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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的脈絡

《行政》第十六卷，總第六十一期， 2003 No.3 ， 791 — 796

蘇朝暉＊

–––––––––––––––

＊ 教育暨青年局局長

20 世紀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澳門教育制度經過教育界和社會各界

多年的討論和諮詢，經立法會通過，於 1991 年正式頒佈成為第 11/91/ Ｍ號

法律。為了落實該法律中的規定，並且完善這個剛誕生的教育制度，在過

去 12 年間，頒佈了多項補充性法規。

時至今天，澳門教育已在一個具規模、有系統的制度下運作，回顧過

去的 12 年，澳門教育制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其中包括實行免費教育，由

原來只有公立學校學生享有的免費教育，發展至現在所有入網的公、私立

學校，超過八成以上由小學教育預備班至初中的學生均可獲得的十年免費

教育；此外，學校亦可透過一些相關的法規，使之無論在開校辦校、行政

管理，以致教學上各方面都可以有規可循。

踏入 21 世紀，隨著特區政府的成立，澳門社會和經濟發展的新定位已

被確定，加上教育理論和科技知識的新發展等等，有需要對供應人才，影

響未來本澳社會發展的教育制度作出檢討，以及對現行的澳門教育制度法

律作出修訂。為此，特區政府在 2002 年施政方針中特別提出有需要評估澳

門教育制度，並計劃在 2003 年開始，對教育制度法律進行修訂。為此，教

育委員會成立了由常設委員會成員組成的工作小組，跟進檢討教育制度的

工作， 2002 年內，共舉行了 16 次會議，對教育制度法律的各個組成部份

進行了深入而詳細的討論，為制定教育制度修改建議打下了良好的專業和

民意基礎。

澳門教育制度修改建議是以“持續進步、發展有道”為主題，此主題是

本於四個理念，即全民教育、終身學習、多元發展和質素提升，其中以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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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提升為最核心的理念，所以修改建議的內容主要是以提升學生的質素為

目的，新的修改建議文本建基於過去行之有效的教育制度基礎上，加入新

的元素和修改一些不合時宜的內容，從而解決過去12年所遇到的各項教育

問題，同時，為將來的教育發展創建新道路，為本澳和國家輸送人才，配

合整體社會的發展。

建議文本共分為五大部份：第一部份為教育目標，因應時勢調整、修

補、增加及刪除過去的教育總目標和各教育階段，即幼兒、小學、初中及

高中教育的目的，以配合澳門現時政治、社會和經濟的情況，讓這個多元

的教育制度能確保教育機會的均等，並建立一個全民教育和終身學習的環

境，使澳門成為一個自強不息和具競爭力的社會。在個人層面上，此目標

促進個人對國家和社會的歸屬感和責任感，培養尊重民主的個人特質和與

他人和諧相處及相互尊重的特質，同時使澳門巿民無論在身、心，以致學

習和創造、思考等能力都獲得均衡發展。

第二部份是關乎教育的組織，其中主要的建議包括：幼兒教育和高中

教育均改為三年制，基礎教育包括幼兒、小學和中學教育共 15 年，其中，

年齡介乎 3 至 15 歲的兒童和青少年須接受義務教育，因此，就讀於免費教

育網學校，由幼兒至初中年級的學生均可獲得免費教育。此外，為減輕高

中畢業生升學的壓力，將舉行標準化的學能考核，讓他們可銜接上本澳的

高等教育。

第三部份是有關教育機構的管理。本澳教育機構包括公立和私立兩

類，其中，私立教育機構分為加入免費教育網和不加入免費教育網兩大

類；除了加入免費教育網的私立教育機構之外，公立學校亦屬於免費教育

網內的學校；私立教育機構又分為不牟利和牟利兩種，不牟利的私立教育

機構須接受特區政府定期檢討其不牟利的性質。為保證這些教育機構行

政、財政及教學的質量，特區政府亦對這些機構進行系統性的綜合評核，

藉此向它們提供改善和發展的意見，以及規劃必要的輔助措施。

第四部份是教育經費和教育資源的分配。教育資源包括教學人員和教

學硬件等；由於教學人員在教育工作中尤為重要，故此教育行政當局會為

教師和相關的人員提供培訓的條件和資源，鼓勵他們在專業上發揮所長。

同時，當局將制訂適用於澳門的教學人員職程框架，其中包括人員屬性、

職階、入職、離職、考評、晉升等方面的基本條件和要求，讓各學校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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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的特殊情況，根據上述的教學人員職程框架，制定校本的教學人員職

程，讓教師們擁有較合理和理想的教學條件。

在學校的硬件上，學校的校舍設計和教學設備必須符合一定的標準，

現時平均每個學生運動和活動空間只有 1.59 平方米，普通課室的活動空間

只有 1.26 平方米，影響學生的身心發展。特區政府將提供資金及技術的協

助，使學校環境逐步改善。此外，學校未來的收生人數應以校舍的空間為

依據，規範辦校規模，逐步把每班學生人數調整到適當的比例，讓學生在

較為廣闊的空間內學習。

在教育經費方面，特區政府將成立教育發展基金，使教育經費的撥備

更具靈活性，以支持教育的長遠發展，對教育機構撥款的標準以公平公正

為原則，並以學生人數、辦學理念、教育計劃及教學成效等作為主要參考

因素，這些措施將對用心辦學者產生積極的作用，也確保公帑運用得更有

成效。

除上述所提及之外，社區的支持和家長的參予也是極為重要的教育資

源，所以，未來學校將與社區發展密切配合，在開放教育的理念下，逐步

開放校園，以達致物盡其用的原則，與此同時，當局將積極鼓勵和推動家

校合作。

第五部份，亦是這份建議的核心內容 - 課程發展。現時有三個較為重要

的青少年問題值得社會關注：

1. 青少年男、女生比例失調。這並不是指出生率或人口結構上而產生

的比率，而是指透過教育的過程中不自覺產生了男、女生比例失調，即指

由就讀幼稚園起，男、女生的比率平衡，但進入小學階段，男生因各種因

素逐步被淘汰離校，這種現象到初中甚至高中更為突出。

2. 教育失敗率比教育成功率較為顯著。教育的失敗體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留級率高，本澳學校的留級率比鄰近地區高。第二，離校率高，學

生離校的流動性比鄰近地區較高。以上的數據反映出澳門教育存在㟚不少

問題。根據資料統計，澳門特區政府每年為免費教育投放約五億元的資

金，當中有五千萬給十年免費教育內留級的學生，合共超過百分之十。本

澳的學生由幼兒至高中畢業的 15 年教育，平均需要花 16 年才能完成，即

是說平均每個學生在其學習生涯中需留級一次，這種情況造成教育資源的

漏洞，打擊學生的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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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生的德育問題。澳門的教育受到鄰近地區的影響，其中在課程和

教科書方面，呈現㟚強迫普及而精英的特徵，因此，一般學校教育均著重

學識的傳遞，忽略全人的培育，莘莘學子拼命於各學科的成績分數中掙

扎，往往只獲傳授了學科知識，卻欠缺了品格德育的培養。加上流行文化

和產業結構等因素的影響，很容易形成唯利是圖，以經濟掛帥的價值觀，

這問題早已成為教育界，以至社會人士所關注的青少年問題。

為了解決現時本澳存在的一些因教學偏差而引起的各項問題，必須作

出以下的改善工作：各教育程度的課程發展需由特區政府以地區課程標準

形式作整體規劃。在尊重教與學自主和各教育機構辦學理念的特色的前提

下，各教育機構可自行規劃發展其校本課程，以達致特區政府所訂定各教

育階段的教育總目標和各教育程度的目的。雖然，總目標是以列舉的、較

概括的概念方式展現，但在各教育階段的目標則以相對較具體、較明確的

方式展現。以後還會進一步制定課程目標、學科或學科領域的目標。這些

目標的制定將有其系統性、延伸性，愈往下愈具體，且更容易用客觀的尺

度去檢驗其具體目標能否達致。

在教學過程中，學校應結合課程和各教育程度所設定的目標作出評

核。評核的作用在於評估教師教學成效與學生學習成果，以瞭解學生學習

的進程與困難，從中教師可因應學生的需要修正課程設計，改進教學質

量。現時的評核較多採用單一筆試評量，容易讓學生成為失敗者及令學生

產生厭學情緒，未能達致評核的最終目的。

近年來隨著社會的多元化發展，學習的觀點也起㟚很大的變化，從過

去行為學派強調的行為習得，發展到認知學派早期重知識的習得及後期的

知識建構。教學方面，也從過去著重學科知識內容的傳遞，發展到著重指

導學生成為有能力面對挑戰、適應變遷的問題解決者及創造思考者。在評

核方面，也從過去側重量化、等級和決定升留級的模式，發展到檢視學生

能否達標。從評核所得到的訊息，可協助學生成功學習。為此，建議透過

多元的評核去評估學生。評核的內容不單只是智能，而應包括情意及態度

方面，形式可以多樣化，尤須重視形成性評核，即著重在學習過程中所蒐

集的訊息，評核結果的理解也須通過更科學化的標準參照，以真切知道學

生學習的情況，從而加以輔助，以促進學生成功達標的目的，以確保本地

區教育的整體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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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教育改革的修改建議是建基於未來教育制度的發展，現正收集教

育界、社會各界人士的意見，藉此確立澳門未來的教育路向。任何改革將

會為原先系統帶來衝擊及須付出一定的代價，在討論過程中需先放下成見

及個別利益，以學生成長發展為依歸。在完成各項意見收集和分析後，將

會起草一份修訂澳門教育制度法律草案，經全民諮詢，達到一定共識後，

再進行立法程序。

澳門教育制度及其補充法令（非高等）

編號 有關制度及補充法令

第 11/91/ Ｍ法律 澳門教育制度

第 15/92/M 法令 教育委員會的組成、權限和運作

第 81/92/M 法令 教育暨青年局組織法規

第 38/93/M 法令 私立教育機構通則

第 63/93/M 法令 會計格式

第 72/93/M 號法令 家長會

第 38/94/M 號法令 學前及小學教育之課程組織

第 39/94/M 號法令 初中教育之課程組織

第 29/95/M 號法令 傾向免費教育之普及

第 32/95/M 號法令 成人教育之組織及發展

第 9/96/M 號法令 教學試驗

第 15/96/M 號法令 教學人員通則

第 33/96/M 號法令 特殊教育

第 54/96/M 號法令 技術職業教育之課程組織

第 34/SAAEJ/96 號批示 職業技術高中教育課程計劃

第 26/97/M 號法令 學校督導活動之法律體系

第 34/97/M 號法令 核准並規範包括初中教育在內第二階段之普及傾向
免費教育

第 41/97/M 號法令 培訓幼稚園及中小學教師之法律制度

第 46/97/M 號法令 高中教育課程組織

第 4/98/M 號法令 藝術教育之法律體系

第 38/98/M 號法令 私立補充教學輔助中心之發牌及監察規則

第 42/99/M 號法令 訂定義務教育範圍及有關制度

第 20/2002 號行政法規 免費教育津貼制度

第 34/2002 號行政法規 修改私立補充教學輔助中心的發牌及監察制度

第 26/2003 號行政法規 規範學歷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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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2003學年日校離校學生數

特 中
教 學

預
備

班 K1 K2 K3 P1 P2 P3 P4 P5 P6 S1 S2 S3 S4 S5 S6 總計

男 27 1 40 40 58 50 49 63 79 111 169 320 243 268 219 122 48 1907 58%

女 22 0 31 35 36 44 52 37 46 59 104 187 190 207 183 107 25 1365 42%

總計 49 1 71 75 94 94 101 100 125 170 273 507 433 475 402 229 73 3272 100%

1999/2000學年至2001/2002學年的學生留級率

教育程度 1999/2000 學年 2000/2001 學年 2001/2002 學年

幼兒 2.0% 2.0% 1.6%

小學 7.3% 6.9% 7.0%

中學 12.9% 13.5% 13.5%

1999/2000學年至2001/2002學年的學生離校率

教育程度 1999/2000 學年 2000/2001 學年 2001/2002 學年

幼兒 2.7% 1.8% 1.7%

小學 2.0% 2.0% 1.9%

中學 5.5% 5.1% 5.3%

2002/2003學年男女生數字

教育階段
性別

總計
女生 男生

幼兒教育
6,057 6,582 12,639

48% 52% 100%

小學教育
19,442 21,925 41,637

47% 53% 100%

初中教育
13,296 13,949 27,245

49% 51% 100%

高中教育
8,801 8,025 16,826

52% 48% 100%

參考資料：教育暨青年局，《澳門教育制度修改建議》，澳門，教育暨青年局， 2003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