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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對小學學校教育的發展推力
文．圖｜羅宇順

摘要摘要

課外活動雖然屬於非正規課程，但卻

是學校教育的重要一環，課外活動合理的

長遠規劃，能對學校發展帶來巨大推力。

本文根據澳門學校的實際運作情況，釐清

課外活動在學校的定位與特性後，提出執

行上可行且具體有利的經營策略，以及過

程中可能遇到的誤區與反思。

壹、前言壹、前言

學校是孩子成長的重要場所，“教”

與“學”是學校教育的主要目標，所以“教

學”無疑成為了學校發展核心，教師透

過不同的教學活動豐富孩子的學習經

驗，是學校教育的重要責任。澳門隨

着社會發展，學校教育除了一貫關注“正

規課程”（formal	curriculum）外，也越

來越意識到“非正規課程”（non-formal	

curriculum）對學生的學習成效與潛能發

揮的重要性，於是積極開發不同的課外活

動（extra-curriculum	activities），好處

是除了給學生提供更多學習領域上的選擇

外，同時也為正規課程注入不同元素，以

及建構實踐知識與社會互動的公共平台。

課外活動使正規課程中的“活動課程”變

得更有組織和規劃，而且能夠讓學生可以

根據其個人的需要、能力、興趣和性向等

不同考量而作出選擇，所以對學生的學習

經歷，能夠引起直接或間接的正面作用。

時至今天，澳門學校有着各式各樣不

同類型的課外活動，部分項目更加已經成

為了某些學校重點發展的特色項目。由此

可見，課外活動對學校教育的形象和發展

有着舉足輕重的影響，擔當教學卓越與成

就的一個參考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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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課外活動在學校中的定位與特性貳、課外活動在學校中的定位與特性

學校課程基本上可分為三大類別，分

別是正規課程（課表上編訂的課程）、非

正規課程（例如課外活動、校隊訓練、

功能小組等）和潛在課程（校園文化、

師生關係、學習氛圍等）。根據《本地

學制正規教育課程框架》（以下簡稱“課

框”）和《本地學制正規教育基本學力要

求》（以下簡稱“基力”），正規課程的

實施無論在理念、目標與學習時數，以至

完成各學習階段後應具備的知識、技能、

能力、情感、態度及價值觀等不同方面，

都有地方法制上的文本要求；然而課框和

基力都沒有對課外活動提出太多規範性的

細則指示，只是在學習時數上設立下限，

以確保有關教學內容在校內能夠有組織地

展開。

因為課外活動是學校教育組成的一部

分，所以部分內容與正規課程保持一定關

聯性與延伸性。學生透過課外活動得到更

多實踐知識和檢驗能力的機會，對正規課

程進行內化與鞏固（殷志傑，2003），

然後把所得經驗與熱情回饋到正規課程，

形成一個良性循環；另一方面，因為課外

活動不直接影響正規課程的評核結果，所

以相對地具有獨立性和自主性，課程內容

可以引入更多與正規課程不一樣的知識，

讓課堂的實施方式、教學目標、評量準

則、空間運用等……的決定權可以留給課

堂持分者，在提升成員彼此間的參與度

同時，擴闊學生的知識領域與學習視野

（Dewey，1933）。

參、課外活動的經營策略參、課外活動的經營策略

由此可見，如果課外活動得到合理規

劃與有效執行，那麼就能直接促進學校教

育質量。雖然不同學校有着各自的實際需

要和困難，而且學科領域的開發步伐未必

一致，但總括而言，在別人發展路徑上所

獲得的經驗，仍然具有值得參考的價值，

以下提出四個經營策略。

一、並行“公共”與“專項”的活動

和教學內容

課外活動的教學內容一般根據需參

與的“專項”活動或比賽作出安排，活動

所需的專項能力成為了教學目標，形成了

一種為活動服務的現象，一旦活動內容較

為單一，或者舉辧次數較少，學生發揮機

會隨之變少；另一方面，過分強調專項能

力會讓小組成員容易與外界缺乏互動，造

成就算功能接近的小組間也較少交流機

會。建議如果部分學校或學部有能力開展

一個或以上，功能接近或性質相似的課

外活動小組時，可以嘗試編訂“公共”

（generic	skills）與“專項”（specific	

skills）能力的教學內容。例如學校中有

兩個或以上機械人小組，雖然訓練的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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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能力各有不同，但課程皆有涉及電腦編

程，則可以鼓勵小組成員共同參與編程相

關活動或比賽，無論是線上或線下，學生

原則上都有基本能力應付，從而形成跨

小組的“公共”活動（圖一），藉此增

加不同成員的參與度和親密度，也擴闊

學生對知識的應用範疇，提高實用價值

（Dewey，1997）。

	

二、設立具體的“短期目標”和“長

期目標”

小組的實施時間雖然與正規課程接

近，但不一定同步，小組活動的安排往

往是配合對應的專項活動時間而作出調

整，所以無論在教學設計、評核方式、進

度、課程實施等，都需要考量實際情況，

但亦無礙於對“短期目標”（short-term	

goal）及“長期目標”（long-term	goal）

的設定。具體確立目標能更有利清晰小

組或項目的發展進程與方向，從而作出

教學技術上的調整或變化。“短期目標”

與“長期目標”之間可以是漸進的階梯式

任務，也可以是在不同時間點上獨立的單

元作業，兩種方式並無直接衝突（周新

富，2021）。教師可以根據每個短期目標

的執行情況，總結相關經驗和回饋後，再

評估下一個目標的風險，最後合理地作出

取捨，便能靈活運用教學資源，實踐最大

的教學效能。

	圖一：性質相近的不同小組成員共同參與線上編程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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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把“非正規課程”有機地融

入“正規課程”

課外活動可擔當正規課程延伸與深

化的重要功能，如果兩者保持良好互動關

係，對學部學術發展定有着莫大裨益。方

法是把已經成熟的非正規課程內容，按不

同深度與難度，有序加入到校本課程中，

或作為正規課程中的補充課程。例如在小

學正規課中的電腦科，可積極考慮把機械

人小組（如LEGO	機械人、VEX	 IQ	機械

人、科創機械人等）的部分內容，列入

為高小電腦科的“校本課程”，或以“專

題”形式加插在常識或數學科的課程活動

中。好處是一方面可以把正規課程的知識

具體地應用到專項活動上，增加了知識的

實用價值，同時也豐富了學習元素，讓課

堂變得更有生命力；另一方面讓課外活動

中的專項知識，能夠從原來的“少數族

群”，有機會走向“全體學生”，接觸更

多受眾，有助知識推廣和普及。	

四、善用“一條龍”的特殊優勢

澳門不少學校本身自備中、小、幼

三個學部，俗稱“一條龍”學校，能涵蓋

學生非高等教學領域上各個階段的學習需

要，其特性有利學校在制訂教育政策上，

作出長遠的、有序的、有目標性的規劃。

不同學習階段有其獨特功能和意義，學生

在適時的情況下，得到合理且充分的教

學措施，能夠對下一階段起積極推動作

用（張春興，2007）。課外活動的內容

設計可以把中、小學共十二年視為不同階

段的一個整體，便能發揮“一條龍”的

優勢。如果能夠在不同學習階段做到直

接“銜接”，那麼就可以形成完整的學

習階梯，除了保障穩定的人才輸送外（圖

二），同時也建立出良好的承傳文化，讓

	圖二：中學部機械人小組學生向小學部高小學生分享比賽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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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學術領域發展得更穩、更遠、更強。

肆、誤區與反思肆、誤區與反思

課外活動使學生的成長能夠更加全

面，幫助學生從多角度發現自己的人生目

標和學習價值，並擴闊了對知識領域與人

文社會的視野，同時讓學校教育得到更多

發展空間。澳門學校得到地方法規保障和

政府資源投入，都成為了各中、小學在課

外活動發展上的幫助，雖然學校積極加速

開發大大小小的課外活動，但難免可能會

落入誤區。

一、因“功利主義”衍生的“特權分

子”

不少項目帶有相關比賽，好處是

透過競賽增加學習氣氛，以維持學生對

學習目標的熱情，長遠推進開展不同的

學習活動，所以本質上是相當正面。但

如果過份重視比賽“結果”，學生慢

慢就會不自覺地生成了“功利主義”

（utilitarianism）的心態，忽略了學習是

一種自我成就，並且途中發現對事物喜

惡和人生方向，從而把自己變得更好的

過程（Cuypers，1992）；另一方面，

比賽一般面向校內的小眾學生，有能力

取得優異成績的學生更是小眾中的小眾，

教師容易傾向針對能力較好的學生重點栽

培，因而忽略大眾需要，所以出現教育資

源分配不均的情況，最後同樣不自覺地製

造了“特權分子”（privilege）。

二、不平衡的“人資”與“期望”造

成職場關係裂縫

任何教育工作都離不開前線人員的參

與，所以“人資”是取決成敗的關鍵，如

果可以找到對的人和運用對的方法，就能

縮短到達成功的距離，而所謂的成功就是

對結果的“期望”。教師同儕間或會視比

賽結果為教學工作的績效指標，無形增加

了額外工作壓力，容易產生職業倦怠，

長期不利教師的專業發展及生涯規劃，

所以合乎現實的做法是理應先從“人

資”和“期望”中找得平衡。學校教育的

現實環境中，人力資源往往比硬件資源更

為重要，在有限的人資中，理性與務實地

設定期待，能減少課程參與者間的矛盾。

人資能力過低而期望過高，會顯得好高騖

遠且不設實際；人資能力很高但期望太

低，就會給人一種大材小用的不良觀感，

兩種情況都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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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伍、結語

在非高等教育中長期規劃（2021-

2030）中，學生的軟實力、幸福感和

科技教育都是重點發展方向，因為學校

是讓學生能夠體驗到學習甘美，然後彼

此分享箇中感動的場所（王道俊、郭文

安，2009），所以無論是正規課程還是

非正規課程，背後的目標其實都是一致

的。對學生而言，上學的樂趣除了學習知

識外，更為難忘的是與同儕間的情誼，在

學習過程中彼此互動時，無數次碰撞後所

刻劃出的成長印記，從人與人、班與班、

級與級，最後形成一份無形卻真實的學習

體驗。課外活動正是記錄這份印記的最佳

地方，所以值得好好經營和守護，而真正

讓學校教育發展的最大推力，也正是學生

對學習的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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