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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研究

學校教育對社會發展有著重要影響。

為提高教育品質，對教育進行檢討和改革

是必要的手段、方法和策略。過往，教育

改革往往側重於教學活動層面，如課程、

教學技術和學校資源支援分配，較為忽略

組織層面及其相關因素。為此，經濟合作

與發展組織 (OECD) 於 2001 年出版《新

的學校管理途徑 (New School Management 

Approaches)》中提到學校革新的重要性，

並從多個參與試驗的國家或地區個案中

尋求適合 21 世紀的新管理方式。這份報

告的構思，源於學校的運作變得越來越複

雜，學校領導人必須結合一系列的管理知

識和思想，與相關人員因應學校背景，共

同策劃創新的舉措，使學校的組織不斷完

善，此以為孩子提供優質教育。

為保證學校能提供優質教育和加強其

問責性，現今世界各地政府大多採用學校

評鑑模式 (School Evaluation)，包括：校

外評鑑 ( 外評 ) 與校內評鑑 ( 自評 ) 兩種 

(MacBeath & McGlynn, 2002)。 事 實 上，

學校管理工作包括計劃、組織、指導、檢

查、監督、協調和控制等職能。在校長之

下，應有層次及職責分明的組織管理；有

一套完整的規章制度和溝通渠道；並通過

計劃的執行、檢查和總結，使校外各組

織相互配合和協作，以為績效負起責任

( 張本文，1998)。

從PISA視角看澳門的
學校評鑑發展
文│方燕芬 薛寶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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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自 9/2006 號法律《非高等教育

制度綱要法》制訂及生效後，每所學校均

須配合學校評鑑的實施，以確保督導工作

能順利進行。由於澳門大部份學校為個人

或社團開辦的私立學校，在基本法的規定

下，學校絕對享有辦學和教學自由的權利，

因此學校綜合評鑑目的及工作主要是協助

學校發展，也為保證學校的教育質量 ( 澳

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暨青年局，2006 )。

從 PISA2015 問卷數據分析澳門學校評鑑

的發展情況

隨著澳門於 2003 年參與 PISA 測試開

始，至今已先後參與了六輪的 PISA 研究

計劃。澳門各教育持份者藉參與計劃，陸

陸續續增加了對當今世界的教育路向、學

生的素養及能力的認識。而通過 PISA 測

試集得的數據及訊息，也正好為教育機構

及工作者提供思考空間，以制定教育改革

和未來發展的路向。

PISA 測試收集了多方面的數據，由

學校領導填寫的學校問卷是其中之一。本

文正是從 PISA2015 參與計劃的 45 所學校

填寫的問卷數據，檢視澳門學校評鑑的情

況，目的是讓學校逐漸由過往“憑印象”

轉變為“以實證為本”的方式來評估學校

的表現。

(1) 澳門學校進行校外評鑑與校內評

鑑的情況

如前所述，學校評鑑針對教育品質的

保證和改良有重要作用，因此，PISA2015

的問卷透過“貴校有否下列關於針對品質

保證和改良的安排？如有，這些安排從何

而來？” 一項，收集了學校在進行校外評

鑑 ( 外評 ) 與校內評鑑 ( 自評 ) 這兩方面的

數據。

從圖 1 可見，沒有進行學校評鑑的比

例甚低，分別佔 20% ( 校外評鑑 ) 及 2.2% 

圖 1：學校對校外評鑑與校內評鑑的參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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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內評鑑 )。換言之，有 80% 的學校有

進行校外評鑑，更有高達 97.8% 的學校

有進行校內評鑑 / 自我評鑑。值得注意的

是，有 57.8% 的校外評鑑是基於地區或部

門政策的強制進行，只有 22.2% 是基於學

校自決；反之，有 68.9% 的校內評鑑 / 自

我評鑑是基於學校自決，只有 28.9% 是基

於地區或部門政策而強制進行。從回應可

見，學校似乎更傾向使用校內評鑑以保證

教育質量。

(2) 校外評鑑數據的應用

為保證學校的教育品質，以及教學效

能的不斷提升，對學校進行評鑑，不論透

過外評或自評所回饋的訊息，都有助於學

校了解現況，接著在強項方面繼續發展，

在可改善之處加以改進，使學校辦出特

色、提高教育品質，才能為澳門社會培育

合適的人才 ( 郭曉明，2015)。圖 2 的數據

正正反映了參與學校對校外評鑑的看法。

澳門的學校普遍認為校外評鑑的數據

可以用來改善教學的具體行動 (97.1%)、

規劃學校發展 (94.3%)，學校亦會把校

外評鑑的結果所得出的措施及時付諸行

動 (91.4%)。大部份的本澳辦學團體認同

校外評鑑的結果會導致學校政策的變化 

(65.7%)，他們亦認為由評鑑引發出來的推

動力不會很快在學校消失 (82.9%)。由此

圖 2：參與學校對校外評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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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本澳學校雖然更傾向使用校內自評，

但其實他們對校外評鑑的看法也是相當正

面的，校外評鑑也是他們進行改革的重要

依據之一。

(3) 校內評鑑數據的應用

近年，“證據為本”的學校自我評鑑

已成世界趨勢，許多西方國家更把評鑑工

作發展為學校自評。這評鑑方式由學校自

發，校內人員通過自我反思和發現問題，

再結合方案來進行，目的是促進學校的優

質發展。如鄰近的香港為實現“優質教育”

的目標及理想，教育局早在 1997 年頒佈

了《第七號報告書》作指導，同時把過往

的視學方式改變為學校自評與外評，再把

結果編製成報告發予學校參考，以激發學

校持續進取 ( 楊思賢，2013)。

圖 3 展示了澳門學校在最近一次校

內評鑑結果的使用情況。從圖中的百分比

分佈可見，學校因應最近一次校內評鑑

結果而推行的措施依次為：教師專業發

展 (95.3%)、教與學的質量 (93%)、課程

實施 (90.7%)、學生成就 (86%)、教育人

員 (79.1%)、學生的跨學科能力 (76.7%)、

學校的公平 (58.1%)、家長參與學校事務 

(51.2%)。這些措施推行的比例均超過參與

學校的半數，當中，用於教師專業發展、

教與學的質量和課程實施這三方面的百分

圖 3：學校因應最近一次校內評鑑結果而推行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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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更高達九成，反映學校較重視校內評鑑

結果，並因應結果而有所跟進。

然而，數據仍有值得關注的地方：

在家長參與學校事務一項，除了推行的比

例是最低之外，更有接近四成的學校表示

沒有推行這方面的措施，並非結果令人滿

意，而是由於其他原因。事實上，家長是

重要的教育持份者，若學校能使父母成為

改革的積極參與者，對教育的發展會有所

禆益。家長參與學校事務正是家校合作的

有效途徑，為實現 “優質教育” 的目標

及理想，學校有需要考量如何因應評鑑結

果加強及推行相關的措施。

結語

本文從 PISA2015 學校問卷收集的數

據，分析了澳門學校進行校本評鑑的情況。

結果顯示：參與測試的 45 所學校無論對

自評還是外評，大都抱持正面的態度；與

此同時，他們亦會因應評鑑的結果而持續

跟進和推行變革。這些數據正反映出澳門

學校對改良教育品質的堅持。

學校自評工作非一次性，而是一個持

續優化和自我完善過程，必須且長期在工

作中實踐，並在學校領導的帶動，全體教

職員工的配合，教育行政當局的支持下，

才能順利發展 ( Janssens & van Amelsvoort, 

2008)。正如澳門教育暨青年局在完成全澳

學校的綜合評鑑工作後，已於 2018 年推

出“ 以學校自評為核心，結合外評的學校

綜合評鑑先導計劃”，目的是持續提升學

校的教育質素 (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

暨青年局，2018)。計劃的開展主要考慮

到本地的學校有其獨特性，學校自評有利

學校採用多元形式的發展，並且能有序地

協助學校建立系統和科學的機制，在實施

過程中系統化地蒐集和分析資料。在了解

學校自身的優勢和劣勢，進而有效地利用

評鑑結果，然後制訂和執行改進及發展方

案，這是學校自評工作非常重要的一環。

相信藉由計劃的開展及推行，將有利澳門

的教育質量的進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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