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門基金會（下稱：澳基會）於 1984 年成立，並在

2001 年與當時另一職能相近的“澳門發展與合作基金

會”合併，成為現今澳門特區政府一個以實現社會公益

為目的綜合性公共基金。2024 年，澳基會迎來成立四十

週年，在這期間，澳基會經歷多次功能變化和角色轉換，

始終堅守服務社會的初心，配合政府施政方針，與社會

各界合力為澳門的可持續發展貢獻力量。砥礪前行四十

載，澳基會工作碩果累累，筆者將從不同領域社會賢達

及學者的視角，探尋澳基會與蓮花寶地共成長、伴同行

的故事。

從校園建設到逐夢青春

特區成立後，澳門非高等教育迎來新篇章，當局先後

頒佈《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

教學人員制度框架》等政策，推動非高等教育系統的全

面革新；2007/2008 學年全面實施 15 年免費教育，保障了

青少年獲得公平教育的機會；與此同時，特區政府持續

加大對教育的資源投入，澳門教育界逐步邁向廣闊和多

元的未來。由於歷史原因，澳門各中、小學呈現規模分

散、資源分佈不均衡的狀態，2001 年起澳基會開始加大

對非高等教育領域的資助，包括擴建校舍、維修設施及

購置設備，使教與學的質量朝向更優質的方向發展，自

澳門基金會四十周年系列報導（二）：

添磚加瓦基礎教育新里程

澳門論壇

◆文：少楓 圖：澳門基金會

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吳志良與學生互動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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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至 2020 年，澳基會共投入約 58 億澳門元，資

助本地高等院校、中小幼學校及教育機構的校園優化

工程及完善教學設備。教育資源的拓展，能為教學注

入旺盛的生命力，澳基會曾投放超過 2 億澳門元為全

澳中小學添置和升級資訊科技設備和軟件，以及與教

育部門合作，資助學校完善資訊系統和網絡基建，加

強教學和行政方面的科技資訊應用能力。“澳基會對

本地學校的支持，讓教學設備、科技教育條件優化，教

與學能與時並進。”培道中學校長李寶田如此說。

對 話

◇記者：特區成立初期，澳基會積極參與非高等

教育發展工作，並為本澳校園建設投入大量資源，請

以培道中學為例，分享當年校舍擴建的情況。

◆李寶田：過去十多年，在澳基會及時支持下，使

得本澳非高等和高等院校、學校及教育機構的教學設

施環境得到改善。尤其是校舍擴建、現代化教學設施、

實驗室、圖書館和多媒體資源等方面，支持外訪交流

活動，澳門教育得以不斷改進提升。當時培道中學由

於學校校舍環境、硬件不足，在澳基會支持下，2007 年

開展科技樓校舍擴建，支持我校的裝修、設備及多媒

體實驗室、教室設備經費等，2012 年支持培道中學氹仔小

學分校的改建裝修經費，以至近年支援了氹仔小幼分校

的興建工程，大大減輕了學校的經濟壓力，讓教學設備、

科技教育條件優化，教與學能與時並進。

◇記者：新校舍環境和設備優化帶來怎樣的新景象？

此舉對提升教學質量具有什麼重要影響？

◆李寶田：培道中學氹仔小幼分校新校舍樓高十六

層，活動空間有所增加，一至六樓為幼稚園和小學課室，

並設有圖書館、閱讀室，相信能有助培養學生的閱讀習

慣。此外，我們亦有提供 AI/ 創意教室、智慧教育教室，這

些空間都能令我們更好地培養學生的創意解難能力。我

們還設有舞蹈室、音樂室、智能種植區，有了新校舍，我們

未來亦會加強發展學生的多元才能。

◇記者：澳基會設立各類型獎學金、舉辦培訓交流活

動以及優化辦學條件等全面推動學生朝多方位發展，請

分享培道中學獲發獎學金之學生的勵志故事。

◆李寶田：澳基會透過不同的獎學金、培訓交流活

動，為優秀學生提供所需要與支援，獲得高等教育和進修

的機會，培養到學生學業、工作上取得成功，回饋社會和

教育科技發展。以我校畢業生吳文希同學為例，他中學時

培道中學校長李寶田。

由澳基會資助興建的培道中學氹仔小幼分校新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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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參加了天文小組，該小組在早期開展也是由澳基會支

持下組建。多年後他獲南京大學破格直接入讀天體物理

系，現為科技大學博士生。近年重回母校協助帶領天文

小組，成功發現新的近地小行星(臨時編號 2023 HZ9)，

探研過程他作為指導老師之一。我校天文小組打破澳人

發現小行星零的突破，為澳門爭光，為日後澳門學生、青

年天文科學發展探研，具積極的意義，是澳門青年成功

逐夢的勵志故事。

從全人發展到貢獻社會

立德樹人，教育工作任重道遠，整全的教育體系除為

學生提供學習資源和創設成長空間，同時須兼顧學生的

多樣性，鼓勵他們從經驗中探索自我，把知識轉化為技

能，放眼世界，促進其價值觀、社群、生涯規劃等全人發

展。人才培養向來是澳基會重點工作，通過發放多項獎

學金、促進青年交流實踐等多樣化方式，全方位、多層

次、高素質、有針對性地培育通才和專才，使學生能夠積

極創新、勇於解難，面對未來社會的需要和挑戰，累積學

習經驗，達至全人發展。例如啟發澳門青年講好中華優

秀傳統文化故事的“港澳大學生文化實踐活動”、考察津

澳兩地文旅及歷史保育經驗的“澳門大學生天津學習交

流計劃”、組織青年前往上海產業最前線崗位實習的“澳

門青年人才上海學習實踐計劃”以及考察内地基層治

理、交流社會工作經驗的“澳門社區工作者陝西體驗式

研修計劃”，至今組織逾 700 名澳門青年赴內地考察培

訓。“澳基會成立後，為下一代提供了更理想的學習空

間，為特區產業多元人才培養起積極作用，對推動澳門

教育發展功不可沒。”中華教育會會長陳虹如此說。

對 話

◇記者：你在回歸前已從事前線教育工作，請回顧當

時中小學教師的工作概況。

◆陳虹：我對回歸前澳門教育工作、教育環境及政策

變化都有切身體會。當時全澳基礎教育中，私立學校佔

九成，普遍每班學生人數達 40 至 50 人，老師每周上課

28 節是平常事，工作量大，校舍沒有冷氣，亦缺乏相關法

律法規保障教育工作者，雖然工作條件不理想，老師們

仍懷著熱誠，刻苦經營，沒有因教育環境困難而放棄，教

育團體亦積極提供培訓，讓教師在專業上有所提升。

◇記者：回歸前，本澳對教育、法律、中葡雙語等專業

需求大增，澳基會如何針對社會發展需要培育人才？

澳門論壇

澳基會支持學校及教育機構完善教學設備，使教與學的質量更優質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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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虹：特區成立後，隨著《非高

等教育私立學校教學人員制度框架》

法律的實施，為教學人員提供了制度

保障，同時促進其專業發展，及後 90

年代澳基會加強了對教育領域的支

持，從硬件上支援私立學校改善辦學

條件，並透過獎學金培養人才，包括資

助本澳學生赴葡萄牙學習葡語，後來

更擴大資助對象至修讀教育專業的學

生。以濠江中學的校友為例，有學生獲

資助赴葡修讀法律，現在已是執業律

師；亦有校友從葡萄牙畢業回澳後，回

母校擔任葡語老師。此外，澳基會亦資

助本澳學生升讀國際一流學府，扶植

青年踏上專業發展之路，培養高素質

人才回澳貢獻社會，同時助力了澳門

發揮中葡平台功能。

◇記者：促進學生全面發展對推

動社會進步具有關鍵作用，澳基會多

年來推出各項青年交流活動，見證祖

國繁榮發展，把實踐經驗融入自己的

人生閱歷，你對上述工作有何評價？

澳基會支持學校及教育機構完善教學設備，使教與學的質量更優質地發展。

中華教育會會長陳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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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虹：走出課室，親身參訪實踐，

能加強青年對國情的了解，增長見聞。

澳基會推出多項青年交流實踐項目，如

千人計劃、港澳大學生文化實踐活動、

青年人才上海學習實踐計劃等成效顯

著，參加者除了大學生，亦有活躍於各

領域的社團中堅，其中上海實習計劃讓

青年掌握內地運作體制，隨着粵港澳大

灣區的進一步融合，有利到灣區工作的

澳門青年更好適應當地情況，加強兩地

人員往來合作。在我看來，澳基會舉辦

的交流實習活動具有一定規模，亦獲得

當地部門單位的重視，為澳門青年搭建

了十分珍貴的學習平台，這是一般交流

活動難以媲美。我期待未來有機會為高

中生舉辦實習體驗活動，提升青年動手

實踐能力，學而能用。

◇記者：澳基會歷史文化工作委員

會面向青少年推出的知識競賽、文化培

訓及歷史讀物等，深化本土歷史教育工

作，培養青年擔當傳揚中華優秀文化的

使者，你認為此舉對於學生建立起中華

民族共同體的意識有何重要性？

澳門論壇

◆陳虹：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必須每一代傳承下去，我認為應從小建立

對自身文化根源的了解，建立文化自信。澳基會歷史文化工作委員會所推

出的“歷史文化大使培訓計劃”、“歷史知識競賽”等，方方面面提升青少年

學習歷史的興趣和積極性，以趣味立體角度認識國家文化和源流，其中“歷

史知識競賽”舉辦至今，題型新穎，同時兼具普及性和刺激性，非常受中學

生歡迎，報名反應熱烈，加上每年與不同省份的文博單位合作，讓學生認識

不同省份的文化特色，爲愛好歷史科的青少年提供了一個全面展示其歷史

文化素養的舞台，成為中華優秀文化的繼承者和傳播者。

澳基會眾多青年交流項目鼓勵青年累積經

驗、積極創新、勇於解難，達至全人發展。

澳基會眾多青年交流項目鼓勵青年累積經驗、積極創新、勇於解難，達至全人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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