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學校校董會於教育給予全體教職員提供正能量 

 

教育：回歸 20年，遊子入母懷 

記者  姜浩峰 

 

澳門立法會前議員、澳門福建學校執行會董吳在權先生認為——澳門在 1999 年發表

《德育及公民教育指引》後，推出一系列國民教育措施。教青局開設德育中心及“愛祖國

愛澳門”網頁，為學校推行國民教育提供意見。如此等等，讓澳門青少年的愛國心得到滋

養。在接受《新民週刊》記者採訪時，吳在權說：“澳門回歸後，在基本法的保障下，澳

門各類學校繼續享有辦學自主性、教學自由和學術自由。特區政府在此基礎上，積極培養

社會尤其是青少年的愛國情操和國家意識。”兩者結合得好，在教育界的引領下，澳門回

歸 20年來，真正做到了遊子入母懷。 

 

回歸，要讓教育率先回歸 

2019年“六一”國際兒童節前夕，澳門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的小朋友們，收到了國

家主席習近平的回信。習近平在回信中，給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小朋友寄給他的彩筆劃

點贊，更提到自己經常想起《七子之歌》，歌中表達的遊子對回到母親懷抱的渴望十分感

人。 

從孩子們寄信寄畫給習近平，到習近平回復，並對孩子們親切勉勵，此等尺牘傳情，

讓澳門與祖國內地的心靈更為契合了。 

回歸之後，澳門特區政府十分重視教育。澳門中華教育會呼籲基礎教育實行公益性。

此後，特區政府開始慢慢實行免費教育，從小學開始，然後到初中。2007 年，澳門中華

教育會以及教育界人士發起討論：免費教育能否下延或者上升？最後，大家達成共識：既

下延又上升，於是，澳門從 3 歲到 18 歲，教育實現全免費。“只要私立學校願意加入，

學生學費雜費可以全免，這便保障了所有孩子不會因為貧困上不起學。”陳虹說。 



吳在權告訴記者，以他個人的經歷來看，澳門回歸前後，教育領域所發生的變化，主

要在國家意識教育方面。“回歸前，在澳葡政府的管治下，澳門中小學教育大多刻意回避

有關公民教育的內容。此外，澳葡政府對澳門人的教育採取放任、不介入甚至不重視的態

度，教育部門沒有在教育界起帶頭作用。”吳在權說，“學校雖然自主發展，但難免各自

為政，各校的發展程度參差、水準不一。隨著中葡政府簽署澳門問題聯合聲明，澳門進入

回歸過渡時期，澳門社會，尤其是教育界開始共同重視有關公民教育、青少年的國家意識

教育。尤其澳門的各個社團——在愛國社團的引導下，澳門居民，包括青少年的國家意識

逐步發展。” 

吳在權本人是澳門福建同鄉會副會長，與香港福建中學等四校校監黃周娟娟女士多有

交流。黃周娟娟告訴記者，她感覺澳門教育界比較團結，在愛國愛澳教育方面，做得比香

港教育界的愛國愛港教育要好。譬如香港“修例風波”後，她任校監的學校於 9 月 2 日

開學日正常升國旗。黃周娟娟還專門到各個學校去講話。看到有零星學生戴著口罩表達所

謂訴求，她說：“你們戴著口罩，說明你們不想把自己的病傳染給別人。希望你們的病儘

快好起來，除去口罩，露出你們青春可愛的面龐！”然而，香港不少中學甚至小學竟然在

“修例風波”過程中，害怕升國旗給學校惹事，而取消了此等活動。 

就在“修例風波”鬧哄哄之際，內地網上熱傳起一個帖子——《澳門妹子解說“澳門

教材”》。發帖者澳門妹子律子稱，自己從幼稚園到高中畢業，一直在澳門讀書，考上大

學才來到了福建。她還介紹，在澳門，除去一些教會學校、國際學校等，大部分普通學校

都會使用人民教育出版社版的教材。“這些教材，譬如地理、中國近代現代史、品德與公

民、中國外交知識等課程，讓澳門的年輕人從小知道——我是中國人。”律子通過微信告

訴《新民週刊》記者。由此可見，澳門回歸，實現了教育的率先回歸。按照吳在權的話說，

是“強化憲法和基本法宣傳教育，使得愛國愛澳精神持續傳承，‘一國兩制’事業後繼有

人。” 

 

 



在祖國大家庭中 

澳門，位處珠三角西岸，與廣東省珠海市拱北相接。自 1553 年葡萄牙人獲得居住權

後，澳門開始了中西方文明的一種交融歷程。1887年 12月 1日，葡萄牙正式通過外交文

書的手續佔領澳門。經過 100多年東西方文化的碰撞使澳門成為一個風貌獨特的城市，留

下了大量的歷史文化遺跡，2005年 7月 15日，澳門正式成為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  

比起香港來，澳門地方小，人口少。如何保有本土文化？ 

吳在權告訴記者：“文化，是抽象的，也是具體的。若單純講文化，會很抽象。對澳

門本土文化的理解，應反映到具體事物上。我認為，經過歷史發展與沉澱，澳門本土文化

的顯著特色之一是中西文化彙聚，尤其是中葡文化交融的特色。雖然，葡萄牙後裔占澳門

人口比例約 5%，但葡國文化佔據澳門文化重要的一部分，簡單如澳門的世界文化遺產，

不少都是教堂，這便是一個文化符號或者說縮影。此外，澳門本土文化還反映為對中國傳

統文化的傳承與發展。例如，舞醉龍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更列入我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它同樣彰顯澳門文化底蘊。再如，澳門的媽閣信仰文化，同樣源遠流長。”儘管如此，吳

在權認為，對青少年的教育，其實無須刻意凸顯或強調本土文化教育。應在現有的基礎上

加以優化完善，夯實教育成果，堅持“愛國愛澳”的原則核心，推動青少年的全人教育，

尤其愛國教育、品德教育。以多元、創新機制，推動青少年更好的瞭解國情、區情，瞭解

國家和澳門的歷史、文化等。由此，澳門本土文化也就能夠得以傳承。 

如果沒有比較，實則也就無法凸顯一個地方的地域文化。澳門在 1999年發表《德育及

公民教育指引》後推出一系列國民教育措施。教青局開設德育中心及“愛祖國愛澳門”網

頁，為學校推行國民教育提供意見。自 2008年開始，教青局全費資助學生，參加黃埔軍

校訓練營，通過瞭解人民解放軍對國家建設的貢獻，培養學生的愛國心。政府又為學校及

社會團體提供大額資助，組織內地交流團、慶祝國慶及澳門回歸、紀念五四運動等。2016

年初，澳門特區政府推出“千人計畫”——每年遴選 1000人赴內地交流學習。2017年 4

月，澳門基金會主辦的“千人匯”平臺正式推出，旨在將參與澳門“千人計畫”的青年彙

聚起來，讓不同團體的青年彼此交流、互補長短。 



吳在權的“普天共慶澳門回歸祖國 20周年——盛世芳華書法展”於 12月 1日在澳門

教科文中心開幕。整個展覽不僅展出了吳在權個人的書法作品，還邀請到海峽兩岸暨港澳

的老、中、青、少年等共同參與創作。在澳門福建學校就讀五年級的李浩紳小朋友說：“展

覽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作品，是反映在颱風‘天鴿’到達澳門後，解放軍穿梭澳門街道。他

們戴著手套，拿著鐵鏟默默救災的事。我會謹記吳校董的話：‘懂得感恩，學會感恩’！” 

吳在權則向記者表示，隨著粵港澳大灣區戰略的推進，青少年北望神州、融入大灣區

的熱情不斷高漲，例如報讀內地高校的澳門青少年再創新高，往內地創業就業的青年持續

增長，更加上各類粵港澳創新創業基地面向粵港澳三地青年，以及各種平臺、交流機制大

門常開，相信將會使得澳門與內地青少年交流的頻率、效益不斷加強。 

值得一提的是，澳門與上海的交流方面，吳在權透露，全國政協港澳臺僑委員會、上

海市政協、澳區全國政協委員、澳門中聯辦、澳門基金會共同主辦的“澳門青年人才上海

學習實踐計畫”於 2019 年已踏入第八期，該計畫每年舉辦一期，選派約 30 名青年往上

海行政學院學習基礎理論，後分組到當地單位實習。“這樣，既加強了與上海的交流，亦

促進青年磨練成才發展。”吳在權說，“同時，不少社團組織亦會舉辦相關交流團前往上

海考察交流，涉及的領域包括科技、交通、人文等等。更別說每逢在上海舉辦的盛事，包

括世博會、進博會等等，都會吸引不少澳門交流團前往交流，加強澳門人，特別是青少年

對上海、對內地的瞭解，從而強化澳門人的國家意識，提高愛國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