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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當局優化本澳教育方式  降學童學業壓力 
隨著時代的轉變，現時本澳不同學校教學程度深淺不一，不同學校的教學內容亦有

所不同，而本澳的教學模式主要以通過課本教導的方式為主，對比其他西方國家較為生

硬，且課程亦較為繁重，需要學童同時應付多個學科，又十分看重測驗考試的分數，導

致他們在學習上都不同程度上面臨著學業壓力的問題。 
 
再加上本澳不少家庭現時正面臨不同程序的學業問題，時下由幼稚園、小學、中學

等，家長都十分看重子女學業問題，會考慮學校教育方式是否優良，以及教育涵蓋範圍

是否會比其他學校豐富等等。而每當自己子女的學習不如他人時，不少家長會覺得會認

為學校各方面的教育並不足夠，往往會給自己的子女報讀其他的補習班，導致他們除了

需要應付本身學校的學業外，亦需要額外應付其他課程，進一步加大學童的學業壓力。 
 
據了解，有一些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會建議參考“10 分鐘法則”，即是最佳家

課編配時間可與班級掛鈎，即每升一級，每日家課時間可相應增加 10 分鐘。舉例小一

學生每晚可用約 10 至 20 分鐘做家課，而做家課的時間可逐年增加至小六的 60 分
鐘、中三的 90 分鐘及中六的 120 分鐘。 

 
然而，有關部門在本澳教育體制下仍沒有統一的標準，因此期望當局是否能夠就有

關問題，除了可以與學校合作予家長進行教育講座，讓他們能夠更為合理地要求自己的

子女外；亦可以於學界進行意見收集會，收集有關意見後制定一系列的相關措施及指

引，進一步改革現時本澳的教學方式，為本澳學童創造一個更為理想的學習氛圍，降低

他們的學習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