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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澳門私立中學品德與公民科的
教學困境

袁金淑*

一、前言

研究者希望透過十多年的教學實踐，回顧澳門私立中學品德與公

民科（以下簡稱品公科）教學情況，分析該科教學現況，找出該科存

在的教學困境，從而向教育當局、學校和教師提出今後努力方向。研

究者期盼通過研究，共同重視品公科的發展，造福下一代。

二、回顧澳門私立中學品德與公民的教學情況

2011年5月16日澳門日報第F文化教思版指出公民教師的十大教學

困境，包括：1.基本學力太高，要通過課程完成基本學力要求是遙不

可及的事；2.該學科層面太廣，教師難以“通識”；3.學生重文理，輕

公民課現象普遍；4.該學科承擔太多社會責任，任何突發事件都和公

民科有關；5.學校管理層對該學科教學法普遍欠認識，教學法不被認

同；6.學生品德發展是公民科教的責任，其他教師參與少，課程滲透

更是談何容易；7.個別學校公民教師由班主任和中文科兼任，學科專

業的不可替代性無從談起；8.該學科缺乏系統化的師資培養，進修課

程沒有被認可的渠道；9.個別學校只允許單一倫理價值的存在，具爭

議性的議題往往無法在教學中討論；10.個別學校無法騰出初中每周兩

節課，高中一節課的課時安排，教學前景不明朗。1

對於以上觀點，研究者持認同態度，原因這十多年教學都遇到上

述困難。研究者1999年畢業於華南師範大學，多年來一直擔任公民科

和其他學科。學校於2004年增設公民科組，研究者被委任該科科組長

* 任職培華中學，華南師範大學教育管理學博士。

1. 弘智：“公民教師的教學困境”，《澳門日報第》F版文化教思版，2011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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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職2，直到現在。2004年澳門開放賭權，為了提升學生的思想品德，

教青局於2008年成立德育中心，作為管理品公科的教育輔助機構。

過去，研究者第一年擔任公民課的時候，不但任教級數多、班級

多，而且缺乏教材。因此，由於教學經驗不足，需用大量時間備課，

特別是該科要求教師要有廣博知識，而且每當社會發生突發事件，例

必與公民科有關。故此，公民教師重點工作是備課，必須要讀報紙、

看新聞，才能知天下事，與學生在課堂上討論、分享和交流。

同時，當時公民教師都以校長、主任、級組長、語文教師、歷史

教師、數學教師、體育教師為主。1999年學校沒有設立公民教育科

組，但是同級要進行備課，共同出測驗、考試卷、專題報告，以及每

段、每學年均要總結。

還值得一提的是，公民教師有部份是固定的，但有部份是不斷變

換的。例如德育主任、資深語文教師，以及研究者(兼任兩個科組)為
固定教師，而語文、數學、歷史等教師，他們的專業以語文、數學、

歷史為 主，只任教一至兩節公民課，即學校有需要時，就叫教師兼任

公民科，一般教師都會答應學校要求。換言之，基本上所有公民教師

都是跨學科的，兩邊教學都要兼顧。正因如此，很多教師不喜歡擔任

公民科，原因是教師只任教一級一班、一級兩班、二級兩班等，無形

中加重了他們的工作量。雖然該科每周一節，但是備課專業性高、時

間長，上課效果不一定理想。因為公民科一直欠專門、專職、專業的

教師，更加缺少對該科的管理，這才是它的致命傷。

三、分析澳門私立中學品德與公民科的教學現況

自《課框》、《學力》相繼頒佈後，公民教育科也改名為品德與

公民科。站在這個具有特殊學科的教學前線上，研究者見證了該科幾

點改變，說明如下：

2. 2004年培華中學增設公民教育科組，袁金淑老師被委任第一位科組長，留任至今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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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材從冇到有

1999年研究者任教公民科四個年級，分別為初一、初二、高二和

高三等(還要任教其它學科)。還清楚記得，該科初中教材十分缺乏，

而高中以《澳門基本法》為主。直到2009學年，初中開始採用由人

民教育出版社、課程教材研究所編著《品德與公民》澳門教材試行

版。2019年度再採用新版《品德與公民》。3 然而，高中除《澳門基

本法》外4，由於課時不足，《品德與公民》只有選擇部份內容作為教

材，原因有些內容難度性較大。

此外，還採用由教育暨青年局出版、財團法人杏陵醫學基金會編

寫的《真愛人生》初中和高中性教育教學輔助資源5，再加上由澳門

特別行政區廉政公署編寫的《學而思》、《思而行》等誠信教育系列

教材。6 現在品公科初步有本土教材，成績令人鼓舞的。相反，也對

品公教師造成較多教學壓力，因為形形式式的教材，為他們的備課和

課堂帶來更嚴峻挑戰，而且教師工作量只有加法，沒有減法。由於教

材涉及不同知識面，如愛國主義教育、基本法、法律知識、性教育、

犯罪、賭博、吸煙、生命教育、生涯規劃、理想前途、家庭、交友等

等，總之，品公教師要甚麼都懂、甚麼都會、甚麼都知。以上事例說

明，該學科的獨特性，當教材難處理、把握力度弱的時候，對品公教

師的課堂造成影響，妨礙課堂教學效能。

（二）課時調整

《課框》實施後，初中品公課由每星期只有一節，調升到每星期

兩節7，高中品公課節保持不變。面對社會急速發展，賭權開放後，對

3. 人民教育出版社、課程教材研究所編著：《品德與公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

4. 澳門中華教育會：《澳門基本法課本》中學適用(修訂本)，澳門中華教育會出版。培

華中學自1995年創校至今，過去的公民教育科組，現在為品德與公民科組在高中部一

直採用此課本，加強學生的愛國主義教育。

5. 台灣財團法人杏陵醫學基金會編寫：《真愛人生》（高中性教育教學輔助資源），教

育暨青年局出版，2012年12月第一版。

6. 澳門廉政公署：《學而思》、《思而行》，廉政公署出版，2012年和2016年。

7. 自第15/2014號行政法規《本地學制正規教育課程框架》實施後，培華中學初中的品德

與公民課由一節，提升到二節。高中仍然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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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居民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等帶來不同程度的影響。特別是

家庭功能慢慢減弱、青少年偏差行為漸多、學生學習動機下降等都對

教師的教學造成衝擊，因此，教育當局希望提升學生的道德修養，這

點研究者心表認同。

澳門博彩業的蓬勃發展，為政府帶來亮麗、豐盛的收入，但是，

事物發展既統一，又對立。有部份青少年問題日益嚴重，學習動機每

況愈下，急功近利、不勞而獲的心態，令人倍感憂心。從以下兩個案

例，說明如下：

2012年12月21日，澳門日報指出，一名年僅15歲的少年凌晨趁

假期與友人到皇朝區一夜店消遣時，疑因小事與另一幫“惡少”起爭

執，遭多人街頭追打，大好青年慘遭活生生毆斃，逞兇者在警員到場

前已作鳥獸散。8 最後，該案件的主審法官判處八名被告入獄8年至8年

5個月，賠償死者家屬120萬元。另4人脫罪，3人准緩刑兩年。9

2019年2月21日，澳門日報指出，女學生疑不滿吸煙被人“篤背

脊”，竟找來另外八名同黨將“多嘴”女同學從祐漢快餐店挾走，至

附近商場暗角執行“私刑”，不但以水淋濕身、強迫抽煙，更迫食燒

燶薯條、以雪糕擺頭上凌辱事主，並以手機錄下過程，勒索對方6千

元。事主隨後由家人陪同報警，司警將涉案的9名未成年男女帶查，移

送法辦。10

從以上事件，可以看見，自從澳門回歸以來，社會正在不斷變

革，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青少年問題每年都在變化，特別是

高離婚率、單親和雙職家庭增多，社會需要付出代價。過去，研究者

經常撰寫文章，重視學生的品德教育、關注家庭功能的變化、設立專

職公民教師和重視公民科建設11，學校重視學生的品德教育。12 只是，

有關當局管理該科的力度仍有待加強，今天青少年的成長問題將為社

會發展，帶來沉重包袱，而且將會禍及下一代。

8. “一名年僅十五歲的少年被打死”，《澳門日報》A6版，2012年12月21日。

9. “皇朝毆鬥至死案八青判囚八年，需賠償死者家屬120萬元”，《澳門日報》2014年7
月26日。

10.“女生遭九生凌辱勒索”，《澳門日報第》A1版，2019年2月21日。

11. 袁金淑：“加強青少年愛國愛澳的建議”，《澳門日報》蓮花廣場版，2015年5月13日。

12.“關注澳門青少年品德發展”，《澳門日報》2013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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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用科研促教學、增強學生素養

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調查研究的目的，為了解決困

境，縱使不能解決問題，也能分析問題，把實際問題提出來，供大家

思考和多想辦法。從《附件一》可見，這些年研究者在品公科的教學

上，貫徹學校“德育為先”的方針，堅持理論聯實際，運用社會大

事、新聞事件，對學生進行愛國、愛澳、愛校、愛家、愛自己的教

育。例如，人口政策、青年政策、交通事件、現金分享、粵澳駕照互

認、環保問題、留級現象、輟學現象、龍鈔事件、離補法案、手提電

話研究、網絡教育、生命教育、中學生金錢價值觀、關注青少年的健

康成長等一系列課題。研究者把活生生的教材，利用課堂，展現給學

生，通過分析、擺事實，讓學生發表意見，引導他門反思問題，培養

學生關心家事、國事和天下事，更好地培養他們正確的價值觀，成為

一位合格公民。

其身正，號令而行：其身不正，號令而不行。作為品公教師應有

更高的素養和知識水平，與時俱進教育學生。現時在《課框》、《基

力》的指導下，該科有了一條清晰發展的路向，但是，從現時品公科

的發展來看，任何教師都可以任教品公課，這種觀點有待轉變。然

而，並不是每位教師都能上好每節品公課。這看似表面輕鬆、容易的

品公課，其實很多教師不願意任教該科，只是基於課節問題，迫於無

奈才兼任，未能發揮他們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難以培養他們的專業

性，重要是品公教師看不到該科的教學前景和希望。

研究者認為，澳門非高等教育領域無論對該科的建設和管理、品

公教師專業的培養，缺乏明確的實際目標，今後仍需繼續加強，重點

扶持，給予該科實實在在的幫助，這條路任重道遠，有待各方的努

力，共建品公學科。

四、澳門私立中學品德與公民科的教學困境

現時品公學科依然存在一些極待解決的現實問題，期盼有關當局

作出深入調查，對中小學來說，應該著重研究現實問題。通過研究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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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問題、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使該科有更新、更強、更好的發展願

景，說明如下：

（一）有學科，但缺乏專職、專業的品公教師

隨着特區政府推出“教育興澳、人才建澳”等口號，用教育法規

保障教育事業的發展，例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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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然而有關當局卻忽視了品公師資隊伍建設，《基力》指出，

“小學、初中和高中教育階段的基本學力要求按科目訂定，包括中

文、葡文、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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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等”。13 每個科目都有專職和專業的教師隊

伍，何解只有品公科沒有這種師資力量？是否有違教育法規和法律，

還是涉及到教育管理疏忽？或是教育制度多元發展的犧牲品？究竟是

哪個環節缺失，教育當局應該立即啟動研究該科的發展路向，否則，

該科依然原地踏步，制約教學發展的空間。

眾所周知，高等院校沒有品公這個專業，但是品公教師要具備上

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學術水平。長期以來，我們一直輕視師資發展，

過去和現在都是由班主任、語文教師、歷史教師、數學教師，以及學

校行政等擔任品公教師。歷史遺留問題到今時今日根本未變，大多數

教師不喜歡任教品公課，因為沒有發展前途，教師在該科上只充當一

位過客，欠歸屬感。品公課純粹為填補教師節數缺失，而不只為有效

管理該科而培養教師，有關當局只為完成有人任教品公課節，欠缺思

考教師的承載能力，難以提升品公教師的專業發展，失去該科的真正

價值。

（二）品公教師任務繁重

有任教品公教師指出，2018年度她任教3個年級，即初三、高二

和高三，共8個班，涉及的初中和高中教材共9至10本，分別有《品

13. 澳門教育暨青年局：第10/2015號行政法規《本地學制正規教育基本學力要求》，教

育暨青年局出版，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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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與公民》共5本、《澳門基本法》1本、《真愛人生》共2套、《學

而思》和《思而行》共兩套等。除此之外，隨時隨地發生的大事，都

要對學生加以教育。例如：一帶一路、大灣區、一中心一平台、改革

開放四十年等大事。而且社會重大事件，例如：校園欺凌、性教育、

犯罪、賭博等事件，學校把任務交給品公教師。例如，最近政府擬立

法禁止向未成年人銷售酒類產品，有立法議員呼籲學校加強與社會教

育，宜參照禁煙宣傳方式，在科學和醫學等領域，向學生宣導飲酒的

壞處。14

可見，品公教師每天必須花大量時間備課，看新聞，備特發事

件，及時加強對學生的思想教育，對品公教師而言，每天都要更新觀

念，學會學習，裝備自己，真的是百上加斤，苦不堪言。以英文、數

學教師為例，假若他擔任一個年級兩個班，只需要備兩本教材。相

反，品公教師任教3個級8個班，10本以上的教材要備課，每天還要看

新聞、讀報紙、關心世界大事、關注國家大事和社會大事，以及突發

性事件的教育，品公教師要時刻學習，才能對學生進行教育等。

事實再證明，很多品公教師要跨科、跨級，不同班級，雙重教

學，任務繁重。他們仿如一個人做兩份工，當然感到力不從心，吃力

不討好，懇請有關當局體諒該科教師的工作壓力，為他們減負，善待

這群弱勢教學人員，畢竟他們並不是真的擁有十八般武藝。

（三）《基力》成效有待加強

 基本上初中能夠完成品公科的基力要求，但是高中的基力要

求有待完善。原因是初中每周2節，而高中每周1節，不僅要教授基本

法內容，連各種主題教學，即生命教育、理想前途教育、生涯規劃、

預防賭博、預防犯罪等課題。同時，還有各種節日活動的宣傳，如升

大教育、教師節、國慶節、回歸日、傳統節日、母親節和父親節等。

以上一連串教學內容，影響到基本學力要求的落實。

14.“未滿18歲免問，爭取下半年諮詢，當局擬立法，禁售酒青少年”，《澳門日報》第

A1版，2019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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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近3年我校才採用高中《品德與公民》，但是學生沒有教

材。原因是學生已經有《澳門基本法》教材，如果再購買教材，會對

學生造成負擔。後來經與學校商量，決定向德育中心借取品公教材，

給任課教師，品公教師要根據時間、進度，以及基本法內容，互相配

合，故此，基本學力成效有待進一步驗證。

（四）部份青少年的家不再“幸福”

表1 1990~1998年澳門居民結婚和離婚數據

年份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結婚宗數 1794 1997 2148 3397 2742 2146 2106 1678 1451

離婚宗數 95 164 174 190 253 249 320 304 260

離婚率 5.3% 8.2% 8.1% 5.6% 9.2% 11.6% 15.2% 18.1% 17.9%

（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

表2　1999~2006年澳門居民結婚和離婚數據

年份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結婚宗數 1367 1222 1222 1209 1309 1737 1734 2100

離婚宗數 283 369 348 285 440 475 573 592

離婚率 20.7% 30.2% 28.5% 23.6% 33.6% 27.3% 33.0% 28.2%

（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

表3　2007~2017年澳門居民結婚、離婚、無子女和有子女數據

年份 2007年 2012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結婚宗數 2047 3783 3719 3891 3883

離婚宗數 684 1147 1168 1245 1479

離婚率 33.4% 30.3% 31.4% 32% 38.1%

無子女 227 550 488 568 647

有子女 457 597 680 677 832

（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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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1、表2和表3，有幾點值得教育當局和學校反思的，說明如下：

第一，澳門離婚率逐年增高

從1990年澳門居民的離婚率為5.3%，到2017年澳門居民的離婚率

為38.1%。這20多年來，澳門居民的離婚率上升幅度至32.8%，即每10
年上升10%，這個數字還不包括未正式註冊或夫婦長期分居的隱性數

字。離婚率勢必導致婚姻與家庭解體，不但對家庭帶來傷害，更加為

社會帶來複雜多變問題，導致單親家庭增多，妨害學生身心的健康成

長，影響學校和教育的發展。

第二，離婚家庭衍生更多單親子女

以2007年為例，每年離婚家庭有457位有子女，到2017年離婚家

庭有832位有子女。從2007年到2017年共11年，估計澳門有單親子女

總數約6265位以上(這數據只以每宗離婚家庭只有一位子女計算)，即

平均每年為570位，長遠而言，不利社會的健康發展。

總的來說，澳門回歸以來，開放賭權，引進外資，社會發展欣欣

向榮，然而，亮麗的經濟數字，已經無聲無息地為社會帶來難以彌

補的傷痕。面對離婚率高企，人口結構的改變，澳門家庭型態逐漸

“轉型”，呈現多元化，除了“核心家庭”外，非“正統”的家庭類

型，如“單親家庭”、“單身家庭”、“隔代教養家庭”、“繼親家

庭”、“異國婚姻家庭”、“同居家庭”或“同性戀家庭”等亦發展

蓬勃，它們雖然存在多時，但從未被認可為正規的家庭模式。15 離婚

率上升很大程度是傳統婚姻價值觀的改變、家庭結構的轉變造成；近

年女性勞動參與率提高，經濟地位提升，打破男女不平等的束縛，女

性獨立意識的不斷增強，亦成為高離婚率的另一誘因。同時，澳門近

年職業結構改變，雙職家庭、輪班制度令夫妻相處及交流時間減少，

易產生磨擦，即使婚姻出現問題，亦未能及時解決，為高離婚率埋下

另一導火線。16

15. 何穎賢：“誰的親密――活在澳門的性別觀察（下）”，參見“論盡媒體”，2011年

3月4日。

16.“澳門離婚率攀升，單親家庭易衍生社會問題”，參見“中國新聞網”，2011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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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立法議員關翠杏認為，離婚率趨升是一種社會現象，夾雜諸

多因素，與澳門社會急速變化、經濟結構改變、就業變化、婚姻觀念

改變、社交網路擴闊等不無關係。女性地位和經濟能力的提升，亦造

成離婚“本錢”。她擔心離婚率繼續攀升，將引發一連串社會問題，

最顯見的就是造成越來越多單親家庭，苦了下一代。由於父母離婚對

孩子的心理創傷影響深遠，滋生的青少年問題成為惡果，更值得社會

關注。17

自2007年至2017年這11年期間，澳門離婚率高達38.1%，這11年

的單親子女最少總數約為6265位，每年平均有570位單親子女，對下

一代的成長造成缺陷，帶來創傷後遺症，危害將是幾何級數增長，這

場災難是無可避免的，無形中對各級各類教育造成影響。其實，對前

線的教學工作者帶來挑戰，學生的偏差行為、學習動機薄弱、無心向

學等負面情緒，必定轉移到不同教育階段、不同學科，對教師教學造

成壓力，更加對弱勢學校帶來較多不可預測因素。故此，澳門家庭現

況值得全社會警惕和關注。

五、品德與公民科的努力方向

2018年國家主席習近平講話的核心，堅持把立德樹人作為教育的

根本任務。習主席指出：培養甚麼人、怎樣培養人，為誰培養人是教

育的根本問題。18

2015年當我休教進修時，正值德育中心將深化德育工作，檢討和

修訂《品德與公民》教材。於是研究者致電德育中心梁怡安主任，把多

年任教該科的想法和建議，親身去德育中心和梁主任、兩位員工進行

交流，會後研究者把會議內容寫成文章送交德育中心。研究者期盼，

該科要完善專業師資隊伍，修改過時內容，以及修訂光碟內容等。

2019年的今天，研究者繼續提出關於品公科長遠發展的幾點建

議，拋磚引玉，期盼引起大家密切關注，說明如下：

17. 同上。

18.“習近平主席的講話，深入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光明日報》2018年0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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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教育當局的建議：完善機制，加強管理

有病要及早治療，否則錯過最佳治療機會，須負上沉重代價。研

究者建議教育當局廣泛諮詢意見，修改法例，加強對品公科管理。首

先，啟動修法程序，要求各私校制定品公學科，讓該科與其他學科有

相同的性質和意義。其次，設立專職和專業的品公教師，制定他們的

入職條件，並要求學校選取德才兼備的教師擔任該科，每所學校至少

應有2至3位專職教師。次者，加強與各大高等院校合作，培養品公教

師的後備力量。最後，要針對該科特色，針對不同教育階段，開設有

實效的培訓課程，針對不同年資教師，制定不同主題的培訓課程。最

重要的是，回顧過去20年，教育當局針對品公科的研究廖廖可數，難

以掌握青少年問題，家庭變化問題，以及社會問題，無助品公科的發

展，更加無助社會的向前發展。

因此，教育當局要具備前瞻目光，在原有基礎上，總結經驗，貼

近實際，完善機制，加強品公科的管理。

（二）對私校的建議：守正創新，強化效能

澳門大部份私立學校的品公科教師，都是以行政、級組長、資深

語文教師等為主，形成了一批品公教師的班底，縱使每年品公教師都

在變化，但對該科沒有太多影響，只是教學效能有待增強。值得反思

的是，品公教師全部都是兼任教師，他們的專業是其它學科，學校安

排他們只任教1節或2節，愈多人任教該科，所產生的負面作用愈大，

學科體系更難建設。因為教師的精力和專業知識有限，所以，學校要

加強管理，排除萬難，創造條件，克服教師課時安排，甚至要優先處

理品公教師的課節問題，給予減負和減節，讓他們共同建設該學科，

加大力量應付現時學生的偏差行為。學校要設立專職和專業教師，初

中和高中至少有一名專職教師。令品公科與其他學科一樣，有屬於該

科的專職人員，使品公教師看到科組的發展願境，至少不用單打獨

鬥，充分發揮他們的工作積極性，使他們通過努力，成為品公教師而

感到無比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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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研究者期盼，學校要有創新思維，勇於改革，解決該科教

師的教學困境，增強品公科管理，增設品公科專職和專任的教師，發

揮它的最大優勢，更好地服務教育。

（三）對教師的建議：建設隊伍，邁向專業

中國教育家顧明遠曾言：“甚麼是好老師？一位會不斷成長的老

師就是好老師。老師的成長在教育實踐中，在日常的教育教學中，他們

既幫助孩子們成長，也會與孩子們一起成長。不斷成長的教師是幸福

的。”19 教師必須與時俱進參與培訓，這是品公教師打造自己成為專業

教師的唯一條件。品公教師都是半途出家，大學沒有品公專業，唯有

參與在職進修，自我增值，才能任教該學科，提升該科的教學效能。

因此，在品公教學上，教師繼續用活生生例子鼓勵學生，用生命

影響生命，成為學生的榜樣，讓他們明白到，一切都不怕遲，只有堅

持下去，就會學有所成，學有所長。

六、結論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澳門特別行政區將近回歸20年了！社會期

盼教育當局和學校加強管理該學科，從根本上解決該科師資隊伍的建

設問題，不能再讓品公教師長期單打獨鬥，他們的力量實在太渺小。

品公科發展已經不能再拖了，要改善該科教師的教學困境，重新出

發、重新管理，澳門的家庭問題和學生問題警報器已經響起來了！

《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提出了推進教育現代化的八大基本理

念：更加注重以德為先，更加注重全面發展，更加注重面向人人，更

加注重終身學習，更加注重因材施教，更加注重知行合一，更加注重

融合發展，更加注重共建共用。20

19. 顧明遠：“教師成長有三個境界”，《中國教師報》2018年9月3日。

20. 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新華社，2019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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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澳門《非高等教育發展十年規劃（2011-2020）》即將結

束，在此就相關問題提出幾點建議：21

第一，期盼行政長官針對任教品德與公民學科的教師，設立專職

的品公教師。因為現時學生的思想品德極需研究和教育，高素質品公

教師的設立是急需的。建議行政長官對這學科的專職教師給予大力培

養，這是影響到下一代的成長。

第二，回歸以來，在非高等教育的領域上，對學校管理、學生管

理(包括預防賭博、性教育、校園欺凌、學生的偏差行為等)方面的研究

十分貧乏。期盼行政長官能夠在非高等教育的範疇，成立一個科研小

組，成員由本地教育工作者組成，專門負責非高等教育的研究工作。

第三：針對青少年的現象和問題。要加強家庭教育和學生的輔導

工作，因為博彩業開放10年以上，無聲無色地動搖了下一代的健康成

長。期盼行政長官動員全社會的力量，彌補這種缺失。

最後，今天澳門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騰飛，教育當局要責無旁貸地

修訂法律，拿出決心和誠意，改革品公科，增強該科效能，落實以德

為先的理念。並要設立專職和專作的品公教師，維護他們的合法權

益，要為他們減負，增強他們的幸福感，善待這一群弱勢教師，他們

長期擔任兩個學科的繁重任務，讓他們有信心和能力肩負教育學生品

德的重任，向教師專業之路出發。

21. 袁金淑：“對澳門《2019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的四點建議”，2018年10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