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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悼鄭肇楨先生 

 

黃毅英 

退休數學教育工作者14 

遽聞鄭肇楨先生（1930 – 2020）於 12 月 7 日不幸辭世，哀悼不已。 

鄭先生為羅富國師範學院二年制中文系第八屆（1950-1952）畢業生。

執教小學數年後，1957 年進入香港大學數學系修業。獲文學士學位後， 

1960-1969 年任羅富國師範學院講師。後赴海外研習教育，先後獲倫敦大學

AIE（Associate of Institute of Education）銜、加拿大麥基爾（McGill）大學

文科碩士及美國匹茲堡（Pittsburgh）大學哲學博士。1974-1990 年於香港中

文大學課程與教學學系任教，退休前爲香港中文大學課程與教學系系主任

及教授，之後赴澳洲享受退休生活。 

先生桃李滿門15，著作等身，除於各期刊發表論文外，專著亦不少。一

般較為人所熟知的是《數學遊戲》16，但其實他的論述不囿於數學教育。其

他包括《現代數學》17、《教育途徑的拓展》18、《心理學》19
 及《教師教育》

20 等。他亦可說是香港課程學的先驅。 

在他臨退休之午宴中，有人曾詢及鄭先生對哪本最為滿意，他表示《教

師教育》。細讀之不難發現書中提出教師教育具體且建基堅實理論的想法。 

 

14 退休前任職香港中文大學課程與教學學系。 

15 當年於中文大學任教數學教育就只他一人，所以在中大接受數學教師訓練的基本上

都是他學生。 

16 鄭肇楨（1980）。《數學遊戲》。香港：商務印書館。 

17 鄭肇楨（1975）。《現代數學（上、下冊）》。香港：商務印書館。 

18 鄭肇楨（1983）。《教育途徑的拓展》。香港：廣角鏡出版有限公司。 

19 鄭肇楨（1984）。《心理學》。香港：商務印書館。 

20 鄭肇楨（1987）。《教師教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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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群學社群所編寫的新數學教科書中英文版 

鄭先生亦積極參與學校課程的改革，曾參與由周紹棠教授21發起的半群

學社，為人所津津樂道。學社編訂之《新數學》（Modern Mathematics）（中

 

21 香港中文大學首位數學系主任、兼任理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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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為一代莘莘學子之津樑（詳見《香港近半世紀漫漫「數教路」：從

「新數學」談起》）22。 

1985 年，筆者於中文大學教育學院進修文科教育碩士，二年級時於「課

程設計與發展」（curriculum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課中親炙先生。翌年

（1987 年），香港數理教育學會假香港大學舉辦周年研討會，配合教育署提

倡於各科推行公民教育為題。其中一個主題為引入中國數學史，筆者提出

箇中需慎防過分吹噓。鄭先生亦有親臨23，聽後似乎面露滿意之笑容。 

 

鄭先生知道大學實授有研究和出版的要求。某日我在上課之前，

赫然見他拿着一叠他設計和印好的問卷走過來，對我說：你 

可以分發一下然後做點分析（上為問卷的第一頁）。 

 

22 黃毅英（編）（2001）。《香港近半世紀漫漫「數教路」：從「新數學」談起》。香港：

香港數學教育學會。後結集於：黃毅英、霍秉坤、鄧國俊（編）（2020）。《漫漫香港

「數教路」》。香港：香港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學系。 

23 座中亦有其他前輩。不過照筆者所知，鄭先生不經常參加這些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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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筆者加入香港中文大學（鄭先生為敘用委員會成員之一，在

面見時還特意提起研討會報告之內容），先生對筆者特別提攜。雖在退休前

夕，還設計了一項研究讓我開展，筆者亦不負厚望，將結果整理了一些論

文發表24。 

筆者加入中文大學後，專誠旁聽他的數學教學法（因為筆者於港大接

受教師訓練，未涉獵數學遊戲）──課堂上的他，先講解田尼氏25遊戲六階
26的理論基礎，然後帶動全班分組進行 John Horton Conway (1937 – 2020) 

和 Mike Paterson 設計的捲心菜27遊戲，之後分組報告，最後總結、帶出一

些數學結論，全程如流水行雲，揮灑自如。他退休前向筆者說「之後你要獨

當一面了」（事實上在 1994 年之前，中大全職任教數學教育的就只我一人），

至今歷歷在目。 

 

24 Wong, N. Y. & Cheng, S. C. (1991). The attitude toward learning mathematics among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Proceedings of ICMI - China Regional Conference of 

Mathematical Education at Beijing (pp. 138-142). 

黃毅英、鄭肇楨（1991）。〈香港中學生的數學學習態度〉。《香港中文大學校育學報》，

19 期，頁 13-18。 

鄭肇楨、黃毅英（1991）。〈數學學習習慣和成績，父母學歷，居住面積及父母期望及

學生期望的關係〉。《教育研究學報》，6 期，頁 86-92。 

25 Zoltán Pál Dienes (1916 – 2014) ，匈牙利數學及教育學家。一般歸入「古典認知心

理學派」。 

26 田尼氏根據皮亞諧學習心理學，認為數學的學習可分為六個階段：自由玩耍（free 

play）、有規律遊戲（games）、找尋共同結構（searching for communalities）、描述和圖

示（representation）、符號化（symbolisation）及形式化（formalisation）。見「Dienes, 

Z. P. (1973). The six stages in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mathematics. Windsor, U.K.: NFER.」。  

27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prouts_(ga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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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仍保存著鄭先生「捲心菜遊戲」的工作紙 

（此為第一頁，共四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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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我和一班朋友編寫《中學數教路》28 及《小學數教路》29，期間鄭

先生雖身在澳洲，對於我們的提問，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信中亦多所鼓

勵。 

 

鄭先生回覆《小學數教路》編委的信函。 

曾有人問鄭先生退休後有甚麼計劃，他說會寄情西洋畫。鄭先生一生

亦為香港數學教育（及課程論）畫上繽紛的一筆，他的色彩將永遠留於我

們心中。 

 

28 見註 9。  

29 鄧國俊、黃毅英、霍秉坤、顏明仁、黃家樂（2006）。《香港近半世紀漫漫「小學數教

路」：現代化、本土化、普及化、規範化與專業化》。香港：香港數學教育學會。再版：

2010。後結集於：黃毅英、霍秉坤、鄧國俊（編）（2020）。《漫漫香港「數教路」》。

香港：香港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學系。  



EduMath 43 (12/2020) 

101 

 

1992 年冬鄭先生回港稍駐，參加了馮以浤先生（繼鄭先生當系主任） 

於其府邸宴請系內同事的「全體乳豬自助午餐」。中立者為鄭先生， 

他右側為筆者。 

作者電郵：nywong@cuhk.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