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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教育 

課程改革與發展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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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教育遇到甚麼挑戰？ 

國際及本澳研究告訴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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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發展方向… 

減輕學習負擔 

學生個性、潛
能及創造力的

充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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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改革與發展 

讓學生享有完整、連貫的學習經驗 

增進學生的創造力 

提供多元學習機會，促進個性和潛能的發展 

良好的生活和學習習慣 



5 

“改革”的內容 

課程框架 

基本學力要求 

http://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cQjRxqFQoTCJaJu7Ta88gCFQyVlAodoggDoQ&url=http%3A%2F%2Fwww.dianliwenmi.com%2Fpostimg_192431_5.html&psig=AFQjCNFG9w8m7zut4TVR6VnrU8zcDqUBMw&ust=1446621233806667


6 

餘暇活動 

教 

學 

活 

動 

語言與文學 

小學教育階段 

個人、 

社會與人文 

體育與健康 

科學與科技 

藝術 
數學 

學 

校 

教 

育 

活 

動 

其 

他 

科 

目 

學習領域 

《課程框架》帶來的改變 

科目設置及課時 

餘暇活動 

每周150分鐘
體育運動 

兩節課間的
休息時間 

更全面地規劃學生 

的學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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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學力要求》帶來的改變 

編寫、選用 
教材 

選擇教 
學內容 

制定教 
學計劃 

創設良好的 
教育環境 

組織實施 
教育教學 

小學教育 

幼稚園畢業 

小學畢業時︰ 

已學會什麼知識 

已具備哪些能力 

養成怎樣的品格 

幼兒教育 

基本學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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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框架》在小學的具體實施 

 怎樣排課？ 

 怎樣安排餘暇活動？ 

 怎樣安排每周150分鐘體育運動時間？ 

 怎樣安排兩節課間的休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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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活 

動 

學習領域 科目 

語言與文學 

第一語文 

（教學語文） 

第二語文 

數學 數學 

個人、社會與人文 品德與公民 

常識 

科學與科技 
資訊科技 

體育與健康 體育與健康 

藝術 
藝
術 

視覺藝術、音樂 

（舞蹈、戲劇） 

             其他科目 

     餘暇活動 

每周教學 

活動時間 

（分鐘） 

1080 

 

至 

 

1400 

每節課最少 
35分鐘，最 

多45分鐘 

體育與健康 
每周不得少 
於70分鐘 

每節40分鐘計，
相當於27-35節 

註：第一語文若為中文須包括普通話；第二語文若為中文可包括普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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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活 

動 

學習領域 科目 

語言與文學 

    第一語文 

（教學語文） 

第二語文 

數學 數學 

個人、社會
與人文 

品德與公民 

常識 

科學與科技 
資訊科技 

體育與健康 體育與健康 

藝術 藝術 

             其他科目 

     餘暇活動 

小學教育階段各科目 

教學活動時間 

（分鐘） 

小學教育階段 

教學活動總時間 

（分鐘） 

49920 - 83200 

224640  

 

 至 

 

291200 

 

 

 

41600 - 58240 

33280 - 49920 

不少於8320 

不少於33280 

不少於8320 

不少於16640 

不少於33280 

0 – 66560 

小學教育階段不得少於14240分鐘 

教學活動時
間不包括 

各段/學期 
末考試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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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教育課程計劃表_說明  
 一至六年級 

教 

學 

活 

動 

學習領域 科目 
小學教育階段各科
目教學活動時間 

每周教學 

活動時間 

小學教育階段 

教學活動總時間 

語言與文學 

    第一語文 

（教學語文） 
平均6-10節/周 

相當於 

27-35節/周 

六個學年教學時間總
共按208周計算。 

 

（一至五年級各35周，
六年級33周，不包括
每學年期/段末考試
時間。） 

第二語文 平均5-7節/周 

數學 數學 平均4-6節/周 

個人、社會
與人文 

品德與公民 平均最少1節/周 

常識 平均最少4節/周 

科學與科技 資訊科技 平均最少1節/周 

體育與健康 體育與健康 平均最少2節/周 

藝術 藝術 平均最少4節/周 

            其他科目 平均0-8節/周 

餘暇活動 
平均最少2節/周 

(按一至五年級各30周，六年級28周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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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計劃表(例) 

註︰每節課4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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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息時間表（例） 

每周體育運
動時間不得
少於150分鐘 

兩節課之間
須安排必要
的休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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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運動時間： 

   小學至高中，學生每周體育運動時間不少

於150分鐘，但期末/段末的考試/評核周除外。 

包括︰ 
    ．體育課（每周至少70分鐘） 
    ．早操、課間操 
    ．各種體育遊戲 
    ．眼保健操 
    ．體育類的餘暇活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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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暇活動 

 對象： 小學學生-必須參加，並達到相應課時規定        

 舉辦者： 學校自行舉辦 

                   學校與校外其他機構協作舉辦 

 要求： 盡可能多樣化 

               學生可自主選擇參加的種類 

               學校須將其納入學校年度教育活動計劃內，並訂                                                                              

定目標、計劃、評核準則，做好評核及記錄 

               評核結果不得作為升、留級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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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教育基本學力要求 

能力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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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一步的理解 

 “基本”的學力是學生必備的最基礎也是最重要的素    

養，它是對學生的“基本要求”而非“最高要求” ；   

 “基本學力要求”不僅包括“知識”和“技能”，還 

    包括“能力”、“情感”、“態度”和“價值觀”， 

    它指向的是學生的整體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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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領域、小學相關科目
教育領域的學者，以及澳
門小學教師共同參與編訂 

小學教育基本學力要求的起草過程 

通過講解會、教師培
訓等途徑收集意見 

推行“先導計劃”，
累積實務經驗及進
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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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教育基本學力要求的具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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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語文及第二語文 
分別設有︰中文、葡文及英文 

每科“基本學力要求”文件 

一、基本理念 

二、課程目標 

三、基本學力要求具體內容 

分為兩個參照年級： 
 小一至小三年級 
 小四至小六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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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語文 

  提高學生運用該種語文的能力 
   （聽、說、讀、寫） 
 

  注重該種語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 
 

  加強文化薰陶，學會尊重不同文化 

中文 葡文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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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語文 中文 葡文 英文 

中文 

聽 

說 

識字與
寫字 

讀 

寫 

綜合 

運用 



26 

第一語文 中文 葡文 英文 

葡文 

聽 

說 

讀 寫 

對語言
的顯性
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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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語文 中文 葡文 英文 

英文 

聽 

說 

讀 

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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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語文 

  發展學生運用該種語文的能力 
   （聽、說、讀、寫） 
 

  注重該種語文的生活化、實用化和情境化 
 

    增進對多元文化的理解和尊重 

中文 葡文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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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聽 

說 

識字與
寫字 

讀 

寫 

綜合 

運用 

第二語文 中文 葡文 英文 



30 

葡文 

聽 

說 

讀 寫 

跨文化
能力 

第二語文 中文 葡文 英文 



31 

英文 

聽 

說 

讀 

寫 

第二語文 中文 葡文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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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 

注重培養數學學習的興趣、自信心。 
 
注重基礎知識的掌握、注重培養數學學習能力。 
 
關注情感、態度、價值觀的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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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 

數學 

數與 

運算 

圖形與
空間 

量與 

度量 

統計與
概率 

代數初
步知識 

情感態
度價值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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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與公民 

 培養愛國家、愛澳門的情感 
 
 發展個人良好品格，形成積極的自我觀念 

及熱愛生活的態度 
 

 培養基本的公民意識和社會公德，以及關愛
大自然的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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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與公民 

品德與
公民 

關於
自我 

我與
家庭 

我與
學校 

我與
社會 

我與
國家 

我與
世界 

我與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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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 

 養成健康的生活及學習習慣 
 
 關注人與社會環境的聯繫，傳承歷史傳統與 

社會文化 
 
 倡導人與自然環境的和諧，促進學生探究與

創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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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 

常識 

健康 

生活 

人文社
會與生

活 

自然環
境與生

活 

科學與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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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 

 掌握基礎的知識與技能，用以解決日常生活
及學習的問題 

 
 啟發學生的思考、想像與創作力 
 
 懂得運用資訊科技與他人溝通、分享，並具

正確使用的態度與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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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 

資訊
科技 

概念與
認知 

道德與
責任 

溝通與
合作 

應用與
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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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與健康 

 建立“健康人生”的發展觀，培養體育運動
的習慣 
 

 增強個體的體適能，促進健康水平的提升 
 

 發展合作精神與社會適應能力，有良好的心
理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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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與健康 

體育與
健康 

運動 

知識 

運動 

技能 

運動與
身心健

康 

運動與
體適能 

運動 
參與 

運動與
社會適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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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 

 培養對藝術的興趣和熱情 
 
 激發學生的創意思維和想像力，發展藝術評

賞能力 
 
 會尊重和包容多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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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 

視覺
藝術 

感受與
認知 

創作與
表現 

反思與
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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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 

音樂 

欣賞 

歌唱 

演奏 

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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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要落實“基本學力要求”，具體要做些什麼？ 

原有課程中已落實了 
哪些基本學力要求？ 

補充 

補充在什 
麼年級？ 

安排在已有課題內？ 
還是要新增課題？ 
通過其他教育？ 

具體要開展什麼
活動？教學方法？ 

優化 
（教學計劃、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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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落實基本學力要求？ 
訂 

定 

目 

標 

選 

取 

教 

學 

內 

容 

組 

織 

及 

實 

施 

 

評 

核 

 

                 組織及實施活動 

（教案、材料、教學活動及其他活動）        

教學單元，課程計劃及進度 
（學年、學期、月、周、日）         

 
小學一至六年級的具體目標 

        

評  核 
（瞭解學生發展水準、活動是否適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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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常識 

基本學力要求 

一年級常識的 

學習要求/目標 

健康與生活 

主題1︰目標 

主題2︰目標 

…… 

人文社會與生活 

主題1︰目標 

主題2︰目標 

…… 

自然環境與生活 

主題1︰目標 

主題2︰目標 

…… 

二年級常識的 

學習要求/目標 

三年級常識的 

學習要求/目標 

圖︰常識科基本學力要求落實至各年級、各主題活動的分解說明 

…… 

 
常識科一至三年級的具體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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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疇 

級別  主題/單元 
健康生活 

人文社會 

與生活 

自然環境 

與生活 
科學與生活 

參

照

年

級 

小一 

- 我的身體 

- 照顧自己 

- 家居安全 

- 我的家 

- 我們的學校 

- 遊公園 

- 歡度節日 

- 公園裡的動物和植

物 

- 生物和非生物 

- 星星、月亮、太陽 

- 科學初探 

小二 

- 個人衞生 

- 食物與健康 

- 善用餘暇 

- 玩具安全 

- 認識祖國 

- 為我們服務的人 

- 物盡其用 

- 動物世界 

- 變幻的天氣 

- 冷和熱 

- 電的應用 

小三 

- 運動和休息 

- 食物的保存 

- 疾病的傳播 

- 藥物的使用 

- 我們的社區 

- 精明消費者 

- 旅遊在澳門 

- 世界風情 

- 植物世界 

- 水世界 

- 光 

表︰常識科一至三年級課程學習內容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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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單元一 單元二 單元十 

單 

元 

活 

動 

… 

單 

元 

活 

動 

單 

元 

活 

動 

… 

單 

元 

活 

動 

單 

元 

活 

動 

… 

單 

元 

活 

動 

課程計劃及進度 

… 

… … 

教學單元，課程計劃及進度 
（學年、學期、月、周、日）         

… … 



  學習範疇 

健康生活 人文社會與生活 自然環境與生活 科學與生活 

學習內容 
基本學
力要求
（編號） 

課時 學習內容 
基本學
力要求
（編號） 

課時 學習內容 
基本學
力要求 

（編號） 
週次 學習內容 

基本學
力要求 

（編號） 
課時 

參 

照 

年 

級 

小一 

我的身體 A-1-1 

A-1-2 

A-1-3 

20 我的家 B-1-3 8 公園裡的動

物和植物 

C-1-1 

C-1-5 

C-1-6 

4 科學初探 D-1-2 

D-1-3 

D-1-6 

D-1-11 

D-1-12 

16 

照顧自己 A-1-2 

A-1-7 

20 我們的學校 A-1-6 

A-1-8 

B-1-3 

B-1-4 

20 生物和非生

物 

C-1-1 

C-1-4 

C-1-5 

C-1-6 

8 

家居安全 A-1-6 

A-1-8 

8 遊公園 B-1-3 

B-1-4 

8 星星、月亮、

太陽 

C-1-8 

C-1-10 

C-1-11 

C-1-12 

12 

歡度節日 B-1-6 

B-1-7 

B-1-8 

B-1-9 

B-1-10 

16 

表︰基本學力要求與小一年級的學習內容及時數配對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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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
課程 

健康 

生活 

人文 

社會與
生活 

自然環
境與生
活 

科學與
生活 

小組
匯報 

參觀
活動 

角色
扮演 

戶外
活動 

動手
探究 

專題
研習 

社區
服務 

觀察
討論 

                 組織及實施活動 

（教案、材料、教學活動及其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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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簡單
機械原理 

自然環境：
認識動植物 

自然環境：
愛惜生命 

健康：具備
安全意識 

人文社會： 
認識社區設施 

自然環境：
細心觀察 

健康：保持
環境衛生 

自然環境：
搜集資料 

主題：遊公園 



課節 名稱 學習目標 基本學力要求 

一 學校生活 1.學生能描述學校的生活作息 

2.學生能明白訂定校規的重要性並培養
守規之態度 

A-1-6 
A-1-8 
B-1-4 
B-1-5 
 

二 學校成員知多少 1.學生能說出學校成員及其責任 
2.培養學生尊重人及合作的態度 

三、
四 

學校內的環境和
設施 

1.學生能描述學校的環境 
2.學生能說出校內的各種設施及其用途 
3.培養學生愛護學校的環境和設施 

五 學校附近的環境
和設施 

1.學生能說出學校附近的建築物、設施
及其用途 

小一年級單元教學設計示例--《我的學校》 

所需資源：電腦、簡報、工作紙、圖片或圖卡、任務情境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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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核 
（瞭解學生發展水準、內容活動是否適宜）        

 形成性評核︰著重學習過程的表現和學習進度，以「促進學習的 
               評核」為目的。評核在任何時間都可以進行，並須 
               透過各種方式持續進行。 
 
 
 
 
 總結性評核︰每學段/學期末進行，教師根據觀察或其他方式， 
               對學生作出評核。測驗和考試是學校常採用的方 
               式，著重量度學生的成績，以評核學習成效為目 
               的。由於通常在學習過程結束時進行，故不能即 
               時對改進教學方案給予回饋。 

觀察 

討論 

口頭提問 學習檔案 

同儕互評 自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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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框》、《基本學力要求》的實施

日程 教育階段 14/15 15/16 16/17 17/18 18/19 19/20 

幼兒 一至三 15/16起實施 

小學 
一至三 16/17起實施 

四至六 17/18起實施 

初中 

初一 17/18起實施 

初二 18/19起實施 

初三 19/20起實施 

高中 

高一 17/18起實施 

高二 18/19起實施 

高三 19/20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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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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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 

小學 

中學 

特別關注︰幼、小、中的銜接 

 啟蒙性 
 避免小學化傾向 

 基礎性 
 培養學習習慣 

 發展性 
 確立志向及 
   做好生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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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 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