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晩清至民初澳門女性教育的概況 

 

一、前言 

在近代中國教育發展的進程中, 女子教育是一個重要的論題。中國最早的女子學校, 應是德

籍傳教士郭士立夫人 Mary Wanstall 於 1835 年 9 月在澳門創辦的一間學校, 學校由印度與

東方女性教育婦女協進會贊助, 開始時有 12 名女生和 2 名男生, 但學生人數並不穩定, 而

1838年 9月, 學校有 16名男生和 5名女生, 只是學生難留, 當時的女生留校不會超過一年 1。

十九世紀下半葉, 在澳門接受西式教育的華人女性, 應是鳳毛麟角, 甚或只限於一些外籍人

士或土生葡人中的女性。關於華人女性的教育, 在文獻中暫只見 1878年有三所女校的記錄, 

但各校平均只得 14人2。晚清時期, 國勢衰弱, 有識之士曾大力提倡女學, 鄭觀應的〈女教〉, 

梁啟超的〈倡設女學堂啟〉和〈論女學〉等都是重要的論述, 但 “朝野名流, 維新諸彥, 風

起雲湧, 山鳴谷應, 然皆言政治, 言理財, 言官制, 言練兵, 絕少言教育者, 即言, 亦言辦學而無

言教學者” 3, 這是陳子褒一位女弟子的感言。本文將以原始文獻為基礎, 探討晚清至民初澳

門女性教育的一些情況。 

二、世紀之初男女同校和女性教員的培養 

清政府於 1907年頒布《女子師範學堂章程》和《女子小學堂章程》以後, 女校在中國教育

體制中的地位正式確立。1908 年清政府學部曾會議實行強迫教育辦法章程, 其中提及四歲

以上之兒童可不分男女入讀幼稚園, 但至七、八歲即撥入初等小學堂, 男女便不能同學4。

澳門在男女同學方面, 應是開氣之先。陳子褒認為澳門男女同學始於張玉濤 1898年創辦的

原生小學堂, 該學堂雖然只辦兩年便結束, 卻有 “表率”之效。陳子褒於 1904年開始教授女

生, 蒙學書塾已見男女同班5。然而, 男女同學並非易事, 陳子褒在〈論男女同學〉一文便提

及男女同學間存在相互欺凌的問題, 並舉澳門、香港和某埠的學校為例, 認為這或關乎學校

空間的寬狹和管理的疏密, 他寄望有女生畢業後便可擔任教務, 減輕自己的負擔。陳子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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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正是作育人才的成果。又當時廣州的嶺南學堂暫遷澳門, 幾位教士的夫人亦同樣藉着培

養女學教師傳播宗教。華人的教育和土生/葡人的教育在二十世紀之初是並存的, 土生/葡人

較華人更早接受西式教育, 但這主要是天主教會的功勞。1900 年代公共教育體系中的學生

人數甚少。1920 年代, 為華人女性提供教育的學校主要就是望德堂的女校、議事公局女校、

氹仔的鮑公學校、路環傳教士的學校, 以及位於氹仔和路環的一些公局學校。1923 年, 在

華人辦理的學校就讀的男女生大約是七三比, 但女生的人數其實也只是 1455名。男女同學

這個問題到 1930年代以後, 相信已不再是社會關注的議題, 男女同校是普遍現象(表 11), 女

校數量也逐漸增多。往後的一些變化, 主要就是來自廣州的粵華中學逐步的發展, 就讀初中

的女生人數亦逐漸增加, 又 1933 至 1935 年間望德和聖羅撒兩所女子初級中相繼成立。此

外, 澳門過去入讀義學的主要是男生, 1929年和 1930先後有利群女義校和寶覺義學62。 

表 11: 男校中的男女生人數和女校中的男女生人數 

  1933-34 1935-36 1936-37 1937-38 1938 

男

校 

男 4794 78.07% 5180 83.66% 5111 81.08% 5401 79.94% 6982 79.72% 

女 1347 21.93% 1012 16.34% 1193 18.92% 1355 20.06% 1776 20.28% 

總數 6141  6192  6304  6756  8758  

女

校 

男 404 27.90% 583 27.05% 507 29.55% 597 33.07% 590 28.03% 

女 1044 72.10% 1572 72.95% 1209 70.45% 1208 66.93% 1515 71.97% 

總數 1448  2155  1716  1805  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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