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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浸信中學李焯堅校長

前言

特區政府高度重視教育發展和人才培

養，致力促進學生的全人發展。多年來，

本澳非高等教育職業技術教育持續發展、

完善，為學生提供了更多職涯發展可能性

和選擇性。本期教師雜誌採訪澳門浸信中

學李焯堅校長，了解學校如何創辦音樂教

育職業技術課程，協助學生徜徉在音樂的

世界裏，奮發向前，不斷提升專業技能，

追求音樂夢想。

貴校何時開始推動職業技術教育工作，為

何開設相關課程，且選擇音樂方面的課

程？

李校長：本校自2008/2009學年開辦音樂

教育職業技術課程，一方面是因

應特區政府的教育政策，推動

和支持學校開辦職業技術教育

課程；另一方面是隨着2002年

新校舍的落成啟用，為本校提

供了更多發展教育的空間和機

會，2002/2003學年本校投入大

量資源，增設學生社團活動，音

樂則是其中一項重要的發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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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弦樂團與中小學合唱團於期末音樂會展演多首名曲

向。當時本校成立了管樂班、合

唱團，並逐步發展為管樂團、

弦樂團，2007年組成了管弦樂

團，合唱團亦逐步發展，從而形

成本校的音樂團隊。

此外，音樂在教會有着重要作

用，作為一間基督教學校，本校

亦承傳教會傳統，發展音樂。

隨着本校音樂課程的逐步發展，

培養了一批又批接受音樂訓練且

頗具音樂才能的學生，同時響應

特區政府的教育政策，因此籌劃

了以音樂為特色的音樂教育職業

技術課程。關於職業技術教育課

程，或許我們亦可將其視為有特

色的高中課程，能夠給予學校更

多發展課程的空間，為本澳的高

中課程注入新力量，為學生提供

更多元化的課程。有見及此，在

經過一系列的前期鬆土工作後，

我們期望為這批種子提供更肥沃

的土壤，助其成長，開花結果，

本校具有音樂特色的職業技術課

程便是在如此的背景下應運而

生。

可否介紹 貴校音樂教育職業技術課程的特

色及課程設置﹖如何平衡專業課和文化課

的比例或內容？

李校長：根據《非高等教育職業技術教育

制度》，本校的音樂教育職業技

術教育課程涵蓋文化基礎及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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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領域，並着力發展本校的音

樂課程特色。該課程以升學為主

要目標，兼顧理論與實踐，除文

化基礎課程外，學生亦需要學習

音樂專業課程，透過學習專業知

識、實踐及實習。多年來，本校

與本澳音樂藝術團體保持密切溝

通和交流，並邀請這些團體及業

界的專家擔任該課程的顧問，提

供專業的意見及指導，進一步完

善課程，培育本澳音樂人才。

專業技術領域包括專業科目、職

業實踐及職業實習。專業科目方

面，我們注重培養學生在音樂範

疇的知識、技能及專業精神。職

業實踐方面，主要學習音樂史、

藝術史、樂理、聲樂、視唱及自

選主修樂器演奏等技巧，除主

修樂器外，每個學生均需修習鋼

琴。為提升教學品質，本校投入

大量資源，聘請具高等學歷的專

業教師，採用一對一教學模式，

進行樂器教學。職業實習方面，

則會安排學生在音樂相關職業環

境中綜合應用所學，如琴行、音

樂藝術團體及樂團等，除實踐專

業知識和技能外，亦會涉及初級

行政管理。如參與音樂演出策

劃，包括舞台、後台等各項工

作，從中學習經驗，了解樂團的

運作和管理，音樂演出的各項工

作及細節等；也有學生獲安排在

琴行實習，獲得了老闆的賞識，

從實習、兼職至今，該生一直在

該琴行工作。

受疫情影響，有段時間學生無法

外出實習，只能進行校本實習，

在學校的樂團實習。校本實習雖

說是模擬實際職業環境，但可謂

並無二致。每年本校舉辦的音樂

會平均約10場，全部都是學生

自己策劃、組織及執行的。學

生除了參與演奏，亦需要設計場

刊，撰寫司儀稿，擔任司儀等。

如此，既達到職業實習的教學目

標，也豐富了他們的學習體驗。

事實上，對學生而言，修讀該課

程是不輕鬆的，甚至是困難的。

然而，我們更期望學生明白“有

付出才有收穫”的道理，現在的

辛勤耕耘，是為了未來的收穫。

無可否認，讀音樂的孩子確實需

要有吃苦的精神，才能到達他們

心中想要去往的地方。懷揣着音

樂熱情與夢想，我們的學生能夠

樂在其中，這也是我們樂見其成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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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教育職技課程實踐至今，貴校在教與

學上取得了甚麼成效﹖學生或家長的回饋

意見是怎樣的？

李校長：本校自2008/2009學年開辦該課

程至今，所有學生都成功升讀大

學。該課程每級開設一班，每班

約20人，生源穩定。音樂是本

校的重要發展方向之一。為豐富

學生的學習體驗，本校開設了多

門的選修科。音樂方面，我們為

低小學生開設弦樂課程，並為每

位學生提供樂器，每週進行兩節

具系統學習的課時；為高小學生

開設選修課程，學生可繼續選修

管弦樂課程，並加入本校管弦樂

團。及至初中，學生可選讀音樂

班，高中則可選讀音樂教育職業

技術教育課程。

談到家長的回饋，每年舉辦的畢

業音樂會應是最好的見證，我們

見到家長對子女成長的肯定和對

學校的支持。音樂會後台總有很

多灑淚的瞬間，特別是我們的老

師。他們見證着學生幾乎是從零

開始的，經過課程的洗禮後，逐

步成長。今年的畢業生中，有一

半學生擁有雙證書，如聲樂、樂

器雙證書。	

	音樂職技班音樂專業課

	音樂職技班鋼琴課

	音樂治療線上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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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課程開辦至今，培育了12屆，共186位

畢業生，約4成學生選擇繼續升讀音樂課

程。今年的比例最高，約85%，13位畢業

生中，有11位選擇繼續升讀音樂課程。

而學生的回饋方面，我想他們是樂在其中

的，是那種辛勤付出後，見證自身成果的

喜悅。音樂是很公平的，需要付出，需要

勤於訓練。我非常感謝本校的老師們，無

私地付出。比如今年

有位主修中提琴的畢

業生，在老師的指導

下，成功升讀大學，

那間大學剛好也是這

位老師的母校，我想

這就是傳承吧，也是

教育的動人之處！

貴校在課程開設或實施的過程

中，曾遇到甚麼困難，如何面對

這些挑戰﹖

李校長：遇到的困難首先是資

源，除了金錢，還有

教師資源。感恩有這

些從事多年音樂教育

的顧問、主任、老師

等，他們都是本澳音

樂藝術社團的理事，

擁有相關的網絡，學

校也會挑選專業老師

回來任教。

另一較大的困難是如

何提高學生練琴的興

趣，靠的是老師的循

循善誘，軟硬兼施，

還有應用科技，學生

把自己練習的情況錄

影下來，再發給老	第九屆音樂職業技術課程畢業音樂會於文化中心舉行

合唱團參加Singapore	International	Choral	Festival	2018 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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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老師就影片，給予評語，不

斷鞭策學生進步。這樣，學生就

沒有偷懶的餘地，老師也不用花

太多時間督促他們練習，同時因

為評核的需要，他們也就認真起

來。另外，老師還為學生設立很

多短期目標，要求他們在一定的

時間內達到一定的要求，故此，

學校舉辦了很多午間音樂會，在

學校不同的地方，例如小禮堂，

舉辦小型音樂會，根據學生的演

奏程度，表演不同的目曲。為學

生設立目標，當他們達到這些短

期目標，有了成就感，他們才會

繼續練習。很多個短期目標累積

起來，慢慢地就會變成長期目

標。

貴校如何做好升大學的銜接？學生將來的

出路又是怎樣的？

李校長：本校設置課程時，會考量學生的

需求，學生升讀大學，是選擇音

樂教育，還是音樂表演，我們會

以其需要的基礎知識為藍本。本

校最初的課程設置參考了大學的

音樂課程，例如涉及哪些科目，

包括樂理、音樂史、藝術史、視

唱練耳等，讓學生接受較為初階

的培訓。根據特區政府的教育政

策，課程由開始到現在有少許的

微調，但與大學的銜接基本上問

題不大。

本校從高一開始做生涯規劃，高

二的老師會深入了解學生的想

法，學生主要都是選撰自己感興

趣的科目就讀。約4成學生會選

擇繼續修讀音樂，本校的學生以

升讀大學為主，且升學途徑比較

多元，連續五年都有學生入讀中

央音樂學院，更與星海音樂學院

簽署協議，成為該學院的生源基

地，而且這兩年也有學生出國學

習音樂。

學生畢業後的發展前景廣闊多

元，在業界能夠獨當一面，有從

事音樂教師、藝術教師、警察樂

	午間音樂會是同學展演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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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成員、音樂創作、有經營琴

行、音樂中心，當然也有畢業生

返回母校擔任音樂教師，傳承音

樂教育職技課程的傳統。選讀音

樂，無論在哪裡升學，不斷地練

琴都是必經之路，音樂是一條不

容易走的路，卻是一條樂在其中

的路。

學校如何支援社經地位較低的學生，又如

何支援老師？

李校長：在學生支援方面主要有兩個階

段，第一個階段是學生未入讀音

樂職技課程之前，有些學生較有

音樂天分，但家長總認為音樂不

能謀生，於是老師、主任便需做

一些促進家校合作的工作，與家

長溝通子女的興趣和天分，讓家

長支持子女入讀音樂職技課程。

第二個階段是學生入讀該課程

後，家長的經濟負擔也不高，學

校基本上已提供樂器和足夠的師

資。當然也有目標較高的學生，

會在校外另外接受授課。另外，

學生放學後會選擇留校練習，能

夠避免他們到處遊蕩，誤交損

友，這樣反而讓家長更放心。我

們的老師總是無私地付出，放學

後也會花時間指導學生。而老師

支援方面，本校每年有三個學

段，每個學段結束時，學校會有

一個表揚日，表揚老師，並會給

予老師適當的獎勵，例如假期

等。

	畢業班同學攜手獻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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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高等教育職業技術教育制度》在本學

年生效，貴校對職技的發展方向有何意

見？

李校長：主要是資源的問題，若沒有資

源，很難做好一個課程。除資

金外，更重要的是師資。音樂教

育相對容易聘請教師，但有些職

技課程的教師就比較難聘請，可

能只能聘請導師。教師登記也是

一個大問題，學習音樂或音樂演

奏的教師容易在教青局做教師登

記，但例如酒店管理，很多授課

者的經驗豐富，但不一定有相應

的學位，對於這種情況，可考慮

作彈性處理。

其次是實習，希望也能作彈性處

理，更多元地計算實習時數，可

以設定一定的比例，部分的實習

在職場上，部分是相關的活動實

踐。例如看一場音樂會，亦能增

進學生對專業知識的認知和了

解，或可考慮把這些時數計入實

習時數內。

後記

如李校長所講，學校開辦的不只是職

技課程，更是一個具特色、升學導向的高

中課程。學校以課程的多元化為出發點，

聘請優秀的教師，邀請專業的顧問，提供

不同的實習機會，並與大學課程接軌，讓

學生能選擇除文、理科外的另一路徑──

音樂。學生經歷艱辛的學習之旅，終於站

在畢業的舞台上，大放異彩，熱淚盈眶；

突破一個又一個的音樂瓶頸，收穫良多，

樂在其中。

	管弦樂團赴廣州參加粵港澳大灣區中小學音樂節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