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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澳門對中等專業音樂教育及相應
專才的客觀需求

(一)	 與高等專業音樂教育的承接

雖然澳門現時只有理工學院屬下藝術高等學

校開辦藝術學士學位課程，當中只開設音樂教育

專業課程，但可以預見的是澳門的高等音樂教育

必定朝向更專業、多層次、多種類、拓大培養規

澳門隨著近年經濟的急速發展，為在文化方面得到相應提升並呼
應社會的需求，政府在人力資源的開發與培育方面下了不少工夫。現時社
會各方的基本共識是：澳門在不同領域培養自己的專業人才，有效地增加
城市自身的競爭力已成為一項時不我待、事不宜遲的工作。音樂表演作為
音樂藝術，包括音樂創作、音樂理論研究、音樂教育等領域相並列、同時
最具“實現”音樂之本質的重要手段，隨著本澳音樂表演文化不斷發達進
展，這種在音樂表演訓練條件方面尚存在需要完善的空間，尤其是設立一
所中等專業音樂學校的概念，在本澳音樂教育的現實和客觀需求上已形成
一個極待關注並呼之欲出的題目。 

模方面發展，開辦中等專業音樂學校，重要功能

之一是對將來多元化的高等專業音樂教育提供具

備素質的生源，從而大大提升本澳高等音樂教育

的質素培養。

(二)	 與社會音樂教育機構並駕齊驅的同時，

起到較為重要的示範、楷模作用

由於中小學音樂教育屬於集體式教學，本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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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長普遍願意安排子女於課餘時間接受個別式

的器樂訓練，故此澳門的社會音樂教育機構一向

為學校課餘音樂教育活動起到補充作用。但這些

社會音樂教育機構的師資大多數屬兼職性質，同

時，由於學生全屬業餘性質，而且訓練時間少，

學生較容易受到本身學業的影響，令學生的穩定

性得不到保證。此外由於上述培訓屬非專業音樂

課程，尚未具備以文化課、音樂專業課及專業基

礎課等學科組合的配備，其實踐性、應用性特徵

較強，相對於體系教學，規範較遜。更不足的是

上述機構並無學位授予權，教師亦無規範的職稱

定級制度，不像國內中專音樂學校的高職師資與

學生數量的比例。從上述情況來看，在澳門開辦

中專音樂學校不僅能為有興趣以音樂為專業志向

的青少年提供更專業、有效率和系統化的訓練，

填補業餘音樂教育機構不足之處，並同時為相同

年齡段的學生音樂培養提供一個較為正規、專業

的範本。

(三)	 普通中小學校課餘音樂活動對表演音樂

專才的急切需求

澳門回歸後，很多學校在政府相關部門，如

教育暨青年局的資助下加強推廣藝術教育的力

度，其中不容忽視的是越來越多學校於課餘時間

開展樂器訓練（包括電子琴、鋼琴、中西樂器

等），弦樂團、管樂團、管弦樂團於校內相繼成

立，學習人數大幅增長，為音樂人才的培養提供

了良好的生源基礎，亦需要更多的音樂專才投身

培訓工作。就此狀況而言，中專音樂學校的設立

和專才培養無論在當下還是著眼未來，其影響是

深遠的。

(四)	 本澳在文化、政府、商業機構及私人對

年輕的、具中等專業學歷資格之具音樂

表演能力人士之需求

1. 澳門除了一些純音樂表演性質的音樂會外，亦

時有不同種類的文化節目，例如為舞蹈團、芭

蕾舞團、合唱團、歌劇、音樂劇以至流行曲音

樂會的伴奏工作，還需要更多地為社區、學校

提供音樂教育演出；澳門政府屬下兩支樂團，

包括澳門樂團及澳門中樂團亦不時有大型之演

出，需要在人員編制方面作臨時的擴大，具中

等專業學歷資格之具備音樂表演能力人士可作

為其後備力量。

2. 在政府的公開活動（例如推動旅遊、會展活動

的場合）中演奏，幫助提高政府的文化形象。

3. 隨著澳門更多大型酒店及旅遊娛樂設施的落

成，包括含商業性質的推廣活動、於酒店休閒

設施內、私人宴會、婚宴餘興節目對於音樂表

演人才方面的需求是明顯的。

 

二、開辦中等專業音樂學校的具體構
想

(一)	 特區領導層的觀點和政府有關的政策

	 法規

特區成立以來，政府領導層一直關注和重視

文化藝術，行政長官何厚鏵先生於2008年度施政

方針中發表了“要讓學生普遍獲得學習潛質的儲

備和釋放，日後在不同的事業和層次上，都有機

會成功、成才。”“在繼續優化年度性國際藝術

盛會的同時，要用心用力，支持本土文化藝術的

發展，對於本土文化藝術的發展，具有優質發展

潛力的本土文化藝術項目，給予優先的推動。” 

顯示出政府對文化範疇和本地藝術人才培養方面

的積極取向。同時，在施行藝術教育政策的前提

下，需要有具體而系統性的法規作教學指引之指

導性框架。教育暨青年局早於1998年已作檢討並

重新制定藝術教育之法律體系，文件除對普通藝

術教育領域提出指引外，亦有提及包括藝術才能

教育及專業技術之藝術教育之條文，其中第一章

第五條指出 “任何教學水平之教師如發現學生

在任何一藝術教育範疇內有特殊才能或天分，得

為此要求專門藝術學校教師協助，並通知上級及

該等學生之家長或監護人，以便將學生引導至更

合適之藝術教育模式。”有關條文顯示出政府有

關職能部門已經訂定了具方向性的法規，不僅有

著現實的指導意義，也為未來藝術專業教育的發

展，如本文所討論的中等專業音樂教育發展預留

了空間，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二)	 藝術教育資源狀況

事實上，近年文化及教育部門投放於普通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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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教育的資源有顯著提高，由於專業音樂的培訓

在設備硬件上亦有較專業的要求，倘若澳門特區

政府在財政稅收處於較為充裕的利好環境下，透

過澳門政府教育發展基金及文化基金增加資源投

入，可以令開辦中等專業音樂學校在經濟支持及

設備的建構上得到保證。

教學師資方面，近年從外地學成歸來並具備

高等專業音樂學歷的人士數目正逐步增加，他們

具有音樂專業知識，兼有熟悉本地教育環境的先

天條件，配合澳門已有多年基礎文化課的師資背

景、以及澳門政府屬下兩支職業樂團之來自世界

各地的樂手作後備輔助，有助強化師資陣容。同

時，本澳現時唯一高等音樂學士學位授予學府的

理工學院藝術高等學校的音樂課程，隨著課程方

向的多元化提升和相應師資力量的不斷強化，亦

應是中等專業音樂學校的重要教學力量後盾之

一。

(三)	 課程定位、學科設置與具體培養方向的

確立

以前述澳門幾所業餘音樂培訓機構培養具音樂

表演能力為基礎，中等專業音樂學校應以更具學

術規範、系統的教學模式來培養具有綜合實力、

想像力及創新意識的音樂專才為主要辦學定位。

學科設置方面可以先考慮設置鋼琴、管弦樂器、

民族樂器等在本澳比較有需求的專業課程，配合

音樂專業基礎課和文化課程，適當平衡專業及文

化科目的學科比重，根據學生之程度與需要，增

加教材之廣度與深度，以著重培養具專業音樂能

力、綜合素質為整體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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