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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在权告诉记者，以他个人的经历来看，澳门回归前后，

教育领域发生的变化，主要在国家意识教育方面。“回归前，

在澳葡政府的管治下，澳门中小学教育大多刻意回避有关公民

教育的内容。此外，澳葡政府对澳门人的教育采取放任、不介

入甚至不重视的态度，教育部门没有在教育界起带头作用。”

吴在权说，“学校虽然自主发展，但难免各自为政，各校的发

展程度参差、水平不一。随着中葡政府签署澳门问题联合声明，

澳门进入回归过渡时期，澳门社会，尤其是教育界开始共同重

视有关公民教育、青少年的国家意识教育。尤其澳门的各个社

团——在爱国社团的引导下，澳门居民，包括青少年的国家意

识逐步发展。”

吴在权本人是澳门福建同乡会副会长，与香港福建中学等

四校校监黄周娟娟女士多有交流。黄周娟娟告诉记者，她感觉

澳门教育界比较团结，在爱国爱澳教育方面，做得比香港教育

界的爱国爱港教育要好。譬如香港“修例风波”后，她任校监

的学校于 9 月 2 日开学日正常升国旗。黄周娟娟还专门到各个

学校去讲话。看到有零星学生戴着口罩表达所谓诉求，她说：“你

们戴着口罩，说明你们不想把自己的病传染给别人。希望你们

的病尽快好起来，除去口罩，露出你们青春可爱的面庞！”然而，

香港不少中学甚至小学竟然在“修例风波”过程中，害怕升国

旗给学校惹事，而取消了此等活动。

而就在“修例风波”闹哄哄之际，内地网上热传起一个帖

子——《澳门妹子解说“澳门教材”》。发帖者澳门妹子律子称，

自己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一直在澳门读书，考上大学才来到

了福建。她还介绍，在澳门，除去一些教会学校、国际学校等，

大部分普通学校都会使用人民教育出版社版的教材。“这些教材，

譬如地理、中国近代现代史、品德与公民、中国外交知识等课

程，让澳门的年轻人从小知道——我是中国人。我从小对自己

是中国人的认同感就很高，基本上和内地普通的年轻人没有差

别。这一点，我想，是要归功于人教版教材的。”律子告诉《新

民周刊》记者。由此可见，澳门回归，实现了教育的率先回归。

按照吴在权的话说，是“强化宪法和基本法宣传教育，使得爱

国爱澳精神持续传承，‘一国两制’事业后继有人”。

在祖国大家庭中

澳门，位处珠三角西岸，与广东省珠海市拱北相接。自

1553 年葡萄牙人获得居住权后，澳门开始了中西方文明的一种

交融历程。1887 年 12 月 1 日，葡萄牙正式通过外交文书的手

续占领澳门。经过 100 多年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使澳门成为一个

风貌独特的城市，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文化遗迹，2005 年 7 月 15

日，澳门正式成为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 

比起香港来，澳门地方小，人口少。如何保有本土文化？

吴在权告诉记者：“文化，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若单

纯讲文化，会很抽象。对澳门本土文化的理解，应反映到具体

事物上。我认为，经过历史发展与沉淀，澳门本土文化的显著

特色之一是中西文化汇聚，尤其是中葡文化交融的特色。虽然，

葡萄牙后裔占澳门人口比例约 5%，但葡国文化占据澳门文化

重要的一部分，简单如澳门的世界文化遗产，不少都是教堂，

这便是一个文化符号或者说缩影。此外，澳门本土文化还反映

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例如，舞醉龙文化是中国传

统文化，更列入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同样彰显澳门文化

底蕴。再如，澳门的妈阁信仰文化，同样源远流长。”尽管如

此，吴在权认为，对青少年的教育，其实无须刻意凸显或强调

本土文化教育。应在现有的基础上加以优化完善，夯实教育成

果，坚持“爱国爱澳”的原则核心，推动青少年的全人教育，

尤其爱国教育、品德教育。以多元、创新机制，推动青少年更

好地了解国情、区情，了解国家和澳门的历史、文化等。由此，

澳门本土文化也就能够得以传承。

如果没有比较，实则也就无法凸显一个地方的地域文化。

澳门在 1999 年发表《德育及公民教育指引》后推出一系列国民

教育措施。教青局开设德育中心及“爱祖国爱澳门”网页，为

学校推行国民教育提供意见。自 2008 年开始，教青局全费资助

学生，参加黄埔军校训练营，通过了解人民解放军对国家建设

的贡献，培养学生的爱国心。政府又为学校及社会团体提供大

额资助，组织内地交流团、庆祝国庆及澳门回归、纪念五四运

动等。2016 年初，澳门特区政府推出“千人计划”——每年遴

　　以多元、创新机制，推动青少年更好地了解国情、区情，了解国家和澳门的历史、
文化等。由此，澳门本土文化也就能够得以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