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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學生幸福感在澳門和鄰近地區

都成為一個熱門議題，教育界各持份者都

希望學生能夠在愉快的環境下成長，提升

學生幸福感。教育暨青年局老柏生局長在

上任時提出四個著力點，學生幸福感就是

其中之一。

今期，我們專訪老 Sir（老柏生局長），

讓老 Sir 和讀者們分享更多教育暨青年局

老Sir 談學生幸福感
――專訪教育暨青年局老柏生局長
採訪‧整理│呂達富  韋文琪

有關提升學生幸福感的政策與工作，瞭解

如何讓澳門學生成為“幸福”的人。

老 Sir 在上任時強調提升學生幸福感的重

要性，可否分享為何會強調這一個範疇？

老 Sir：每當談到學生成長的時候，很多

人會想到他們的知識或技能上的增長，例

如他們的學業成績、分數和學科成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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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學生成長是否只有這些？我個人認

為情感也是很重要的，在關注學生知識和

技能成長的同時，我更關注他們的情意和

態度的心理得到健康成長，才可以知道他

們所過的生活是否幸福。

從 PISA 2015 的 研 究 結 果， 其 中

Students´Wellbeing 學生幸福感（或稱學

生福祉）使我感悟到學生幸福感是澳門學

生成長的重要一環。在我上任時，更確立

提高學生的幸福感成為我施政工作的著力

點之一。

幸福和快樂看似一樣，但意義卻大

相徑庭，快樂是建基於表面的快感和愉悅

感，而幸福是更深層次的，具有意義及價

值的；但有不少人誤以為幸福感就是快樂

或開心。OECD 定義學生幸福感包括心理、

認知、社交及身體素質四大方向，而提高

學生幸福感，不只是單純讓他們感到快樂，

快樂只是幸福的其中一個組成部分，快樂

可以是心理上或感知上的一種快感，是短

暫且片面的。例如看完一部期待以久的電

影，看時會感到很快樂，看完還會很回味，

但這感覺可能剎那即逝，轉瞬間，便回復

平淡的心情，甚或變得失落。

幸福是讓人有滿足感，這種感覺是長

遠和持久的，不斷鼓舞著人的一生。幸福

不一定單純是快樂，可以是經過艱辛後而

獲得的。例如一名運動員，他投入自己喜

愛的運動項目，雖然練習過程中，經過艱

苦的體能訓練， 感受過成功與挫敗，付出

無數的汗水及時間，但對他來說，這過程

是幸福的，可以從一個高峰攀過另一個高

峰，不論最後結果如何，能夠做自己喜歡

的事，自身便可以感到幸福。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

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

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這三樂可能不

是每個人也能體會或明白，特別是第二樂

便提醒我們幸福是要心安及滿足，以致在

人生中尋找到意義。其實，幸福與否是取

決於個人本身，會因應每人所追求的價值

而有所不同。每個學生都是獨立個體，他

們對幸福的詮釋各有不同，我們可以做的

就是製造合適及良好的外在條件，讓他們

對幸福感有一定的感知，在幸福的人生道

路上繼續前行。

因此，在提高和培養學生幸福感方

面，我主要提出了三方面的工作，包括緩

解學生對學業的焦慮、締造良好的師生關

係和同儕關係，以及加大力度發揮家長在

親職教育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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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PISA 2015 的結果，澳門學生的幸福

感哪些方面需要受關注？為何澳門學生的

幸福感會不足？

老 Sir：PISA2015 除了讓我們知悉學生科

學、數學和閱讀素養的表現外，還為我

們帶來了很多有用的資訊，有助我們了

解澳門教育的現況。當中，數據顯示澳門

學生幸福感不算高，這結果讓我們反思這

情況出現的原因。其實，澳門物質富裕，

天災不多，為何澳門學生還不感到很幸

福？原因可能是學業及人際關係兩大因素。

澳門學生沒有統一考試、學能測試或

升學等壓力，但他們仍存在著一定的學習

壓力。這壓力可能是來自學生對於自身的

要求，以達到教師、家長，甚至社會的期

望，或者是過多的功課和評核，讓學生應

付起來疲於奔命。因此，我們不斷改革求

變，推動課程改革，推廣學與教的不同模

式，期望讓各教育持份者能夠明白學生自

主學習的重要，進而推展學生對學習產生

興趣。當學生的學習是來自內在興趣時，

即使努力付出很多時間，也不以為苦，學

習會變成一種動力，而非壓力。

教師的課堂教學應以學生為中心，給

予學生更多思考、研究、解決問題或總結

的空間。為使學生可以愛探索、愛學習，

教師的評核方式應有所改變。因此，教育

暨青年局舉辦不同的培訓課程，讓教師明

白多元評核的重要性。質量並重的學生評

核是關鍵，合適的練習和測考可以讓學生

繼續力求進步。作為教育工作者，我們要

考慮如何讓學生明白學習的意義，使學生

明白適量的練習、功課、測驗是一個自身

進步的過程。不少學者提倡愉快學習，我

認為學習本質的愉快不是沒有或很少功課

或測驗，而是來自找到學習的動機、樂趣

和意義，自主學習，主動追求。當人生有

一定目標的追求時，過程再艱辛都不會覺

得苦。

除了課業壓力，另一個影響澳門學

生幸福感的主因可能是人際關係，學生的

人際關係包括同儕、師生、親子、人與社

會這四種關係。同儕間互愛讓學生感到幸

福，反之，如果受排擠或欺凌，學生便會

對人失去信心及欠缺上學動機。良好的師

生關係可以讓學生愉快學習、喜歡上學。

PISA2015 結果顯示，澳門學生對學校的

歸屬感不高，反映在學生問卷中，教師不

公平對待學生是其中原因之一。教師一句

簡單的鼓勵可以對學生的成功影響深遠，

同樣地，教師一句無心之失亦有可能對學

生造成難以彌補的傷害。因此，教師積極

正面的態度、話語、行為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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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透過不同的單位，集思廣益，以跨部

門協作方式開展提升學生幸福感的相關工

作。

為提高學生的幸福感，我認為學生必

須要學懂生涯規劃，在人生中建立正向的

價值觀、追尋目標、實現理想，賦予生命

正確的價值，積極發揮生命的意義，讓其

自身感到人生是美滿和幸福的。一個人的

生活可能包括幾個層面︰謀生活動、文化

活動和靈性活動。

我想談一下謀生活動和文化活動。謀

生活動，顧名思義就是維持生活所需的活

動，只是很基本的層次，例如努力讀書，

目的是為了找一份高薪厚職；努力工作，

目的是為了賺取更多的收入。

我認為在人生中，應該要追求較高層

次的一種活動——文化活動。在人生中，

我們需要有一些興趣來調劑生活，需要一

些意義來豐盛生活，讓自身有所追尋和自

我實現，生命才能豐富起來。在課程改革

中，以藝術為例，在《本地學制正規教育

課程框架》訂定幼兒、小學和中學教育階

段的藝術科都是必修的科目，教育暨青年

局亦持續舉辦普及藝術的課程，目的就是

要讓學生認識藝術，從而喜歡藝術，是否

能夠成為畫家、演奏家，這個並不重要，

家庭是一個人成長的搖籃，家庭教育

更是根深柢固，影響人的一生。家長的教

養及陪伴等都能為學生的幸福感注入正能

量。事實上，如學生在家庭中得不到適當

的愛和安全感，很難談得上幸福。因此，

教育暨青年局積極推廣親職教育，開展不

同的培訓，讓家長了解如何讓子女感受到

被接納及被愛的重要。

作為社會的一份子，學生少不了受到

社會及文化的影響。PISA2015 報告顯示，

學生幸福感較高的經濟體不乏一些拉丁美

洲的國家，例如墨西哥、哥斯達黎加和多

明尼加共和國等，相信這與他們的文化、

生活的滿意及看法是有關聯的。反觀澳門

社會，越來越充斥著對抗、排斥、爭吵、

抹黑，甚至鬥爭等負面氛圍，在這些戾氣

的氛圍下，學生幸福感亦隨之受到影響。

因此，為我們下一代的幸福感，營造和諧

文化的社會，提供正向解決問題的習慣和

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我們每個人都要付出

努力才有可能達到。

為提高學生的幸福感，教育暨青年局有何

政策？如何促使有關政策得以落實？

老 Sir：教育暨青年局於 2018 年 11 月成

立“學生幸福感”專責工作小組，整合及

深化現時在學生幸福感方面的工作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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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學生能夠懂得欣賞藝術，可以被

藝術的美感所感動。當然，文化活動並不

只限於藝術，可以是科學、創新科技、體

育運動或義工活動等，內涵就是在人生中

建立興趣，追尋有意義、有價值的目標，

豐富生活，提升幸福感。

一個關愛、互信的氛圍是包括良好的

親子關係、師生關係和同儕關係，這些關

係會影響到學生的成長，甚至是學生的下

一代，是一個社會的延續。我們認為 “愛”

是幸福感的關鍵，“愛”是彼此的，“愛”

是影響著所有事情的核心價值。隨著愛和

被愛都能滿足的時候，學生幸福感便可得

到提升，社會上出現衝突、極端的行為亦

會減少。使成長適應、情緒管理、解難能

力、性教育和生活技能等都是學生幸福感

有關的課題；此外，我們也重視培育學生抗

逆抗壓的能力，讓學生在成長的過程中能夠

抵抗逆境，跨越自身成長的障礙，積極面對

困難，以至在困難中學會如何成就未來。

2019 年，“學生幸福感”專責工作小

組首先會以“和諧校園、拒絕欺凌”及“減

輕學生課業”為主題，優先關注有關工作，

本著“預防為先，教育為重”的理念，繼

續進行預防和培育、跨部門協作、宣傳教

育、組織交流學習及積極推廣社區活動等

工作。

教育暨青年局具體推行了哪些工作，以提

高學生的幸福感？

老 Sir：為加強推動和諧校園的重要訊息，

教育暨青年局與治安警察局攜手製作了

“和諧校園．以愛同行——拒颕欺凌”——

《從來未屈服》音樂短片，並已於本年 5

月舉行了首播儀式，期望透過短片向公眾

宣導共建和諧的校園和社區是每一個人的

責任。

為開展和諧校園的工作，教師和學生

輔導員的培訓必不可少。現有的教師培訓

已包括如何及早發現、及早引入、如何和

學生建立良好關係，但對於校園欺凌的後

續處理，未必所有教師也能掌握。因此，

教育暨青年局為教師舉辦一系列預防校園

欺凌及復和調解的培訓，以提升教師應對

相關工作的技巧；組織到鄰近地區的考察

交流活動，加強教師相關的知能。並且持

續為學生輔導員舉辦有關處理校園欺凌的

專業培訓。新學年的《學校運作指南》內

文亦會增加“處理校園欺凌事件指引”。

構建和諧校園不只是教師或班主任的

工作，學校內其他職工亦應對和諧校園有

一致的理念，以確保學生在一個和諧校園

內茁壯成長。為此，我們將編制《和諧校

園、拒絕欺凌》實務手冊，為在校園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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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預防及處理校園欺凌的教職人員及學

生輔導人員，提供豐富且實用的參考資料。

此外，亦會引入真人真事的勵志人物故事，

巡迴學校為學生及教學人員舉辦生命教育

分享會，以期達到“用生命影響生命”的

願景。我們亦以巡迴展板方式，定期入校

宣傳有關學生健康成長的訊息。教育暨青

年局同事亦到訪不同學校，以了解學校在

和諧校園、品德教育、校園危機管理方面

的運作情況。

和諧校園亦有賴家長的配合。我們會

聯結局內提供家長教育工作的各部門，互

相合作發揮優勢，為處於不同地區的學校

及家庭創造條件，增加他們參與家長教育

活動的機會，讓不同時段工作或區域的家

長可以有充足的社區資源，讓他們得到更

多家長教育的資訊。我們會舉辦一系列的

活動，教導家長與子女溝通的技巧、如何

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留意子女的情緒及

行為、如何提升子女的抗逆力等。

同時，我們會推廣家長參與家長教育

講座或家長會，讓家長可以分享教養子女

的經驗和心得。另外，亦會持續派出導師

及透過駐校學生輔導員在學校、社區及中

心舉辦講座、工作坊，相關活動內容包括：

親子溝通與建立關係的技巧、識別及處理

子女危機問題、預防子女偏差行為，以及

生命教育、性教育、品德教育、學業輔導

及家校合作等議題。

未來，各教育持份者應該怎樣做，才可有

效提升學生的幸福感？

老 Sir：學生將來的發展是充滿著無盡的

可能，我們需要明白學生在成長過程中習

得的生活技能、情意、價值觀和興趣等，

實際對其將來生活的影響，是遠超出於一

張寫上 100 分的測驗考卷。

未來，教育暨青年局持續透過正規教

育課程、餘暇活動、學生輔導服務、德育

工作、家校合作、跨部門協作等方式積極

開展全方位的教育工作，培養學生正向的

價值觀和生活知能，以及提供發展潛能的

平台。

透過課程改革，繼續全面提升學生的

科學素養和人文素養，鼓勵學生探索，培

養學生終身學習和抗壓抗逆的能力；致力

透過餘暇活動，充分發展學生的潛能、個

性及各種有益的興趣，促進其全人發展及

自我實現；為學生創造更多的學習條件和

出外交流學習的機會，以及展示學習成果

的平台，豐富學生的學習歷程。

早前，我又親眼見證一個勵志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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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網球員拿度成功衞冕法國網球公開

賽，高舉其生涯大滿貫錦標第 18 個的颕杯。

在他的網球員生涯中，曾經歷過多不勝數

的傷患困擾，曾經歷人生的低潮，全憑其

堅毅意志、不屈不撓精神，勇敢、積極面

對挫折和批評、承受壓力、抵抗逆境，繼

續勤苦練習，才可在運動員生涯的暮年中

再創高峰。

誠如學生是教育暨青年局的局徽中的

小樹苗一樣，是需要由整個社會不同的持

分者共同灌溉。樹苗的成長是需要給予不

同的養份，不能強迫它只吸取特定的養份，

亦不能過於保護或強行助長，過度的要求

反而會窒礙小樹苗的健康成長，甚至可能

令它過早凋零。

小樹苗只要得到適當的土壤和環境，

以及愛心的栽培，讓其自然地經歷雨天和

寒冬，嘗試不同的生活挫折，才能讓它自

身變得強大，從而茁壯成長。冀望各教育

持份者及社會人士化作園丁，為我們的小

樹苗共同努力，構建合適的環境，提供不

同的養份，讓他們在愛及幸福下，茁壯成

長為參天大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