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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每個“組別”各含相應的“科目”。這種

課程設置主要是從學科知識角度出發，把知識

內容進行了歸類，如“常識”就是社會、自然

科學、健康衛生、歷史、地理等日常生活及社

會文化的知識總合，這種正是學科取向的課

程設計理念。在學科取向的課程中，“學”

基於“教”，即有怎樣的“教”便有怎樣的

“學”。“教”屬主動，而“學”為被動（黃

政傑，1991）。

2. 品德教育組別的科目設置受學校影響

從表一可見，學校只須在道德教育、公民教

育、宗教教育中，至少選擇開設其中一科。因

此，學校的辦學背景將會影響這組別內科目的

設置情況。顯然，宗教學校必然開設宗教教育

科，而非宗教學校則只會從道德教育或公民教

育中作出選擇。

3. 組別內各科目課時存在彈性

以“基礎知識”組別的小一至小四為例，教

學語言、第二語言及數學三個科目每週合計為

18至20節，因此學校可以根據其辦學特色，自

行定如何分配三個科目的課時，為學校設置其

校本課程提供條件。

一、 前言
學校在設置小學課程時，須遵循第38/94/M

號法令《學前及小學教育之課程組織》。該法

令的附件三“小學教育課程計劃”（見表一），

更是學校開設科目及制定課時的依據。隨着

2010年新的“正規教育課程框架”進行諮詢，

對原有法令的“小學教育課程計劃”作出了調

整建議（見表二）。

本文嘗試介紹現行法令及即將頒佈的“正規

教育課程框架”內“小學教育課程計劃”的主要

特點，並尋找“小學教育課程計劃”的轉變所帶

來的意義及影響，使學校及教師對“小學教育課

程計劃”的落實有更好的掌握。

二、 現行法令的“小學教育課程
 計劃”

由表一的第 38/94/M號法令“小學教育課

程計劃”可見，現行的“小學教育課程計劃”

有以下幾個特點︰

1. 以學科知識的角度劃分組別及科目

從表一的“組別”欄可見，小學課程主要

由品德教育、基礎知識、常識、美育及體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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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陸榮輝 表一：第38/94/M號法令的附件三“小學教育課程計劃”

組別 培訓內容（科目）

每週課節（E）

最少及最多課節（F）
指導

一年級至

四年級

五年級至

六年級

品德

教育
1－2 1－2

基礎

知識
18－20 19－22

常識 4－6 5－7

美育

及

體育

4－8 4－8

輔助

課程

（D）

每週最多及最少節數 28－38 30－40

A.  由教育機構自行決定，至少開設一科。 

B.  按教育機構的教學語言來選定。

C.  遵照《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第37條

的規定，私立學校可使用正式語文或其

他語文作為教學語文，但以其他語文作

為教學語文的私立學校，應給學生提供

學習至少一種正式語文的機會。

 對第二語言的教學內容必須詳細考

慮，應注意學童的年齡及所採用的教

學方法。

D.  課時由教育機構訂定。

E.  組別的節數最少為28節最多為40節。

F.  每節課最少為35分鐘最多為45分鐘。

1.1 道德教育  ┐ 

1.2 公民教育（A）

1.3 宗教教育  ┘

2.1 語言

2.1.1 教學語言（B）

2.1.2 第二語言（C）

2.2 數學

3.1 社會

3.2 自然科學

3.3 健康衛生

3.4 歷史

3.5 地理

4.1 視覺教育

4.2 手工

4.3 音樂

4.4 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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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每週“節數”規劃課時

課時以各科目每週“節數”加以規範，便於

學校教學管理及操作；同時，每週節數（小一至

小四為28節至38節，小五至小六為30至40節）

及每節課的時間（35至45分鐘）亦提供足夠的

彈性，學校在符合相關規定下可自行安排每週

節數及每節課時間的長短。

值得注意的是，以節數規劃學生的學習活動

時間，必須同時配合學年教學週數及每節課實

際分鐘數才較全面。試想想，倘有分別就讀於

A、B兩所學校的小一學生，若他們每週均有 6 節

數學課；但A學校全學年上課33週，每節課40分

鐘，那麼A學校一整學年的數學總課時為7920分

鐘；若B學校全學年上課32週，每節課35分鐘，

那麼B學校一整學年數學總課時只有6720分鐘。

比較之下，課時相差了1200分鐘。以小學教育

階段六年計算，兩所學校的數學總課時共相差

了7200分鐘，較B學校“一學年”的數學課時

6720分鐘還要多。

三、新課程框架內的“小學教育
課程計劃”

任何“改革”均離不開針對現有問題作出改

進。故此，新課程框架內的“小學教育課程計

劃”（見表二）提出了新的設計。

1. 引入“學習領域”設計課程

從表二可見，小學課程須涉及“語言與文

學”、“數學”、“個人、社會與人文”、“數

學與科學”、“體育與健康”及“藝術”六個學

習領域，這正是人的全面發展所需的經驗。基於

從學科主義到人本主義的課程發展趨勢，新課

程以學生為中心，強調促進學生的全人發展。

因此，學習領域的設置反映了現代學科在分化

的基礎上走向新的綜合的趨勢，有利於保證學

生學習經驗的均衡性及其全人發展，並促進課

程的統整，體現出學生取向的課程設計理念。

2. 必須開設“品德與公民”、“資訊科

技”

基於 全 人 發 展 及 澳 門 社 會 發 展 的 特 別 需

要，課程尤應關注品德與公民教育及資訊科技

教育。促進學生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培養學生

良好品德及抵禦誘惑和承受挫折的能力，有良

好的公民意識和社會公德；具備運用資訊科技

解決問題及與世界聯繫。為此，學校必須在小

學教育階段開設“品德與公民”及“資訊科

技”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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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至六年級

教

學

活

動

學習領域 科目
小學教育階段各科目

教學活動時間1

每週

教學活動時間1

小學教育階段

教學活動總時間1

語言與文學

第一語文2

（教學語

文）

49920 - 83200

1080

至

1400

224640

至

291200

第二語文3 41600 - 58240

數學 數學 33280 - 49920

個人、社會

與人文

品德與公民 不少於8320

常識 不少於33280

科學與科技
資訊科技 不少於8320

體育與健康 體育與健康4 不少於16640

藝術5 藝術 不少於33280

其他科目6 0-66560

餘暇活動 小學教育階段不得少於14240分鐘

 說明：

1.  時間的單位為”分鐘” ；不包括各學期末或各段末的考試時間。

2.  若為“中文”，須包括普通話。

3.  若為“中文”，可包括普通話。

4. “體育與健康”每週教學活動時間不得少於70分鐘。

5.  學校可在此學習領域設置綜合的“藝術”，亦可設置分科的“視覺藝術”和“音樂”，還

可包括“舞蹈”和“戲劇”。

6.  學校可根據其教育理念和辦學特色，以及社會和學生發展的需要，增設上表所列科目以外

的一個或以上其他科目，這些科目可屬於上表所列之六個學習領域中的一個或多個，但不

得與上表所列之科目重複。

7.  每節課最少為35分鐘，最多為45分鐘。

表二：新課程框架內的“小學教育課程計劃表”

3. 明確普通話課程的安排

從表二的“說明”欄可見，若學校以“中

文”作為教學語文，則在中文科課程內必須包括

普通話。而當學校以“中文”作為第二語文時，

則可選擇中文課程內是否包括普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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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加入餘暇活動

將餘暇活動這類活動課程納入小學常規性的

課程計劃之中，學校必須為學生安排餘暇活動

時間，以發展學生多方面的潛能、興趣、愛好

和專長，促進學生健康、全面、和諧、充分而

又富有個性的發展。

5. 明確第一語文、第二語文、數學課時

從表二可見，對於第一語文、第二語文及

數學的課時，不但仍然存在彈性，更在課時設

計上提出了導向性的建議，學校在開設相關科

目時，第一語文的課時應較多，而數學課時應

相對較少。

6.  以 整 個 小 學 教 育 階 段 規 範 課 時 ， 並

以“分鐘”作計算

對於小學教育課程計劃，新安排並沒有劃分

為小一至小四，及小五至小六，而是以整個六年

制的小學教育階段作規劃，且統一以時間（分

鐘）作計算，確保學生的課時量。而學校則可

根據其實際情況，自行分配各年級的課時，而每

節課的具體時間仍保持彈性（35－45分鐘）。

四、 新課程框架內“小學教育課
程計劃”所帶來的啟示

總括而言，新課程框架內“小學教育課程計

劃”，在保障學校設置課程彈性的同時，更強調︰

1. 課程必須要能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立足全人發展的改革理念，課程設置須全

面、均衡而又多元，在重視基礎性科目的同時，

又加強品德與公民教育、資訊科技教育，並通過

餘暇活動發展學生潛能、興趣、愛好和專長。

2. 科學安排各科目課時

小學教育階段的課時上限（包括輔助課程），

由一至四年級的1710分鐘和五至六年級的1800

分鐘，減少至1480分鐘（其中科目課時為1400

分鐘，餘暇活動平均每週至少80分鐘），從而

讓學生有足夠時間消化當天所學的內容，拓展

自己的學習經驗，亦讓教師有更充裕的時間及

時為學生提供必要的輔導，以及進行課後反思、

備課和參與教研活動，緩解教師和學生的壓力。

此外，以整個教育階段規劃課時，學校更需

要科學地安排學年內各教學活動時間的分配。增

加學年內的教學週數，減少每週課節數，正是新

課程計劃的目標所在。

五、結語
“正規教育課程框架”並不只是延長學年上

課日數至不少於195學日，更重要的是課程觀

念的轉變。當中，“小學教育課程計劃表”除

了影響學校課程編排及課時分配，更能體現教

育改革的理念及願景。希望各位教育同工在參

看“正規教育課程框架”內各教育階段的課程

計劃表時，能多思考其中的意義及其背後的教

育與教學觀念，把握好課程改革的方向，持續

提升自身的課程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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