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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時代裡，學生到底上學學

習甚麼才能讓他們面對未來社會的需要？

我們作為教師，必須時常反思這個問題。

現時，很多知識可以在互聯網找到，不是

只能在學校才學到。一些過往需要學生死

記硬背的知識，更可以隨時在電腦、手機

或軟件的幫助下，很快找出正確的答案。

那麼，教師的功能是甚麼？哪些事情必須

做，哪些不必做？教師這工種會否因為科

技的發達而慢慢地被淘汰？為了傳承教育

和發揚學習的重要性，我們先要考慮教師

在主要的教學活動場所，意即是學校，如

何準備自己以建構未來的學校？

筆者認為要建立一間適合未來的學

校，教師首先要在思想上做好準備，例如

了解世界銀行所進行的研究，認清一些未

來社會上所需人才的特徵，以至未來社會

對不同工作種類的需求。在十年後，有甚

麼工種可能會日漸息微，甚至消失？有甚

麼新的工種會在未來出現，甚至將會成為

龍頭行業？試回憶半世紀前，文化水平相

對較低和網路還未曾出現的時期，當時社

會有一個職業，是專門為人“代寫書信”，

當時能做這個工作的人肯定是在該地區中

的知識分子，他們受人尊重，這工作為目

不識丁或學識較低的人，解決了與人聯繫

的問題。但隨著社會的進步，現代還有這

份職業嗎？這讓我們深思，時移勢易，社

會不斷在改變。那麼，我們現在教授學

生，是否只著眼當下呢？

尊敬的教師們，我們現在很努力培育

學生，但若果方向錯了，學生們的未來會

怎樣？在學習的路途上，尤其在學校，筆

者相信學生的成長和經歷，是受到不同教

師的指導和影響，因此，我們每一位教師

都有責任為不同的學生作出適合的引路。

科技和網路的應用在未來是不可缺乏

如何建構適合未來的
學校
文│鄭焯基



393963·Revista dos Docentes·Teacher Magazine

的，但再先進的區域或學校，亦不能單靠

豪華的硬件完全發揮教育成效的最大值。

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交流是機械唯一不能取

代的東西，學校必須具備教育上最好的軟

件――優秀的教師，沒有教師對於學生情

況的適切指導，學習會變得冷漠、失衡、

單一。故此筆者認為，數位網路學習的技

能、創意能力和溝通心靈，這三方面是教

育行政人員、教師和學生必須為適應未來

而掌握的生活技能。

數位網路學習的技能，即資訊科技和

電子化的運用。這些已在日常的文檔處理

和教學中常用，例如，文書資料可以透過

網路上傳、下載或存放歸檔。掌握及運用

科技及資訊應用於工作上，有助處理很多

問題。因此現時的教師在發現問題時，應

有效利用資訊科技去查詢、評估、組織與

利用資訊，以解決問題。學生亦必須要學

習如何透過網絡的連結，更有效地學習和

客觀地表達和尊重個人的意見。

創意能力的培養，可從教師在思考

設計課程方面著手，配合適當的互聯網幫

助，使學生能夠在不同的時間學習不同的

內容。筆者覺得未來學習是不受空間和時

間所限的，新型的學習情景／場境會在社

會中出現，學習的地方可以在教室、社區

或企業等，任何可以實現高質量學習的環

境或空間，這裡高質量的意思是指在特定

的場所或環境下使學生習得的知識與生活

的技能直接產生互動，從而增加學習過程

中的有效性。學生除了在校內學習，也需

要在校外吸收生活經驗來發展個人能力。

因此，筆者認為現時的分科課程有待改

善，未來的課程須根據社會現象或真實問

題，設置主題式教學。所謂主題式教學，

就是面向真實問題時，教師如何重組教學

內容，使學生採用主動的、探究式的、遊

戲化的學習方式學懂解決問題的能力。為

此，學校的領導、教育行政人員與及教師

們須要重新思考課程的安排，讓有創意和

能力的教師嘗試新的課程；結果或許會有

缺失之處，但從失敗的結果中累積經驗，

反思如何改進，這是成功必經的階段。筆

者認為分科學習已經不合時宜，學生須通

過跨學科學習過程，將大量不同層面的知

識整合後得出結論，在積極體驗中學習知

識、養成獨立的個性、培養解決問題和創

新創造的能力，相信未來學校的課程須要

加強這方面，才能夠讓學生適應未來的社

會。

除此之外，有效的溝通技巧是現代社

會人才素質的基本方面，以往我們認為學

生安靜地在課室內遵守規矩，就是良好的

表現；一些多發問或坐不安的學生，則被

視為不良學生。現代的教師不能抱著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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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認為學生靜悄悄地憋著自己的想

法、不發言就是對的表現，或許我們應該

鼓勵學生擁有自信心，讓他們盡情地展開

和分享自己內心的意見，使他們能夠在校

內養成與人溝通合作的技能，增強他們日

後能夠維持良好的人際關係，要培育一個

完整個體的成長，除了知識技能之外，更

重要的是培育健全的人格。

總結，筆者相信學習是雙向的，對

比十年前，現時的澳門非高等教育的確有

非凡的進步，從教師的能力以至學生的素

質，已達到國際級基本的水平。進一步發

展的，是要打破工業化教育形態，為適應

未來社會的需要，傳統的制度和教育模式

必須進行改革變更，我們要創造符合學生

需求的個性化教育，教師和學生的學習方

式和態度均須作出適當的調整。教育行政

人員要鼓勵和支持教師試行多樣化的創意

教學模式，教師的教學方式不應只注重講

授，而學生的也不應只注重聽學這種單向

的學習方式，更需培養出動手研究的能

力。回想筆者在大學時代所學得的教學

知識，已經有少許跟不上現代的教學模

式和學生的學習思維，例如現時流行的

STEM、STEAM 等教學模式，在筆者大學

時代根本沒有學習如何實施。故此，教師

不能固步自封，必須與時俱進，想辦法為

學生創造更有利的學習條件。我們需要讓

學習變得靈活多元，把知識學習與社會實

踐結合起來，把正式學習與非正式學習融

為一體，使學生把校內外學得的知識能夠

活用於生活中，是我們身為教育者目標之

一，也是為了建構未來學校的必要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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