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興澳

文：言心

為進一步提高非高等教育政策的有效性、預見性和協調性，特區政府

根據澳門未來長遠發展的需要，結合非高等教育的現況，制定十年規劃的

發展藍圖。

“優先發展、提高品質、育人為本、促進公平，以實現非高等教育各組

成部分的協調發展”是《澳門非高等教育發展十年規劃》（以下簡稱十年

規劃）的五大基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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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爾幹 ( E. Durkheim)：教育是個人社會化的歷程。透過教育可以促進

社會流動，培訓適合社會發展的人才。

 澳門規劃構建“世界旅遊中心”，未來的旅遊、會展、金融、文化等

現代服務事業正蓄勢待發，人力資源將會是社會的重要資源，為此特區政

府將制定未來十年的教育藍圖，以為澳門特區培養高質素的人才。

 故此，政府的政策應有中長期的安排，這樣才能帶領特區向前發展。

回歸以來，政府加大了對非高等教育領域資源的投入，從實施十五年免費

教育，深入檢討和完善了非高等教育制度，積極支援學校改善辦學條件，

努力完善教師的工作環境和專業素養，以及全面關顧學生的需要與健康等

方面都可看到，教育是不斷地受到重視並得以發展。

有序發展教育藍圖   提供培訓人才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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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顧過往的教育發展，在量的角度來看，義務教育政策，讓越來越多

市民接受教育，廣泛地為澳門的變遷、發展注入較高質素的人力資源。在

接受教育的金字塔底厚實了的同時，未來教育的發展特點，也應循質的方

向進發，讓金字塔頂的專業角度顯得更為挺拔。要發揮教育的特點，就需

要長遠的規劃，訂定清晰的目標，落實發展的方向。

 在未來的十年裡，政府教育的投入需要更為有力的制度保障，包括保

障經費投入，完善免費教育和義務教育；加強教學人員隊伍建設，提升教

師的工作條件及專業能力；優化學校系統，讓校園生活及家庭教育相互配

合，為學生提供全面的學習經歷；加強學生的綜合能力，尤其是語文能力、

藝術素養、國際視野以及思考和探究的能力；改革課程與教學，著重學生

的長遠發展；促進德育發展，讓學生達到全人發展；構建靈活的終身教育

體制，擴大教育開放和區域合作，進一步發展全面的教育工作。皆為是次

十年規劃的重要方向及內容。

十年規劃  深化教育改革

高等教育

非高等教育

義務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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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提升教育質素，整體市民的素質方可得到提高，才能為本澳提供

更高層次的人力資源。談到教育質素的提升，除了要完善基礎教育，使其

配合高等教育的發展，讓更多的市民接受義務教育，為取得高等教育製造

更有利的條件外，同時還應優化持續教育的各項條件，為市民提供更好的

進修機會。所以，要做到非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及持續教育的整體配合，

則必須先深化教程及教學改革，以及提昇教師的專業。

未來十年發展重點

培養有能力面向未來的學生

優化教育的各組成部分

加大教育投入

建設專業精湛的師資隊伍

發展多元的學校系統

加快小班制的實施

深化課程與教學改革

擴大教育開放和區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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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深化回歸教育教程及教學改革，首先要從課程著手。自第 9/2006 號

法律出台以來，已清晰訂明了回歸教育是讓於各教育階段適齡期未修讀或

未合格完成正規教育者提供的相應程度教育的市民再接受教育，回歸教育

的課程框架需與正規教育看齊，讓取得回歸教育學歷的市民的學力與正規

教育等同。現時，正規教育及回歸教育的課程框架雖在草擬階段，但大體

的方向經已成型，未來政府的重點工作，應著重引導學校遵循此方向發展。

學校未來在某些方面都需進行一定的調整，課程框架以至教育的基本學力

要求等，如在藝術教育、體育課程、文理商科等都要求學生達到一定的條

件。因此，未來政府的工作著重在協助學校作出調整，同時亦幫助學校從

基本學力要求方向入手，強化學校各方面的課程內容。

回歸教育

 十年教育發展規劃內，強調積極發展持續教育，促進社區教育，構建

學習型社區。而非高等教育的十年規劃，如何在持續教育的範疇發生影響？

“建立回歸教育標準評核機制，以靈活、多樣的方式實施回歸教育；優化

市民持續進修的各項條件；發展社區教育和家長教育，構建靈活、開放的

終身教育體系。”

十年規劃對持續教育發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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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讓學校融入未來十年教育的發展方向，關鍵在於教學人員的配

合，才能令政策實施得宜，帶出教育新氣象。為此加強各階層教職

員的培訓是重要的，尤其是教師的專業性更為重要。“積極規劃的

專業發展，努力參加在職培訓和教學研究，不斷提高教育、教學水

準。”正是十年規劃對教師持續進修的重視。為了協助學校實現此一

目標，政府首先需提供培訓讓學校教學領導人員參與，讓領導階層了

解改革的方向，方能對學校的調整作出整體規劃。同時，除了提供適

度的培訓促使教師走向專業化外，政府還可提出透過各項政策，鼓

勵教師投入參與學校教程及教學改革，例如持續鞏固和發展優秀的教

學研究；重視教師在校本課程的研發工作，以及為教師提供保障等。

教師培訓

 除了重視學校課程和教職員的專業質素提昇外，十年規劃亦相當關注

本澳整體市民的質素。“加大資源的投放，有效支持市民持續進修；建立

回歸教育標準評核機制，確保回歸教育的品質；調升回歸教育津貼，以更

靈活的方式為須輪班工作的市民提供修讀回歸教育課程的機會；促進社區

教育，構建學習型社區”，凡此種種，均揭示政府積極鼓勵市民持續進修，

並保障其所修讀的持續教育培訓的質素及成效，發揮持續教育和終身學習

在提高市民工作技能及生活素質方面的作用。

持續教育

13



 十年規劃對持續教育的規劃正正顯示其定位與正規教育並列受到重視。

在回歸教育方面保障教育經費的投入，讓市民得到就讀的保障，為提昇市

民的學歷水平締造條件。持續為教學人員提供不同方面的培訓，鼓勵教師

從事各項教學研究，為優化教育提供強力的隊伍，讓教學水平得以逐步提

高。在持續教育方面，於本年度推出了《持續進修發展計劃》，以每人資

助上限 5,000 澳門元的方式，資助年滿 15 周歲的市民參與課程或證照考試，

為本澳培養更高質素的人力資源。

 在政策的帶動下，持續教育的發展得到保障，未來更應審視澳門社會

的發展需要，方能“構建靈活開放的終身教育體系”。未來可從三個方向

來思考持續教育的發展：協助在職人士的職業提升及轉變工作跑道的能力；

多方面培養與協助未來經濟多元化發展的人才；重視長者及市民的學習機

會，保障其生活需要。

 依澳門現時的情況看來，就業率高企，市民已普遍達到一定程度的職

業技能需求。隨著本澳加入為世界文化遺產之列、泛珠三角、中國對特區

的優惠及傾斜政策，以及本澳門旅遊娛樂事業的高速發展的影響下，對各

行各業的人力資源要求越來越高，同時，受外地相關業務的影響，各種行

業已不只滿足小城的需要，還需提昇到國際的層次方可持續發展。為此，

政府未來應注重對持續教育方面的研究，推行符合市民持續教育需求的政

策，以需要度及時效性回應持續教育的需求，讓市民提昇在職的工作能力，

以及為其發展其他事業提供培訓機會。

十年規劃對持續教育的啓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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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未來產業多元化發展，需要不同方面的人才，尤其發展成“世界

旅遊中心”的方向，對旅遊、會展以及文化創意產業等的人力資源將更為

重視，同時澳門亦將發展中醫藥產業，對不同方面的人才都極渴求。因此

需增強此方面的培訓，否則相關產業及經濟的發展亦會受到限制。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當 65 歲以上人口佔總人口的比率達到百分

之 7 時，即達到高齡化社會的門檻。澳門早在 2000 年已進入高齡社會時代，

老年人持續學習對社會是健康及必要的。因此未來政府應與持續教育機構

合作，為長者提供合宜的學習途徑，保障其生活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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