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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教授是次以“如何在校內管理及推動課

程改革”為題，向參加講座的本澳學校校長、

中高層管理人員及教師分享香港在推行課程

改革時的學校實務經驗，藉此帶出香港經驗

對澳門的一些啟示。以下將分享講座內容的

一些點滴。

為何需要課程改革？
這是每一位教育同工必須思考的問題，能

認清為何需要“課改”，才可以知道應該“改

什麼”、“怎樣改”。通過與講座學員間的互

動，鄭教授總結得“課改”的幾個主要原因，

見圖一。

配合課程改革及發展的需要，教青局於

2013年1至4月舉辦“課程改革與教研

制度建設系列講座”活動，邀請兩岸三地知名

專家分享當地課程改革、教研制度建設的實務

經驗，進一步提升本澳教學人員的課程與教學

專業水平，為學校的課程發展做好準備。

1月26日的香港課程改革經驗分享會，邀請

到鄭燕祥教授擔任主講導師。鄭教授為香港教

育學院署理校長，哈佛大學博士，獲選為世界

教育研究學會會長（2012-2014），研究成就

卓越，屢獲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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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燕祥教授分享香港經驗

圖一  教育改革思路說明圖

•  全球化

•  高科技衝擊

•  經濟轉型

•  國際競爭

•  市場化

•  本地發展要求

新世紀的挑戰：

•  教育目標及內容改變

•  學習方式改變

•  教育設備改變

•  學生背景改變

•  學校管治方式改變

教育情境的改變：

•  課程改革

•  教學改進

•  建構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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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工作學員分組討論

學員討論結果
變革領導的模式（見圖二），重點是為未來

（通常比較長遠）訂立願景，並訂定策略以達到

願景。同時，以群策群力的方式，透過言行向

教師、家長等傳達所訂之方向，使他們理解並

支持所訂願景及策略，從而組織擁有共同信念

的團隊，建立起共同參與及承擔的工作模式。

這樣，改革才能長期及有良好績效。

圖二  變革領導的心理學

最後，鄭教授歸納學校在推行課程改革時，

最常遇見的幾類阻力︰

1. 技術阻力

包括︰缺乏所需的支援及培訓；教學人員的

工作量過重而未能承擔；教師未認清課改的方

認清在學校推行課程改革時，將會
遇到些什麼阻力？

鄭教授強調，學校在推行課程改革前，需要

做好一些準備工作，分析學校將遇到的阻力並謀

求對策。為此，鄭教授特別讓參與講座活動的學

員分組討論，看看本澳學校在推行課程改革時有

哪些常見的阻力。

法；未能在合適的時機推行課改；各新措施之

間產生互相阻礙等。

2. 文化阻力

包括︰教學人員未認清課改的需要，缺乏推

行課改的意願；校長、中高層管理人員、教師三

者間對課改信念的間隙及差距等。

3. 政治阻力

包括︰缺乏社會、辦學團體、家長的支持；

擔心改革影響學校多年建立的良好績效等。

4. 經濟阻力

包括︰缺乏改革所需的財政、人力資源；

對資源缺乏優先次序的安排；競逐所需的資源

及時間等。

如何領導好學校的課程改革
鄭教授指出，要有效推行學校課程改革，

必須由過去變革管理的模式，轉變為變革領導

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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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校本課程改革的步驟
最後，鄭教授指出，在學校推行課程改革

時，應分“準備階段”、“改革階段”、“再

穩定階段”進行，每個階段各有不同的需要及

工作內容。

本）本身。這裡的教材，更應是以學生的學習

經驗為中心，讓學生可以參與的多元學習活動

材料，如︰工作紙、學習活動材料等。學校在

推行課程改革時，應在以知識、內容為主的“課

本”多作思考，如何生成配合學生多元學習的材

圖三  變革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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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以香港經驗看，這是不容易的，需要

學校努力慢慢累積。在教師培訓方面，我

們應關注如何改變教師在課堂上的角色，

由過去教師是示範者、講解者的角色轉變

為聆聽者、夥伴、提問者，通過教師角色

在準備階段，一般應讓學校人員先建立起危

機意識，並成立領導團隊，訂立課改願景及策

略，向學校不同持分者傳達新願景的意念。在改

革階段，應讓員工參與，創造短期課改成功的經

驗。而在再穩定階段，應鞏固課改成果並再接再

厲，尋找新的目標及方向，讓改革文化植根。

專訪鄭燕祥教授
培訓活動結束後，很高興鄭教授可以接受

《教師雜誌》採訪，進一步與我們分享香港課

程改革經驗的一些啟示。

在華人地區，課程改革基本會面對
三個方面的困難︰教師培訓、教科
書、評核，您認為這三方面應如何
配合課程改革而發展？
鄭教授︰目前世界的課程改革，除了是內容上

的調整外，更重要的是範式的轉變，包括目標

和方法的轉變。由過去以教師為中心、課本為

中心、考試為中心，轉變為以學生為中心，強

調學習經驗、內容的多元化，培養學生建構性

的學習模式。因此，在教科書方面，我們所應

關注的是教材未來的發展，而不是教科書（課

的轉變從而改變學生學習的過程，讓學生可以獲

得高層階的學習。至於評核方面，由於課程改

革強調學生學習能力的提升，因此評核應以提

升學生學習能力為目的，評核方法也應朝多元

方式進行，可以是學生日常學習活動的評估，

學生進行專題研習的評估，也可以包括總結性

的“考試”評估。但需要認清，評核的功能是

用以回饋學生的學習表現，提升其學習能力。

最後，各位教育同工要認清一點，提升學生的

學習能力不等於降低學生的考試表現，反而應

起相互促進的作用。

香港課程改革近年在高中教育階
段，提出在中文、英文、數學以
外，加入通識科作為核心科目，可
否為我們介紹現在推行的情況？又
有些什麼啟示？
鄭教授︰目前通識科在香港的推行，較多關注

在社會時事之上，具體針對某些主題讓學生進

行討論，而資料來源主要是從報紙而來。但

是，報紙上的資料很多都深度不足，屬於短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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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資料】
 

 教青局於本年1至4月舉辦“課程改革與教研

制度建設系列講座”活動，分別邀請兩岸三地知

名專家、學者分享當地課程改革、教研制度建設

的實務經驗。

當 中 ， 鄭 燕 祥 教 授 （ 香 港 ） 、 張 華 教 授 （ 內

地）、蔡清田教授（台灣）將為我們分享當地課程

改革的經驗，而何應翰校長（香港）、洪詠善博士

（台灣）、鄭秉捷校長（內地）則為我們分享當地

教研制度建設的經驗。

間內的評論，故內容可能較片面，甚至出現偏

頗，導致學生的深度思考及學習較欠缺。通識

教育除了要擴闊學生的知識面外，也要讓學生

可以“通”，明白事情發生的道理，所以香港

通識科教育正面對�兩難，雖然學習的模式是

活潑了、內容是擴闊了，但是學生討論思考的

根基、理據，以及所倚靠的資料會否薄弱，出

現表面化而不懂深入探討的情況。而任教通識

科的教師，亦欠缺專業上的培訓；且由於推行

時間較急，教師的準備亦不足。總的而言，香

港的通識教育，確實需要進行更深入的檢討跟

進，才能有進一步的發展。

在推行課程改革時，人力資源是必
不可少的，香港在推行課程改革
時，也曾在學校設置“課程發展
主任”一職。可否為我們介紹現
在推行的情況？又有些什麼啟示？
鄭教授︰過去香港在推行課程改革時，曾資助

學校設置“課程發展主任”一職。的確，這職

位可以較好地統籌、協調學校課程改革及發展

的相關工作；但是，從香港的經驗看來，卻遇

到了由誰去擔任的現實問題，是否有足夠能力

的人出任這職位。由於較難尋找合適的人選，

故學校多由校內原相關人員，如︰副校長、教

務主任等擔任；顯然，這將增加了該名人員的

工作負擔。同時，由於這職位的設置，導致其

他學校人員出現依賴心態，任何課程改革的方

案都交由這位課程主任統籌，反而減少了教師

參與課改投入度。為此，從以上經驗來看，學

校確實有協調課程發展工作的職能存在，但不

一定由一個固定職位的人擔當，可以是一個課

程小組，或是以其他制度方式讓學校教學人員

參與。這樣，更有利於學校不同層面的人員共

同落實課程改革的各項工作。

結語
鄭教授十分關注澳門教育的發展，近年應教

青局邀請多次擔任“校長儲備人才培訓課程”的

單元導師，亦是本澳課程改革及發展的工作顧

問，為本澳的教育發展貢獻力量。鄭教授指出，

學校推行課程改革時，必須對課程改革的方向及

願景有一致認識，校長、中高層管理人員、教師

各自需要認清自己的責任，做到分工與合作，才

可以促進學校教育的持續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