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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時間：2017年4月28日

採訪地點：聖保祿學校校長會客室

採訪背景：聖保祿學校推行電子教室計劃，在電子教學和配套基建等

方面有一定成果，是本澳少數較全面實施電子教學的學校

之一。在計劃期間亦為該校家長、學校人員以至校外的老

師舉辦過培訓或分享會介紹他們的經驗。本次通過訪問該

校代理校長及相關人員，分享他們當中的寶貴實踐過程，

從而給予本澳學校及老師們借鏡。

採訪人物：陳信望神父（代理校長）

     黎柏祥主任（課程主任）

     馬文偉主任（教學科技部主任）

     鄧雄偉老師（教學協調老師）

採訪‧整理‧攝影│蕭仁信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貴校自2011年9月起推行“課
室2012計劃”，其中大量引
入資訊科技於教學中，其中
原因或願景為何？

陳信望神父：學校由2011年開展

這個計劃，開始時學校的想法是，資

訊科技融入教育已經是當時的一個大

趨勢，我們亦是希望藉着現代科技，

調動學生的興趣，提高他們的主動性

和參與性，學生與老師之間能夠有更

多的互動，令課堂的氣氛更加活躍、

生動；除此之外，亦希望藉此吸引家長

參與他們子女的教育，這是因為如果沒

  電子教室計劃實踐經驗分享
   ──專訪聖保祿學校課程改革人員

代理校長陳信望神父

有家庭的參與，學校所做的一切也是有

限的，對此我們也越來越重視。

馬文偉主任：首先我們要強調的

一點是，電子教室並不是我們的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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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雖然我們從2011年起所做的確

是把電子教室建立起來，但是背後的意

義是，我們希望藉此改變“教與學的

文化”。在我們團隊最初討論改革的時

候，我們經過仔細分析，發現如果要從

根本的、教學文化層面上改革，係十分

需要資訊科技作為支持及輔助的。如果

需要資訊科技輔助教學的話，就必需先

要有基層的設施，這方面在2011年以

前本校未曾有的。

於 是 ， 在 這 樣 的 一 個 願 景 之

下，2011年開始便從必要的基層科技

設施入手，到現在其實可以說是基本完

成。我們強調這個整體改革需要引入科

技設施輔助，從而有望解決一些一直存

在的教與學的問題。舉個例子，讓學生

學習某課題時，需要搜尋海量的參考資

料，如果沒有電子書、沒有搜尋器、沒

有整理資料軟件，怎能夠學得好呢？又

例如家長若想隨時知道自己子女在校的

學習進展等情況（而不是被動的），如

果沒有科技資訊統計匯整，又怎能達到

呢？諸如此類，引入資訊科技將能實現

很多以往做不到的事情。

我們強調為了達到某程度改革的

目的或願景，實行電子教室是必須的。

當然可能如剛才的例子，沒有電子科技

也是可以進行搜集資料的工作啊，但是

我們認為，“既然可坐車到達，為何要

走路？”，何況有時學習上必須要“坐

飛機”，即使想走路去也不行。若希望

學生能搜集更多的資料，就得借助互聯

網；然後逐步地引導學生們學會利用互

聯網搜集資料、支持老師接受並鼓勵使

用互聯網等工具，這就是我們所謂需要

改變的文化。

教學科技部馬文偉主任

現時，學校的“課室2012計劃”

可以說是完成了，而下一步亦已在開展

中，即校本課程的改革。在科技的基層

建設期間，其實我們已經看到學校在若

干教與學的文化在轉變，所以我們亦強

調，建設並不會完全完結的，而是應根

據教學文化的改變而繼續配合並演進，

而現時肯定的是，我們是有十分充裕的

條件繼續推行改革。

黎柏祥主任：正如剛才兩位所

述，資訊科技教學需要大量的基層建

設，其實我們在執行時也發覺這些建

設的必要性。課程改革的最大願景也

是如前所述，改變教與學的文化，推

動更多新的想法，特別是鼓勵和促進

更多的老師們鑽研新的教學模式。當

然在這個發展過程中，隨着教青局的

《課框》及《基本學力要求》的落

實，我們通過參與其中的先導計劃、

內師指導、專家學者指導等，在達到

教青局的課程要求的前提下，不斷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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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發展及改進我們這個計劃的細

節，其目的都是優化教與學的過程。

誠然，科技部門所作的基層建

設給予我們工作提供很強大的技術支

持，現時在集體備課、新的教學法、

課堂檢討等，都較以往更進步。另

外，學校亦作出相應的行政措施，例

如減節、增設協調及組織崗位等，希

望對老師創造更好的條件去改變教與

學的文化。有幸的是，我們聘用了香

港的羅羨儀博士擔任學者的角色，一

直調控着老師們的教研文化的發展，

及時作出指正及引領改革的方向，可

看到在這期間老師們一直向着我們的

方向而作出改變。

陳信望神父：有一點不得不提的

是，對於教青局的支持，校方表示衷

心感激。在一開始的時候，各方均沒

有太大把握支持這種先進的教學改

革，可能是考慮改革的風險，支持的

力度，計劃的可行性等，不過通過本

校不斷與局方磋商、討論，以及研究我

們的計劃書，考慮綜合因素，最終能

課程主任黎柏祥主任

夠獲得政府的支持和支援。雖然我們

在進行的過程中也是有遇到如軟硬件

的困難、社會批評等，但局方依然是

我們的最強後盾，如支持我們請軟件

開發商從美國親臨支援等，使在改革

路上能安然走過。另外，在距今十多

年前我校已經看到資訊科技發展的趨

勢，所以在計劃之前，已一直着力培

訓老師熟練操作電腦、英語閱讀及會

話；改變行政架構，增加技術部門及

課程部門；引進香港學者專家作為課

程的指導；開展大大小小的籌備會

議，備課會議，觀課檢討會議等。所

以說，感謝各方的支持，我們才有勇

氣，果敢地發展我們的計劃。

簡單介紹現階段“計劃”實
行的情況，例如覆蓋至甚麼
班級，甚麼科目，以及甚麼
教學活動上等。

馬文偉主任：正如前述，在第一

階段基層建設方面，例如我們希望學生

每人一部電腦，老師每人一部電腦，

其他如穩定的供電、網絡系統、數碼

化書本等，這些都不是能夠立即到位

的。在最開始時，結合課程考慮，我

們在6名老師及120名學生中實行先

導計劃，雖然先導涉及的師生規模較

少，但我們要嘗試的範疇是方方面面

的，涉及的教學活動是儘可能多；其

後逐漸在4年間擴充至整個學校由小四

開始的1,700名學生及160多名老師。

但其實我們見到，在這個階段計劃逐

年實行後，老師、學生以及家長們漸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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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並且熟識明白這種改變的優勢；當

然我們不敢說，以往根深蒂固的老師主

導的舊教學模式已被取代，但樂於見到

的是，這種文化正在改變中。

在第一、二階段的工作較為側重於

基礎軟硬體的建設和維護的情況下，教

學的改變主要是靠老師們主動發現如何

把它利用到教學活動上。例如當設備完

善時，老師們自然會開始思考平時作業

模式可否改變？例如我們見到，英文課

會以錄像取代紙筆功課；老師們亦會利

用錄像令學生家長回家時也可重溫課堂

內容等等。

黎柏祥主任：其實在計劃的初期，

特別是在先導計劃的時候，並沒有累積

很多經驗，雖然大方向是一致的，但仍

是需要逐漸將零散的概念和目標組合起

來，經過四年左右，我們累積了不錯的

經驗，現時系統是穩定且先進的，可以

實現我們新的點子。

具體來說，第一年我們於小四、初

一、高一的主科（中/英/數/常識/修

身），嘗試引入資訊科技於教學活動

中。我們設定一個4-6課節主題的內

容，通過編寫教案以及課前、課後集體

討論，以達到反饋先導計劃的目的。其

中當然有不少困難的地方，例如要考慮

符合政府課程要求及自身計劃目的的平

衡；老師寫新教案的工作量及壓力等。

不過，當看到這樣下來，學生開始願意

學習了，課堂參與提高了，便表示我們

的教與學的確逐漸在改變中。現時，我

們有穩定完善的資訊系統，以及累積不

少實用的教案，所以可以再次聚焦在

課程的發展上，亦見到更多老師願意參

與發展出更多不同新的教案與教學活動

等。另外，與未實行計劃之前比較，過

往的老師們討論研究的，更多可能只是

佈置甚麼功課，測驗卷怎樣出，現在他

們更多探討的，是某些課題怎樣教，怎

樣利用科技使知識更易傳授，或讓學生

更樂意參與課堂等等。

隨着這些年來的積累經驗，現時

我們專注於發展各科的課程如何將資

訊科技更全面地滲透進去，這裏強調的

是日常課堂活動，而不是在講一兩堂的

公開課的概念；透過各科主任推動及協

調，在這幾年來使老師們參與改革的廣

泛性更加高，而這種在日常工作中培養

教師的實務是比起以往培訓更能使老師

的教學效能急速提高。藉着科技資訊，

我們可以向着日常課堂活動的改革方向

去，而不是只是一兩課“過程擊出火

花，過後回復平淡”的較為形式的演示

課上去。

電子教室現場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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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雄偉老師：現時主要負責教師

在實務上支援的工作，這個工作性質在

計劃過程中，我們發現學生和老師們不

僅僅需要操作層面的支援，現在開始發

現有更多老師，希望在技術上探討能否

實現有其個人特色的教學方法、課堂活

動、課件等等，這樣亦促使我們開展有

關這方面的支援工作。其實這正正是我

們樂於看見的。在幾年前，老師們幾乎

不會主動探求一些新的教學法或課件等

等，但現在漸漸地看見老師們樂於探

討利用資訊科技而優化自身教學的可能

性。

黎柏祥主任：補充一點，既然我們

改革的方向之一是希望學生能多參與課

堂活動，故隨之而來的便是考慮改變以

往只重測考的評核方式，有了資訊科技

輔助，我們考慮引入形成性評核，加重

了課堂表現等非測考表現的評分，而事

實上亦更為實際地引導了學生要在課堂

中爭取表現的學習模式。

馬文偉主任：困難是有的，甚至

比想像中的還要多很多，但是如果說

在基層建設、技術維護上的困難（例

如網速慢、功課上傳不了等），其實

基本上都屬可解決問題，否則我們不

可能持續地進行着。最大的困難可能

是要推動老師們接受新的教學模式，

最起碼是老師團隊是否真正理解引入

資訊科技的本意。舉個例子，要學習

澳門濕地的知識，藉着科技，我們才

有望可從書本知識，跳出框框搜尋網

上資源，進而地圖定位，校外實地觀

察，天馬行空地設計課堂。現時我們

做到的是：設備容許老師有這樣的空

間，但培養出能充分利用資訊科技的

老師仍需一段時間。

另外一種困難的地方，也是外界

很容易對這個計劃的誤解，遇到很多

人認為“電子教學”就是用電腦教書

嗎？在我們的角度看這是本末倒置的

想法。如前述，計劃的目的並不是用

了電腦就甚麼都解決了，電腦或互聯

網是一個由始至終只是輔助工具，而

我們所做的是創設條件令教與學的文

化發生質的改變。如果只是一味強調用

電腦上課，但本質仍是“老師講，學生

聽”的模式，那樣的改革是失去意義

的。相反，如剛才研究濕地的教學活

動，儘管可能它不是用上很多互聯網信

息，但我們卻改變了傳統的教學模式的

話，那樣我們認為是成功的。

教學協調鄧雄偉老師

貴校實行該“計劃”已有一
段時期，當中的過程遇到哪
些困難？怎樣解決？請分享
一些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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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柏祥主任：初時的困難是有的，

特別是先導計劃的時候，正值政府推

行新的《基力》的時期。慶幸當時有內

師及我們的專家指導，在不失符合《基

力》前提下又能逐步發展我們的校本課

程。大致上，我們的課程與《基力》分

別不大，較側重於設計具體的教學內

容，而且我們脫離教科書的束縛，經專

家指導，逐漸將校本特色建立起來。

讓家長們接受電子教學亦是我們

遇到的一大挑戰，因為一定有家長關

心沉迷電腦或者影響身體健康視力等

問題。我們有幸找到鏡湖護理學院於

2013/2014學年起進行詳細的健康調

查，重點調查項目包括視力、脊骨，

以及身高、體重、飲食、生活狀況

等，發現學生使用電子產品中，電子

書只是第五位，第一位是電話（現時

更是如此）。而且一直有追踪調查，

如今年初三已是第四年追踪，亦發

現在視力上與體育局近期公布數據一

致。而另外，我們在電腦科加強了滲

透學生使用電腦的素養態度。在小學

尤其表現在教導學生防止網絡欺凌、

沉迷電腦遊戲及健康使用電腦等。

黎柏祥主任：首先，學生的校園生

活，以及課堂活動的參與度是明顯多

了，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上這也是

我們當初改革的其中一個目的。學生

是更願意學習新的事物，與以前相比

有更多創新和探索的可能。學習動機

低的學生藉此也重新帶回課堂活動中

去，這些學習行為和氣氛正逐漸地擴

散至校園每個地方。

至於學生的評核方面，我們沒有發

現太明顯的差異。或從升大入學試可窺

其貌：在第一批實行計劃的應考生，他

們的入學成績是有進步的，其後逐年平

穩。其他的非校內的測試雖有輕微的升

或跌，但大致上也是趨向平穩。

馬文偉主任：就個人觀察，勿論

學習成績，學生在校園生活是愉快

的。不過我們從最近的分析看到，最

底層的學生有進步，但最頂層的學生

未見有突出的表現。我們樂於看見計

劃實行能夠達到“保底”的效能，事

實上不論是本校、甚至本地區整個教

育體系，都不太重視在學業上處於弱

勢的學生；但我們卻真正做到輔助這

些學生學習的功能。雖然如此，我們

也不能忽視“拔尖”的重要性，相信

未來我們需要思考這方面的工作。

馬文偉主任：所謂狹義上的計劃，

我們在基建上已經取得階段的完成，課

至現時為止，參與計劃的
學生，其反饋如何，例如
其學習成就/學習過程有甚
麼改變？學習動機/學習興
趣又有沒有甚麼不同？

未來對“計劃”會有甚麼
願景，或對教育界同工們
的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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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建設上亦正在進行中，但廣義上來

說，所有的這些工作是不會完結的，而

是因應綜合發展及情況，持續地改善和

優化基建或教學的各部分。暫時來說，

我們多年累積了不少優秀的教案，我們

儲存起來，老師們可作應用和分析，

並培養老師藉此優化教學方法等等；這

個過程是可以不斷出現的，因為時代不

斷發展，教學也有其潮流，只是未來仍

需注重培養老師充分利用資訊科技的優

勢。另外，校本的課程仍有很多子項目

需要調整，亦可能是我們工作的重點方

向。

陳信望神父：某次接待參觀我校

活動時，馬主任的一句說話令我印象

頗深，可給大家參考。我自08年到

澳門，發現澳門很多都是跟着香港或

其他地區的潮流，但為甚麼我們不可

做帶頭的呢？馬先生在當時場合上發

表“不做跟隨者，應做領頭人”，實

在發人深省。我們應該有勇氣去創新

挑戰改革，或許就是奠定我們學校現

時的文化。中國傳統似乎不習慣跳出

自己的安全區，但我校蘇校長有其智

慧，帶動全校師生、家長，甚至本地

的教育界，試圖作出變革，成功與否

自有定論，但我們確實地做了，我想

亦算是為教育作了一點貢獻了。

馬文偉主任：我也強調一點，我

們確實並沒有甚麼革新的科技創作了出

來。我意思是電子教學模式利用電腦、

互聯網的便利，改變課堂教學的形式，

或許在世界各地早已存在，但是我們正

在做的是支援整個學校1,700名以上師

生，每天持續地進行着，這樣的規模相

信是全球迄今都絕無僅有的。大致上，

世界各國或地區，或限於技術、或限於

人力資源、或限於財政支援，可能最多

只能做出幾百師生，甚至一千名師生的

規模。但正正是我們身處澳門這個特別

的地方，才能有這樣優越的條件，基於

特區政府的支持，我們確實地做出如此

規模的成果了。幾年間，不同國家、地

區的學校來觀摩者非常多，足見我們建

立的模式是有參考價值的，是經得起考

驗的。

總結受訪者所述，聖保祿學校

能夠成功進行電子教室計劃的改革，

除了背後有着政府、學校領導們、以

及前線老師的支持外，更重要支持着

的是他們對澳門未來教育的願景和信

念，將優質的、合時的教育模式加以

發展，實為本澳的教育界有重大意

義。期望日後更多教育界人士投入資

訊科技教育的研究及實踐，使本澳能

迎合潮流，長足發展。

後記

學生利用平板電腦上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