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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領域 

學校行政管理、校長與教師專業發展、國民教育、教育行動研究、課程與教學、

大學與學校夥伴協作研究 

  

二、聯繫資料 

電子郵箱：cywong@scientia.edu.hk 

微信：WSS_WCY 

  

三、學歷 

教師證書（香港教育學院）、教育學士（香港中文大學）、教育碩士（香港大學）、

學位教師教育文憑（香港大學）、教育博士：課程與教學（香港中文大學） 

  

四、工作經驗 

黃博士現任香港創知中學校長、香港教育科學研究院董事會主席，並兼任北京師

範大學校長培訓學院、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大學、香港都會大學、澳門城市

大學、華南師範大學、廣州暨南大學、曲阜師範大學、東莞城市學院等高校的客

座教授、研究員、研究生導師或課程專家顧問和中國教師博物館榮譽館員等。黃

博士還積極參與大中華區學校領導及教師培訓工作，且經常在兩岸四地（內地、

香港、臺灣、澳門）的教育期刊、書報上發表文章，分享個人在教育領域的經驗

和研究成果。與此同時，黃博士熱心參與社會服務，目前仍擔任著香港多個校長

組織，如香港直資學校議會、九龍地域校長聯會、九龍城區中學校長會、香港副

校長會等教育專業團體的執行委員、理事或顧問等，以及全國性組織——中華海

外聯誼會理事、深圳市海聯會理事及香港友好協進會青年事務委員會副主任等職

務。 

  

五、社會及教育現職 

∙ 北京師範大學兼職教授 

∙ 曲阜師範大學兼職教授 

∙ 香港中文大學客席講師 

∙ 香港教育大學客席講師 

∙ 香港教育大學專業進修課程顧問委員會委員 

∙ 香港都會大學語文教育課程顧問委員會委員 

∙ 澳門城市大學外聘博士生指導教授 

∙ 澳門城市大學教育發展研究所客席研究員 

∙ 貴州財經大學教育研究課題組研究員 

∙ 廣州暨南大學港澳教育研究課題組專家 

∙ 東莞城市學院特聘教授 

∙ 廣東省委黨校教育研究課題組專家 

∙ 廣東省國素文化教育研究院專家 

∙ 華南師範大學港澳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 

∙ 華南師範大學港澳青少年教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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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洲世界語基地榮譽顧問 

∙ 中國教師博物館榮譽館員 

∙ 中港文化交流促進會顧問 

∙ 中華教育產業聯盟顧問 

∙ 廣州暨大港澳子弟學校學術顧問 

∙ 東莞暨大港澳子弟學校學術顧問 

∙ 深圳市蔡朝霞名教師工作室特邀顧問 

∙ 香港地方誌教育卷顧問 

∙ 香港副校長會會務顧問 

∙ 香港教育行政人員協會執行委員 

∙ 香港教育科學研究院董事會主席 

∙ 香港直資學校議會執行委員會委員 

∙ 香港福建商會學者專家委員會常務會董 

∙ 香港教育局校長資格認證委員會委員 

∙ 九龍地域校長聯會執行委員 

∙ 九龍城區中學校長會執行委員 

∙ 九龍城區公益少年團執行委員 

∙ 九龍城區道路安全運動委員會委員 
 

∙ 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暨教育文化委員會委員 

∙ 香港友好協進會青年事務委員會副主任 

∙ 廣西壯族自治區海外聯誼會理事 

∙ 廣東省深圳市海外聯誼會理事 

∙ 香港童軍九龍第 1772旅旅長 

∙ 「滅碳生活」名譽顧問 

∙ 香港大公之友會理事 

∙ 香港文匯之友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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