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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推行公民教育之必要性＊

梁官漢＊＊

序言

公民教育其實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有很多位學者及專業人仕曾經就此題
目作出過評論，但澳門一般市民對此問題仍不大注意，亦沒有明確的認識。另一
方面，一些人以爲這是可有可無的教育。其實現在，大家應面對現實，因這始終
是一個不可避免的事實。所以我現在想藉此機會在已進入過渡時期中及即將制定
澳門基本法結構草案前，以客觀的角度用個人感受及見解來分析推行公民教育的

必要性。

內容包括四點：
一、推行公民教育的原因
二、公民教育的範疇
三、推行公民教育的目的
四、目前應如何推行公民教育

一、推行公民教育的原因

眾所周知，根據中葡政府在去年四月簽署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在一九
九九年十二月廿日葡萄牙政府就要將澳門交還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行使主權。
即把現在澳門社會的政治體制轉變爲中國特別行政區的政治組織，亦即實行由澳
人治澳的民主選舉的政治體制。中葡聯合聲明指出，在這期限之後，不會實行社
會主義制度，仍保持澳門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權利，實行一國兩制
的方針，五十年不變，讓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和立法機構由當地人組成及享有高
度自治權。

＊作者於東亞大學澳門研究所舉辦之“澳門邁向廿一世紀發展戰略構想”學術研討會上的講詞。

＊＊澳門社會科學學會理事

本來，這聲明給我們帶來極大的鼓舞。但在這歷史轉變的時期，一般市民對
澳門將來會有什麼改變尚未有正確的了解和認識。尤其是對於本地區的現時政制
和未來基本法的銜接，民主自由，國際性地位、公民權益和責任、生活改變等等
問題，都是不什清楚明白。那麼將來在政權移交時就會發生很多不合理及矛盾的
事情，以致形成社會的不安定和混亂局面。因此，爲配合將來的政治轉變，除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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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地施行中文合法化、訓練政府接班人材、及逐漸形成高級公務員本地化、改革
現時民主政制和擬定澳門基本法外，當今加速推行公民教育，實是急不容緩的，
相信政府也認爲是必要的。

我們可以看到，現時澳門社會一大弊病就是，大部份市民對政治前途及社會
問題，反應冷淡，他們只爲生活操勞，希望賺多些金錢，其他事務不想知道。或
許是有些人的教育水平比較低沒法知道；又或是有些人存有殘餘的封建思想漏弊
及公民意識薄弱的關係。以致對社會事務的好與壞及社會轉變都很少發表意見，
這是值得憂慮的。試問在這樣的情况下，若不從速推行公民教育，提高公民意識
，使所有市民得以認識公民的責任、義務和權利；關注澳門基本法對市民的重要
性；鼓勵市民多參予社會各項工作；培訓各類人才以協助本地區政制的未來發展
，怎可爲日後澳人治澳作好準備，怎使澳門政權的移交能順利進行，來完成這一
個偉大的歷史使命，邁向廿一世紀。

近年來，澳門社會比較進步，參加社會事務的人也相應增多，包括學者、知
識份子和各階層的人仕都有，但比例仍是較少。其次，由於現行政制比以往進步
及開放，表達意見的渠道亦比較多，所以有不同功能的社團，在最近紛紛成立，
這本是一件好事，但參予的人數還是太少。而且由於一般市民對公民教育未有深
入了解及缺乏參予興趣，所以難以配合社團會務的發展。

試觀在鄰近地方，在一九八六年五月已成立了公民教育委員會，政府提供了
指引，並協助及支持市民推行公民教育。該委員會分成四個小組以分担不同的任
務。爲配合公民教育的目標及範疇，另一方面，採用“關心社會、坐言起行”作
爲宣傳口號，正在積極進行很多不同方式的宣傳教育活動。在本年度將會支出接
近二百萬元用於繼續支助推行公民教育的費用，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由此
可見在鄰近地方，公民教育已被重視及列爲一項極重要的施政內容了。澳門實在
應向該地方效法。

我們應明白到所謂“公民”是泛指構成社會每一個基本成員，因此，社會是
由公民集合而成。所以公民教育亦即是他們所需要受到的教育。

二、公民教育的範疇

若果你要一般市民用一句話講出公民教育的定義是什麼，我相信很多人都做
不到。不過，雖然他們說不出什麼是公民教育，說不定他們已經在接受有公民教
育成份的公共事務了。

大家知道公共事務牽涉範圍很廣，與我們生活各方息息相關。在現今社會中
，我們享有很多個人的自由，包括，言論自由；思想及宗教信仰自由；新聞自由
；罷工自由；組織及參加社團的自由；投訴政府的自由；和選舉人民的代表的權
利；集會、遊行及和平示威的自由；學術研究的自由；選擇職業的自由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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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民教育範疇來看，其實大概包括三部份：德育、羣育及政治敎育，在學
校內有很多課題已帶來公民教育的元素，但只缺乏一般的政治教育吧。

事實上，公民教育的內容很廣泛，其中包括社會的結構、市民與政府之間的
溝通、利益團體、法律制度、治安、人口、房屋、勞工、經濟、環境污染、政治
參與、與外界的關係、交通運輸、醫療衛生、社會福利、公民權利及義務等等有
關的知識都是。

三、推行公民敎育的目的

在澳門，我們現在生活於資本主義的西方民主政制中，在這制度下個人的地
位極爲重要。因此，在要決定社會的事務時，個人便要扮演重要角色要求每一個
人對公民教育要有一定程度的見解。

因爲，公民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養市民關心及參與社會事務；且有獨立思考
能力；認識本身的民族傳統和文化；關心澳門前途問題並協助社會向進步方面發
展。所以公民教育正是爲配合將來的社會需要而絕不可忽視的。

若將沒有規律編排的公民教育內容或課程，強行灌輸給市民或學生，他們接
受的程度是値得懷疑的。我們首先應知道他們喜歡及需要什麼，而將有趣味性及
可接受程度作爲考慮點，然後將活動範圍或課程安排，使他們認爲可以理解和接
受 。

這樣，無形之中就將公民教育意識感染了他們，我想特別強調使用潛移默化
的教育方式，因爲凡是灌輸或強迫制度，例如普通的講座或研討會，和必須參加
考試的獨立公民科或社會科等。但過了一段時間後，就很容易忘掉。如能在有公
民意識的社會風氣中，慢慢地感受到，然後經過自己思考確立其價值觀，那麼，
這價値觀會是持久的，是經得起考驗的。這種價値觀及關心社會的風氣定會引發
起他們的積極性及主動性。積極地提出建議、和主動地表達意見及直接參與。

在學校方面來說，公民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使學生有公民意識的概念。有時學
校所面臨種種的問題，如果學生能理解就給他們有機會參與及出點力，令到該問
題得以解決；或經過一番努力之後，學生發覺自己所籌備的工作，能夠實現及有
成果。從而培養他們一種關心及服務社會的精神，以天下爲己任之情操。這可以
說是施行公民教育的最佳辦法及目的。

所以本人十分讚成給學生多些機會參與同公民教育有關的工作。另一方面，
透過這些活動，可令他們明白到做每一件事，不能單憑用口說、有空泛的理想就
可以成功。而是要有組織能力，並且要面對一些現實的困難才可達到成效。同時
，他們也可以了解到自己想做的每一件事，不應以自己的意見作爲出發點，是要
從整個團體、整個社會，以大眾的利益爲依歸。這些學習實踐的經驗其實已經是
公民教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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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來說，公民教育最終的目的主要是包括兩點：
一）對社會有歸屬感，因爲有了歸屬感才有興趣付出時間及精神去爲社會服務。
二）訓練自己有個人的分析能力，這分析能力必須是客觀的、公正的及邏輯的。

對每一件事要從各方面不同的觀點與角度來看，然後自己作出最後抉擇。如
果能夠達到上述兩點，其實基本上已經達到公民教育的目的了。

四、目前應如何推行公民教育

直至目前爲止，公民教育在澳門推行得並不十分理想，因爲政府沒有正式推
動及鼓勵籌辦與公民教育有關的各類課程或講座，也無安排任何宣傳來推動市民
接受公民教育的常識。所以我們很難要求一般市民了解及接受公民教育；使到他
們懂得怎樣關心和尊重別人；能夠珍惜社會對個人方面所提供的服務和建設；並
明白到作爲一個良好市民應盡的責任和義務。

本人認爲推行公民教育的第一個步驟是要令到市民注意社會動態的發展，例
如居住環境、生活指數、交通問題、醫療衛生等等。然後如何逐步改善。如果一
開始就說，公民教育就是要他們參與政治，我相信澳門一般市民尚未達到這境界
。故此我們應向市民解釋公民教育是很多方面的。政治教育只是其中重要部份之
一，並不代表了全部的公民教育內容。

對學生方面，本人提議首先學校當局應將公民教育設立爲一個不用考試的獨
立科目。從事這種教育工作的教師，應預先接受特別訓練。使公民教育課程用比
較靈活，循序漸進的辦法及形式來推動。事實上，課程灌輸和課外活動是同等重
要。而公民教育最好從小學開始到中學一年級便要大力推廣，因爲有部份學生到
中三後，就離開學校，進入社會工作。

對在初中階段的學生，應着重公民訓練，着重品德教育、提供對公共事務的
認識，並應着重提高學生的判斷及分析事理的能力。

至於高中階段的公民教育應達至改革和批判的層次，還應輔導學生學會人際
關係的技巧，及建立與人共事求同存異的態度，讓學生自由地參與各種活動。學
生可就自己的認識和能力，提出意見，並將意見付諸實踐。這樣，學生不但學會
民主和自治，而且能建立對社會的責任感及歸屬感。

所以本人提議公民教育應從少年開始，否則恐怕到中年就較難接受了。

本澳推行公民教育，政府方面應尊重民意和民權，要有健全的法律制度，保
障公民的權利。更應提供指引給與市民推行公民教育，或在下一年度的施政方針
中列入這一項政策。

政府應籌備設立一個由官民聯同組成的“公民教育推廣委員會”，和委任對
公民教育有經驗的專業人仕分組來編寫一些深入淺出的中葡文的公民教育叢書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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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册；同時應搜集及發表有關公民教育的資料，因爲這可加深市民對公民教育的
認識，並令到普羅大眾得到更多參與和實習的機會。

另一方面，政府應圍繞推行公民教育的主題，鼓勵及資助各社團多籌辦各類
多元化雙語制的公民教育活動。例如舉辦多些分數階段進行的短期公民教育培訓
課程，由一星期至數月爲期。這亦可使在職人仕有機會受到訓練，使能輔助培養
較多的施行公民教育的師資。

並應定期促進出版一些有關之刊物或編印公民教育有關的活動訊息的小册子
，免費公開廣泛派發，還要通過電台、電視台及報界用不同方式來推動宣傳公民
教育常識，包括舉辦海報比賽、問答比賽、話劇表演、演講會及辯論會等。

此外，還應安排中學生及大學生訪問公共事務機構、政府機關、諮詢會、立
法會、法院、市政廳等，以便認識其組織及功能。

在初期推動公民教育工作時，要用講座或研討會作出發點，這樣可從中收集
民意，而參加者，可在社會上起推廣公民教育之作用。

而有關的社會服務團體或志願機構亦可自發進行，爲其成員開辦展覽會、講
座、討論會等。並可出版一些公民教育資料，及新聞圖片大滙展，定期輯刊學報
及舉辦幻燈片晚會等，作爲基本學術交流。因爲公民教育的目標並非只限於學生
，而是全澳居民，各社團和家庭中之男女老幼的，故此他們都應接受公民教育，
每一個好市民都要鼓勵他們的親屬及下一代，多些認識社會、及了解公民的生活
，這樣才能成爲有道德教育；有品德修養；有公德心、有責任感和歸屬感；及自

重自愛、奉公守法的澳門好市民。

結論

最後，本人再次強調，公民教育實有加速推行的必要，因爲澳門居民將來要
負起澳人治澳的任務，所以必須具備足夠的公民意識，才能應付未來。總括來說
，公民教育涉及到個人與社會的關係，包括協助大眾建立正確的個人及社會的觀
念、培養個人自信心及羣體意識、教育公民了解公共業務及政府架構的運作，使
之明白到個人現所享有的權利及應盡的義務；並鼓勵市民積極參與社會事務，令
市民成爲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這樣，才能夠羣策羣力及有效地改革民主政制和
積極參與擬定合符大家利益的、較完善的澳門基本法，使將來有一個理想的政府

，及一個安定、繁榮的和民主的社會。

一九八八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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