感染人類，那麼就

可能是經過某個 ( 些 ) 中間宿主而引起的

跨物種傳播，當中有可能牽涉人類的某些

行為嗎？專家學者們仍在不斷努力地追尋

真相中。而在目前對病毒的傳染源還不十

分了解的情況下，我們作為地球的一分子，

是生物圈內生態系統中的一員，對於維護

整個系統的正常運作，我們必須承擔義務。

天主創造天地萬物，交予人類管理大

地，萬物與人類彼此就是息息相關，互相

影響的。維護生態平衡，保持人與自然和

諧的關係，人類本是責無旁貸的。可惜的

是，人類往往反而成為破壞地球、破壞生

態平衡的始作俑者！所以我們現在當務之

急就是努力作出修補，珍惜和愛護大自然

的一切，減少對大自然的破壞，合理地善

用地球上的所有資源，盡量達致不貪婪、

不浪費、不要掠奪式的取用，只有這樣，

生態平衡才有希望。

結語

雖然新冠肺炎的疫情已經持續多月，

而且現正在世界各地不斷蔓延中，似乎仍

處於欲罷不能之勢，使得人心憂慮未見真

正的平復。縱然如此，我們更要全心信靠

天主，接受上主的安排。就好像晨曦破曉

曙光總會來臨一樣，只要心存盼望，並配

合政府的呼籲和措施，做好防疫和控制工

作，疫情的遏止亦是遲早的事。

無論如何，因着這疫情“假期”，讓

我有時間有機會去檢視自己的問題，從而

覺察更多的思考位和改善的空間；我也體

會到我與他人關係的相輔相承，加強了溝

通和合作的機會；在家庭中如何調整自己

的視角去看待一些積存已久的問題；反思

自己對社會的責任和使命，以及每個人對

維護大自然的責無旁貸。這一切一切，都

會刻劃在我的心中，成為我個人成長中不

可磨滅的印記。

蔡惠玲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教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