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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一如既往積極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每年均收集團體會員學校、個人會員和

前線教師對當前澳門教育的意見，並認真討論，加以整理，寫成報告，供當局參考。以

下是本會對 2017 年施政方針(基礎教育範疇)之意見： 

 

一、做好教育發展規劃，培養具創新精神的人才 

《澳門特別行政區五年發展規劃(二○一六——二○二○年)草案文本》(下稱《特區

五年發展規劃》) 展開意見收集工作，其中關於教育和人才培養的部分，本會十分關注。

希望當中的發展方針和規劃能在新一年的施政報告中有所體現。 

特區政府在《五年規劃》文本中提出要培育具創新精神的下一代，這個願景是教育

界仝人所認同的。培育創新精神的下一代不是一個口號，而是必須要具體落實在學校層

面去執行，教育當局宜用政策作指引，用資源作槓桿，為學校大搞創新教育提供足夠的

誘因，否則教育當局有願景有目標，教育機構各有困難各有考量，目標實在難以落實。 

要真正落實培養具創新精神的人才，當局須深入研究，制訂創新型人才的培養機制。

澳門教育一向呈多元化，私校辦學自主，每間學校都有自己的辦學特色，這都有利於創

新型人才的培養。在澳門教育改革的過程中，教育當局推動教育公共化和標準化有實際

需要，但宜應適度，並要與澳門教育多元特色取得平衡。過份由教育當局強調統一，某

程度上定會扼殺多元。如果公共化和標準化的進程愈來愈深，校際特色便會愈來愈不能

夠彰顯，澳門一直以來的多元自主且極具彈性的教育體制，便會逐步被淡化，這將不利

於創新型人才的培養。 

 

    二、優化教育環境，推進藍天工程 

    澳門土地資源匱乏，教育用地十分緊張，大大制約了教育及學生的發展。本會多年

來呼籲特區政府增加教育用地，擴大學生的學習和活動空間。當局對此積極回應，計劃

在新城區預留教育用地。但是，新城區建設需時，對於預留教育用地的問題，現時還沒

有具體規劃。對於有人提出在新城區建立學校村的概念，司長直言不同意學校村概念，

認為並不科學，但新城區教育用地如何規劃和利用，仍未見有具體方案。雖然土地規劃

不屬社文司範疇，但就政府整體而言，各部門應該要有緊密的溝通協作機制，共同科學

規劃教育土地資源。因此，特區政府應該盡快立項研究，制訂關於教育用地的長遠規劃。 

    去年，政府啟動“藍天工程”，分短、中、長期方案，計劃用十五至二十年時間解

決十五間裙樓學校、四千多名裙樓學生的學習困境。教育界的訴求得到政府積極回應，

師生和家長都深受鼓舞。不少裙樓學校的行政、師生、家長都希望能夠做到原區遷移，

雖然難度較大，但卻反映出辦校實體和師生的實際訴求，當局必須充分重視。本會認為，

各群樓學校的辦學條件和校情不一，必須因應其實際情況及發展需要，予以全盤考慮。

在新一年度的施政方針中，當局應啟動相關諮詢及研究，為“藍天工程”訂定詳細的規

劃。 

 



全澳大部分學校的教育空間和學生活動空間也遠遠未達國際標準，當局應考慮加大

力度在資源及政策上支持學校優化教育空間，放寬條件讓有需要的學校擴建或重建。《賽

狗場專營批給合同》屆將到期，如何重新規劃、利用現時賽狗場所佔用面積龐大的土地

成為社會普遍關注的議題。賽狗場位置臨近北區，附近的人口逐年遞增，居民對教育、

社服和活動空間的需求殷切，因此，當局應認真考慮撥出一部分賽狗場用地興建教育設

施，並優先考慮予以北區教育用地不足的學校使用。此外，現時澳門半島連一個現代化

的田徑運動場也沒有，學校舉行運動會和進行體育訓練往往要到氹仔運動場，在交通、

資源、學生安全等方面造成很大壓力，因此在跑狗場的利用上應綜合考慮，以回應社會

需求。 

     

    三、依法保障教育投入，加快教育立法  

    《教育十年規劃》中明確表示爭取逐步提高政府教育經費在財政支出中的比重，在

近幾年的施政方針和新近推出的《特區五年發展規劃》對此也一再重申，足見政府對教

育的重視和支持。雖然特區政府對非高等教育的投入呈顯著增加，但是，如果從教育投

入佔 GDP 的比例、佔政府總公共開支的比例來看，與國際指標相比較，還是有較大的差

距。本會多年來一再強調，為使教育得到穩定、持續的發展，必須以國際認可的兩個教

育投入指標為導向，加大本澳的教育投入，並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來。隨著“教育十年

規劃”的實施進入下半階段，各項教育開支必將持續增大，面對近年本澳經濟進入深度

調整期，如何使教育經費投入保持在一個科學、合理的水平，使教育得以持續發展，當

局必須制訂一個具前瞻性的中長期教育投入規劃。 

    “特區五年發展規劃”草案文本指出，至 2020 年，《教育十年規劃》的完成率爭取達

到 90%以上。教青局 2015 年啟動《教育十年規劃》的中期評估工作，並採取自我評估和

第三方評估相結合的方式進行，預計將於 2016 年完成，待評估工作完成後，將會訂定未

來數年《教育十年規劃》的實施重點。但是，相關報告至今還沒出台，現在距離 2020 年

只有四年多，要達成既定目標，相信難度頗大。就以《教育十年規劃》中須制訂和修訂

的教育法律法規來說，正在制訂及未完成的為數不少，部分雖已連續多年寫入施政方針

中，卻一直沒有得到落實，阻礙了教育的健康發展。歸根究柢，是當局欠缺有效規劃所

致。本會希望《教育十年規劃》中期評估報告盡快公佈，就當中每個子項目執行的情況

和已完成的部分進行評核，以更好地制訂新一年度及往後幾年的教育施政重點。 

 

四、推進課程改革，完善學生評核制度  

為落實第 9/2006 號法律《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的規定，建立符合澳門教育發展

需要的課程，教青局制訂了《本地學制正規教育課程框架》及《本地學制正規教育基本

學力要求》行政法規。2012/2013 年至今，本澳共有 8 所學校參與“先導計劃”，讓教育

當局檢視“基本學力要求”實施的情況。 

在推進課程改革方面，本會認為，須大力培訓教師，讓“基力”順利推行。搭建平

台凝聚本地教師成為學科領頭羊，組織參與“先導計劃”的老師和各校老師組成學科小

組，共同探討如何推進課程改革。建立本土化課程，編寫本土教材。編寫教材是一項系

統工程，必須與整個教育發展規劃相適應，不能只靠外地的專家或本澳前線教師進行撰

寫，而需各方面互相配合，才能編寫一套適合澳門使用的本土教材，增加本土課程的科

學性與認受性。  



在落實多元評核方面，推動“形成性評核”至關重要，它有助學生具備“基本學力

要求”的學科基本知識、技能、能力、情感、態度及價值觀，當局應該推動學校減少“總

結性評核”的比例，增加“形成性評核”的比重。本會建議當局制訂學生評量軟件，盡

快推出《學生評核制度》，以達至有效評核、提升教學效能、逐步降低留級率的目的。 

 

    五、促進“私框”及“公框”法規協調發展  

    2012 年《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教學人員制度框架》(以下簡稱《私框》) 正式生效，

私校教師得到良好的職業保障，專業水平持續提高。“私框”經過四年的實踐，效果比

較良好，但還有不少需要完善的地方。例如，教師專業發展制度行政法規至今仍未出台，

對哪些課程納入專業發展時數沒有明確指引；私校教師的退休保障制度還未完善；各種

配套法規尚待建立等。為了落實《私框》各項規定，解決實踐中遇到的困難，完善《私

框》法律體系，本會認為當局應適時開展《私框》執行與評估的檢討工作，以促進教師

隊伍的優質成長。 

    公職教師是本澳教師隊伍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職業保障和專業成長必須得到足夠的

重視，“私框”及“公框”法規協調發展，才能更大程度促進全澳教師發展，提升教育

質量。2010 年政府制訂了《非高等教育公立學校教師及教學助理員職程制度》，達到了提

升公校教師的專業素養，促進其職業生涯規劃及職業保障的目的。但是，時至今日，當

中關於教師工作表現評核及專業發展活動的法規仍未制訂。此外，已實施十六年的《教

育暨青年司教學人員通則》部分條文已經不合時宜。現時公校教師每週的正常授課時數

比私校教師為多，且要更多地兼顧特殊教育和融合教育，如不適當減少每週授課時數，

實在難有更多時間與精力向學生進行適切的輔導和教育。為此，本會促請當局盡快修訂

《教育暨青年司教學人員通則》，並制訂《非高等教育公立學校教師及教學助理員職程制

度》中教師工作表現評核及專業發展活動的法規。 

     

    六、深化愛國教育，培養愛國情懷 

愛國教育就是如何使學生能夠認識祖國，認識民族，使學生對國家產生感情，貢獻

自己的力量。愛國教育的根本就是要先讓學生認識國家，特別是歷史文化，自然地理，

英雄人物，輝煌成就等等，讓學生對國家產生自豪感，最後才會熱愛國家。 

    中國歷史文化底蘊深厚，單靠組織學生到內地參觀是不能很好地達到教育的目的，

當局須在活動成效方面多下工夫。為此，本會建議優化“認識祖國愛我中華計劃”，提

升活動質量。當局可以挑選較具特色的愛國教育基地，重點推介，尤其須讓學生接觸祖

國繁盛、富強、和諧、進取的一面，引導學生深入思考祖國與自身的各種密切關係，加

強學生認識祖國的廣度和深度。對於初中三個階段的教育營，教育當局可以考慮組織家

長參加有關活動及畢業禮，加強認受性及支持度。教師培訓方面，目前教師隊伍中青年

教師佔了很大比例，建議可組織教師的愛國之旅，加強教師對祖國認識的深度，從而讓

老師更有效地進行愛國愛澳的教育。 

 

七、完善特殊教育，促進教育公平  

現時，特殊教育主要包括隔離教育（小班、特殊學校或特教班進行）及融合教育（有

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回歸主流學校就讀）。然而，特教在發展過程中卻存在一些問題。在隔

離教育的特殊學校方面，其校園面積較小、硬件設施不足，協助特教生的教學設備，如



電子白板、平板電腦的數量不足；因缺少資源庫、特殊教育資源中心的協助，特殊學校

教師需花較長時間自編教材；雖然目前各私立特殊學校收生數目充足，然而其教師的薪

酬福利較普通學校教師為低，未能吸引青年教師入行；特殊學校學生畢業後，其生涯發

展不盡理想。在融合教育方面，本澳從 2010/2011 至 2014/2015 學年間，融合生數目從 426

人增至 806 人（目前融合生人數已增到 900 人左右），但同時，融合學校數目只從 34 間增

至 37 間，融合教育學額存在不足，而且中學融合教育學額比小學更為不足（約少三成七），

夜校已開始出現融合生；政府所辦的短期培訓滿足不了融合學校的教師和資源教師的需

要，部分私立學校管理層與前線教師的認知出現落差，資源教師常淪為“補習老師”，

與學校協作出現問題；學校的宣導不足，阻礙融合教育發展；部分資源教師薪酬福利比

班主任、科任教師為低，造成人員流失；高中畢業後的融合生升上大學後得不到足夠的

支援。資優教育方面，本澳目前未確立資優生的定義；對智力較高的融合生（IQ Test 的

分數達 120 分以上）未能作出適當的支援；《學校運作指南》只在教學、評核及學習環境

上訂明對資優生的協助，但並沒有在課程的調整上訂明實施指引；當局未有就資優教育

提出目標及作出指引，使學校在實施資優教育上可能存有困難。 

本會建議當局加快修訂《特殊教育制度》，落實相關措施。加大對私立特殊學校的基

本設施的投入，為特教生、小班生設立更多學習配套。設立特殊教育資源中心、輔具中

心和特殊教育資源庫。重視私立特殊學校的教師薪酬福利，為資源教師及私立特殊學校

教師提供額外的固定津貼。推動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將特殊教育導論課程從選修課變為必

修課，讓本澳的師範生在實習期間加設特殊教育或融合教育的實習。在幼師、小師、中

師的學位課程上加設與特殊教育領域有關的學科。推動本澳相關大專院校開設特殊教育

學士。就資優生的課程訂定指引，相關課程調整宜作彈性處理。 

 

    八、推進職業教育產教融合，培養社會發展需要的各類人才 

    政府近年對職業技術教育的發展已有認真的思考，由 2015 年公佈的《澳門人口政策

研究報告》與 2016 年提出《澳門特區五年發展規劃》草案文本中可見一斑，兩份文本中

都清楚指出職業技術教育要有新的發展。職業技術教育對推動特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

培養中等職業技術人員，提升本地生產力等，都起著重要作用。澳門發展職業技術教育

多時，卻一直困難重重，原因是：澳門的經濟結構單一，畢業生就業情況不理想，部份

畢業生從事技術要求不高的工種；公眾對職業技術教育存在固有觀感，普遍認為文化中

學比職業技術中學的教學質量高，職教學生大多是差生及融合生等。要發展符合澳門未

來發展的職業技術教育，推進職業技術教育產教融合值得思考，政府應把職業教育與未

來產業發展方向同步規劃，加強學校與企業合作，推動中等職業教育的教學改革等。在

醞釀推出的新職業技術教育法中，要加入促進產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具體政策和實施細

則，從宏觀上構建好職教的制度。 

本會建議當局在政策上助力學校產教融合，在加強學校和企業之間聯繫的同時，做

好督導檢查，做好制度建設。推動中等職業技術教育的教學改革，提高教師教學水準和

教學研究能力。加強區域合作，配合《粵澳合作框架》，推動職業技術學校與橫琴企業的

合作。加強職業教育的宣傳工作，從根本上改變家長對職業教育的固有看法。 

 

 

 



    九、建設學習型社會，發展持續教育  

   近幾屆政府都強調“優先發展教育，創建學習型社會”的政策，本會非常認同。構

建學習型社會為澳門產業的適度多元提供支撐，政府應該盡快作出具體規劃。 

持續進修是構建學習型社會的重要手段。特區政府推出的“持續進修發展計劃”，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14―2016 持續進修發展計劃中期評估”指出，大部分澳門居民

(94.0%)表示支持或十分支持此計劃，亦希望特區政府下一階段繼續推出“持續進修發展

計劃”。政府應該繼續深化和優化“持續進修發展計劃”，優化資助方法，加強宣傳工

作，讓更多市民參與，提升綜合素質。 

學習型社會的特徵在於構建自主學習的氛圍，體現每個人對終身學習的追求，學校

教育起關鍵作用。政府須把握當前課程改革的契機，讓學生開闊視野，尋找學習的樂趣，

培養終身學習的習慣。 

回歸教育一直為部分人提供持續學習的機會，價值和貢獻值得肯定。近年本澳回歸

教育辦學愈見困難，政府需要思考回歸教育的定位，並從資源和政策上加大支持力度。 

 

澳門教育事業正處改革、發展期，它關係著澳門的人才培養和社會的長遠發展，本

會高興地看到特區政府在本澳經濟持續下行的情況下，仍然大力支持教育事業，在政策

及資源上給予強力支援。本會將繼續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在教育及其它社會範疇與

特區政府衷誠合作，相互監督，共同建設澳門美麗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