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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暴雨信號下如何更彈性處理保障學生安全 

 
最近，連續多日出現暴雨天氣，尤其是 6 月 22 日的一場暴雨，氣象局於當

日早上 7 時 50 分發出紅色暴雨警告信號，7 時 54 分教青局發出中學上午停課、

小幼特教全日停課的通知，發佈時間處於尷尬時段，大批家長和師生處於返校、

返工途中，對於全澳市民造成了極大的不便。氣象局暴雨警告信號發佈的時間點

以及暴雨停課機制的合理性，再次引起市民的爭議和關注。 

  

政府表示，按照現時測量技術，降雨量及降雨時間點是比較難準確預測，因

此，如果希望做到“準確”的效果 ，一般都要比較實時的報告，即要經過一段

時間，達到一定降雨量，才能準確發佈。按照現時是以滾動式每小時平均降雨量

計算，但實時性的報告顯然未能符合市民的期望。如果希望做到可以“預測” 的

效果，一般就只能靠推測、猜測，猜中當然没有問題，經常猜錯市民又會有很大

的意見。加上極端天氣越來越頻繁，若因暴雨天氣經常停課，對學生的學業也會

有一定的影響。 

  

如何在暴雨天氣能既保障學生安全，又盡量減少對學生學業的影響，對此，

本人有以下建議： 

  

一、在暴雨天氣，氣象局應更人性化，因涉及到停課不停課的問題，應盡量

避免在返學高峰時段突然轉換信號，尤其是黃色和紅色之間的轉換，亦即是在返

學高峰時段前應根據當前的實際數據，再對未來一段時間作出預判，以減少對學

生、家長的影響。 

二、針對紅色、黑色暴雨信號，學校應彈性處理已回校或需要回校的學生，

尤其是幼兒及特殊教育，即使紅色、黑色暴雨信號已經除下，也應讓學生家長選

擇繼續留在學校還是回家。 

三、經常停課無論對教學進度還是學生學業，都有一定的影響，因此學校應

考慮讓已回校或需要回校的學生在課室照常上課，而没有回校的學生，應採用疫

情期間的網課教學形式，讓學生可在家中同步上課。為此，校方應在每個課室增

設相應的設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