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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國學詩詞教材、為一國兩制護航 
 

澳門去年喜迎雙慶年，習近平主席在慶典大會上指出澳門回歸祖國 20 年來

取得的成就舉世矚目，澳門地方雖小，但在一國兩制實踐中作用獨特。一國兩制

事業任重道遠，但鄰埠香江半年來社會持續動盪，其中原因就包括香港學生對中

華文化缺乏瞭解和認同。 

 
澳門近年來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倡議的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

(PISA)中屢奪佳績。在參與 PISA 2018 的 79 個國家/經濟體中，世界排名第二，與

澳門 GDP 同步，澳門學生值得讚揚和慶賀。但為避免出現鄰埠香港忽視品德教

育的問題，本人對澳門中小學教育有幾點建議： 

 

一、弘揚傳統國學文化、課本增古詩文教材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數千年歷史，傳統國學文化對培育本澳青少年學生品德，

樹立正確人生觀有積極意義。2019 年內地教育部啟用中小學語文新教材，大幅增

加傳統文化內容。語文課本大變天，一年級就有論語。大量增加古詩文，新的語

文教材一年級到六年級古詩詞 128 篇，增加 87%。初中語文的古詩詞增加 51%。

澳門中小學教材也應同步大幅增加古詩文教材。 

 

二、設國學興趣班、增加課外閱讀量 

建議認真挑選、推薦百本傳統優秀圖書予學生課外閱讀。通過開設興趣班，

從小培養青少年學生對中華古詩詞，儒、釋、道等百家學說產生興趣。同時教青

局可開展各種類型競賽，包括現在流行的中華古詩詞大賽、作文朗誦比賽等等，

為學生營造良好學習氣氛。  

  

三、品德教育與素質教育並重 

由於學校及家長過於注重學生分數，以致現在補習班越開越多，成行成市。

中文是母語，在不加重學生壓力的同時，增加國文教育課時比例，為國學教育創

造條件。《品德與公民》要多加入國情教育，通過設立通俗易懂的教材，讓學生

對國情加深瞭解，培養愛國主義情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