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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簡介

採訪時間：2019 年 12 月 6 日

採訪地點：澳門大學教育學院

受訪對象：�溫佩娣助理教授

     

序言

教育暨青年局於本學年推出“綜合

應用技能教育”先導計劃。這個計劃的目

的是要突破以往課程及固有教學模式，讓

學生從應用和實踐中學習基礎的理論與概

念，培養學生共通能力、職業知識、應用

技能、創新素養及生涯價值觀。本期《教

師雜誌》專訪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助理教授��

溫佩娣博士，�博士協助教青局策劃“綜合

應用技能教育” 先導計劃，藉此與我們一

起分享有關對這個計劃的看法和背後的理

念。

您認為學校教學中應如何運用設計、藝術

和創意等元素，以“綜合應用技能教育＂

課程，提升學生動手解決問題的能力？

� 溫 佩 娣 博 士： 開 展“ 綜 合 應 用 技

能教育”課程的目的是培養學生的核心

素養，提升學生在真實情境中解決複雜

問題的能力，而這個過程中最重要的就

是培養學生的創意思維。創新力是全世

界各個國家發展的重要目標之一，研究

發現美國接近一半的經濟增長都來自於

創新。我們想要培養有創意思維的下一

代，必須重視“綜合應用技能教育”課

程。那我們應該怎樣開展“綜合應用技

能教育”課程呢？我們可以通過“設計

與應用科技”(Design & Technology 下稱�

"D&T" � ) 的學習項目來推進 “綜合應用

技能教育”課程。D&T 是一種項目式的

學習方法，學生需要從真實情境中確定設

計需求，形成和發展自己的想法，最終實

“綜合應用技能教育＂課程
──培養澳門下一代的核心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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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設計解決方案。在開展 D&T 學習項目

時可以用研究做支撐，研究包含通過實

體模型驗證想法，評估最終設計解決方

案。在這個過程中，學生學到相關知識的

同時，溝通協調 (Communication)、團隊

合作 (Collaboration)、解決複雜問題能力 

(Complex problem solving)、 批 判 性 思 維 

(Critical thinking)、創造力 (Creativity)、創

意和藝術等方面的能力都可以得到培養。

在整個過程中，我們注重學生可以應用科

技知識和設計思維能力來尋求解決方案並

製作模型。

您認為學校應該怎樣在教學中設計 D&T

學習項目？

�溫佩娣博士：首先，學校可以由兩種

方法去落實 D&T 學習項目，一種是以正

式課程開展，譬如電學；另一種是非正式

的課程進行項目式學習，這種項

目式學習，教師可以基於“基本

學力要求”來進行項目設計；其

次，學習項目的課程設計要基於

現實生活，這樣的課程學生比較

容易建立同理心和敏感性。所以

好的學習項目課程設計是可以讓

學生在真實情境中尋找可行、實

用、方便操作的解決複雜問題的

方法。在教學上，老師一定要有

明確的教學目標，但是可以有不同的教學

方法。一種是低階的教學方式：教師控制

學習項目， 這種教學方式重點突出項目的

任務，老師在學生制訂設計過程中給予大

量的指導，通常老師直接向學生提供設計

概要或者指導學生共同編寫設計概要。另

外一種是高階的教學方式：學生主導的開

放式項目，學生主導的開放式項目沒有給

學生具體的任務，學生可以在確定的主題

中尋求真實、有意義的設計過程。

您認為澳門大學在協助非高等教育（即中

學或小學）推動應用技能教育中的“設計

與應用科技＂方面起着甚麼角色？曾舉辦

甚麼類型的活動？如何加強或提升學校間

的合作 ?

�溫佩娣博士：澳門大學中小學 STEM

教育基地在 2018 年 6 月成立，澳大這個

澳門大學教育學院�溫佩娣助理教授



10

教育    焦點

10 教師雜誌·第六十三期

STEM 教育基地由科技學院、中醫藥研究

所、健康科學學院、應用物理與材料工程

學院、教育學院共同組成，與澳門科技發

展基金、教青局共同合作，發揮不同學院，

不同專業領域的特點和優勢共同推動綜合

應用技能教育中的設計與應用科技。澳門

大學的 STEM 教育基地對本澳所有中、小

學開放，本澳的老師可以帶學生申請使用

STEM 教育基地的資源和設施開展 STEM

教育，我們非常歡迎本澳的老師、學生跟

我們交流和分享 STEM 教學和學習的心得

體會，共同推進澳門“綜合應用技能教育”

的發展。我作為 STEM 教育基地的成員，

一直積極參與基地活動。當中包括每年為

本澳中小學生舉辦 STEM 夏日實踐營，從

而培養學生的設計思維、批判性思維、創

造性思維、團隊合作精神和解決複雜問題

的能力。我們教育學院也將積極推進綜合

應用技能教育課程體系建設。我將負責為

澳門參加“綜合應用技能教育”的教師從

以下四個方面進行教學法的指導：

1. 設計符合基本學力要求的“綜合應

用技能學習”知識整合的教學活動；

2. 實施以學習者為中心的“綜合應用

技能教育”教學策略；

3. 利用形成性評價和總結性評價來評

估學生“綜合應用技能教育”的學習成果；

4. 使用科技改善“綜合應用技能教育”

的教學與學習。

近年澳門大學積極推動本澳青少年科普教

育，有否結合學生的“綜合應用技能＂做

推廣？請分享學生在參與過程中的得着和

遇到的困難。

�溫佩娣博士：有，但是澳門青少年科

普教育的共同問題在於大多是以兩種方式

開展：一種是希望參加比賽獲獎，另一種

是製作高科技成品。這非常不利於對學生

核心素養的培養，有不少課程還會對學生

有負面影響。比賽可以參加，成品也可以

做，但是在於開展過程中一定不能脫離對

學生核心素養的培養，即培養學生批判性

思維、創造性思維、團隊合作精神、解決

問題能力。今年六月十五日和十六日，澳

門大學教育學院和科技學院首次合作舉辦

首屆 STEM 夏日實踐營，目的就是培養本

澳中小學生的核心素養。在 STEM 夏日實

踐營中我們發現學生普遍缺少創新能力，

但是可以看到他們的溝通能力和團體合作

精神得到提升。

除此以外，家長的支持也挺重要的，

因為很多時候“綜合應用技能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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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利用餘暇時間，家長可能會擔心影響

學生正常學習的作息，不過，只要給家長

充分瞭解未來科技人才的發展方向，讓他

們明白培養學生核心素養的重要性，相信

家長會支持的。

教青局推行“綜合應用技能教育＂課程，

您認為中學生擁有這些技能對其大學生活

及學習重要嗎？為甚麼？

�溫佩娣博士：當然重要，我會從兩個

角度來談這個問題。首先，我想家長和老

師最關心的一定是學生的升學問題，對於

很多國外名校來說成績已經不是評估學生

的唯一標準。2018 年 6 月開始，部分常春

藤（Ivy League Universities）取消了 SAT

的作文考試，甚至有些名校不要求申請者

提交 SAT 成績。美國和加拿大的預級大學

更加重視全面教育，他們需要有創造力、

領導力、批判性思維、社會責任感，以及

具備國際視野的綜合人才。現在的教育制

度是希望培養學生在考試中拿到高分，而

恰恰忽略了培養學生溝通交流能力、合作

能力和創造力。我們不希望培養出來的學

生是做題目和考試的機器，而“綜合應用

技能教育”可以培養全面發展的學生。學

生除了學習跨科知識之外，更可以從這幾

個方面培養學生的核心素養：科學觀念與

應用、科學思維與創新、科學探究與交流、

科學態度與責任。核心素養的培養可以令

學生具備溝通交流、合作、創新和解決實

際問題的能力，這些能力和名校的招生目

標是一致的。其次，學生進入大學之後缺

少家長和老師的保護，在生活和學習中都

會面對很大的挑戰。面對不同文化的老師

和同學，溝通交流和合作能力變得更加重

要。大學學習有更大的自主性，需要學生

可以自己面對挑戰、解決問題。開展“綜

合應用技能教育”可以更好地培養學生解

決複雜問題的能力，學生可以更好地適應

大學生活和學習。

就“綜合應用技能教育＂課程的推廣，澳

門大學期望在未來本澳青少年在科技應用

上有甚麼工作？

�溫佩娣博士：根據研究統計數字顯示，

美國創新人才來自於 STEM 領域。由學科

劃分的美國 2019 年畢業生平均起薪（排

名由高至低：1. 工程；2. 計算機科學；3. 

數學和科學；4. 商科），STEM 相關領域

佔據前三位，STEM 領域的從業人員平均

起薪高於其他領域的從業人員。現階段，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為澳門的發展創造了新

的機遇。澳門未來如果要繼續加快發展經

濟，就要積極融入大灣區。《粵港澳大灣

區發展規劃綱要》中提出上百項重大工程

項目，在交通重大工程當中建立快速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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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的港口群和機場群。在通訊工程領域，

建成智慧城市群，推動珠三角無�線帶城市

群建設，實現免費高速無線局域網在大灣

區重點交通線路全覆蓋，粵港澳大灣區有

望在全球灣區中率先實現 5G 通訊。這些

重大工程項目需要大量“綜合技能應用教

育”相關專業人才。 所以，澳門需要大力

推動本地“綜合應用技能教育”，我希望

並且有信心通過“綜合應用技能教育”課

程能為澳門培養有創新思維，可以應對未

來挑戰的關鍵人才，提升澳門的國際競爭

力。

就澳門推行“綜合應用技能教育＂課程，

您期望會達成甚麼成果？

溫 �佩娣博士：短期方面，通過這個課

程，希望能培養一批跟我們理念相近的老

師，明白課程的目標，能配合學校，成功

落實這個計劃：長遠來說，當然需要轉型，

為着澳門的未來，需要透過“綜合應用技

能教育”培養具競爭力、國際視野，具核

心素養的下一代，即使面對困難、遇到挫

折，仍能迎難而上，養成具備解決問題的

決心，正視問題的本質，我相信只要大家

觀念正確，專心一致，這個課程最終能成

功推行。

後記

以往我們總覺得 STEM 跟參加比賽是

息息相關的，通過�博士的訪問，讓我們更

瞭解“綜合應用技能教育”的最重要目標，

是要培養學生的核心素養。正如�博士所言，

轉型是至為重要，不管是課程、教學法或

評核，甚至對 STEM 的理念，都必須作出

調整、改變，這樣澳門才能培養出具備核

心素養的下一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