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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 學年離校生中處於義務教育階

段的輟學生便有 31 人 2。這樣對於今天的

澳門來說，是否意味著本地應對學生輟學

問題的措施仍有完善空間？

有學者指出，學生中途輟學並非

突然發生的獨立事件，而是一個在多種

因素彼此作用下的複雜漸進歷程（許舜

賢，2015；Doll，Eslami，&	Walters，

2013；	Rumberger	&	Lim，2008）。因此，

筆者相信假如能在每年進行有關離校和輟

學生調查的同時，加以詮釋輟學生的成長

和學習經驗，將能更深入地認清本地輟學

問題的關鍵所在，從而不斷優化相關的學

生輔導工作，降低其輟學機會。

筆 者 認 為 敘 事 探 究（narrative	

inquiry）在教育研究的應用便是其中一個

能達致上述目的的可行方法。因此，本文

將就個人經驗與敘事探究、教育敘事與教

育敘事探究等方面展開敘述，隨後陳述應

用教育敘事探究來解決本地輟學生問題的

個人意見。如有不足之處，還望各位同工

不吝賜教。

淺談應用教育敘事
探究以解決澳門學
生輟學問題之我見
文│何文略

根據澳門教育暨青年局網站所公開的

研究文獻，可見自回歸以來，教青局每年

均統計離校和輟學生人數及其離校和輟學

原因，為教育同工提供豐富的參考數據。

多年來，在政府和各個團體的跟進處理下，

相關人數大體呈持續減少的趨勢；但儘管

如此，時至今日的澳門，每年仍有學生輟

學。

以最新一份《離校生狀況調查簡報

（義務教育及非義務教育學生）》1為例，

1 根據教育暨青年局網頁顯示，相關報告名稱由

2003/2004 學年《離校暨輟學學生調查提要報

告》，翌年 2004/2005 學年更名為《離校學生

調查報告》，之後 2005/2006 學年更改為《離

校學生調查簡報》，2006/2007 學年改為《輟

學生暨離校生調查簡報》，到了 2008/2009 學

年改名《離校生跟進調查簡報（義務教育及非

義務教育學生）》，最後於 2012/2013 學年再

更改為《離校生狀況調查簡報（義務教育及非

義務教育學生）》至今，但內容仍是調查每個

學年澳門離校和輟學生的人數和相關原因。

2 詳見教育暨青年局 2019 年 10 月 11 日公佈的

《2017/2018 學年離校生狀況調查簡報》， 頁 1。

取自 https://portal.dsej.gov.mo/webdsejspace/

internet/category/teachorg/Inter_main_page.

jsp?id=8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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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學生輟學問題之意義

二   教育敘事與教育敘事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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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事探究的主要主張乃建基於人類是

“講故事”的生物，無論個人層面還是社

會層面上的各種故事和傳說，都透過人才

獲得生命力；敘事探究就是以“人類使用

甚麼方式來體驗世界”為對象的探究，當

這個一般概念轉化為教育觀點時，就意味

著教育是個人與社會故事的建構和重構過

程，教師和學生就是彼此故事中的敘事者

和被敘事者，通過研究者和研究參與者之

間的共同合作，長時間在一個或一系列地

方，以及在與環境的社會互動中理解和探

究，共同建構關於他們的經驗，從中歸因

出意義的敘事（梁坤明等人譯，2011；

張 園 譯，2008；Connelly	&	Clandinin,	

1990）。

在此需要注意的是，教育敘事與教育

敘事探究彼此雖有緊密聯繫，但兩者並不

完全相等。丁鋼（2008）認為“教育敘事

是表達人們在教育生活實踐中所獲得的教

育經驗、體驗、知識和意義的有效方式，

教育敘事研究就是探究如何才能準確表達

和詮釋教育經驗、教育意義”。簡言之，

應用在教育領域上的敘事探究是一種“以

教育敘事為載體，以人文價值為取向，以

反思為媒介的應用性研究”（王枬、唐榮德，

2009）。

因此，教育敘事是反映經驗的一種方

式，所呈現的是日常教育生活，其重點在

敘事；教育敘事探究則建基於良好的教育

敘事，以發現和構建新的教育觀，其重點

在研究。

   

一般來說在澳門接受基礎教育階段的

學生，每天身處學校的時間只僅次於留在

家中。學生自入學開始，家庭以外的人、

事、物亦隨之開始大量接觸，加之每人的

家庭背景、成長環境、同儕友伴不盡相同，

所以即使在同一環境下讀書的學生都有各

自的成長故事。

故此，筆者認為教青局如能在調查和

跟進曾有輟學和正在輟學學生的過程中展

開深入的敘事探究，挖掘學生在實際學習

環境的主觀經驗，詮釋他們獨特的故事，

深入探討其所遇到的各種成長和學習問

題，由學生的角度出發瞭解他們在校內各

種生活的親身感受，把他們整個成長歷程

放到歷史脈絡進行重構，盡力還原他們學

習和輟學經驗的形成過程；相信不但能讓

各位接續出現於學生不同成長階段的教學

和輔導人員能在設計生涯規劃和輔導方案

時能有更詳實的參考，還能讓整個教育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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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更為廣闊的立足於現實的反思空間，

從而塑造新的教育認知，以提升自身的專

業素養，發現更深和更新的教育意義，共

同持續優化協助學生個人成長的相關工

作。

教育跟科學所研究的事物不同，單純

從數字上進行分析和歸納，所總結出的集

體趨勢和規律，未必就能反映到個案的真

實情況，亦不能充分解釋來自不同背景不

同學校個案之間的差異所在。而要更準確

和真實地反映學生的個人生活、成長經驗，

必須要採用更深入、更能發掘學生生命歷

程的探究方法，在此基礎上所作的教育工

作才能更有針對性。

再者筆者亦相信，通過重構同一社

會背景和變遷下不同個案的獨特故事，將

能更深入地揭示澳門這些年來到底出現了

甚麼變化，這些變化又是怎樣影響澳門的

學生以及當中的歷程為何。這樣我們便能

更準確地找出本地學生輟學問題的根源所

在，進而能紮根於學生的真實經驗持續更

新學校的訓輔工作和教育內涵，解決本地

學生的輟學問題。

實務經驗上，筆者亦曾接觸過因各

種原因而輟學或離校的同學。他們或因家

庭問題、或因學習狀況、或因友伴影響，

先後在義務教育或非義務教育階段離開校

園。故對此議題，甚為在意。

筆者今年擔任班主任的班級，自其初

一開始，彼此已接近相處了三年。開學不

久，已透過學校的資料通報、科任教師對

學生的表現回饋以及筆者的日常教學，初

步掌握班上部分可能存在問題的同學的大

致狀況。隨後筆者便與學生輔導員交流，

以期相關人員能從教師身份以外獲取更多

同學的個人想法及其在實際學習中所遇到

的問題現況，接著整合與家長會面溝通時

所取得的同學資訊，從而使同學的形象更

為立體，並以此作為訂立輔導策略的依據。

之後與學校行政人員溝通，對個別具

備條件、空間的項目作適當的調整和安排，

以及與不同科任教師取得共識，協助處理

同學的校內適應問題以及盡力幫助他們解

決其他可能存在的校外困境，避免在其經

歷困難和遭遇挫折之時讓學校成為其壓力



五   結語

5564 · Revista dos Docentes · Teacher Magazine

來源之一而增加其出現學習逃避的可能。

與此同時，筆者亦因着同學的反應來與輔

導人員不斷檢討和反思，以持續調整相關

的因應策略。

隨著學生的不斷成長，相關輔導人員

對學生的熟悉程度便不斷加深，筆者從不

同角度搜集資料而形成的學生成長歷程故

事亦越來越豐富。翌年部分科任教師更換

之時，便把相關同學故事與同工分享，讓

科任教師對部分同學有初步了解，使其教

學工作更順利地進行。另一方面，則繼續

在日常教學過程向新接觸同學的科任教師

同工詢問同學狀況，以從更多角度來更新

同學故事。遇有特別狀況，便再與家長溝

通，共同尋找改善之法。

兩年多來，透過如此循環形成的學生

故事，不但能夠在接獲其他人員反映問題

時有更為詳實的背景成因線索，還反過來

為筆者的教學和輔導工作提供更多實證例

子，以不斷優化和持續更新相關的訓輔、

學與教和班級經營方法。而且在學校行政

和各位同工的努力下，的確曾經在班上個

別同學萌生去意之初將其挽回。時至筆者

行文之日，班上雖偶有同學出現偏差行為；

惟可幸的是，暫時沒有同學輟學。

綜上所述，有關教青局每年的調查報

告能夠提供集體數據，歸納學生的輟學原

因，實有其意義所在，可是這畢竟是學生

輟學後的總結。故筆者認為欲要進一步解

決澳門的輟學問題，就必須要持續了解曾

經和正在輟學的學生，到底他們的成長和

學習過程經歷了甚麼？受到些甚麼因素影

響？這些因素如何影響他們及其整個輟學

歷程為何？

筆者相信通過教育敘事探究，定能在

數字和量表以外獲得更確切和更全面的經

驗事實，讓廣大教育同工和相關輔導人員

能在反思現實的同時自我增益，再制訂和

調整相關的教育政策和措施，使有可能決

定輟學或正處於輟學狀態的同學獲得更適

切的輔導和協助。

礙於篇幅所限，其他諸如以甚麼載體

敘事、由誰來參與敘事、怎樣妥善保管敘

事和如何實行教育敘事探究等問題，則只

能留待日後再作討論。另外，為確保同學

私隱，故筆者亦未便在上述實務過程作具

體措施的仔細陳述和舉例說明，還望各位

同工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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