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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锡球，2001年在清华大学电子工程
系本科毕业。现任澳门菜农子弟学校副校
长。毕业20多年来一直从事澳门基础教育
工作，业余时间积极参与社会服务，历任
工联青委委员副主任、聚贤同心协会理
事、广州青联委员等，现任澳门教师志愿
者协会副会长、中华教育会常务理事、菜
农合群社副理事长等职务。

2001年从清华毕业后，侯锡球回到澳

门，回到了自己当年就读的菜农子弟学

校。在这里，从参与筹建中学部、给学生

讲课开始，他扎根澳门基础教育一线，深

耕二十余年。期间，他亲身参与和见证了

这所学校的发展，也亲历了二十年间澳门

基础教育的发展变迁。

二十几年前，澳门回归的那一天，侯

锡球正在清华读大三。他清楚地记得，回

澳门从教二十年
——专访澳门菜农子弟学校副校长侯锡球校友

○关  悦（2003 级硕，新闻）

归当天一早，他和在京的其他澳门同学一

起来到天安门广场，等着在这特别的一天

看国旗冉冉升起。当时的激动和感动令他

难忘。而现在，每年学校高三的学生毕业

旅行，他都会带着孩子们来北京，感受首

都的发展新貌，以及中化传统文化的厚重

底蕴。他说，自己当年在澳门读书时，爱

国团体就经常组织学生们去深圳、珠海感

受内地特区的勃勃生机。而今，澳门乘祖

国高质量快速发展的快车，未来可期。在

大湾区的融合跟互动互补之下，他坚信，

澳门学子也将迎来更全面、更具国际视野

和更具前景的未来。

您在清华的专业是电子，后来是什么
样的契机跟想法，促使您选择了教育行业？

我2001年毕业回澳门时，澳门经济正

处于低谷，失业率高，行业又比较单一。

我的小学就读于澳门的菜农子弟学校，后

来也一直跟学校、跟以前的老校长有联

系。老校长知道我毕业回到了澳门，就打

电话跟我说，学校刚开办中学部，正需要

人才，问我要不要回学校来入职。他期望

我可以贡献所能，一起把中学部一步一步

建好。就是这样的机缘巧合，我改行了。

但投身教育行业后，我渐渐发现基础教育

的重要性，也从中慢慢找到了自己的成就

感和满足感。

澳门的教育体系跟特色是怎样的？能否
请您介绍一下菜农子弟学校的历史背景跟基
本情况？

四位 1997 年入学清华的澳门学生在澳门

西湾大桥附近合影。左起：胡卓民、吴景松、

侯锡球、邬剑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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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的教育因为历史原因，确实比较

特别。目前是包含官办公立、教会和社团

办校（私立）三大板块，形成以私立学校

为主、公立次之的格局。全澳门约九成多

的学校都是私立学校，可以说私立学校

支撑起了全澳门绝大部分学生的教育。同

时，也由于私立为主，因此各校教学自

主，学生培养各具特色。

菜农子弟学校建于1956年。那时候澳

门在葡萄牙的统治下，政府是不管教育

的。于是一帮菜农为了自己儿女的学习，

捐款建立了这样一所学校。但到了上世纪

80年代，澳门几乎已经没有菜地了，学校

也逐渐成了一所面向普通群众的学校。学

校初期只有小学，到2000年增办中学，现

在已经成为包含幼儿园、小学、中学，有

75个班、2300多名学生规模的学校，学生

人数位居澳门学校前十。菜农子弟学校的

高中毕业生去向也比较广泛，以内地、本

澳居多，当中也不乏一流大学。我们尊重

历史，不忘初心，学校性质虽然改变了，

但名字一直没有改，现在是澳门唯一留存

的子弟学校。

这些年在实际教学以及和学生的相处
中，有哪些给您印象深刻的人或事？又有哪
些遗憾之处？

二十多年间，我接触过许多学生，最

有印象的是学生的转变。比如我印象很深

刻，我第一年执教时，有一位初一的女

生，由于单亲而且母亲长期在香港工作，

家庭教育部分缺失，因此学习动力差，升

级都有难度。但身边所有老师、同学都带

动她一起努力不放弃，结果这名女生到高

中毕业时，已成为全班前十。后来她大学

去了葡萄牙读法律，现在已经是一名律

师，而且还跟同年级同学组织了美满家

庭。像这样的例子并不是唯一，几乎每年

都在重复，而这也是我身为老师喜悦满足

的源泉。

而要说到遗憾之处，是因为学校的学

生家庭都较为基层，当中会有个别父母因

为家庭经济问题、观念问题等，强迫孩子

辍学去打工。无论我们怎么跟父母商谈劝

阻，也没法改变……作为老师，最遗憾的

就是这种。不过欣慰的是，近些年已经没

有这种情况了。因为经济发展了，大家的

认识也都提高了，都越来越认识到教育的

重要性。

您从教已经超过二十年，中间是否想过
要转行？是什么让您愿意一直坚守？

我入行教育是巧合，但坚持总有原

因。二十年里，我从一个教资讯科技和

物理的科任老师，到后来成为班主任和学

生会辅导老师，再到后来专门从事学生会

工作和学校的活动开展，一直到现在任副

校长，我工作的范围广了，但其实主线一

直没变，始终都是围绕德育、学术队伍建

设、第二课堂开展和对内对外活动的推动

工作，服务的对象内容一直都是学生的心

身工作。中间转行的机会肯定是有的，但

在学校越久，越能明白跟体会到培养出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学生，让学生上大

学、走好人生的路是一件很喜悦、很满足

的事情。可能是这种喜悦和满足感，令我

坚持了二十多年。此外，这些年来也切身

感受到澳门政府对于教育事业的投入跟关

注度都在不断加大。像以前，澳门曾有过

教师离职潮，可能因为待遇不及其他行

业。但近年来，不少教师纷纷回流，不止

是因为待遇提高了，也因为教师在社会上

的地位包括所感受到的尊重感，都已经大

不一样了。对我个人而言，未来我也会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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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坚守在教育岗位上。

有人评价说：澳门的教育相比内地，“不
卷”跟慢是鲜明的特色。您如何看待这一点？

由于澳门历史原因和国家的政策照

顾，澳门学生的升学路向比较多元，压力

与内地的学生相比确实没那么大，当然知

识学习层面的拔尖程度也没法相比，可以

说是有利有弊。但相对的，这也让澳门的

学生有时间、有空间去探索课本知识以外

的技能，比如文艺体育、社会服务等，而

且普及性也比较广泛。可以说对学生的素

质培养是比较重视的。

澳门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产业多元

化是大方向。这当中的机遇，就需要学校

提前介入，大力引入生涯规划课程、讲座

及参观活动。比如我们学校去年举办了

“金融课程入校”活动。我很早便意识

到，特色金融对澳门发展非常重要，因此

几年前就期望能有相关机构合作支援，到

学校为学生开办金融课程。但这件事难度

很大，也没有过先例，几次接洽尝试都以

失败告终。但我一直都在留意相关机会。

后来借一次活动的机缘，我跟工银澳门青

协又再度提起这个构想，双方一拍即合。

在这个“摸着石头过河”的金融课程

刚开课时，我还有点担心，专业内容会不

会对高中生太“高大上”？但最终课程效

果非常好，学生都觉得干货满满。我觉

得，让学生了解行业现状和发展，扩展知

识储备，这对学生思考未来、扩充视野有

莫大好处。而且，思想是会引领行动的，这

反过来也会全面带动学生在校内的学习。

教育兴澳、人才建澳一直是澳门教育事
业发展的主旋律。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
深入，您觉得内地与澳门教育的合作交流还
有哪些可以加强、相互学习的地方？

国家教育在不断革新，当中的思想理

念、教育的方式方法越趋先进。内地先进

的中学其实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现在

澳门与内地的基础教育学校互相建立姐妹

学校，就很有助于加强师生间的相互交

流、相互学习。另外，与高校的合作也是

我们教育水平提高的重要手段。近年来，

除了与本澳高校合作，把前沿领域技术适

当引入，让学生学习以外，我们还走向大

湾区高校，加强对教育领域各方面的培

训，同时也进一步寻求培养学生的项目。

通过切实到位的交流学习，大湾区的高等

教育和基础教育机构将对助力澳门人才培

养起到关键作用。

前不久，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

青联共同发起了《进一步加强粤港澳青少

年交流交往推动大湾区建设的倡议书》，

推动港澳青少年到大湾区交流交往，这种

交流其实能够很有效地打破一些藩篱。因

为还是要具体到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交往，

才会慢慢地增加更多直观的认识，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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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在香港参加“自强不息 厚

德载物——清华大学的人和事”专题展

览时，校友总会采访了7位港籍年轻校

友，在交流中，“公民意识”“志愿服

务”“回馈国家”“贡献香港”是高频出

现的词汇。虽然每一位校友的生活经历、

工作性质各不相同，但是他们在香港社会

经济发展中的积极奉献，在基层一线岗位

上的始终坚守，主动做内地与香港连接桥

梁的使命担当，无一不展现着港籍清华学

子特有的风采。

罗展恒：做中国历史故事的讲述者

罗展恒，2003年进入清华大学历史系

奔流入海的浪花
——7位香港籍清华人的故事

○沈  妍（2017 级经管）  黄文辉

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投身于传媒行业，

后来又在香港浸会大学取得了传媒专业的

硕士学位。出于对历史研究的兴趣，结合

传媒和历史的专业背景，他选择从传媒转

向文化教育行业，在此领域深耕。

2014年至2018年，罗展恒在齐心基金

会从事大众历史文化科普。在时任特首梁

振英先生以及董事会成员的支持推动下，

罗展恒与同事们一起启动了《区区有故

讲》的编写工作。他们挑选了香港历史上

比较有代表性的60个区的历史故事，讲述

香港这座城市的历史发展过程，对民众进

行历史及安全教育。随着新媒体、融媒体

的发展，他也在逐步探索文化传播的新渠

彼此的了解。像我读书的时候，社团就经

常组织活动，带我们去广州、珠海看看。

应该说澳门的爱国社团在这方面确实做了

很大的贡献。而且澳门到内地上学的人也

多，所以大家会有很直观的认识跟感受，

对国家的认同感就很强。所以大湾区的青

少年交流是一个很好的方向，也可以为青

少年成长成才提供更广阔的平台和更丰富

的资源，很值得期待。

您觉得清华给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1997年，我从澳门以保送的途径进了

清华。进了清华后发现，自己的课业水平

跟班上同学们还是有很多差距。四年来，

多亏同学们的大力帮忙教导，让我在学业

上能跟得上。其实我请教他们的问题可能

经常都是很简单的，但他们仍然很乐意帮

忙。在生活上，班上同学也很照顾我。还

有班主任、辅导员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

用。讲实话，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我毕业

可能没有那么顺利。大学四年，除了专业

领域知识的进益，无比珍贵的同学情谊是

我最大的收获。同学们的友善尊重、才华

洋溢、知识深广，令我佩服，也让我努力

改善不足。他们永远都是我感谢的人、学

习的榜样。上清华以前，我可能是一个凡

事“差不多就得”的人，但从清华出来之

后，每遇一事，每做一项工作，“自强不

息、厚德载物”“行胜于言”“为祖国健

康工作五十年”都会成为推动我的力量，

鼓励我尽力做好、做全每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