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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澳門旅遊博彩業發展迅速，從事博彩行業者與日俱增，導致

整個社會的價值觀產生一定的改變；家長、學生與學校的關係

亦產生了微妙的變化。有鑑於此，聖瑪沙利羅學校於前年開始將生命教

育滲入日常課程，並以生活事例，讓學生親身經歷，多方面去推動品德

教育。為此，我們特地採訪了該校校長及管理人員，與大家一起分享如

何加強家校合作，推動學校品德教育的經驗與心得。

受訪者：

楊白燕校長、譚筱娟副校長及崔鳳鳴主任

貴校認為學校推行品德教育中，首要培養
學生哪方面的價值觀？

學校應從多方面推行品德教育、培育學生，本

校為天主教學校，特別注重靈性培育。學校本著

天主愛人的精神，使天主的愛成為學生良心的呼

聲，並以神作為德育的基礎，藉著對天主的信任

幫助我們去信任身邊的人，這讓老師更容易協助

學生培養良好的品格。此外，學校透過早訓、課

堂及其它活動，引領學生認識天主，並向學生解

釋“人”是甚麼，共同探討生命的價值。

隨著澳門經濟環境的轉變，很多家長投身酒

店、博彩等需要輪值和接觸金錢的行業，由於工

作壓力增大，故希望能在物質方面加以填補心靈

需要；而輪值工作亦減少了與子女之間的溝通，

部分家長更以金錢來彌補自己不能常常陪伴孩子

的缺失。家長的這些做法，將對學生造成一定的

負面影響，令他們只看重金錢和物質享受，因此

學校必須加強這方面的訓導。

文．梁偉華　黃志榮

聖瑪沙利羅學校

推動品德教育的
經驗與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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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兩年學校開始

著重生命教育，以尊

重生命的價值觀為主

要教育目標，讓學生

思考比較金錢、物質

享受還是人的生命更

為重要，並提醒他們

價值的層次和選擇的優先次序。學生一旦確立自

己正確的價值觀，日常生活中便能做出較為正確

的選擇並提高自己的思考批判力。

具體實施方面，校長和老師會先制定學校的品

德教育大目標，再制定學生的學習目標、老師的

教學目標，以及每兩個月的教學主題。由於學生

沒有親身體驗，他們很難去判斷事情的對與錯，

因此我們希望將主題生活化，利用一些實踐活

動，讓學生親身去經歷，這比老師的單純說教，

更能突出品德教育的內容。

請以貴校經驗為例，談談傳統道德教育與
現代品德教育的異同？

傳統的道德教育比較偏向說教方式，以老師

講、學生聽的單向傳播模式為主，缺乏實際的體

驗與分享；而現代的品德教育則要傾向生活化，

強調學生的親身體驗來內化他們的記憶，掌握品

德教育的內涵。

而現在的道德觀比起以往差了很多，像傳媒方

面渲染了不少暴力、色情資訊，學生未必能分辨

對錯。因此老師必須從旁引導學生，讓他們親身

去感知、判斷，以培養他們的獨立思考能力。

如何在現行課程中，滲入品德教育的元
素？

在幼稚園我們採用活動教學法，教案中的教學

目標包含了認知、技能和情意三大領域，其中情意

更是重要的部分，從而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

我們認為品德教育應該生活化，例如在校內發

生了一些事，老師便可以藉此去教育學生，讓學

生從中關懷學校，從而擴

展至關心家庭、社區、甚

至國家，以培養學生成為

關懷社會的優質公民。

除 了 在 早 訓 課 講 故

事外，老師還會在午膳時

間，播放一些故事給學生聽，讓學生能從多方面

接收到品德教育的訊息。此外，我們還會將品德

教育滲入各學科：如在常識課，透過種植活動，

帶出愛護環境的訊息；宗教課，向學生灌輸基督

徒的價值觀，並學習聖人的德行，帶出無私犧牲

的精神；在閱讀課，滲入一些做人的道理等，並

透過課堂討論，訓練學生獨立思考、批判和解決

問題的能力，進而達到克己愛人，服務社會的教

育目標。

為了加深學生印象，我們會在課室、走廊和

操場張貼一些有關德育的口號和聖經金句，老師

亦常在早訓上重複提及，希望將這些口號內化成

為學生自己的價值觀。此外，透過動畫欣賞、律

動、兒歌唱遊等活動，讓學生彼此分享心得，加

強吸取品德教育的道理。

上學年因為發生四川大地震，學校便抓緊這

次社會議題，引導學生討論及反思當中的相關生

命價值觀。我們讓家長和學生製作一些心意卡，

他們花了很多心思去設計卡片和語句，送給四川

災民。透過是次活動，除了加強學生和家長間的

親子關係外，也培養了學生關愛他人、無私奉獻

的正確價值觀。

怎樣才能有效地推行品德教育？
為了有效推行品德教育，在幼稚園和小學，我

們透過生活化的事例，讓學生親身體驗家庭、學

校、社會以至世界發生的大事。透過和學生討論

品德的定義和方法，通過他們自己的思考，自然

而然化成他們自己的價值觀。通過他們自己清楚

表述，不但可以體會到信守承諾的力量，也令這

些契約更具約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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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教育推行的成功與否，老師和家長都是關

鍵因素，因為身教和言教都是同等重要的。因此推

行品德教育，老師必須接受培訓，加上相關教材的

配合，才能成功。而家庭的配合也能促進品德教育

的推行，畢竟孩子就像一面鏡子，反映著父母的一

言一行，因此父母的責任是相當重大的。

我們希望透過家校合作，讓家長和老師建立互

信與尊重，讓孩子在學校愉快地學習，培養學生關

懷、尊重、負責任、公平、正義、誠實等美德。

貴校對品德教育的教材、人力培訓、宣傳
推廣方面有什麼建議？

在教育暨青年局轄下的德育中心還沒有成立

時，很難找到品德教育相關的教具和教材，老師

只好到書店或網上搜尋，或是透過一些校本培訓，

請教專家學者提供資訊去尋找相關的資料。老師有

機會到不同地區參觀交流時，也會主動去搜

集這方面的資料。校長在一次講座

中，買了一套有關品德教育的教

材套，內有不同的活動，讓校

內的老師有了參考資料，使

他們在德育課程的規劃上有

了很大的啟發，獲得了拋磚

引玉的效果。

礙於資源有限，學校未能

系統地開發校本教材，但我們

仍會製作一些教案、學生的學習

計劃和老師的教育及工作計劃。如在

每年的八月，老師會共同討論多個品德教

育的主題，並協商要舉辦甚麼活動，再由不同的

老師負責個別主題，好處就是讓老師更能清楚自

己的角色，老師之間也能互相觀摩、學習，達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校老師除了到內地、香港參觀交流外，前年

聖誕假也到了台灣輔仁大學參加生命教育的培訓；

今年六 、 八月也邀請了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的

講師，進行生命教育和學生輔導的工作坊。透過培

訓活動，教師可以把一些案例拿出來討論，並從中

反思教學上不足之處，從而作出改善。

家庭、學校和社會三者在品德教育方面應
如何分工與合作？

現時很多家長因工作繁忙，學校在舉行家長會

或其它活動時，參加的人數減少了。因此，學校

必須爭取更多機會，增進親子和家校間的關係。

學校每學年都會發給家長一份學生學習計劃，

內容包含本學年的教育目標、聖言、口號、學生實

際行動、家校合作等內容，讓家長知悉學校推動的

教育計劃。此外，我們也會主動邀請家長參加一些

親子活動，例如：親子花燈設計、故事爸媽、親子

音樂農莊、親子慶節聯歡、觀課等，目的

就是要加強親子和家校的聯繫。通

過活動，我們發現老師、家長和

學生三者多了溝通。家長亦表

示，如果家長教師會能夠多舉

辦這些親子活動，將更能增進

親子感情及與老師有更多歡

聚、交談和接觸的機會。

學 校 也 會 跟 其 他 社 團 合

作，如在幼稚園舉辦親子探訪

老人院活動，期間家長與孩子一

起為長者表演，與長者親切交談，送贈

心意禮物等，家長從中教導子女孝順父母、

尊敬長輩、關心社會，這比在課堂教學，更能養

成學生良好的品德。

去年學校也和宣明會合辦“清淡一餐”活動，

得到店主的支持，免費贊助是次活動的麵包。當

天參與的師生和家長由工作人員帶領下，於午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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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號碼： (853)2837 0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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