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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第十三卷，總第五十期，2000 No．4，1 1 31 －1 1 39

為澳門教育改革再進言
＊

劉羨冰
＊ ＊

一、教育改革的必然性和緊迫性

教育改革的呼聲響遍全球。

在教育普及程度相當高的，已在不斷改革的美國，2000年1 月克林頓總統最

後一次國情諮文中，他面對全國電視直播高呼：“美國需要21 世紀的教育革命”，

以追求每一個兒童都能以學習為指導方針。除了信息科技外，美國將繼續1 993年

開始的頭腦啟迪計劃（Head Star t）增加1 0億美元，讓0－3歲幼兒得到優質的早期

教育；用25億美元增聘1 3萬新教師來減少小學班級人數；建議減稅300億美元，

鼓勵大學生完成本科課程（美國的高中生升大學比率從1 993年的57％增加到

67％，但退學率達37％），還撥款推行“促進成長計劃”，鼓勵處境不利的年輕人

修學後進入高等教育。

新加坡在亞洲金融風暴後，政府財政預算減縮了20％，但為了教改，教育費

卻增加了20－30％，以加強資訊科技教育和公民教育。

台灣從1 996年開始，執行跨世紀教育改革計劃，制訂了十二項行動方案，五

年內投入特別費1 571 億新台幣（相當於澳門幣400億元），計劃從幼兒教育到成

人教育系列改革，減輕學生的學業負擔，分期取消升高中會考及大學聯考，增加學

校自主權，以回應“教育鬆綁”、“帶好每位學生”等民間訴求。

香港回歸三年，教改措施多項出台，提出了新的目標，也作出了可觀的預算，

向敢於創新的教育機構提供支援和鼓勵。

＊從1 999年中至今，為特別行政區教育路向探討、施政方針，為21 世紀澳門教育的改革，作者先

後寫了六篇文章，約三萬五千字，本文是新的一篇，專為《行政》雜誌寫 。

＊＊澳門中華教育會監事長、澳門教育委員會委員、澳門學歷認可委員會委員 。

在內地，1 998年教育部頒佈《面向21 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不少實驗學

校做出良好的試驗，不少改革性的舉措在施行，名牌大學在合併，高等院校千方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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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擴大招生，在繼續加強素質教育的同時，高考也開始了3＋1的改革。（即減少入

學試科目，只考語、英、數三主科及對口專業一科）。

各地教改决策，許多國家都把振興教育作為面向21 世紀的基本國策，都不是

巧合的，大家都有共同的、深刻而迫切的客觀需要。

二、教育改革的時代性和社會性

第一，教改是科技高速發展的必然回應

火的使用把人類帶進農業社會，也開始了封建教育；蒸汽機的發明使人類進入

工業社會，普及教育、平民教育取代精英教育和貴族教育；資訊科技帶出知識經

濟、地球一體化，資訊社會自然需要教育社會與之相適應。21 世紀就是人類構建

教育社會的年代，也就是一個教育革命的年代。

1 998年亞洲金融風暴給人們一個信息，知識經濟、信息科技是無遠弗屆的，

閉關自守已經是現代的童話，地球一體化的大潮已湧進21 世紀之門，教育已經沒

有原地踏步的可能了。這是時代的變革，澳門教育更要急起直追，否則將窒礙了幾

代人的發展，將窒礙了澳門對外競爭生存能力的成長。

第二，教育改革是20世紀反思的成果

人類經歷了兩場毀滅性的世界大戰，又陷入了後工業化社會的困境，資源短

缺，環境污染，生態失衡，貧富懸殊……面對種種危機，從深刻的反思中，體會到

不少問題的根源在於道德的失範，最大的災難是人為的。因而紛紛感到20世紀品

德教育的失誤與不足。哲人提出我們的未來，是教育與災難的競賽，把未來的厚望

寄托在新一代人格的培育上。澳門青少年的健康成長也上升為社會關注的熱點，對

澳門未來的經濟繁榮，社會穩定和文明進步，無一不繫於新一代身上。對教育的期

望越高，也就是教育必須改革的社會動力。

第三，教育改革是千家萬戶的呼聲

亞洲還是應試教育影響深遠的地區，半個世紀以來，課程下放，教材加深，增

加課時、增加作業、增加測驗、書包揹不動，兒童好奇好學的天性被扭曲，厭學、

逃學、留級、以至棄學淪為街童，不幸的淪為童黨，青少年犯罪率上升……追本溯

源，救救孩子還要從教育改革開始。千萬家庭在呼喊，還兒童歡樂的童年！千萬個

教育良心在折騰，為甚麼學校不能成為孩子的樂園？澳門師生同樣背負着沉重的擔

子，同樣處於惡性循環之中，只能靠教改解决出路。

第四，澳門特別行政區應該還有自己的教改動機

特區教育應該適應《基本法》的原則精神，按“一國兩制”、“澳人治澳”、

“高度自治”的法定原則為基本，改造經歷了1 27年（1 849－1 976年）的殖民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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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管治，以及23年（1 976－1 999年）的新教育施政所形成的原有教育狀態。清

外人管治的殘餘，立全民教育的根基，是一個教育性質的大變革，既是全民教育 ，

今後必須“帶好每位學生”、“一個不能丟”。因此，教育行政必須清晰交出功

課，才能進一步把一個葡人管治的架構改造為澳門43萬居民服務的社會公器 。

因此，澳門要進行教育改革，並不是跟風湊熱鬧，而是比任何地方更需要、更

迫切。是來自實際需要而與世界潮流呼應，是回歸重任在前而被擱下來的“應辦未

辦事”，隨着特區成立，它的迫切性必然顯示出來，從回歸日開始，社會在期待特

區政府如何因勢利導，如何奠定新的教育基石，為四十多萬澳人提供澳門全民教育

的第一章，對2000－2001 年度的施政方針將拭目以待 。

三、更新教育目標 育一代新人

教改是一種橫繫千家萬戶，縱貫特區實力發展的工程，必須是科學的、社會共

識的，有長線計劃而又有穩妥步驟的、有充足人力、物力、財力和智力配備的行政

舉措。但是，作為起動，必先訂定新的教育目標，換句話說，必須對應四大教改動

機，來確定和更新育人的標準和規格，明確教改要培養怎樣的澳門居民：

第一，具必備的知識和自學的能力

我們為適應21 世紀知識經濟，信息科技發展，一代新人必須掌握必要的知

識，還須具備自學新知的能力，全民必須不斷提高文化素質，澳門才能具備發展一

個具競存力的、對外開放的、以旅遊娛樂事業為龍頭的城市，並作為可持續發展的

人力保證。

第二，具時代意識和健全人格

為了適應全球一體化的國際趨勢，爭取世界和平與發展，一代新人必須培養公

平競存意識、開放意識、平等意識、合作意識、理性思辨和創造性思維；要樹立高

尚的人生觀、價值觀，樂於當負責的地球村民，以建設人類的持久和平以及無自然

災害和人為災難的樂園為理想 。

第三，能充分發展和終身樂學

為了提高教育教學的科學合理性，讓下一代不但會學而且樂學，教師不但博學

而且善導，學校生活不能像在零件倉庫裡搬運死知識，學校應辦成生動活潑的生物

園，讓學生從生機勃勃中感悟科學規律，激發好問好學的本性，充分發展，使知識

轉化為智慧，使間接知識轉化為直接經驗。因而課程、教材、教具、教法都要因應

教育目標的更新而更新，才能培育出能充分發展潛能而又終身樂學的一代新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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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具民族觀念和自主意識

全民教育代替外人管治的教育，根本區別在於把順民教育改造為主人翁教育，

官員改造為公僕，官僚機構轉變為社會公器。政權的和平移交、公務員集體過渡，

也就留下一個自我改造、自覺完善的空間。另一方面，特區的建立與鞏固，亟待居

民凝聚力的加強，公民意識的培養，始建於從小的自主意識。“一國兩制”不但是

一個法律的概念，還是民族認同、文化認同的長期薰陶。因而應有教育性質的重新

確立，教育法規的檢討與修訂，教育政策的調整，還要有新的舉措才能適應。這都

是教育行政方面的改革繼而推動學校、家庭、社會三方面的教育，逐步樹立民族觀

念和自立意識。

隨着教育目標的更新，教育內容必須更新，對下一代的科學素養與人文素養同

樣要加強。同時刪去過時落後而不必要的內容；

隨着教育目標的更新，教育教學手段和方法必須更新。第一、第二課堂的有機

配合，多媒體、信息高速公路的運用，教師傳道、授業、解惑的精到，裏面已包含

了大量教改的課題，蘊藏了許多釋放學生潛能的空間；

隨着教育目標的更新，終身教育的建構，學習社會的形成，必然在教育結構

上，在學校類型上，在課程組織上，在方式方法上……會帶來教改生機。有志鑽研

教育科學的教育工作者也將有無限開拓的空間，可以大顯身手，追尋理想，師生均

得到解放 。

四、教改宜民間試點 穩步探索

具有時代性和社會性的教育改革有廣濶的空間，所缺的是鼓勵、支持、組織和

引導。針對澳門教育的現狀，特別要考慮澳門教育的特色，我在2000年5月澳門

教育暨青年局與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合辦的研討會上發表了《回應時代要求 針對地

方特色——澳門教改建議》中，提出教育行政應在教改中扮演支持者、鼓勵者、組

織者的角色：“我認為最佳的决策是：積極開展輿論工作，上下一心改變舊觀念，

鼓勵民間自願改革，政府分擔改革風險，着眼未來，穩步探索，引進各地成功經

驗，結合澳門實際；歡迎民間選點進行教改，探索一個試點班，一個試點科，一個

試點項目均可，積小改小勝，逐步推廣，以便等待時機、全面、整體改進”。

我認為，自上而下的，由教育行政總體領導全面的教改條件仍未具備，况且改

革必有風險，對育人工作的風險必須慎之又慎 。

首先，全世界至今仍未有一個成功而又成熟的教改先例，即使某些方法顯出優

勢，但具體條件與澳門不一樣，引進而成功的可能性需細心研究。分散教改試點，

也是分散風險，較為穩妥。

第二，澳門教育具有許多特色（詳見本文附的《澳門教育概况與特色》），私

校學生佔93．72％，而且四種學制並存，各有其歷史源流，又各有其適應性。澳門

學生多渠道銜接升學，高中畢業生80％以上有暢通的升學渠道。大多數私校十五

年中學、小學、幼稚園“一條龍”，私校中規模、設備、師資、管理上都有差異。

教育理念也不盡相同，有利分散試點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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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私校自立性強，家長選擇學校的自由度大，而且家長與學校的相互關係

較稠密，容易取得共識與默契，利於取得共識，推動校內改革 。

第四，澳門無統一考試，法定的課程大綱只有原則性的規限，具體細節具有相

當彈性，私校基本教學自主，民間志願改革的可行性大於統一的改革行動 。

第五，澳門教育在相當程度上有對外依賴性，高中畢業生超三分之二在外地升

學，在課程銜接上處於被動地位，這也是不適宜行政統籌整體進行改革的 。

五、創造條件 積極推行

教改的推行，必須創造必要的條件：

第一，爭取家長—— 社會的共識與支持

教育是社會工程，要進行改革，沒有家長的贊同根本不能起步。首先要從時代

發展、社會需要、教育科學規律、21 世紀發展趨勢與家長共同探討21 世紀人才的

特徵，有了共同的育人目標才能同心同德進行教改的探索。

第二，教改實踐必須具有較高的專業含金量

教育是科學，教育實踐必項符合科學規律；教育是藝術，教育方法應具教育魅

力；教育是愛心事業，施教者必須熱愛教育對象。教育的科學性、藝術性和師愛的

摯誠三者在教育實踐中的發揮，我稱之“教育專業含金量”。為教改的順利試驗，

在師資和管理上能挑選含金量較高者承擔參與是十分必要的 。

第三，官方的鼓勵、支持是重要的動力

試驗要承擔風險，單靠民間熱心人士的力量，難以推動教改，行政當局的支持

是十分重要的力量。建議政府作出獎勵資助計劃，鼓勵民間積極參與，明確權利與

義務，政府出錢，民間出力，充分調動官方、校方與家長三方的積極性，減少阻力

以利推行。也只有官方明確態度，作出具體的支援才能增強信心，減少風險。况且

官方掌握全面情况，便於對外聯繫溝通，還可以通過協商邀請、組織私校參與具體

教改項目。

第四，要訂出盡可能穩妥的計劃

教改不能像醫學那樣先在小動物身上先作試驗，教改的計劃必須進可攻，退可

守，不能拿學生當犧牲品。因此，必須訂出盡可能穩妥的計劃，設計可行的方案，

定期檢討，及時修訂。學校領導也必須重視，還應配備足夠的人力和物力，能有一

個關注的小組共同負責則更好。

沒有嘗試不可能有成功，嘗試的結果有可能是失敗，教改應容許失敗，但不能在

學生身上造成失誤。這是教改的一條底線。儘管如此，澳門熱心的教育工作者一定會

找到有時代價值的教改空間，在新的歷史時期，因應新的歷史課題，作出新的貢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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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澳門教育概況與特色

一、澳門教育的概況

1 999－2000年度，全澳中、小、幼以及特殊教育學生共98，964人，教師3，846

人。連同高等教育學生全澳學生約佔人口的比率為23％。詳見下表：

表一：按官、私校分類統計之學生、教師、教學班（高等教育除外）

表二：按等級分類統計學生人數（高等教育除外）

澳葡政府長期不承擔公共教育，公費只辦葡人葡語教育，1 978年開始以按班

津貼方式資助不牟利私校。

1 995年通過加入公共教育網的方式，政府向私立學校推行七年免費教育並於

1 997年擴展到小學前預備班，小學及初中共十年免費教育 。

二、澳門教育的特色

澳門教育頗具特色，四百年來澳門從小漁港向現代化城市的蛻變過程中，不管

是華人教育還是葡人教育，也都從少數人專利的封建教育走向了平民化，完成了教

育近代化的過程，從而又邁向現代化。看似世界必由之路，實際上澳門確有它獨特

的發展軌迹，形成多元化的教育風貌。

（一）強烈的民族性與有限的融合性

對照教育史，古代的東方封建教育和中世紀西方宗教教育，這世界上兩大教育

源流在澳門均有各自的支流，兩段小小的支流涓涓400餘載，冲積成澳門教育的地

貌。1 00年前，本地存在學舍、書屋、社學、與大陸清末的教育是一體的，現存美

副將馬路的“黃東暘書屋”，以及沙梨頭土地廟“更館社學”的遺址，都是中國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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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封建教育機構在澳門的歷史見證。望廈村民趙元輅、趙允菁父子先後中舉的美

事，至今在族人中傳為美談，也記錄在香山縣誌中。當年，與大陸各地一樣，在科

舉藩籬下，教育是少數人的專利，勞苦大眾也視十年寒窗，求取功名是唯一出人頭

地的機會，但能受教育的，始終是少數人。

同樣，從1 6世紀中到十九世紀末，澳門葡人的教育，也源於其民族的傳統，

教會辦的神學院，附於教堂的學塾、主日學、要理識字班等等也與歐洲的教會教育

同出一源。因此，澳門四個世紀以來，教育思想、學制、學規都呈現中、葡兩制並

行，兩條軌道各自發展的局面，也恰恰反映了澳門教育民族性的特質。澳門華人教

育在本世紀內逐步邁向了近代化、現代化，但改革的步伐還是追隨着中國教育改革

的步履，儘管澳門作為東西文化交匯之地、西式教育的模式不少從澳門傳入大陸，

本地開風氣之先，可以汲取西方精華，但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學校模式，教學方

法等仍與本民族看齊，渾然一體。特別是以儒家倫理道德為核心的傳統道德觀，影

響深廣，澳門教育保存其特色，廣大居民對東方傳統文化的認同較深，是澳門教育

強烈的民族性的表現。同時，中、葡文化在澳長期的交匯而且有400多年的通婚

史，出現了一個數以萬計的土生葡人族群，不同民族的傳統文教在潛移默化中，相

互汲取並揉合，一定程度上的融合，也是澳門文教的特點。

（二）拼盆式的國際性與長期的開放性

1 493年，羅馬教皇裁定澳門屬葡萄牙的“傳教權”內，天主教耶穌會士即隨

葡商來澳門發展，但經過幾個世紀的變遷，天主教、基督教等西方傳教士在澳門建

立的教育事業，已經是多元的，既有葡國學制的一源，又同時引進了法國的、英國

的、美國的學制和學規；在神學教育和高等教育方面，國際性更為明顯。今天還存

在一所國際性的天主教高等校際學院。

通過教會教育，從1 650年開始，澳門已有華籍教士出洋留學，至今教會學校

學生已經走通了世界各地深造的渠道，也有國際性的考試從六十年代開始，在本澳

設立了考場。（劉羨冰：《澳門天主教教育400年史略》）。本世紀以來，除官校

教師大多來自葡萄牙之外，天主教、基督教各會院的傳教士、修女和牧師來自世界

各地的不少。80年代巴哈伊教在本澳開辦聯國學校，這些學校在師資、學制、教

材、教法和校政管理上，均引進世界各地的。筆者50年代初就讀聖羅撒女子中

學，也曾接受英、葡等國籍的修女和教師的教導，個別科目課本來自歐洲。即使在

華人辦的私立學校中，也有不少行政人員、教師留學於世界各地，例如1 899年在

澳門開辦子褒學塾的陳子褒就曾考察日本教育而决心興學育才的；1 932年創辦濠

江小學的鮑雁波（即鮑華），也是留學日本的青年；1 925年在廣州創辦後遷來澳

的粵華中學，創辦人廖奉基就是留學美國邊麻大學的教育碩士，1 939年遷來澳門

的中德中學，校長郭秉琦是留學德國的，中德校政有德國教育影子。追本溯源，儘

管澳門教育的主要特徵是民族性，但國際性和開放性也應是澳門400年教育源遠流

長的特色之一。

（三）並存式的多元性和靈活的適應性

四種學制長期並存，是澳門教育多元化的根源：

中國學制 六·三·三制 學生佔8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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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國學制 四·二·六制 學生佔 1．08％

英國學制 六·五·二制 學生佔6．59％

中葡學制 六·五制 學生佔6．28％

（1 999－2000年度官方數字作統計）

有人認為澳門四種學制是中國學制、台灣學制、葡國學制和英國學制。我不同

意這種分析，海峽兩岸都採六·三·三制，實為美國制，20世紀初中國引進美國

的一直沿用至今。幼稚園學制則更為多樣，有一年的、有二年的、有三年的，間中

還有二年半的（春季始業）。為此，在行政管理、財政制度、課程設置、學年分

段、成績考核、升留級標準、獎懲條例、德育內涵、品行評定、教學大綱、教學要

求、教材選編、教學方法……在大同之中，有其小異；加上行政作風不同，往往呈

現出各自特色，特別是歷史悠久，生源固定的學校特色尤其明顯。

又例如澳門歷史上出現了三所護士學校，一屬美國制，一屬法國制另一為葡國

制，不但各自按其學制標準培養人才，各自的畢業生都有不同的就業渠道，但又可

以在澳門當地的公立醫院或私人診所中合作共事，其靈活性和適應性也是明顯的。

又例如澳門的高中畢業生，從來都是多渠道升學的。90年代後，其升學的三條主

渠道是海峽兩岸和本澳大學、學院。一個畢業生可以同時報考多地、多校，總有其

適應性，因而升學率不斷上升，超過80％。（詳見劉羨冰《澳門多元化培養人才的

道路》1 992）

（四）民間辦學的主動性和學校規模的差異性

長期以來由於澳門政府對華人教育採“撒手不管”政策，公共教育資源集中官

校，因而澳門私校林立，成為教育的主體，官校反而成為補充。私校的各自背景不

同，人力、物力、財力資源不同，因而全澳90％以上的學生就讀於各個不同的私

立學校中，辦校實體有教會、有社團、有氏族宗親會、有街坊組織……各校管理、

師資、設備和校舍都十分懸殊，差異很大。到了20世紀60年代初，有的已經頗為

先進，有的還在廟宇裏進行複式教學，甚至還有“卜卜齋”塾師一人教十多名七、

八歲至十來歲的學生；到了90年代，部分學校走向現代化，利用多媒體電化設

備，但仍有十分簡陋的學校；1 999——2000年度，澳門學生最多的學校，中學、

小學、幼稚園合起來超過8，000人，但也有學生僅45人的學校。不少私校大多數

班級超過60人，官校卻普遍十多廿人一個教學班，這些差異性不追本溯源，是難

以理解的。儘管到1 997年推行十年“普及傾向免費教育”，且大多數的私校都加

入了公共教育網，成為公費教育的學校，但設備條件差異仍然很大。

（五）個別的超前性和普遍的滯後性

由於教育資源的不足，澳門低收費或不收費的學校佔比例不少，澳門教育普遍

比鄰近地區落後，這是事實。但由於種種原因，澳門教育又出現不少個別超前的事

實。聖保祿學院是一個十分突出的例子。華籍修士鄭瑪諾1 650年到羅馬留學，比

容閎出洋早了200多年，1 903年陳子褒在澳門率先收女生，比經元善在上海辦經

正女學還早了5年。1 906年，天主教慈幼會引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工讀教育，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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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64年，引進英制工業中學，在慈幼中學近百年的校史中，兩度超前於社會經濟

的發展。澳門人才一向缺乏，但抗日期間名校林立，廣東省優秀教育人才一度集

中，使澳門教育大大提高質素，也影響深遠，這也顯示其超越性。在後過渡期創出

高中畢業生80％以上升學的奇蹟，超過經濟比澳門發達的地區，除了政治因素之

外，學制的多元化，教育的靈活性和適應性也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作用。1 980年本

澳嶺南中學率先開電腦課，比鄰近地區早，濠江、勞校、培正也在1 981 年開設，

也較超前。

（六）較多的辦校自立性與較少的行政規範性

澳門私校經歷了長期的獨立自主、自生自滅的歷程，適應了不同階層、不同要

求的學生家長，辦出各自的特色，形成自己的傳統風格，創造了自己生存發展的價

值，呈現出較強的自主性。而總整體來看，規範性是不足的。1 987年澳門進入過

渡期，澳門政府才開始制訂教育法規，1 991年頒佈《澳門教育制度》法律（即原

教育綱要法），至今，該母法中列明的有關輔助法例仍未全部完成，因而可以肯

定，缺乏教育規範性這一特點，起碼在21 世紀初仍是存在的。不管怎樣，科學性

和專業性的增強，是官方和民間的共同目標，澳門教育的發展，已慣於寬鬆自主的

行政管理條件，要加強行政管治的統一性和規範性，必須首先建立教育科學性和專

業性的社會共識，特別是教育行政和學校之間的共識，才能引導教育健康發展。私

校的自立性與教育行政的規範性之間如何取得平衡，不但决定上述的教育特色的消

長，更重要的是决定澳門教育未來的路向。

對於澳門教育特點的研究，目前仍處於一個初級階段，更多的特點仍有待發

掘，特點之優劣，也不是一概而論的，總有其兩面性、多重性。例如澳門基礎教育

20年來不斷發展，由三萬多增至十萬人，居民文化素質應有很大的提高，這應該

是一種必然的結果；但又因人口流動過速，流出高文化者為多，流入以低文化者為

主，甚至文盲不少，因此整體上提高不快，而文盲比率20年間反而提高；又例如

90年代初至今，由於回歸效應，高中生升學比例大大提高，八年間持續80％的升

學率，是一件外人十分羨慕的事，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對外依賴性的提升又不是

一件絕對好事，外面升大入學試的指揮棒對本澳教育壓力將增大。如本澳長期私校

為主，私校間競爭性強，有如進入了市場競爭機制，但80年代開始學額不足，競

爭性減弱，家長選擇性也受局限。要辦好澳門的教育，特別是要改革澳門的教育，

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澳門教育的特點是必要和重要的。

2000年8月修訂

1139



1140


	為澳門教育改革再進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