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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教育的特徵

一一自由和多樣化

張子明＊

前 言

澳門距香港一小時的海上航程（以往三小時），澳門及香港居民百分之九十

以上均爲華人，他們大部份都是在五六十年代從中國大陸移居香港和澳門的移民

，他們中不少人均有親戚在國內，故此，中港澳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

港澳及珠江三角洲一帶居民普遍均說廣東話，澳門居民一直受着香港傳媒如

收音機、報章、雜誌、電視、電影、歌曲等文化因素的影響，加上兩地的經濟制

度相同，兩地均同樣是，或曾是歐洲國家的殖民地，在如此接近的社會及文化背

景底下，在討論澳門任何社會或敎育問題時，均難免不與香港相提並論，尤其是

在八十年代以前，國內封閉，港澳之間之交流相對地更是密切。

近年香港經濟強勁，澳門位於其旁而得益，香港的經濟及文化影響已從珠江

三角洲逐漸北上伸延 至內陸，預計將來 ，粤港澳不單只一家 親，隨著一九九七 、

一九九九的來臨 ，粤港澳的關係 必將進一步加強 。

其實，在現今科技進步、資訊發達的社會裏，我們何嘗不是時刻受着世界各

國的影響？我們也在內裏發揮着對其他人的影響力？

＊ 敎育曁青年司敎育硏究曁敎育改革輔助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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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澳門中小學敎育制度（1989／90） （學生％）

資料來源：張子明等1 9 9 2 。

二、香港中小學敎育制度（1989／90） （學生％）

資料來源：敎育署1 9 8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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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將香港英童學校及國際學校的學制均納入“香港敎育制度”內，則香港的

敎育 制度 實較 澳門 的更 爲複 雜。 若論 主 流學 制， 香港 中學 的主 流學 制是 3＋ 2，

澳門中 學的 主流 學制是 3＋ 3， 兩者 均覆蓋 絕大 多數 的學 校。另 外， 佔全 澳門 大

多數的中英文學校均採用香港出版的敎科書，故可以說，澳門的學校在敎學內容

上，與香港差別不大。

二 、澳門的課程

澳門並未有像香港敎育規例中所規定的：禁止在校內進行政治活動（H．K．

1 986第98條）。澳門只是一些天主敎學校在其敎職員聘約內註明：“在校內、校

外應避免對學生談及政治……”。（潘嘉麟1 991 ）香港方面已對有關條例進行修

改（H．K．1 992第98條），澳門的學校是否也應隨時代的轉變，改變其學校行政

體制及將聘書內有關的限制予以剔除，而將學生對政治的認識納入常規課程如公

民敎育中呢？顯然，這是培養一個現代社會的公民所必須。澳門天主敎學校聯會

已於一九九一年完成編印了一套公民敎育課程，其中內容也有介紹各種政治思想

和意識型態（江洵美1 992）。

至於課程設置及課程內容，澳門也沒有像香港敎育規例所規定般，須經敎育

署長核准（H．K1 9 86第92條），而 且新一類的“直接資 助學校”可完全自主 課

程（敎統會1 988）。一九九二年修訂的敎育規例（H．K．1 992第92條），已將“

任何學校只能根據經敎育署長批准的課程綱要授課。”（H．K．1 986第92條一款）

廢除。其實一向以來，香港政府均予學校一定的自由度（布政司署1 98 1 ），一九

八八年的“校本課程計劃”就是讓學校及敎師配合自己學校的特別需要而設計學

習活動和敎材（星島日報1 5／9／1 988）。

三 、敎師來源多樣化

澳門的敎師有本地的、有從葡國來的、有中國、香港來的、有從東南亞其他

地方來的，也有赴台灣升學回澳的，這些敎師在文化背景、思想型態上都有一定

的差異，但這些敎師只要獲得澳門的居留權，及在不牟利私立學校任敎，均同樣

享有政府的津貼，並不如香港對非本地及非英國畢業的敎師所採取的不同對待（

敎統會1 992）。當然，敎師質素的保證是一個問題，究竟訂立敎師職程（薪級表）

—— 將敎師薪酬與公務員薪酬掛鈎，來“穩定敎師的社會地位”、“保證敎師的

質素”？還是用市場機制、讓敎師成爲自由職業（像醫生、會計師等）？再加上

自設或公定的最低薪酬標準？都值得研究。

四 、學生來源多樣化

雖然，絕大部份的學生是本地出生的，部份葡國出生的學生隨其父母從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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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澳任職政府部門而入讀葡文學校，而在官制葡文私校就讀的，多爲本澳土生葡

人子弟，近年從中國移居來澳的新移民子弟，除了入讀一般中英文學校外，他們

也較多入讀中葡學校。

如此，各類型的學校，加上各類型的辦學團體：政府、私人、天主敎各修會

、基督敎各分會、街坊會、同鄕會等，形成澳門辦學團體及學校的多元化，他們

之間，正如香港的辦學團體，各有其辦學宗旨和特色，在課程方面也有其側重和

差異，但只爲有錢人而設的“貴族學校”至今仍未在澳門出現。

五、選校的自由

澳門家長有選校的自由，學校有選擇敎職員的自由，敎職員也有選擇學校的

自由，就像其他服務行業，若被預留座位或已客滿當然必須“候補”或轉往其他

同類機構。澳門敎育是在一自由市場的機制下運作，自由市場當然不無缺點，但

在這民主化、自由化、專業化高唱入雲的世界大潮流下，澳門是否要逆其道値得

深思 。

若引用澳門四個敎育系統（統計司1 992）的分類方法，說澳門沒有統一的學

制，而忽略了大部份學校都是採用大同小異的敎學內容，以筆者之見，這只是看

表象，掌握不到澳門敎育的現實和內涵。

又，澳門沒有“統一派位”制度，澳門市民並沒有抱怨不公平，只是抱怨學

位難求，“選擇”有限。由於澳門還未有全面的免費敎育，市民抱怨學費太貴。

其實，現在世界各國，尤其是已發展國家都已察覺到，敎育投資是一無底深潭，

投資愈多，需求愈大。故此各國紛紛從“成本效益”（Cost ef fec t i veness）

或“高效能學校”（Ef fect i ve School）方面動腦筋（敎育統籌科1 991 ）。

六 、學生出路多樣化

社會上各大企業對中學畢業生的招攬有其傾向性。這或許與其行業本身的特

徵需求和學校的背景及敎學語言有關，如早年中資機構多聘用濠江、勞工子弟 、

培道、敎業等校的學生，而洋行、出入口業務多聘用英文學校的畢業生，相信這

情況與香港無異。這種情況我們可醜化它爲就業的“不平等”而須予以“改造”

，也可把他說成“各適其式”，端視乎我們的主觀判斷。

至於社會團體，則是多元自由的組合，他們具有結社的共同目標，並未因各

成員出身學校的不同，所受敎育的不同，（其實敎師的不同較之課程的不同對學

生的影響來得大），不同的就業機構而有明顯分化的現象。

除了社會上各行各業可供本澳畢業的學生選擇外，升學方面，學生可選擇本

澳、中國、香港、台灣、美國、澳洲、加拿大及葡國等地升學（學生福利廳1 992）

，就如擇業，是基於雙方能力、條件等多面的考慮，假如以公平爲由，只採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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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標準，如就業只看文憑或統一考試結果作爲任用或取錄的條件，則取錄只會

流於片面性和扼殺更多的適應性，在一自由社會，我們應確保就業的多元化，同

時確保沒有人因家庭出身（門弟）或缺乏社會關係而失業，在私人就業市場，我

們不應因少數人憑關係取得某些個別職位而提議設立統一的考試制度，擔任公職

除外。

雖然澳門政府未實施全面的免費敎育，但對幼、小、中、高等學生的助學金

及學費津貼，已基本上保障了所有學齡人士的機會，而不論在那裏唸書的畢業生

，只須通過澳門政府的“學歷認可”，在政府部門工作的待遇基本上是一樣的。

但“學歷認可”在行政程序或專業上還應力求改進，以臻完善，但學歷認可的結

果，應只限於公職或以公帑支薪的行業。

顯然，時代不斷在進步，社會上存在着人謀事與事謀人的各種情況，在講求

實效的私人企業，已從家族管理逐漸過渡到企業管理，從用人唯親而轉爲用人唯

能，我們決不能假以公平爲名，把社會變成文憑或學歷主義的社會，又或讓某一

項社會制度成爲少數人操控的工具，或製造另一類特權階級。

總而言之，澳門大致上不因學生或個人出身的不同而有機會受到嚴重剝削的

普遍現象。

七 、結論

綜觀以上各點，可見澳門的敎育是一 包容性極強、一個開放的系統（制度 ）

，此乃實爲澳門敎育及社會的特點，它伴着我們生活，也隨着時代發展，試看今

天澳門敎育的規模，雖不及一些先進國家，但各方面已較以前進步。

要進行敎育改革，必先對澳門的敎育有全盤透徹的認識，掌握其核心問題的

所在，也要了解其固有的條件及局限性，在有理論、懂區情、聽民意的情況下循

序漸變，才能穩步向前，改善澳門的敎育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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