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17 

澳門 

課程改革與發展 

（中學教育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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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及方向 

二.具體內容 

三.學校課程開發 

四.配套支援 

課程改革內容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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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及方向 

中學教育遇到甚麼挑戰？ 

國際及本澳研究告訴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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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發展 

語文能力 

身心素質 

品德與公民修養 

創新思維 

國際視野 

藝術素養 

非高等教育發展
十年規劃 

 
(2011-2020年)  

一.目的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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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輕學習負擔
並保持競爭力 

個性、潛能及
創造力得以充

分發展 

一.目的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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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 

小學 

中學 

 啟蒙性 
 避免小學化傾向 

 基礎性 
 促進學習成功 

 發展性 
 確立志向及 
   做好生涯規劃 

一.目的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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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體內容 

課程框架 

基本學力要求 

促進學校整體課程結構的優化 
(科目、課時) 

讓教學更關注學生的全人發展 
（內容、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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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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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 過去（回歸前） 

第11/91/M號法律 

澳門教育制度 

第38/94/M號、39/94/M號、 

第46/97/M號法令 

幼兒及小學、初中、高中的 

課程組織 

課程大綱 

（公立學校遵循； 

    私立學校參考） 

教育
改革 

 

課程 

改革 

第9/2006號法律 

非高等教育制度 

綱要法 

第15/2014號行政法規 

本地學制正規教育 

課程框架 

第10/2015號行政法規 

本地學制正規教育 

基本學力要求 

幼兒 小學 初中 高中 

由司長批示頒布具體內容 

二.具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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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框架 

．課程發展準則 

．學習領域及科目設置 

．教育活動時間的規定 

基本學力要求 

．學生素養的基本要求 

．引領各階段及科目的  

 教材  內容 

 進度  方法 

規
劃 

校本課程 

規
劃 

二.具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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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框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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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195學日”從2014/2015學年起在所有階段全面實施 



 科學安排 教育教學活動時間  

11 

2.1    《課程框架》 

 提供全面、均衡、多元的課程  

 給予學校足夠的彈性空間  

 195學日    

 設立學習領域    餘暇活動   

 高中文理兼修   

 分科、綜合、選修   教學進度、內容等
校本課程的開發  

 加強公民、體育、藝術教育  

 減少每周課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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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 
身心素質、獨立學習能力、 
社會實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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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活動類別 一至三年級 

教 

學 

活 

動 

 
 

學習領域 科目 
初中教育階段各科目 
教學活動時間（分鐘） 

每周教學 
活動時間 
(分鐘) 

初中教育階段教學
活動總時間（分鐘） 

語言與文學 

第一語文
（教學語文） 

20600 - 37080 

1120 

 

至 

 

1600 

     115360 

 

         至 

 

     164800 

第二語文 20600 - 37080 

數學 數學 20600 - 28840 

個人、社會
與人文 

品德與公民 不少於8240 

社會與人文 不少於12360 

科學與科技 
自然科學 不少於12360 

資訊科技 不少於4120 

體育與健康 體育與健康 不少於8240 

藝術 藝術 不少於8240 

                         其他科目 0 – 49440 

 餘暇活動 初中教育階段不得少於7040分鐘 

其他教育活動 教學活動及餘暇活動以外的教育活動 

社會與人文、 
自然科學、 
藝術可分科 
也可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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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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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活動時
間不包括 

各段/學期 
末考試時間 

其他科目可
為必修也可
為選修，不
得與表中科
目相同 

“初中教育課程計劃表” 
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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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教育課程計劃表_說明  

 

 

 

 

 

 

 

 

 

 

 

 

                                    一至三年級 

教 

學 

活 

動 

 

學習領域 科目 
初中教育階段各科目

教學活動時間 
每周教學 
活動時間 

初中教育階段教學活
動總時間上下限 

語言與 

文學 

第一語文 

（教學語文） 
平均5-9節/周 

相當於 

28-40節/周 

 

三個學年教學時間
總共按103周計算
（一、二年級各35

周，三年級33周，
不包括每學年期/
段末考試時間）。 

一、二年級每學年
各39周（學校可按
每學校年度195學
日自主安排教學周
數），三年級在確
保遵守初中教育階
段教學活動和餘暇
活動時間規定的前
提下，可不受195

學日的限制。 

第二語文 平均5-9節/周 

數學 數學 平均5-7節/周 

個人、社會
與人文 

品德與公民 平均最少2節/周 

社會與人文 平均最少3節/周 

科學與科技 
自然科學 平均最少3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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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節/周 

                      其他科目 平均0-12節/周 

餘暇活動 平均最少2節/周(按一、二年級各30周，三年級28周計算) 

其他教育活動 教學活動及餘暇活動以外的教育活動 

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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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教育階段的課程設置範例（以每節40分鐘計算） 

《課框》科目 
學校 

實際開設科目 

各科每週課節數 教育階段 

總課時 

（分鐘） 

《課框》 

總課時規定 初一 

（35週） 

初二 

（35週） 

初三 

（33週） 

第一語文 中文 6 6 5 23400 20600-37080 

第二語文 英文 6 6 6 24720 20600-37080 

數學 數學 6 6 6 24720 20600-28840 

品德與公民 品德與公民 2 2 2 8240 不少於8240 

社會與人文 

社會 4 

16480 不少於12360 歷史 2 2 

地理 2 2 

自然科學 

綜合科學 4 

16480 不少於12360 
物理 2 2 

化學 1 1 

生物 1 1 

資訊科技 資訊科技 1 1 1 4120 不少於4120 

體育與健康 體育與健康 2 2 2 8240 不少於8240 

藝術 
視覺藝術 1 1 1 

8240 不少於8240 
音樂 1 1 1 

其他科目 
葡文 5 5 5 

21920 0-49440 
選修︰商業 / 創意設計  1 

每週科目總課節 / 分鐘數 
38節 

(1520分鐘) 

38節 

(1520分鐘) 

38節 

(1520分鐘) 
156560 

115360至
16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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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 
志向、生涯規劃、 
公民意識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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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教育課程計劃表” 

17 

 

 

 

 

 

 

 

 

 

 

 

 

        教育活動類別 一至三年級 

教 

學 

活 

動 

學習領域 科目 高中教育階段各科目
教學活動時間（分鐘） 

每周教學活動
時間（分鐘） 

高中教育階段教學
活動總時間（分鐘） 

必 

 

修 

語言與文學 

第一語文 
（教學語文） 18600 - 26040 

 

1200 

 

至 

 

1720 

 

111600 

 

至 

 

159960 

第二語文 18600 - 26040 

數學 數學 14880 - 26040 

個人、社會
與人文 

品德與公民 不少於3720 

社會與人文 不少於5600 

科學與科技 
自然科學 不少於5600 

資訊科技 不少於3720 

體育與健康 體育與健康 不少於7440 

藝術 藝術 不少於5600 

                  其他科目 0 – 48360 

 
選 
 
修 

語言、社會與人文及經濟類科目 
數學及自然科學類科目 

體育及藝術類科目 
技能導向教育科目 

不少於27840 

     餘暇活動 高中教育階段不得少於6240分鐘 

其他教育活動 教學活動及餘暇活動以外的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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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與人文 
自然科學、 
藝術可分科 
也可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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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活動時
間不包括 

各段/學期 
末考試時間 

其他科目為
本表以外的
一個或多個
科目，不得
與表中科目

相同 

高中 (不適用於職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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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教育課程計劃表_說明  

 

 

 

 

 

 

 

 

 

 

 

 

                                       一至三年級 

教 

學 

活 

動 

學習領域 科目 
高中教育階段各 

科目教學活動時間 

每周教學 

活動時間 

高中教育階段教學活
動總時間上下限 

必 

修 

語言與文學 

第一語文
（教學語文） 

平均5-7節/周 

相當於 

30-43節/周 

 

三個學年教學時間
總共按93周計算
（一、二年級各35

周，三年級23周，
不包括每學年期/
段末考試時間）。 

一、二年級每學年
各39周（學校可按
每學校年度195學
日自主安排教學周
數），三年級在確
保遵守高中教育階
段教學活動和餘暇
活動時間規定的前
提下，可不受195

學日的限制。 

第二語文 平均5-7節/周 

數學 數學 平均4-7節/周 

個人、社會與人文 
品德與公民  平均最少1節/周 

社會與人文 平均最少1.5節/周 

科學與科技 
自然科學 平均最少1.5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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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節/周 

                    其他科目 平均0-13節/周 

選 
修 

語言、社會與人文及經濟類科目 
數學及自然科學類科目 
體育及藝術類科目 
技能導向教育科目 

平均最少7.5節/周 

餘暇活動 平均最少2節/周(按一、二年級各30周，三年級18周計算) 

其他教育活動 教學活動及餘暇活動以外的教育活動 

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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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教育階段的課程設置範例（以每節40分鐘計算） 

《課框》科目 
學校 

實際開設科目 

各科每週課節數 教育階段
總課時 

（分鐘） 

《課框》 

總課時 

規定 
高一(35週) 高二(35週) 高三(23週) 

文 理 文 理 文 理 

必
修 

第一語文 中文 5 5 5 5 5 5 18600 18600-26040 

第二語文 英文 6 6 6 6 6 6 22320 18600-26040 

數學 數學 5 5 5 5 5 5 18600 14880-26040 

品德與公民 品德與公民 1 1 1 1 1 1 3720 不少於3720 

社會與人文 環境與社會發展 2 2 2 2 5600 不少於5600 

自然科學 科學與生活 2 2 2 2 5600 不少於5600 

資訊科技 資訊科技 1 1 1 1 1 1 3720 不少於3720 

體育與健康 體育與健康 2 2 2 2 2 2 7440 不少於7440 

藝術 
視覺藝術 1 1 1 1 

5600 不少於5600 
音樂 1 1 1 1 

其他科目 葡文 4 4 4 4 4 4 14880 0-48360 

選
修 

語言、社會與人文及經
濟類科目 

 

數學及自然科學類科目 

 

體育及藝術類科目 

 

技能導向教育科目 

文學 3 2 3 2 4 1 

42720 
不少於 

27840 

歷史 3 3 4 

地理 2 2 4 

會計 2 2 2 

商業 2 

進階數學 2 2 4 

物理 2 2 4 

化學 2 2 4 

生物 2 2 3 

每週科目總課節 / 分鐘數 
40節 

(1600分鐘) 

40節 

(1600分鐘) 

40節 

(1600分鐘) 
148800 

111600至
159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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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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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時間： 

在相鄰兩節課之間，須為學生安排適當的休息時間。 

第一節 

第二節 

小休 

第三節 

小休 

第一節 

第二節 

第三節 

課間操及小休 

第一節 

第二節 

第三節 
課間操及小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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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學至高中學生必須參加，並達到相應課時規定。 

           （約平均每週不少於80分鐘。）        

 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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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餘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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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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 

幼稚園/小學/初中/

高中畢業時，學生
最基本的素養要有
哪些？ 

學會什麼知識 

具備哪些能力 

養成怎樣的品格 

2.2    《基本學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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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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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須根據“基本學力要求” 

      規劃及實施校本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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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學力要求的設計 

科目 

第一語文（教學語文） 

第二語文 

數學 

品德與公民 

社會與人文 

自然科學 

資訊科技 

體育與健康 

藝術 

（包括︰視覺藝術、音樂） 

第一語文及第二語文 
分別設有︰中文、葡文及英文 

按《課框》的必修科目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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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科“基本學力要求”文件 
內容包括︰ 

一、基本理念 

二、課程目標 

三、基本學力要求具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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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高中各科目課程發展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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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語文 

引導學生深入認識該語言的文化，理解和尊重多
元文化，關注語言學習的人文價值。 

培養學生自主學習，重視學習方式的多樣化和有
效性。 

中文 葡文 英文 

初中 

高中 

拓寬學生的文化視野，全面提升學生的語文素養。 

關注學生個性特徵和生涯規劃， 滿足學生的自我 

    發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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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語文 中文 葡文 英文 

重視語文學習的交際功能。 

重視課程的適切性，創設豐富的語文學習環境，
提倡學習方式的多樣化，努力提高學習效率。 

初中 

高中 

增強課程的靈活性和適應性。 

注重綜合性學習，為升學或就業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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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 

課程內容適應學生個性化需求，為學生發展奠定
基礎。 

教學應體現數學的思維過程及學習方式的多樣化，
並重視數學與資訊技術的整合。 

初中 

高中 

為進一步學習提供必要的數學準備，進一步學會
數學地思考，發展問題解決的能力。 

教學應體現數學的思維過程及學習方式的多樣化，
並重視數學與資訊技術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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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與公民 

以學生逐漸擴展和豐富的現實生活為基礎。 

價值引導與學生的主動探究和自主實踐相結合。 

重視學生公民素養的提升和國際視野的培養。 

初中 

高中 

重視學生的自主分析與判斷，培養反思能力和 

    理性精神。 

拓寬學生的國際視野，培養“地球公民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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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與人文 

珍視學生的生活經驗和發展需要，整合社會與
人文學科的知識。 

著力發展社會與人文學科的關鍵學習能力。 

初中 

高中 

培養社會與人文方面的核心知能。 

提倡議題探究，拓展社會與人文方面的視野和 

    求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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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學 

引導學生理解科學、技術、社會與環境之間的
關係。 

宣導科學探究，注重教學方式方法的多樣化。 

初中 

高中 

使每一位學生的科學素養水準都得到提高。 

加強學科間的聯繫，積極宣導探究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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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 

促進學生更好地融入資訊化社會。 

發展學生在日常生活中善用資訊科技的能力。 

初中 

高中 

發展學生的思維品質和創新意識。 

關注資訊科技的發展和影響，培養現代資訊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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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與健康 

培養“健康人生”觀念。 

引導學生掌握體育鍛煉方法。 

激發學生體育運動興趣，培養終身體育運動習
慣的能力。 

初中及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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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 

以本地文化為基礎，體現世界多元文化。 

以富有創造性的藝術實踐為主要手段，促進自
主和創新的視覺藝術學習。 

初中 

高中 

促進學生形成終身學習和追求藝術的意願與能力。 

關注學生身處的視覺文化時代，深化視覺藝術學 

    習的綜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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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 

關注音樂實踐，促進音樂感悟，提升審美品味。 

推進本地音樂，重視多元文化。 

高中 

陶冶個人的精神與品格，提升學生整體文化素質。 

發展創意潛能，培養創造力。 

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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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因應“基本學力要求” 

規劃及實施學校課程？ 

三.學校課程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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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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力沒有的， 
如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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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及實施學校課程的基本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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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至三年級各級的校本目標/要求 

        

評  核 
（瞭解學生發展水準、活動是否適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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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學力要求 

校本要求 

各年級的分解 

訂定各年級的 
單元及目標 

選擇、組織具體 
課程內容及活動 

評核 

開展教學/學習活動 

數學 

C–1–5 掌握平均數、中位數、眾數、…、標準差等概念， 

會計算或會用計算器計算這些統計量以解決簡單的統計問題。 

掌握概念，會應用解決 

簡單的統計問題。 

二年級︰平均數、中位數、 

                眾數 

三年級︰極差、方差、 

                標準差 

課堂教學 

專題研習（調查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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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正確把握 

     

4. 深入探索 

學習“基本學力要求”
中的內容，領會其精
神實質，瞭解其各項
指標內涵，正確把握
各範疇的要求。 

2. 不斷嘗試 

有意識地對“基本學
力”進行教學嘗試，
使教學目標的制定與
達成更加到位。 

3. 課堂實踐 

以課例為例進
行研討，提高
課堂實踐能力。 

不斷研究、探索教
材教法，進一步促
進 “基本學力”
的實施與落實。 

落實基本學力要求的策略（先導計劃的經驗） 



                  

舉行數學
活動日， 
利用iPAD
進行數學
互動遊戲。 
 

自己設計
量度工具
進行測量 

利用數學
軟件進行
教學 

學生自主確
立研究主題，
收集資料，
討論分析，
展示成果。 

小組合作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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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配套支援 

研習培訓 

教材解說 

講解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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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配套支援 

出版教材 

構建網絡平台 

研發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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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  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