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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開埠數百年間，其教育發展緩慢。近代
以來，澳門教育尚處於中西古今混雜，由傳統向
現代過渡的改制過程中。至20世紀50年代，澳門
各類學校開始有所發展，特別是自80年代起，隨
着澳門經濟的起飛，政府與民間共同大力興辦教
育，其教育發展局面逐漸打開，並取得了巨大成
就。1978-1979年度，全澳學生尚不足4萬人 ( 1 )，
而到1998-1999年度，在澳門約43萬人口中，註
冊學生已達10萬5千多人 ( 2 )，有大、中、小學及
幼稚園202所。

作為學校教育重要組成部分的學校體育，也
隨着澳門教育的發展獲得了長足的進步，它在向
廣大學生傳授體育運動基本知識與技術，增強學
生體質，開展體育競賽與交流等方面，起到了重
要的作用。目前，澳門學校體育已成為全澳開展
體育運動、培養體育人材的重要基地。

澳門現代教育狀況

由於特殊的原因，澳門自然糅合了中西文化
教育的特色，經過數百年的發展，澳門學校教育
形式多樣，已經形成自己獨特的教育體系，並具
有以下顯著特點：

其一、辦學制度多元化。澳門目前的學校有
官立、官制和私立三類。官立學校由澳門政府出
資開辦，政府主管，並按照官方教學計劃及教育
程式辦學，這類學校多以葡文教學為主，部分為
中、葡文雙語教學；官制學校有社會團體或實體
出資創辦，但接受政府部分財政撥款，依照教育
管理部門頒定的教學計劃與程式組織教學工作；
私立學校由社會團體或私人創辦，其經費全部或
絕大部分為自籌，其教學計劃與程式亦多由自己
制定。據1994年統計，澳門有官立、官制類學校
28所，私立學校165所，後者為前者的6倍多。

自20世紀下半叶始，澳門世俗教育獲得發展，各類中小學校相繼建立。至80年代，體育
教學亦在中小學校逐步普及，相應的體育教學大綱隨之制定，各種形式的課餘校內、校際運
動比賽得以制度化進行，從而促進了澳門中小學生體育活動的開展。儘管受到資金短缺、場
地狹小、師資不足等條件限制，澳門中小學體育教學整體水準不高，但仍為回歸後新體制下
澳門體育教育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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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不難看出，澳門私立學校與官立學校
數目相差懸殊，說明私立學校為澳門現代教育的
重要基礎和最主要的力量，而在社會團體與私人
辦學中，又以天主教等各種教會出資辦學為多。
僅在1994年的203所學校中，澳門天主教會所辦
學校 ( 主要為中小學)  就達47所，佔學校總數的
23%。 (3 )

其二、學制多樣化。現代澳門中小學教育存
在三個體系和四種學制。教育體系是一個國家或
地區教育發展的基本體例和相應制度。由於澳門
長期以來受葡萄牙殖民統治，澳門政府的公文以
葡文為準，在澳門總人口中，除97%為中國人外，
還有約2%左右的葡籍人口，而私立學校又各自
為政，加之受港英影響深遠，故澳門仍存在着中
文、葡文和英文三種語言教育體系。

學制是一個國家或地區規定各級各類教育年
限的制度。由於澳門早先缺乏高等教育，沒有相
應的大學體系支持，中學生畢業後謀求昇學，必
須到澳門以外的大陸、臺灣、歐美、香港等地，
故為適應不同地區和國家的學制，澳門學制乃形
成多樣化特點，從而也使中國大陸學制、臺灣學
制、葡國學制、港英學制均在澳門教育領域佔有

一席之地。這些學制年限及課程安排各有不同，
中小學有十二年與十三年學制，分別為“ 六·
三· 三” 制、“ 六· 五· 一” 制和“ 六· 五·
二” 制。即中國內地學制和臺灣學制的學年長
短一樣，均為小學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
葡國學制為小學六年，中學也為六年，但初中三
年，高中二年，另有一年為大學預科；港英學制
中小學合起來為十三年，其中小學六年，初中三
年，高中兩年，大學預科兩年。在四種學制中，
以中文學制的學校居多，全部招收華人子弟，用
華語授課；葡文學制次之，招收葡籍人士子弟，
用葡語授課；港英學制較少，多招收華人子弟入
學，用英語授課。

其三、辦學各自為政。澳門學制多樣化在客觀
上形成了澳門教育的參差不齊，加之澳門政府長期
忽視教育發展，沒有統一的教育政策、目標和要
求，因此各校均處於各自為政的狀態。“ 學習年限
不一、課程設置不一、教學大綱不一、教學時數不
一、所用教材不一，等等。” 這就使得澳門學生
“ 同是中學畢業，各校的知識水準相差很大” (4)。

總之，現代澳門教育充分反映了澳門多元化
的社會結構，也是符合作為開放型城市適應華洋
雜處的客觀需要。長期以來，澳門私立學校學生
始終佔90%以上，以漢語為教學語言的學校亦始終
在80%以上，這表明中文學制的學校在數量上佔了
絕對優勢，也說明以華人為主的民間團體和私人
所辦學校，乃是澳門教育發展的主要力量。1993-

1994年度，全澳門有學校188所，實施中國內地學
制、以中文教學的學校有135所，佔全澳學校總數
的71.80%。 (5 ) 另據澳門教育暨青年司統計，1996

年澳門學生在學率，學前教育達99.9%，小學教育
為97.2%，中學教育為75.2%。至1998-1999年度，
全澳學生已超過10萬人，佔其人口總數的四分之
一，有教師4,000餘人。 (6 )

由於種種原因，澳門的中小學教育在較長一
段時期內處於不發達狀態。“ 20世紀80年代以
前，澳門政府幾乎不干預教育政策的制定，承擔
澳門九成市民子弟教育責任的大多數是民間不牟

[表1] 1993-1994年度澳門各類學校統計表：

教育程度 學前教育 小學 中學 大學 總數
官立合計 8 13 4 3 28

中葡文 6 6 1 13

葡文 1 2 1 4

特殊教育 4 1 5

夜校 1 1 2

私立合計 61 67 36 1 165

中文 55 57 23 135

葡文 1 2 2 5

英文 2 4 7 13

特殊教育 3 2 5

夜校 2 2 4 8

學校總數 69 80 40 4 203

註：特殊教育，即殘疾人教育；夜校，即非學制教育，
亦即成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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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辦學機構。過去多年來，澳葡政府祇管理全
澳學生人數7%的官校( 即葡語學校) ，把教育經
費的絕大部分都發給他們，而置93%的私校學生
的教育於不顧，因而導致澳門教育水準長期偏低
及發展緩慢。” ( 7 )  20世紀70年代，澳門人口出
生率下降，全澳學生人數從1969年的59,438人，
下降至1977年的33,935人，八年間減少了43%。
不久，中國大陸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不僅帶動了
澳門經濟的發展，也使大量內地移民入境，導致
學生激增。“ 1979年的移民學生，差不多填補了
1978年萬多個空置的學額。” ( 8 )  此後，澳葡教
育當局、中華教育會、天主教校聯會等組織廣泛
團結教育界人士，共同推動澳門中小學教育的發
展。到80年代中，澳門各校學生人數增多，近
85%的班級每班人數高達50-60人，不少班級人
數升至60-70人。

隨着學生人數的增長，各校校舍不足等問題
日趨嚴重。從1993-1994年度的統計數字看，全澳
平均每個中學生擁有的校舍場地為1.20平方米；
小學生擁有的校舍場地為0.86平方米。各校為適
應學生人數的上昇，乃紛紛設法進行校舍擴建、
改建，許多學校將天臺、禮堂、康樂室、地庫等
改建為課室。

師資力量不足也顯得十分突出，私立學校尤
其突出。中小學師生比例很低，平均45個學生才
有一位教師。這種情況使教師工作負擔加重，加
之教師報酬不高，乃使教師隊伍不穩定。在澳門
私立學校中，約有25.7%的教師在外兼職，這已
成為教師隊伍不穩定的一大原因。此外，澳門教
師素質亦偏低，從教師學歷看，澳門中小學教
師中，有高等學歷者佔39.3%；有師範學歷者佔
36.2%；中學畢業者則佔到19.5%。 (9 )

澳門的社會團體及個人一直是興辦中小學教
育的主要力量。最早的學校由教會創辦，而社會
熱心教育人士，以及同善堂、工會、商會、婦
聯、街坊會、同鄉會等社會團體也是民間辦學
的骨幹力量，澳葡政府起初所辦官校則主要針對
葡人子弟。1993-1994年度，澳門有正規學校188

所，其中官立學校僅有25所，私立學校則有163

所，私立學校是官立學校的6倍多。1995-1996年
度，全澳非高等學校有196所，其中私立學校達到
171所，學生人數佔澳門學生總人數的90%。1998-

1999年度，全澳有學校123所，其中官立學校20所 
(中、葡學校17所，葡文學校3所)，就讀學生5,926

人；私立學校103所，其中2間葡文學校有學生718

人，其他私立校學生有87,632人 (10 )，私立學校人
數是官立學校的5倍，其學生佔全澳學生總數的
93.5%。顯然，私立學校已成為澳門中小學教育
的主體。這是澳門多元辦學的結果，也是澳門中
小學教育的一大特點。

澳門回歸前的學校教育與體育管理

一、澳門中小學教育管理
澳 葡 政 府 早 先 忽 視 教 育 ， 也 疏 於 對 其 管

理。20世紀初，澳門教育是由警察部門管理的。
自20年代後期，則先後由澳門政府民政廳、澳門
華務專理局華視學會、澳門教育督導處、澳門教
育文化司署等管轄。80年代以來，隨着經濟的發
展，社會對教育的需求，澳葡政府才加強了對教
育的管理。1986年，澳門政府把教育文化司改為
教育司。1992年，政府又改教育司為教育暨青年
司，全面加強對教育的管理。一般來講，澳門的
教育行政管理制度分幼稚園、中小學教育和高等
教育兩個層次。

澳門幼稚園、中小學教育行政管理職能主要
由行政、教育暨青年事務政務司下屬的教育暨青
年司 ( 簡稱教青司)  負責。該司的職責是：聯繫
及推動有關教育、體育及康樂活動；推動、指導
各類團體工作；為教育、學界的技術需求提供協
助；直接管理官立各種類型學校的有關事宜；監
督和視察官校和私校的活動。協調其教育計劃及
教學方法；統籌澳門學界的體育活動；開展教育
教學研究。 ( 1 1 ) 教青司設局長1名、副局長2名，
下設教育、青年、學校暨行政和教育研究暨資源
4個廳、11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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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廳，是負責指導學校與教育機構運作的
機構。下設學前暨小學教育處、中學暨技術職業
教育處、延續教育處和心理教學輔導及特殊教育
中心。

青年廳，負責促進文化及公民教育、結社、
文娛活動及與其他國家和地區間的青年交流等。
下設青年結社培訓輔導處、學校體育暨課餘活動
事務處。

學校暨行政廳，負責教青司各部門的人材、財
政及財產資源的管理、處理和分配，輔助整個教育
制度的發展。下設財政暨財產管理處、人事處。

教育研究暨資源廳，負責研究有關教育和青年
相關的問題，制定教育工作計劃，協調各部門的工
作，推動教育改革，制定教材，切實執行〈教育
綱要法〉，並提出建設性意見。下設教育研究暨
教育改革輔助處、教育設備處、組織暨資訊處、
教育資源中心。

此外，教青司還下設有教育督導員10名，負
責監管教學品質、協助教育機構品質的評核以及
監察整個教育制度的行政及財政管理。 (12 )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尤其是澳門進入過渡
期後，隨着經濟好轉，在熱心教育的社會人士、
機關團體和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上，澳葡政
府一改長期以來對教育的放任自流政策，開始
採取積極的態度，並逐步承擔起教育行政的責
任。1991年頒佈的〈澳門教育制度綱要法〉及相
關配套法令，即包括了公、私中小學教育機構的
免費教育、課程發展、教師培訓等方面的法令。

除官立、官制學校接受政府財政資助，實行
澳葡政府的教育方針外。政府經常性的支持並資
助不牟利學校。從1978-1995年間，澳葡政府一
直以福利的形式逐步增加對不牟利私校的經費支
持。1978年開始對學校按教學班發放津貼，繼而
用申請及批准的方式贊助不牟利私校的修繕和購
置費。1985年起，政府還對不牟利私校教師按
月發放津貼；1988年開始對小學生施予學費津
貼，並給學生獎以助學金及助學貸款。1995年，
澳門政府又實施了“ 普及和傾向免費教育” 的還

利於民的政策。此項政策使70%的私立學校接受
政府條件，加入了公共教育網，得到政府財政支
持。1997年4月，澳門總督韋奇立再次宣佈：“ 澳
門政府在97-98學年開始將免費教育推行至初中階
段。” (13) 可以說，至1997年，澳門政府已完成小
學前一年、小學六年、初中三年，計十年免費教
育。據此政策，小學預備級及小學生可享受全年
4,800圓澳門幣的教育公費 (1999年昇至5,800圓)，
大大減輕了家庭教育經費負擔，對澳門未來人口
文化素質打下了一定的基礎。

在義務教育方案制定期間，澳葡政府曾要求
私立學校接受葡語教學作為條件，但遭到全澳教
育界的反對，經多次論爭，政府終於通過不強制
教授葡語以及尊重私校自主的方案。但官、私校
的人均教育費、教師待遇依然有較大差距。1995

年實行免費教育後，私立學校又分為“ 公共學校
網學校” 和“ 非公共學校網學校” ，仍各自制定
教育計劃，“ 非公共學校網學校” 辦學經費還需
自籌。

澳門天主教會所辦學校與其他私立學校區別
不大，其教學計劃與課程安排多自主制定，學
校接受不同種族與信仰的學生，不強迫學生信
教。 (14 )

二、澳門學校體育管理
1955年以前，澳門沒有任何體育管理機構。

為適應本澳體育事業發展的需要，1955年政府成
立體育委員會。翌年，改名為體育海外委員會，
其內部未明確設立管理學校體育的部門。澳門統
一管理體育的政府機構為成立於1987年5月18日
的澳門體育總署。其職責為對體育社團實行宏觀
管理，並對其所認可的社團體育運動給予財政補
助。體育總署下設有體育發展處，其工作之一為
組織澳門體育青少年代表隊，為澳門培訓體育後
備人材。進入澳門青少年體育隊的大多數隊員均
為來自澳門各校的學生，因此體育總署的青少年
培訓是與學校體育相輔相成的。

20世紀下半期以來，澳門學校體育管理職能
部門是教育暨青年司。該司青年廳下設有學校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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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暨課餘活動事務處，專門對學校體育予以管
理，負責學校體育訓練、學生課餘體育活動及
校際體育比賽。如組織學界比賽和培訓、校本體
育訓練、全澳青少年體育表演訓練和暑期培訓活
動，以及國際性的學界體育活動等。(15) 根據〈澳
門體育活動法規〉第二章第四條“ 學校之體育運
動” 規定：“ 有關為確保所有就讀於教育場所之
青年定期進行課內或課外體育運動之工作，由教
育暨青年司推行；而屬高等教育程度學生之體育
運動之工作，則由有關高等教育機構推行。” (16 ) 

澳門教育暨青年司的體育行政管理僅限於官
立學校，而佔學生人數90%以上的私立學校之體
育行政則是獨立的。由於教育暨青年司對學校體
育行政無法監管，而澳門體育法令對學校體育也
沒有具體規定，由各學校自行決定，加之體育師
資和場地較為缺乏，學校體育發展相對緩慢。各
校在體育課程設置、安排，使用體育教材及體育
訓練等方面，均沒有統一計劃。學者由此研究以
為：“ 澳門的課餘運動訓練水準比較低，呈不發
達、不成熟、不規範的特徵。” (17 )

澳門教育暨青年司每年都組織田徑、球類、
游泳等項目的比賽，不少學校都組隊參加。學校
課餘運動訓練主要是在學校內以校代表隊的形式
開展。學校代表隊經申請獲得澳門教育暨青年局
認可後，即可獲得該司的運動訓練補助。

澳門官立學校體育經費多來源於官方的學校
教育行政經費，而私立學校體育經費，則由校方
通過其他經費來源進行補充，或在其行政經費中
劃定。故私立學校體育經費佔行政經費的比例很
低，且很不穩定，不足以維持一般的體育教學工
作。各校課餘體育代表隊的訓練及比賽一般不包
括在學校體育經費之內，其經費來源或由社會集
資和贊助，或由各單項體育總會和俱樂部性質的
體育會撥資，或由社區體育機構資助。但澳門各
校運動代表隊的訓練經費，多來自教育暨青年司
的訓練補貼。 (18 )

1997年1月17日，澳門教育暨青年司青年廳
廳長曾熾明稱，澳門各體育隊多以各校學生為基

本力量。澳門地少人多，各類體育項目選材途徑
相對受到局限，而學界體育活動可說是一個發掘
有潛質新人較理想的途徑之一。澳門絕大多數體
育選手均為學界體育出身。以1997年澳門代表隊
為例：排球隊員梁家豪、籃球隊員葉智恒、乒乓
球隊員黃翠枝、羽毛球隊員柯文東、潘慧娟等，
均是學界代表隊成員。澳門游泳隊則基本以學界
代表隊為班底，如胡敖霆、趙家樑、林慧文等，
均來自學界。由此可見，學界體育活動對本澳體
育發展起着一定的作用。曾熾明以為，現時學界
體育發展情況理想，並且得到不少學校的支持，
每年度學界比賽專案為13項，1996年度學界13個
項目參加學校為30所，人數為5,409人。1997年已
進行的6個項目中，有39所學校參加，參加人數為
2,198人。參加人數及學校均比往年有所增加。

曾熾明還稱，青年廳在推廣學界體育方面做
了兩方面的工作，一是普及性，此工作主要是贊
助一些學校開辦培訓課程，目的是善用學校的場
地及教練，培訓運動員，現時已有39所學校3,855

名學生參與了由青年廳所開辦的籃球、排球、乒
乓球、羽毛球、足球、網球、空手道、柔道、田
徑及曲棍球等項目的訓練班。二是組織學界校際
比賽，從中提高學生的運動能力，並透過比賽，
發掘有潛質的選手，外出參加各項埠際賽。 ( 1 9 ) 

澳門每年均與廣東、香港及福州三地進行共九個
項目的埠際賽。1995年5月在澳門舉行的廣州、
福州、香港、澳門四地學界體育比賽中，澳門男
子甲組籃球隊取得冠軍，男子乒乓球隊也力克香
港，取得第3名。教育暨青年司對本澳學校體育
事業的發展所給予的支援，還包括設立體育發展
基金、增聘教練、興建運動場地及購置體育設施
等。1995年，在青年廳的資助下，有多個游泳
池、運動場館相繼落成。

澳門中小學體育教學

由於澳門學校多為民間團體和個人所辦，加
之澳門政府未將體育作為昇學必考內容，故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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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體育教學重視不夠，投入不多，其師資力量也
較薄弱，運動場地與器材短缺，“ 重智輕體” 已是
澳門各校普遍存在的現象。澳門學生年人均體育經
費約20元澳門幣，與澳門人均收入水準極不相稱。
由於地域狹小，學生人均體育場地僅0.85m

2，遠低
於香港的3.12m

2、臺灣的3.46m
2和廣東的4.68m

2。
一些學校祇好讓學生在校內樓道內上體育課，個
別學校甚至到校外其他單位借場地上體育課。此
外，由於私立學校每班學生均達55-60人，加之經
費不足，體育技術教學難以保證，體育課基本為
放羊式活動。近年來，主管學校體育的教育暨青
年司已注意到學校體育發展的滯後及其對學生身
心健康、體育優秀後備人材選拔的不利影響，採
取了一些改進措施。如1995年首先在官校實施體
育教學大綱，對體育教學目標、任務、內容等提
出了具體要求。同時在私立學校也加強了對體育
教師的培訓和對學生的考評等。這些措施在一定
程度上促進了澳門體育教學水準的提高。 (20 )

然而，由於澳門學校體育法規對學校體育
教學沒有制定具體規則，且因私立學校佔了大
多數，體育課多由學校自行安排，因校 ( 地)  制
宜，統一、規範的教學大綱或課程綱要尚在擬定
與試行草案之中，學校體育的計劃性和法制化尚
待建立。 (21 )

澳門特殊的教育制度與形式，使得各校在學
校辦學方針、師資、學制、課程設置、教學品質
等方面，並無統一計劃，而學校體育課程的設置
與教學，更無統一和具體要求。在澳門體育法例
中也未有明確的體育教學規定。20世紀80年代初
以前，由於學校普遍對教師師資要求不高，因而
對體育師資相對亦要求較低。90年代之前的澳門學
校體育課，基本由班主任包辦任教，或由校方指派
任一教師執教。因受到教師自身體育教學水準的限
制，體育課品質沒有保障，表現出課程隨意性大，
缺乏基本的教學常規，課程的組織結構缺乏系統
性、科學性、目的性，加上教學“ 百花齊放” ，任
由教師自由發揮，因此形成體育課失去正常功能，
未能真正達到體育教學的目的。(22)

此外，1994年由當時的澳門政府教育暨青年
司成立的課程改革工作小組，於1995-1996學年
推出學前、小學及初中的體育課程大綱，並在管
理中葡學校試行。這是澳門體育教學的一次大突
破，進一步的把澳門體育教學規範化，並訂立明
確的總目標、教學內容、工作建議、主修項目及
選修項目等，希望給澳門各校的領導及體育老師作
參考，但沒有強制性的要求澳門各私校去執行。

可以說，20世紀90年代以前，各校體育教學
基本根據自己的實際自主制定，沒有統一的體育
教學大綱，其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和教學效果，
教育暨青年司是不過問的。此後，順應國際國內
學校體育發展的潮流，澳門政府教育部門在改革
學校教育的同時，對學校體育也提出了一系列的
改革措施。1991年8月24日，澳門政府頒佈名為
〈澳門教育制度〉的第11/91/M號法令。這是澳
門官方頒佈的第一部澳門教育基本法，其中以法
定的形式明確了體育課在中小學課程中的地位，
並註明了具體的目標。1994年7月發佈的第38/49/

M號法令 ─ ─ 〈學前及小學教育之課程組織〉，
把學前及小學的體育課確立為每週1-2節，每節
35-45分鐘；第39/94/M號法令 ─ ─ 〈初中教育之
課程組織〉，把初中的體育課確立為每週1-2節，
每節35-50分鐘；1997年發佈的第46/97/M號法令 
─ ─ 〈高中教育課程組織〉，將高中體育課確立
為每週1-2節，每節40-45分鐘。 (2 3 )  這些法令還對
如何制定體育教學大綱、選擇教材、安排教學內
容、上好體育課及開展學校體育工作作出一系列
的指示。職能部門也一直按照這些方針和指示，
努力進行體育教師在職培訓、增加體育經費等方
面的工作。此外，1994年由澳門政府教育暨青年
司成立的課程改革工作小組，於1995-1996學年
推出〈澳門小學體育教學大綱〉和〈澳門初中體
育教學大綱〉。大綱對體育課教學目標、任務、
內容及原則等作出了統一的規範要求，從而使學
校體育教學有了依據。如課程安排主要以項目為
標準，分基本教材和選授教材兩大類。高中體育
課內容中又分必修與選修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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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教學大綱發放到官立、私立學校試行，
並諮詢意見，但未明確指引各校體育教師要教授
大綱規定內容，加之澳門辦學方式的特殊性，試
行的統一體育教學大綱仍待修改，並未被完全實
行。據學者研究，澳門中小學在體育教學大綱的
使用中，主要存在三種形式：“ 有37.1%學校使
用澳門統一的體育教學大綱，17.1%的學校在參
考大陸、香港等地的大綱基礎上使用本校自製的
體育教學大綱，而另外有45.7%的學校沒有體育
教學大綱，教師根據實際情況自行制定。” ( 見
下表)  ( 2 4 ) 由此看來，澳門中小學體育教學，至
今並未依據統一、完全的教學大綱或具體授課規
定。各校仍自行安排教學內容、制定評核方法和
成績標準。而各校在運動場地、設施、器材供應
及師資等方面均存在嚴重不足的問題，形成各校
體育教學區別、差異很大，一些非專業出身的體
育教師，上課時更採取“ 放羊式” 方法，任憑學
生自由活動。 (25 )

澳門學校體育教學缺乏計劃性、法規化。中
小學體育課程基本教材與選修教材選用的自由
度、隨意性較大，缺少規範。可以說，澳門中
小學體育教材的使用基本呈多樣化。通過上表來
看，有“ 22.8%的學校使用澳門教材，31.4%的學
校使用中國內地教材，12.3%學校使用根據各地教
材編寫的本校教材，還有佔相當大比重的31.4%

學校根本無教材，祇是憑教師來自由安排。” (2 6 ) 

韓鳳月、仇麗琴兩位學者也認為：“ 澳門的體育
教學因校而異，有些學校遵循大陸的教學方法體
系，也有些學校遵循臺灣、英國的一套教學方法
體系，各校之間差異較大。” (27 )

澳門學校體育自主性較大，各校根據具體情
況確定體育課程內容和教學方法，校際間的教學
交流少，體育教學大綱及先進的教學方法難以普
及推廣。據寧自衡等人的調查統計，在澳門開設
體育課的中小學中，94%的學校有體育教學大綱，
且基本按教學進度予以授課。“ 但是有4 3 %的
學校，體育課教學教師的教案可有可無，對教師
上課必須有教案沒有作出規定，教學隨意性比較
大，計劃性不強，有相當一部分教師以教學進度
代替教案來上課。還有26%的學校從不對教師的
教案進行檢查，對教學品質漠不關心。” ( 2 8 ) 又
據葉炳輝〈澳門部分私校中學體育課的現狀及分
析〉一文云，在對澳門私立學校體育教師的調查
中發現，依據教學大綱上課的有8人，佔調查人
數的42.1%；沒有教學大綱的有11人，佔調查人
數的57.9%。這說明在私立學校中，有一半以上
的體育教師上課不按照教學大綱。而有教學大綱
的教師中，也僅有一半人完全按教學大綱教學，
另一半人在教學大綱的使用中仍具有隨意性，這
說明教學大綱在私立學校的體育教學中很難起到
實際作用。 ( 2 9 ) 各校並沒有完全依據教學大綱的
內容實施教學，即使由學校自行訂立的教學內容
或標準，在教學中也未必能切實執行。

澳門各校體育教學的內容與要求雖然不盡相
同，許多學校還是要求體育教師每學期定出教學
計畫，並須備課、寫教案，每至期中和期末，學
校還要求對學生運動技能作出考核和評價。培正
中學自50年代起，就於每學期伊始，按本校教學
條件，編定學期教材，按其進度，實施全校，並
依照學生年齡、體重、高度，分為甲乙丙丁戊五
組。考試亦以此為標準，於學期中分段進行，以
測驗其技術之進度。 ( 3 0 ) 90年代以來，在澳門小
學體育課教學中，約有73%的學校自行制定教學
內容和標準，有81%的學校要求教師有年度教學

[表2] 澳門中小學體育教學大綱、教材使用情況

澳門體育教學
大綱使用 校所 %

使用
教材 校所 %

澳門統一體育
教學大綱 13 37.1

澳門
教材 8 22.8

學校統一體育
教學大綱 6 17.1

內地
教材 11 31.4

教師自主選擇 16 45.7
自編
教材 5 12.3

無教材 11 31.4

註：摘自寧自衡、詹建國、李益群《澳門體育發展 ——
回顧、現狀與展望》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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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但僅有38%的的學校對體育課實行監堂，
以評審教師的教學表現。 (31 )

何興中於1996年對澳門29所私立中學(其中5
所含小學，24所含小學與幼稚園) 、34所小學的
調查也發現，澳門中小學體育教學多處於放任自
流的狀況，其水準較為低下。[表3]

蔡高中學屬澳門私立中學中等水準的學校，
而從上表看，該校運動會最高成績僅相當於大陸
青少年體育鍛煉標準的中上水準。 (33 )

澳門中小學體育成績低下，與其不重視體
育成績考核有着直接關係。各校體育課程沒有
檢查、督促和監督。“ 體育課考核隨意性大，
缺乏統一的考核標準和方法。相當部分學校考
核內容單一，以田徑的跑、跳、投 ( 實心球)  和
球類等項目為主要考核項目。考核的結構包含學
習態度、運動能力、技術三個部分。評分標準基
本上採用絕對評價標準 (各校自訂)；個別學校採
用按體質狀況分組進行評分的方法，即先算出年
齡指數、身高指數、體重指數和綜合指數，然後
根據綜合指數分為甲、乙、丙、丁、戊、己等六
個組別，最後依據各項目考核成績分別查相應
的評分表進行評定成績。” ( 3 4 )  目前， “ 在澳
門中小學將學生體育課成績列入升學的有10所，
佔29%，有46%的學校將成績既作為昇學成績，
也作為學生畢業成績，祇有17%的學校把學生體
育課成績作為昇學、畢業和評優的指標之一。
另外還有9%的學校認為學生的體育成績沒有用
處，祇象徵性地開課，從來不對學生體育成績
進行考核。” ( 3 5 )

澳門公立學校的經費資源比較豐富，私立學
校財政來源靠學生所交學費及教會組織、慈善團
體、熱心人士捐獻等來維持，故佔澳門學校大多
數的私立中小學，由於經費來源不一，對體育運
動經費的投入差異較大。各校平均每年投入體育
課的經費約佔學校行政經費比例的2.43%，學生
人均體育經費也僅為20圓澳門幣，其數目明顯偏
低。這使得大部分私立學校體育設施和器材不
足，加之受運動場地的限制，澳門學校體育課

程發展不平衡，欠缺完整與統一。其教學內容亦
多表現為因地制宜，因人 ( 教師)  而異，基本以
籃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運動較為普遍。田
徑項目則以跑、跳類為主，投擲項目等受場地限
制，很難開展。個別學校也設有簡單的體操課，
但據袁家輝〈對澳門地區小學體育教學現狀的調
查與分析〉，大約有81%的小學體育教師認為教
學器材與設施不足。其中58%的教師抱怨因沒有
彈床，無法上體操課。

體育教學是雙向互動的過程，祇有在教師認
真教、學生認真學的情況下，教學才能產生積極
的效果。影響澳門學校體育課教學效果的因素很
多，其中學生對上體育課的態度也是其重要因素
之一。據葉炳輝對292名澳門學生的調查，表示喜
歡上體育課的有157人，佔調查人數的53.77%；表
示一般的有84人，佔人數的28.77%；不喜歡的
有51人，佔人數的17.46%。而在表示一般和不喜
歡的學生中，以女生為多。其原因是怕運動會使
手、腳肌肉增大，變得難看；或因害羞，擔心動
作做不好遭男同學取笑。這一現象，在高年紀女
生中表現較為突出 [表4] [表5]。 (36 )

此外，澳門私立學校每班學生數往往多在50-

60人之間。上體育課時，教師除了認真授課，還
需花較多時間維持紀律，這就直接影響學習的進
度，加上人多，學生相對練習的時間很少，教師
難以對學生做到個個指導。

澳門學校體育師資與場地

一、澳門學校體育師資狀況
教育品質的關鍵在於教師，專業體育教師的

多寡，影響着學校體育的教學品質，而師資學歷
結構及專業知識水準的高低與其教學水準有密切
關係。20世紀50年代之前，澳門學校寥寥無幾，
學校體育教學中談不上有專職的體育教師。自60

年代起，學校體育課多為愛好體育運動的教師
擔任，或由一些不夠課時的音樂和美勞教師兼
任。體育課的形式以自由活動為主，實際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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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羊式” 的運動，學校對課程沒有任何要求。至
70-80年代，各校出現了少量的專職體育教師，
但他們大都為非體育專業教育出身，而是澳門從
事某一體育項目的運動員或體育愛好者，大部分
人未接受過體育教學的專業訓練，僅憑以往經驗
從事教學工作。其教學內容也祇是大家所熟悉的
籃球、乒乓球、羽毛球、跑步、跳高、跳遠等體
育項目，上課時亦根本不講究甚麼技術動作規
範，多是學生完成即可。1977年，澳門政府教
育部門組織他們中的一些人到廣州，參加由廣州
體育學院主辦的體育教師短期培訓課程。經過系
統、科學、專業的培訓，這些人回到澳門繼續從
事體育教學工作，使澳門體育教學品質有一定的
提高。80年代末期以後，開始有部分體育專業的
畢業生被充實到學校體育教學中。隨着澳門政府
體育部門對學校體育重視程度的提高和經費投入
的加大，澳門學校體育教學中的師資水準逐步得
到提高。大陸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不少內地新移
民進入澳門。這些移民中有部分在內地曾接受過
體育專業訓練，甚至在內地從事體育教學工作多
年，具有一定的體育教學經驗及體育運動實踐。
他們進入澳門後，仍多從事體育教學工作，乃把

大陸的教學理念和經驗帶到澳門，為澳門體育教
學提供了新的活力。

澳門長期以來對學校體育教師沒有統一、規
範的要求，體育教師多根據各自特點自由發揮所
長，以從事教學。80年代後期，政府教育部門開
始舉辦體育師資培訓，至回歸前，澳門私立學校
在職體育教師受過師資培訓的僅佔30%，而具有
大專學歷者也僅有38%，其來源5 %是在職函授
培訓，80%為社會招聘，15%來自考證後委派，
他們中以中國內地移居澳門的體育教師為多。 (3 7 ) 
可見，澳門缺乏專業、合格的體育教師，中、小
學體育教師符合學歷資格要求的較少。

1996年，澳門共有官立中小學16所，體育教
師19人，基本為專職教師，負責273個班，5,969

人；平均每人17個班，每班平均22人，師生比
例為1 :314。私校90所，體育教師331人，負責
1,830個班，85,799人；平均每人14個班，每班
平 均 47人 ， 師 生 比 例 為 1 :645， 明 顯 高 於 中 國
內地的1 :480-540及澳門官校的1:314。331名體
育教師中，三分之二的為兼職教師( 兼其他工作
的比例約佔總工作量的的三分之一至五分之一
不等) 。    

[表3] 澳門私立中小學體育運動成績與內地體育鍛煉標準的比較

性別 50米 100米 跳高 跳遠 男1500米
女800米

中國體育鍛煉標準(17歲組100分) (32) 男   6”6 12”8 1.40米 4.86米 5’17”

女   7”9 15”40 1.23米 3.95米 3’10”

澳門蔡高中學1997年校運會最高成績 男   8”24 13”32 1.49米 4.70米 5’40”44

女 10”05 15”04 1.19米 3.22米 3’12”95

[表4] 學生對體育課的態度

態度 喜歡 一般 不喜歡
人數及百分比 157 (53.77%) 84 (28.77%) 51 (17.46%)

[表5] 女生不喜歡上體育課的比例結構

班別 初中一 初中二 初中三 高中一 高中二 總人數
受訪人數 28 29 27 16 37 137

不喜人數 8 7 8 5 12 40

所佔比例 28.57% 24.14% 29.63% 31.25% 32.43% 2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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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31名私立學校體育教師中，有本科學歷者
45人，佔14%；大專學歷者44人，佔13%，大專學
歷以上者佔27%。有專科或高中學歷者228人，佔
69%，還有5% (14人) 的體育教師為初中或初中以
下學歷。顯然，私立學校體育教師學歷層次低於
官立學校，也低於鄰近的廣東省 ( 1994年普查，
體育教師大專以上學歷佔53.7%)。 (38 )

據袁家輝〈對澳門地區小學體育教學現狀的
調查與分析〉，澳門小學體育教師在澳門取得學
歷者有22人，取得大陸學歷者有8人。他們中26%

的人為中學畢業，其學歷偏低。在體育專業知識
方面，祇有6人 ( 佔19%)  為體育專科畢業，4人
( 佔13%) 為本科畢業。又據葉炳輝〈澳門部分私
校中學體育課的現狀及分析〉一文，從其調查的
19名私立中學體育教師學歷看，有12人為中學畢
業，佔調查人數的63.16%；具有大專以上學歷的
中學體育教師祇有6人，僅佔31.68%。

葉炳輝的調查顯示，澳門私立中學體育師資
從年齡結構來看，多數在40餘歲，他們佔總調查
人數的52.6%，而20-40歲的教師佔47.37%。這說
明澳門中學體育教師的年齡結構處於青年－中年
之間。年紀較長的教師多為運動員出身，他們普
遍學歷較低，以經驗教學為主。除原專業外，對
其他體育項目不甚瞭解，運用技術、科學手段進
行教學的能力較差。而年輕教師普遍學歷較高，
他們多為體育學院畢業，多數能夠一專多能，專

業理論知識及專業水準較好，教學中能夠運用所
學理論結合專業技術授課，但缺乏教學經驗，尤
其是缺乏組織教學的能力，尚需在教學實踐中進
一步提高。 (39 )

澳門中小學實行聘任制，一年聘任期滿，可
續聘或解聘，教師亦可在各校之間自由流動。中
小學體育教師工作量一般規定為：中學每週20-

22課時，小學每週22-26課時。課時不夠者，兼
任其他課程，超工作量的給予補貼。在袁家輝調
查的31名小學體育教師中，僅有5人(佔16%)為專
職體育教師，其餘均尚需兼任其他科目。其中兼
任3科的體育教師有6人(佔19%)，4科或以上的有
14人(佔45%)。 (40 ) 這表明體育課在澳門大部分小
學中不受重視。

二、澳門學校體育場地狀況
由於澳門面積小，是一個尺土寸金的地方，

其土地比香港更緊張。20世紀90年代以來，政府
重視，加之體育界的努力，澳門體育場地不斷增
建。“ 人均體育場地面積從1990年的0.27m

2增至
目前的0.63m

2。對澳門來說，這是個可喜的成績。
須知，一些場地是填海建成的。在各類場地中，
屬體育總署和政府管理使用的佔50%，學校體育
場地佔36%，私人和酒店等佔14%。” (4 1 )  運動場
地的增加，為澳門市民從事體育活動和舉辦運動
會奠定了良好的物質基礎。但澳門學校體育場地
一直較為緊張。很多學校沒有足夠的體育場地，
大部分學校祇能以籃球場大小的地方作為學生上
體育課的場所，擁有400米田徑場的學校基本沒
有。70年代，澳門出生率下降，學生人數銳減，
使得當時部分學校或關閉，或合併。部分合併後
的學校投入不少資源改善教學條件，修建體育場
地，以吸引生源，從而使部分學校體育教學場地
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規模較小的學校體育場地
仍明顯不足。調查表明，1994年，澳門學生人均體
育場地面積僅有0.85平方米，低於香港的3.12平方
米，臺灣的3.46平方米，廣東的4.68平方米。(42)

據吳曰東〈澳門中學體育場地設施現狀及影
響因素的研究〉一文，1999年回歸前，澳門34所

[表6] 澳門私立、官立中小學體育教師學歷比較

學校
類別 合計 本科及

比例
大專及
比例

專科或
高中

及比例

初中及
以下比例

私立 331
45 

14%

44 

13%

228 

69%

14

5%

官立 24
14 

58%

3 

12%

7 

29%

[表7] 澳門私立中學師資學歷結構

學歷 中學以下 中學 大專或以上 總數
人數 1 12 6 19

比率 5.26% 63.16% 31.6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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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總運動場地面積為53588.1036平方米，以
34所中學學生總數52,671人來算，人均體育活動
面積為1.017平方米，但依然遠遠在歐洲理事會公
佈每人4平方米標準面積之下。

澳門各中學大都有一運動體育場地，一些學
校的運動空間還較大。如濠江中學共設有籃球場
3個，足球場、排球場各1個，羽毛球場5個，乒乓
球檯數張。培正中學亦擁有排球場、籃球場、小
足球場及田徑運動場等。但不少私立中學僅能利
用過道走廊作運動場，如乒乓球場。一些學校要
借助校外的運動場地上體育課，有獨立運動場地
的學校較少。學校一般將每週兩節體育課連堂，
除去來回的10分鐘祇剩1小時。體育課器材與設
施因來回搬動不便而使課程內容趨於單一，以致
很多體育課都被曲解為籃球課、足球課。 (43 )

在澳門34所中學中，祇有3所中學設有田徑跑
道，分別為200米、50米、25米；兩所中學設有
游泳池，分別為25米和20米；3所中學設有足球
場；1所中學設有排球場；9所中學設有籃球場；9

所中學設有羽毛球場；乒乓球場最多，有19所中
學擁有場地。此外，有滾軸溜冰場、柔道場和體
操場的學校各有1所；有11所中學設有綜合性體育
館；27所中學設有室外綜合性場地；6所中學設有
室內綜合性場地。 (44 )

在83%以上的澳門私立中學中，體育經費平
均祇佔全校經費的2.43%，而且時常不穩定。私
立學校的行政經費全部來自招生人數，為了保
障學校招生的數額，吸引學生就讀，一些名校還
在原來的體育活動空間增建課室以擴大招生人
數；一些學校則因經費少，祇能開展有限的體育
項目；而大部分學校因為沒有經費，祇能維持現
狀。據調查，有50%以上的澳門學生認為，學校
體育運動場地不夠，設備過舊，其中以場地不足
最為突出。 (4 5 )

自90年代以來，雖然澳門教育部門推行教育
改革，體育暨運動高等學校也培訓了大量的具有
專業水準的體育教師，師資水準逐漸得到提高。
但由於沒有充足場地可供學生進行體育運動和身

體鍛煉，學校體育教學受到較大限制。在此條件
下，體育教學內容缺乏廣泛性，體育課程趨於單
一，學生體育運動水準無法提高，更不能引發學
生的運動興趣，體育教學品質受到一定影響。

澳門學校課餘體育活動

澳門學校課餘體育活動由各中小學統籌，通
常是在各校設立體育性的課外活動，讓學生自由
參加，並參加全澳學界比賽。總會性體育活動是
由澳門33個體育總會來統籌，活動可分為訓練
班、全澳性和國際性比賽。而政府性體育活動主
要由教育暨青年廳之體育處和澳門體育總署之體
育發展處來負責，各校也組織學生參加。

學校課餘體育活動的內容主要有早操、課間
操、課餘體育活動、課餘體育訓練、課餘體育競
賽等。據調查統計，在澳門中小學中長期開展早
操、課間操的學校為數不多。“ 有17%的學校能
開展早操，14%的學校能開展課間操，既能開展
早操又能開展課間操的學校祇有5所。這充分說
明澳門中小學對早操、課間操的作用和功能的重
要性認識不夠。” ( 4 6 ) 由於每週1-2節的體育課達
不到運動的效果，為了使學生增強體質、增進健
康，進一步掌握體育知識和技能，不少學校還開
展了球類、武術、田徑、游泳等課餘體育活動，
各校一般每週均有2-3次固定時間展開活動。課
餘體育活動由各校體育教師組織和安排，其形式
多有條理，教師根據各自特點，分工負責指導各
項活動。根據〈澳門青少年體質綜合報告〉資料
顯示，大部分澳門學生每週都有約2小時的課餘
體育活動。此外，在澳門“ 有86%的學校設有課
餘體育訓練，而且這些學校的課餘體育訓練以學
校體育代表隊為主，隊員主要是學校的在校生，
由學生自由報名和體育教師選拔兩種方式結合來
選定代表隊員。調查統計有3,011名 ( 男生1,949

名，女生1,062名)  學生參加了這種課餘體育訓
練，約佔這些學校學生總數的9%，這說明學生對
體育訓練的熱情是比較高的。” (47) 大多數學校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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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體育訓練每週1-2次，每次訓練2小時以上。訓練
內容主要為籃球、田徑、乒乓球、排球、足球等，
教練員由學校體育教師擔任，有時也聘請校外經驗
豐富的教練員來校指導。訓練目的為代表學校參加
每年由學界組織的球類、田徑、游泳、越野跑等各
種體育比賽，有時也與其他學校進行一些校際間的
友誼賽。成績突出的學校代表隊和隊員往往可代表
澳門參加“ 粵港澳榕” 埠際學界體育比賽和國際性
學生比賽。加之學校體育代表隊訓練，如申請獲得
教育暨青年司認可，可得到該司的訓練補貼。所
以，各個學校頗重視體育代表隊的訓練。

課餘體育訓練是培養優秀學生運動員的重要
管道。按澳門體育法令，學生如入選澳門體育代表
隊，參加國際比賽，即被視為“ 學生運動員” ，依
照規定可以享受特殊待遇。學校要指定教師，對
其專門進行學習輔導，使其能夠補上因訓練、比
賽耽誤的功課，幫助他們跟上進度。

濠江中學籃球運動比較普及，該校每年舉行
一次愛校杯班際籃球比賽。80年代初，濠江中
學男子籃球代表隊，連續四年以全勝成績獲得
澳門學界A組冠軍；兩屆獲得學界B組冠軍。在
1986年度全澳青年杯賽中，又力克群雄，名列榜
首。1985年暑假，濠江“ 男籃” 獲教育文化司
資助，到北京、天津等地訪問比賽，獲得良好戰
績。1986年，以濠江中學男子籃球隊員為主組成
的澳門學界籃球隊，在粵港澳學界籃球賽中，戰
勝了廣東中學生隊。 (48 )

澳門幾乎各所學校每年都要召開1-2次全校性
的田徑運動會，一般為春、秋季各1次。如濠江中
學一年一度的校運會，其參賽選手人數常常超過
千人。而通過校運會，各校有計劃的選拔人才，
組織訓練，以參加全澳學生田徑運動大會。

澳門官立學校每週上課五天，星期六上午開
設課外活動課程，所有學生被強制任選一項活動
課程，名為興趣班。其課外活動與操行成績掛
鈎，凡學生缺席6節課，即取消其繼續參與該項
課外活動的權利，並且降低其1個操行等級。課外
活動成績分為優、良、中、可、劣5個等級，但不

影響其昇留級。課外活動的指導老師以該校教師
為主，祇有少數外聘教師。在眾多官校課外活動
項目中，運動類項目有羽毛球、籃球、足球、乒
乓球、排球、游泳、網球、壁球、田徑、體操、
棋藝等。其形式有非比賽定期活動，個人、小組
比賽，班際比賽、校際比賽、社際比賽等。在諸
多課外體育活動中，各校以籃球為開設最多的項
目，原因是籃球運動比較普及，場地亦容易找
到。 ( 4 9 ) 游泳、網球等項目因受場地限制，較難
開展；而體操等項目因僅在個別學校開展，故還
未有校際比賽。

為豐富學生之業餘體育生活，教育暨青年司
與體育總署每年還利用暑假舉辦青少年暑期文
娛、體育活動。這項活動共設有100多種內容，
為4-25歲約2萬多大中小幼學生提供文娛、康樂及
體育活動。其中體育活動內容有：籃球、足球、
排球、羽毛球、網球、乒乓球、自行車、獨木
舟、草地曲棍球、滾軸曲棍球、柔道、空手道、
游泳、滾軸溜冰、冰上溜冰、花樣游泳、騎馬、
保齡球、環島遊船、冰球、國際象棋等，活動內
容豐富多彩，讓不同年齡、性別和運動技能的學
生選擇合適的體育活動。此項活動每年吸引成千
上萬的學生參加。   

 

[表8]澳門中學1995-1997年
舉辦的體育類課外活動項目

項   目 1995 1996 1997

運動日 10 9 9

水運會 0 0 0

乒乓球 11 12 1

籃球 15 15 14

網球 3 5

足球 8 8 7

壁球 0 0 1

游泳 1 1 2

田徑 10 10 10

排球 6 6 6

體操 1 1 1

註：此表參考王國強、楊暖英〈澳門中學發展課外活動
的概況調查分析〉一文，載黃漢強、馮少英《澳門研
究》第12期，澳門基金會，1999年9月。



118文 化 雜 誌 2017 

歷

史

二
十
世
紀
下
半
葉
澳
門
中
小
學
校
體
育
教
學
述
論

總之，由於受到經費、場地、師資的限制，
澳門中小學校課外體育運動在回歸前尚不發達，
但隨着葡澳政府體育教學大綱的制定，各種形式
的課餘體育活動的開展，以及校內、校際體育運
動比賽的制度化進行，推動了澳門中小學生體育
教學的進步。不少學校一直重視體育教學、支持
學生課外體育活動，並在比賽中取得了突出的成
績，為學校爭得了榮譽，也激發了其他學校對體
育教學的重視。如澳門培正中學非常重視開展學
生體育活動，學校每年要舉辦田徑運動會、籃
球、排球及游泳等各項比賽，並積極參加校際
和全澳比賽，使得一些體育項目成了其強項，在
全澳學校課餘體育運動中頗具地位。而這些多形
式、有條理的比賽活動，也為回歸後新體制下澳
門體育教育奠定了基礎。

 

【註】
 (1)   劉羨冰：《澳門教育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年，頁29。
 (2)   統計暨普查局：《澳門資料2000》，澳門：統計暨普查

局，2000年，頁8。
 (3)   (4)   黃啟臣：《澳門通史》，廣州：廣東教育出版

社，1999年，頁462；頁464。
 (5)   參見陳多、蔡赤萌、何德龍：《澳門縱橫》，北京：新

華出版社，1999年，頁134。
 (6)   參見鄧開頌等：《澳門歷史新說》，石家莊：花山文藝

出版社，2000年，頁827。
 (7)   詹吉南：〈亟待發展的澳門教育事業〉，《澳門日

報》1993年12月24日第17版。
 (8)   鄧開頌等：《澳門歷史新說》，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

社，2000年，頁824。
 (9)   見陳多、蔡赤萌、何德龍：《澳門縱橫》，北京：新華

出版社，1999年，頁138。
 (10)   澳門日報編《澳門手冊 ( 1998) 》，澳門：澳門日報

社，1999年，頁131。

[表9] 近五十年澳門校際課外體育比賽表

活動名稱 主辦單位 時間
1 澳門學生“ 團結杯” 乒乓球賽 澳門學生聯合總會 1952

2 澳門學生游泳比賽 澳門學生樂園 1955

3 澳門學生運動會(田徑比賽) 澳門中華教育總會 1957

4 澳門學生環山跑賽 澳門學生聯合總會 1971

5 全澳學界曲棍球賽 教育暨青年司 1977

6 全澳學界籃球賽 教育暨青年司 1977

7 全澳學界田徑賽 教育暨青年司 1977

8 全澳學界排球賽 教育暨青年司 1978

9 全澳學界乒乓球賽 教育暨青年司 1978

10 全澳學界羽毛球賽 教育暨青年司 1978

11 全澳學界游泳賽 教育暨青年司 1978

12 全澳學界越野賽 教育暨青年司 1983

13 全澳學界徑類單項賽 教育暨青年司 1990

14 全澳學界羽毛球賽 教育暨青年司 1991

15 全澳學界小型足球賽 教育暨青年司 1991

16 全澳學界鐵人賽 教育暨青年司 1998

17 全澳學界中國武術賽 教育暨青年司 1998

18 全澳學界手球賽 教育暨青年司 1999

註：1999年由王國強、楊暖英統計，這些比賽主要為教育暨青年司及民間教育社團組織的課外體育活動。 
(見蔡梓瑜網上文章《澳門中小學課外活動的現狀與發展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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