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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澳门《非高等教育制度纲要法》颁布后，澳门教育暨青年局联合人民教育出版社

于 2008年发行了适用于小学至高中阶段的《品德与公民》（试行版)教科书，并在各学段均

设计了“自我发展”的学习主题，培养学生认知自我、管理自我、追求健康生活以及合理规

划人生的良好品行。本文以 2015年出台的《初中品德与公民教育基本学力要求》为参照标

准，以初中必修课程《品德与公民》教科书中“自我发展”的内容为分析文本，从教科书的

选材与教学活动设计两个研究纬度对教科书（试行版)进行考量和审视，并为教科书修订提

供适切的建议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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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书承载着一门课程的基本理念与内容，既是学生学习的重要工具与资源，又是教师

进行教学并与学生交流互动的桥梁与媒介。澳门地区的教科书制度经历了从“自由制”到“认

定制”的发展历史，编制与研发具有本土特色的教科书是澳门特区政府努力的方向，品德与

公民科的教科书亦不例外。 

2006年出台的第 9/2006号法律一一《澳门非高等教育制度纲要法》（以下简称《纲要

法》）明确提出“相关实体致力于培养及促进受教育者爱国爱澳、厚德尽善、遵纪守法之品

格”的培养目标。
[1]
为保证《纲要法》的稳步实施，澳门教育暨青年局联合人民教育出版社

于 2008年出版了初中《品德与公民》教科书，作为品德与公民科的选用教材。全书以“澳

门社会”和“个人发展”为基石分为六大学习主题即自我与朋辈、自我与家庭、自我与发展、

澳门与世界、公民与政府以及机遇与挑战。该教科书的编写与出版实现了澳门品德与公民科

教材本土化的诉求。教科书的统整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因教材选择多样而导致学校教育参差

不齐的局面。但由于澳门非高等教育缺乏基本的标准，校际间仍旧缺乏必要的沟通与协调。

因此，为配合澳门地区教育改革方向，同时继续落实《纲要法》所倡导“建立具备澳门本土

化特色的现代教育制度”
[2]
的目标与理念，地区课程基准的研究与设定便成为澳门非高等教

育强烈的呼声。澳门教育暨青年局于 2015年颁布了《初中品德与公民教育基本学力要求》

（以下简称《基本学力要求》）以规定学生完成初中阶段学习后所应具备的基本素养。 

本文拟以《基本学力要求》为参照标准，选取教科书中“自我发展”纬度的内容作为分

析文本，对教科书进行反思之时为其修订提出适切建议。 

                                                           
①
 本文系 2014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主动公民视域下香港和澳门公民教育课程范式

的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4YJC880058）的阶段性成果。 



 

一、《基本学力要求》中“自我发展”的价值诉求 

 

《基本学力要求》是对学生必备的最基础、最重要的品德素养的规定。它以学生既有能

力为基准，亦关注未来个人以及社会的发展需要。澳门初中阶段《基本学力要求》旨在培养

学生“自我发展”的意识、“群体生活”的能力、“社会参与”的积极性和开放多元的“国

际视野”。而“自我发展”旨在培养学生自尊、守信、尊重、宽容等的良好品质。
[3]
学生只

有正确地认识自我、调控自我，才能更好地处理群体、社会以及国家国际中的事务。由此可

见，“自我发展”在《基本学力要求》中占据重要地位，具有基础性与引领性的作用。另外，

在教科书内容的编排上，从“自我”、“群体”迈向“社会”乃至“国际”，其逻辑关系由

小见大、由浅人深。下表反映了初中《品德与公民》教科书(试行版)与《基本学力要求》的

总体对应情况。 

表 1 教科书与《基本学力要求》的对应情况 

册别 书名 对应《基本学力要求》 

初一（上） 自我与朋辈 
“群体生活”（B）：学校生活、群

体交往 

初一（下） 自我与家庭 
“自我发展”（A）：自我认识； 

“群体生活”（B）：家庭生活 

初二（上） 自我与发展 
“自我发展”（A）：自我管理、生命

关怀与健康生活、人生规划 

初二（下） 澳门与世界 

“社会参与”（C）：公民生活与国 家

认同、民族认同与多元共生 

“国际视野”（D）：澳门与世界 

初三（上） 公民与政府 

“社会参与”（C）：公民生活与国家

认同、政府职能与社会运作、民间参

与与社会活动 

初三（下） 机遇与挑战 

“国际视野”（D）：科技与环境伦理、

全球联系和人类共同价值、国际合作

与世界和平发展、澳门与世界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教科书《品德与公民》与《基本学力要求》整理。 

 



由表 1可知，有关“自我发展”的内容都集中在初中学段的前期，是扩展自我与世界关

系的基础。对于澳门中学生的培养来说，“自我发展”已不仅局限于认识自己与管理自己，

更体现出对生命的关怀、对健康生活的追求以及对人生的合理规划。 

（一）注重检视自己，发挥内在潜能 

《基本学力要求》对“认识自我”提出明确的指示与诉求，“要求学生能及时了解并检

视自己的价值观和道德行为；能客观评价自己的优缺点，并对自我形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能了解自己的能力，并积极发挥自己的潜能。”
[4]
依据《基本学力要求》所言，认识自己并

非简单地认识自己的优缺点、价值观，还要洞察与发掘自身的潜能。品德与公民教育本身就

要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最大限度地提高学生

潜能，让品德与公民教育的课堂真正地实现教师与学生的情感互动与思想碰撞。 

（二）学会自我调控,理性解决问题 

个体与社会进行互动时，通过顺应环境以调控和改变自己的心境，最终达到与社会保持

和谐平衡的状态便是对自我的管理与调控。《基本学力要求》规定中学生能够了解自己的情

绪、心理以及感情世界；具有承受挫折和困难的能力；能够克服人际交往中的障碍;有效利

用时间与各种资源等。学生只有在正确认识自我的基础上，才能针对自己的实际问题进行处

理与调控，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此外，《基本学力要求》也强调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应克

服易冲动、易感情用事的情绪化倾向，在困难与挫折面前认真分析与思考，用理智而非感性

来解决困惑。 

（三）探寻人生意义，培养责任意识 

中学生的品德与公民素养是通过他们对生活的认识、体验和实践逐步形成的。初中学生

正处于青春期的波动与向成人阶段过渡的探索中，生活的领域、范围与内涵也随着自身的实

践活动而日益丰富。因此，《基本学力要求》强调有效的品德与公民教育必须贴近生活又超

越生活，充分地利用学生日常生活经验来解决实际遇到的困难与问题，引导学生感悟生活的

精彩，从而热爱生活、珍爱生命。学生也要勇于承担生命中不可推卸的责任，如孝敬长辈、

保护家庭、参与社会等。 

（四）遵循发展规律，合理规划人生 

合理规划人生是指基于个体生理、心理、能力的科学发展规律，通过对社会发展方向、

家庭状况以及个人特点的了解与掌握，系统地对人的成长进行长期规划。依据《基本学力要

求》，合理规划人生首先要制订切实可行的目标并去探索影响达成个人目标的各种相关因素。

初中生需要结合所学知识以及自身的兴趣爱好来决定自己的未来走向。对于未来从事何种职

业以及考取什么样的学校都要进行周密地考虑；其次还要反思自己当前的学习状况和生活方

式。对于初中学生来说，善于反思是进行合理规划的前提。只有认真地对待自己的错误与失

误并及时改正，才能为人生做出正确的选择。最后要坚持践行自己的目标，知行合一，人生

规划才有意义和价值。 



 

二、瞄准《基本学力要求》，透视“自我发展” 

 

《基本学力要求》为中学生的自我发展搭建了系统完整的框架，初中《品德与公民》教

科书关于“自我发展”内容的编写与《基本学力要求》的框架基本匹配，在素材选择与教学

活动设计方面进行了严格筛选与细致考量。 

（一）关注“自我认识” 

在社会生活日益复杂的今天，中学生必须深刻领会认识自我的重要意义，以此为人生起

点，全面、准确地把握自我。在《品德与公民》教科书中以“认识我自己”、“成长的道路”

两个单元来呈现该主题。 

1.教科书的选材 

教科书是帮助学生适应本土文化的工具，其性质与功能决定了教科书编写者必然要对他

所要呈现的材料精挑细选。人教版《品德与公民》教科书中关于、自我认识”的内容在选材

上以学生的现实生活为主要源泉，以密切联系学生生活的寓言故事为载体，旨在让学生处于

生活世界来逐步提高品德与公民的意识。在“发掘潜能”一课中，编者将电影《小孩不笨》

的主题曲以及电影部分情节作为素材呈现在教科书中，学生边回忆边学习，认识自己已有的

能力并思考如何发挥自己的潜能。通过学习，学生可达成《基本学力要求》中关于了解自身

能力、发挥自我潜能的预设目标。编者将知识放人社会文化背景中加以考虑，使学生在社会

生活与道德知识的交融中逐步具备人文主义情怀。 

2.教学活动的设计 

《品德与公民》教科书编写的一大特点是不存在大量概念性的描述，知识和技能融合于

真实的情境之中，力求儿童的良好品德形成在实际的调查、访问、体验、阅读、探究和交流

讨论等活动中。
[5]
内容的活动化，根本目的是引导学生的直接参与。在第一课中“建立良好

的自我形象”栏目下，编者加人了、自我形象设计方案”的学习活动，让学生在设计自我最

佳形象前先进行预设与反思，找到理想与现实间的差距，最后设计方案寻找具体方法来改变

现状。此活动设计所追求的目标与《基本学力要求》中“客观评价自身优缺点，清晰认识自

我形象”的目标完全对应，活动内容也较符合学生身心发展规律。 

（二）强调“自我管理” 

目前初中生在自我管理上主要存在自我认识不足、情绪化问题难以调适、以及生活方式

不健康等问题。加强初中生的自我管理是教科书要呈现的重要主题。 

1.教科书的选材 

教科书中“自我管理”相关内容所体现的思想道德内涵相比于《基本学力要求》中所提

出的价值诉求略有不足。如下表所示，可以清晰地看出教科书中该部分内容的不全面性。 

 



表 2 “自我管理”相关素材体现的道德品质与基本学力要求的对应情况 

课题 素材 道德品质的培养 基本学力要求 

“情绪多面体” 福克斯的故事 管理自我情绪 

能了解及调控自己的情

绪和心理冲动，初步分析

和处理感情世界 

“阳光总在风雨后” 

居里夫人的坎坷人

生； 

冼星海励志求学的

经历 

勇于承受困苦与压力 

能客观分析挫折和逆境，

具有承受挫折和困难的

能力 

“财富与人生” 
钱从哪里来； 

理财小贴士 
学会理财 

具备理性消费的态度和

初步的理财能力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教科书《品德与公民》整理。 

 

如表 2所示，有关“自我管理”的素材所体现的道德品质包括调控自己的情绪、勇于对

抗挫折以及学会理性消费。但《基本学力要求》中提出的培养解决人际冲突的能力、有效管

理个人时间的能力以及对集体负责任的意识等在教科书中却没有体现，因此该部分内容在选

材上有待改进。 

2.教学活动的设计 

尽管素材选择稍有偏差，但教科书中有关“自我管理”的教学活动却新颖别致。在“情

绪多面体”一课中，编者设计了多种教学活动供学生学习，如“观察漫画、认识情绪”、“填

写调查问卷来了解自己的情绪”、“情绪脸谱绘制情绪日记”等。活动课独立完成也可分组

进行，既锻炼学生自主探索与实践的能力，同时也培养学生间团结合作的精神，这与《基本

学力要求》中“主动探索和自主实践相结合”的理念相契合。 

（三）追求“健康生活” 

目前澳门很多中小学校都开设生命教育课程，其目的是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生命，促使其

善待生命、完善人格。《基本学力要求》也针对生命教育提出了“生命关怀与健康生活”的

目标，要求学生不仅要认识生命的价值还要学会规避毒品、赌博以及抵抗艾滋病的危害，珍

惜生命，热爱生活。 

1.教科书的选材 

以“生命关怀与健康生活”为主题的内容在教科书中占有很大比例，故素材选择较为充

实与全面，基本涵盖了《基本学力要求》中的希冀与目标，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笔者在澳门

进行实地调查研究时有幸对澳门中小学一线教师进行了访谈，其中两位老师以该主题为例阐

述了教科书选材的问题。 

笔者：您觉得《品德与公民》教科书在选材上有什么特点吗？
②  

                                                           
②

 根据课题组赴澳门进行品德与公民课程实施的调研访谈整理。 



T1：我个人是很喜欢这套教科书中内容的，在素材选择上也比较新颖。以第二单元中“生

命最宝贵”一课为例，编者选取了“聋哑演员表演千手观音”、“残奥会的盛况”等素材，

通过真实的故事来感动学生，使学生明白拥有生命是一个人最大的资本，尊重生命是每个人

的责任。 

T2:总体来说比较好，选材很丰富，而且有些故事不仅以文字的形式呈现，还配有插图，

生动有趣。但是因为出版时间过早，有些素材比较陈旧，没有更新。比如“聪明抉择在拒赌”

一课中，所有素材都旨在向学生灌输赌博的负面影响，否定赌博存在的意义。而现在澳门的

可持续性发展离不开博彩业的支持，且一些公立学校也会派遣教师给赌场上班的学生补习功

课，帮助他们完成学业。我认为教科书中可以适当增加一些素材来宣传博彩业的正能量。 

教科书中有关“生命关怀与健康生活”的选材深受教师的喜爱，不仅材料充实且具有很

强的本土特色。教科书关注与澳门中学生密切相关的社会问题，普及青少年追求理想生活所

必备的基本知识。但部分内容略显陈旧，未能完全达到《基本学力要求》的基准，在教科书

修订过程中值得注意。 

2.教学活动的设计 

“生命关怀与健康生活”的呈现，不仅素材丰富，其活动形式也多种多样。如“聪明抉

择在拒赌”一课中，编者为学生设计了一份“自我评估”的调查问卷，问题诸如“在过去十

二个月内，你有几次经常想起有关赌博的事或计划怎样赌博？”等，选项多是由“没有”、

“一至两次”、“有时”、“经常”等频度副词组成。
[6]
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填写调

查问卷。此活动方式既能维护青春期学生所崇尚的“隐私权利”，同时学生也能根据自己的

填写结果进行大致地透视与分析，对自身不良行为进行自我批评与纠正。通过这种调查问卷

的活动来审视自身行为是否符合学力要求。 

但“红丝带在行动”一课中“一位艾滋病患者日记”的学习活动，设计就稍有不妥。该

活动最终目的是《基本学力要求》中所倡导的“能恰当对待艾滋病人”。但其活动在设计时

却将艾滋病患者的范围缩小，其关注点仅仅落在学生的亲人与朋友中，并没有真正达到学力

要求对教科书的预设。 

（四）注重“人生规划” 

初中阶段属于人生的探索期，学生开始了能力与品行的初步尝试，并逐步调整观念，规

划自己的人生。编者将“人生规划”分成“善于规划”、“学习有道”以及“知己知彼”三

个课时，旨在指导学生合理规划人生，关注未来发展。 

1.教科书的选材 

处于中学阶段的学生在性格特点、兴趣爱好、学业选择以及人生理想等诸多方面都处在

变化与调整中。因此教科书中关于“人生规划”的内容选择也应具有弹性和缓冲性。本单元

内容在选材时立足发展的角度，选取“记得从月球跳回家”、“别让别人偷走你的梦想”等

素材来使学生明确达成个人目标的各种相关因素与梦想实现的重要性，与《基本学力要求》



中的部分目标完全吻合，值得肯定。 

但教科书在选材时也出现了“狭隘化”的偏颇，即将规划人生等同于“选择职业生涯”。

关于“人生规划”这部分内容大部分选材都侧重于对升学的选择或职业的规划，这对于《基

本学力要求》中“关注未来发展”的目标来说过于片面和狭隘。 

2.教学活动的设计 

有关人生规划的教育内容是自主性、非功利性的，其教学活动设计也应遵循自主发展的

理念，让学生在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间学会反思与探索，不断找到进取的方式与途径。笔者

就教学活动设计进行访谈时，
③
有老师指出，“这套教材在设计教学活动时尤其注重学生反

思能力的培养。如在第四单元“改善学习之规划”的栏目下，编者设计了三个学习活动供学

生思考和探究，在“认识我的学习状况”这一活动中，编者还采取了检讨与反思的调查方式。

（T3）也有老师指出，“总体来说比较好，可以让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中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

并找出问题的解决办法。但是一些课时中所涉及教学活动的内容又过于繁杂，缺乏可行性和

操作性，不能达到课标的要求。”（T4） 

从访谈可知，“人生规划”该部分在教学活动设计上多注重对学生反思精神的培养，与

《基本学力要求》中“能反思自己当前的学习状况和生活方式，并愿意尽力作出改善”的目

标基本一致。但一些活动的设计也需要改进和完善，增强其可行性与实践性。 

 

三、比对《基本学力要求》，完善“自我发展” 

 

通过教科书与《基本学力要求》的比照分析，力求扬长避短，最大限度地完善教科书的

内容与形式。人教版《品德与公民》教科书中有关“自我发展”的内容所表达的内涵与《基

本学力要求》的目标基本一致，但部分素材的选择与教学活动的设计仍需进一步完善。 

（一）参照标准，严选素材 

作为重要的课程资源，教科书中素材的选择是教学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必要前提。 

1.强调选材生活化 

有效的公民教育必须贴近学生的现实生活，充分利用学生的日常生活经验来解决生活中

遇到的道德问题，引导学生体会生命意义，感悟生活真琦。如二年级上册教科书中“珍爱生

命”这一栏目中，编者选择了贝多芬等素材来引导学生认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但如果对素

材进行调整，代之以生活中的人或事，将更能激发学生情感上的共鸣，引发学生对珍惜生命

的思考。因此，教学素材的选择，从内容到呈现方式都要注重从生活出发，更好地激活学生

的主体意识，引发学生自觉感悟、主动研究、体验生活。 

2.注重选材时效性 

品德与公民课程的独特性质、地位与功用决定了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特点，并且在某种

                                                           
③

 根据课题组赴澳门进行品德与公民课程实施的同行访谈整理。 



程度上，时效性已成为品德与公民教育的生命之源与发展根基。基于《基本学力要求》中对

“自我发展”的新解读，教科书在进行整合与改进时也要重新对素材加以选择，紧跟新政策

的脚步，符合时代的要求。如在“检视自我”一课中，为说明“澳门 13-29岁青年偏差行为

的发生比例”问题，编者选取了教育暨青年局《澳门青年指标与趋势分析 2008》的统计数

据加以说明。以发展的眼光来看，该数字用于现时的教科书作为参考资料已失去说服力。因

此在重新修订教科书时应注意数据与材料的调整与更新，使其素材更具时效性。 

（二）依据要求，规范教学活动设计 

教科书中的学习活动是学生主动对知识客体和现实客体进行不断探索的过程，学生只有

主动地参与到学习活动中，才有利于培养学生形成合作与探究的精神。 

1.教学活动设计强调“以生为本” 

从微观上来讲，“以生为本”要求教师在具体教学过程中采取一切行之有效的方法去关

注学生，以学生为中心。基于《基本学力要求》的目标，《品德与公民》教科书在教学活动

设计方面应进一步淡化德育的痕迹，避免简单枯燥的说教，将品德教育真正融人无形之中，

即将抽象晦涩的内容以符合学生成长规律的方式呈现出来，真正地体现“以人为重、以生为

本”。 

2.教学活动设计关注实践性与可行性 

《基本学力要求》倡导教学活动设计应注重对学生实践能力与创新精神的培养。教科书

中大部分教学活动的设计都是以培养学生自主探索能力为目标，但真正能够培养学生实际操

作与合作解决问题能力的活动仍显不足。二年级上册《品德与公民》教科书中共有 65个学

习活动，但大多数活动都将落脚点停留在“谈谈自己的感受”、“说说自己未来的打算”上，

较少让学生动手解决事情或小组成员合作应对困难等。因此，应注重在学习活动中融人合作

与实践的设计，并使二者有机结合。另外，提高教学活动的可行性也是践行《基本学力要求》

的重要途径。有关“自我发展”的一些教学活动，其设计初衷的确符合基本学力要求，但因

细节设计过多、实施成本太高，导致课堂效率低下，难以完成课程所预设的目标。 

中学生的自我发展属于阶段性地渐进式发展。澳门《品德与公民》教科书以新颖丰富的

素材与形式多样的活动将“自我发展”的相关内容科学呈现，符合中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

对应《基本学力要求》，目前所使用的《品德与公民》教科书是一套符合澳门学生进行自我

发展教育的高品质教材。澳门政府应继续加强对《品德与公民》教科书的开发、完善，助力

澳门中学生达致更高水平的品行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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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w of “System Framework for Non -Tertiary 

Education” in Macao in 2006, Macao Education and Youth Affairs Bureau and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have jointly published the "Morality and Citizen" textbook (trial) in 2008, which can be 

applied from primary education to senior secondary education. The textbook devises 

“self-development” study themes for students in various grades to cultivate such good moralities 

as self-recognization, self-management, pursuit of healthy life and rational planning of the future 

life and has been in use currently. This paper, in reference to “The Requirements of Basic 

Academic Attainments for Junior Secondary Education” published in 2015, and with the content 

of “self-development” in “Morality and Citizen” textbook for junior education as the analytical 

text, examines and scrutinizes the textbook (trial) from two points of view, namely, the selec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and the designing of teaching activities. Appropriate suggestions and 

references for further revision are also listed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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