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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零六年二月十三日，意大利鮑思高慈幼會應
當時澳門教區鮑利諾主教之邀請來澳辦學。慈幼會遂
派遣雷鳴道神父 (Fr.Louis Versiglia)(1906~1918)，
率領第一批慈幼會士合共六人從義大利抵達中國澳
門，並於當時三巴仔街聖若瑟修院對面的房舍開辦孤
兒院，這所孤兒院是為慈幼會在東亞區的第一座會
院。一九一零年，因地方不敷應用，雷鳴道神父獲批
准接管風順堂街 16 號，並在此創辦了“無原罪工藝學
校”。當時校舍建築為一所二層高的木樓，橫廣數十
尺，可闢三戶，左右平列十六楹，因而有“十六柱”的
俗稱。

雷鳴道校長秉承鮑聖教育的精神，以教養貧苦青
年為志業。辦學初期，學校僅有學生三十五人。在課
程教學方面，雷鳴道校長首先創辦工藝科，幾經艱辛，
才營集各種學科所需的機械與工具，設有縫紉、革履、
木工、印刷等工場，以供學生實習。此外，因應學生
之學科程度，分別授以高小及初中普通課程，一方面
教授學生各種技藝，另一方面教導他們修德行善，使
學生能習得各種工業技能，擁有謀生的本領，同時獲
得處世的知識，並養成良善的品格。在餘暇時間方面，
學校設有銅管樂班，使有志於音樂的學生，能得到適
當之訓練，發展成材。當時有不少學生，能在修業後
憑此等技藝謀生。

其後，入讀的學生日漸增多，校舍已不敷應用，
雷鳴道校長於是帶領師生墾荒闢壤，開展了校舍擴
建工作 ( 近和平斜巷側建築 )，辦學規模日趨完備。
一九一八年，雷鳴道校長奉委為總鐸，接管南雄、

慈幼中學｜學校簡史

創校校長 - 雷鳴道神父

十六柱

開學日 -1906

銅管樂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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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興教務 ( 且於一九二零年四月廿二日晉升為韶州區首任主教 )，校務乃由金以義神父
(Fr. Vicent Bernardini)(1918~1925)、路加神父 (Fr.Lucas da Silva)(1925~1927)，
以及楊春忱神父 (Fr.John Pedrazzini)(1927~1931) 相繼接。辦學工作持續發展，於
一九一九年，更為增招適齡學童而設立初級小學，自此學生人數越發增多，設施設備亦
日益完善。在宗教福傳工作方面，由創校至 1931 年，共有 298 位學生領受聖洗聖事。 
     

一九三一年，溫普仁神父 (Fr. John Guarona) 接任校長 (1931~1937)，有見“十六
柱”風順堂街 16 號校舍已屬高齡之建築，不堪應用，於是策劃將全部舊樓拆卸，並於
一九三五年改建為三層高之新校舍 ( 時稱無原罪學校 )，並增設小學五、六年級，此時
學制更臻完善。

一 九 三 七 年 陳 基 慈 神 父 (Fr. Marius 
Acquistapace) 接任校長 (1937~1946)，並因當時本
澳教育事業日益發展，澳門學子回國內升學者漸多，於
是遵循國內教育部頒定之方針，學校於一九三九年增辦
中學，並易名為“鮑思高紀念中學”，並向廣東省教育廳
辦理立案手續，於一九四一年九月，獲廣東省教育廳批
准立案。一九四六年，陳校長奉調北平創辦“母佑兒童
工藝院”。溫普仁神父 (1946~1951) 再次接任校長直至
退休，返回家鄉意大利。

昔日小學部長廊建築過程 1916 年雷鳴道神父策劃興建的校舍 昔日小學部長廊建築 (1932 年 )

無原罪學校

陳基慈校長與全體師生會照 (1937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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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一年時乃德神父 (Fr. Martin Schneidtberger)
接任校長 (1951~1960)，銳意革新以提升教學水平，而
因“鮑思高紀念學校”與“葡光學校”之葡文名字相同，
乃於一九五二年易名為“慈幼學校”，並於一九五七
年復辦初中。為適應社會環境的發展，時校長提高課
程標準，增加中、英、數各科授課時間。而工藝科的
設備亦日益完備，如排字部增設自動鑄字機，印刷部
添置最先進之海底寶自動印刷機三部，縫紉部增添了
電動衣車，木工部先後購置的木工科之多功能電動車
床等。與此同時，校舍配合發展進行局部的修葺，並
增設學校設施及教學設備。一時之間學生人數激增，
一九五八年，校方拆卸位於風順堂街之舊式房屋 ( 此
為前十餘年校方先後購置的房屋 )，擴建為三層校舍，
且與現有校舍相連。

一九六零年，司馬榮神父 (Fr. Wilhelm Schimid) 
接任校長 (1960~1966)，為適應時代需要，學校遂增
添了英文部，並於一九六四年開辦電機科，將足球場側
的單層建築加建為三層，成為本校的電機科學習場所。
後期，工藝課程革履科因師資原因而停辦。

     一九六六年，馬耀漢神父 (Fr.Alexander Ma Yiu-Hon)
接任校長 (1966~1968)，為配合學生參加香港中學會
考，乃復辦中文部中學，其後赴港升學或工作的學生日
漸增多。此外，為擴大操場活動空間，校方遂將操場中
的“天橋”拆除。

      一九六八年，馬士沖神父 (Fr. Matthias Mo Tze-Tsong) 
接任校長 (1968~1969)，為配合梵蒂崗第二次會議，
遂對聖堂佈置與裝飾進行改革，將當時聖堂的正祭台搬
移，司祭易於環繞行走，並能面向信眾舉行感恩祭，同
時，信眾亦能面向祭台，參與聖祭禮儀。

溫普仁神父主保瞻禮留影 (1947 年 )

慈幼學校

電機科學習大樓

操場上的天橋

改建前的聖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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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九年，魯炳義神父 (Fr. Luigi Rubini) 接任校
長 (1969~1972)，繼續聖堂佈置與裝飾的改革，將聖母進
教之佑像放置於聖多明我沙維豪祭台上。同時，傳統的工
藝科包括木工科及縫紉科也於一九七零年停辦。

     

一九七二年，朱懷德神父 (Fr.Mario Rosso) 接任校長 (1972~1976)。七十年代初，
因應學生升學發展的需要，學校遂對課程學科進行調整，逐步停辦餘下的工藝課程。
一九七五年，學校獲准成為英國倫敦普通教育文憑 GCE 考試中心，學生得以報考大學
認可的學科，如英文、數、理、化、畫則、電機電子等，且成績獲國際認可。一九七六
年機電科發展為電子科及機械科。

一九七六年，陳日君神父 (Fr.Joseph Zen Ze-kiun) 接任校長 (1976~1978)，繼
續推動課程的改革發展，正式停辦餘下的職業工藝課程 ( 排、印、釘 )，並完善機械科
及電機電子科的課程及設施。

一 九 七 八 年， 馬 耀 漢 神 父 (Fr.Alexander Ma Yiu-Hon) 第 二 次 接 任 校 長
(1978~1984)，有見英文工業中學的學習需求備受社會發展的重視，遂有序增加各級的
班數量，以配合社會需求。

一九八四年，麥觀鈐神父 (Fr.Joseph Mak,Keun Kim) 接任校長 (1984~1987)，
因校舍的外牆已見陳舊，遂開展外牆翻新工程。

一九八七年，孔智剛神父 (Fr. Francis Hung,Chi-Kong) 接任校長 (1987~1995)，
對畢業生升學及社會發展需要十分重視。1987/1988 學年，學校獲批准為 City & 
Guilds of London Institute 普通工程課程考試中心，且開辦了電腦科課程。於英中三
至英中五的三年學習階段中，學生可選修電機電子科、機械科及電腦科課程。同年，
學校參與了 DB88 鮑思高逝世一百周年聯校慶祝活動，包括感恩祭、才藝晚會及畢業

改建後的聖堂

昔日的排字實習 昔日的印刷實習 昔日的書本釘裝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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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禮。一九八九年，因應寄宿學生人數逐漸減少，而外讀學生人數不斷增加，學校遂於
1988/89 學年完結時停辦寄宿部，並於一九九零年年正式擴充小學部，由原來小四年級
下延開班。至一九九三年，學校已發展成具有一完整六年制中文小學及五年制英文工業
中學的一所中小學校。一九九四年，為配合當時的大學升學發展，更增設選修的英中六
預科課程。在校舍維修方面，整座中小學建築的外內立面，均以水洗石米覆蓋，使其更
耐用及方便清洗。

DB88 聯校畢業典禮DB88 聯校感恩祭

電機科作品 機械科實習

外牆翻新前面貌昔日的寄宿部自修室

DB88 聯校綜合晚會 昔日的寄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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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五年，胡德鎏神父 (Fr. Estanislaus Vu,Tak-Lau) 接任校長 (1995~2003)，
因應澳門教育當局的改革發展，1995/1996 學年，小學部加入政府的免費教育網絡。在
組織架構方面，校方推動中層管理改革，增設職務主任。同時，為配合政府的教育課程
及制度的發展，學制逐步由五年制中學改為“三三制”共六年的文法中學。1996/1997 學
年，學校獲澳門教育暨青年司批准頒發 F3 畢業證書；同年榮獲澳門政府頒授“文化功績
勳章”。2000/2001 學年，為切合當時社會發展及學生升學需要，學校遂取消了“英小六
年級 (EP6)”，且對初中工業課程進行改革，增設“設計與科技”課程，高中增設了文商課
程，高中學習階段可選修理工組或文商組。小學部方面，為面對日增的學生人數，遂重
建小學部份建築，校舍於 2000 年落成啟用，成為一所擴充性可達“24 班”規模的中文小
學。中學方面，“三三學制”經歷了多年發展，到 2002/2003 年度，學校第一屆六年制
中學 F6 畢業生正式誕生。

設計與科技展覽 小學千禧教學大樓

二零零三年，周伯輝神父 (Fr.Joseph Chow,Pak Fai) 接任校長 (2003~2015)，
大力支持課程革新。二零零四年，為推動學生閱讀風氣，提升學生閱讀素養，重新裝修
中小學圖書館。二零零五年七月重新裝修電機電子工場，推動電子、機械、電腦三學科
課程的整合學習，頗見成效。此外，周校長猶為重視宗教培養，參加慕道班及領洗的同
學逐年增加。2006/2007 學年，周校長領導全校師生，成功舉辦各項慶祝“慈幼建校百
週年”系列活動，並出版《慈幼建校百周年紀念特刊》。

電機科學習大樓 電機科學習大樓

建校百周年感恩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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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校百周年綜藝晚會

二零一五年，余富強神父 (Fr. Jacob Yu) 接任校長 (2015~2018)，對行政管理工
作進行改革，落實了全校性的“策劃、執行、評估”三年計劃，並監督《 慈幼中學 110
周年紀念校刊》的編印及出版工作。此外，余校長推動小學部開展常識科教學改革，中
學部則推動“晨讀課”計劃，提升學生閱讀興趣。

二零一八年，周伯輝神父 (Fr. Joseph Chow,Pak Fai) 再次接任校長 (2018~2021)。在
任期間，周校長領導《學生評核規章》的制定工作，以及完成《教學人員工作表現評核
規章》的第一次修訂。2019/2020 學年，慈幼中學與韶關一中 ( 前身為勵群工藝學校，
乃澳門慈幼中學創校校長雷鳴道神父於中國內地創立的第一所學校 ) 締結成為姐妹學
校。此外，校舍擴建工程計劃於二零一九年七月正式啟動。

二零二一年，校友梁樹榮先生 (Mr. Leong,
Su Weng) 接任校長，繼續監督及推進校舍擴建
工程的執行情況，以及第一期工程竣工前的各項
搬遷準備工作；同時，為配合新設施設備的應用，
進行校本課程檢討及發展的規劃，在校務管理方
面，梁校長帶領學校中高層團隊，開展及完成了  
  學校章程》及《學生規章》的制定工作。

慈幼中學周校長與韶關一中梁副校
簽署締結文件

校舍擴建工程動工典禮校舍擴建工程啟動

第一期校舍擴建中（2022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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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6/2017 學年，余富強神父制定學校發展計劃 ( 三年 )。

2.  2017/2018 學年，策劃籌組校慶 110 周年特刊的編輯工作，至 2018 年 6 月，《慈幼
中學 110 周年紀念校刊》正式出版。

3.  2018/2019 學年，2018 年 9 月，周伯輝神父第二度任校長職務，孔智剛神父第二度
接任校監。校長周神父領導《學生評核規章》的制定工作，以及完成《教學人員工作
表現評核規章》的第一次修訂。

4.  2019/2020 學年，2019 年 12 月，校舍擴建工程正式啟動，2020 年 5 月 24 日，舉
行工程動工典禮。配合校舍工程，小學部制定了新的家長接送方案，讓家長分流有序
接送子弟。

5.  2020/2021 學年，周神父制定學校發展計劃 ( 四年 )。2020 年 11 月，配合教青局智
慧校園計劃，中小學啟用由教青局提供的 WeCom 企業微信平台，構建及啟動與家
長間之電子化溝通平台，逐步以電子通告取代紙本通告，減少紙張使之更環保，訊息
之傳遞更快及更便捷。2020 年 12 月，校長周神父帶領學校與內地學校 ( 韶關一中 )
締結為姐妹學校，並開展了合作交流。

6.  2021/2022 學年，梁樹榮副校長升任校長職務，葉泰浩神父接任校監，開展及完成
了《學校章程》及《學生規章》的制定 (2022/2023 年正式實施 )，以及對《教學人
員工作表現評核規章》進行了第二次修訂。適逢創校 115 周年，遂籌組製作 115 周年
特刊 ( 計劃於 2022 年 7 月出版 )，希望透過文字及圖片記錄的方式，以呈現學校發
展史中的重要一頁。在師生及家校溝通方面，中小學正式啟用 Wecom 平台之班主任
與家長群組 ( 班級家長群 )，在相互配合及遵守使用守則之前提下，能達至加強溝通
之便捷性，又不致於造成彼此困擾。同時，中學部開設班主任與學生群組 ( 班級學生
群 )，支援學生照顧及電子學習的工作。

7.  學校近年積極推動電子化的行政管理，如校內場地租借、設備報壞、教職員考勤
系統、學生成績表系統等，以提升行政效能。

五年足跡
一 . 學校行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