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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及文化科J的課程設計
與香港中文教學的發展方向

馮祿德
香港考試局

引言

香港雖然是個殖民地社會，但香港的華人對國文教學一直未有忽視。除了絕大多

數的小學生都修讀中女外，中學也把中文科列為主要科目。不過，建議絕大部分的預

科丹:都 I1書讀中女，台11 屬破天荒二三舉 「中六教育工作小組J於 1989 年民發表報jt;

焉. IE 式建議由 1992 年 9 月開始，中六學生不論主修交、理、工、商等任何科 I! . 

都修讀為期兩年的「中國語文及女化科J 。過往只有中文中學的中六學生和有志1i'~深造

中文的英文中學預科學生才會修讀中文科，這在全部中六學生中僅佔一個頗低的比

率。

「中六教育工作小組J何以提出這樣的建議?修讀「中國語文及文化科」課程對中六

學生有何意義?這項建議延長了香港中學生學習中文的年期，也增加了中六學生修讀

中文的人數，然、則新開設的「中國語文及文化科J對中文教、學兩方面的發展是否會帶

來刺激?那是怎樣的刺激?

本女嘗試透過該科課程的撰寫經過、教學考試兩個課程的內容與相互間的關係、

課程的設計背景與設計原則、課程的特色與精神以及它對中文教學的影響，探討一下

以上的問題。

課程的撰寫經過

1986 年 8 月，香港教育統籌委員會〈第二號報告書〉初吹提出在中六開設「中國語

女及女化科」之議。 1989 年 11 月紗， I中六教育工作小組J發表報告書，正式建議於

1992 至 93 年度開始在中六開設「中國語文及文化科」。這建議隨即落實執行。同年 12

月，教育署課程發展議會與考試局雙方的中六中文科科目委員會，各自推選出六位代

表組成「聯合工作小組J .負責在 1990 年 7 月底前擬備新科目-的教學與考試課程綱要

初稿。這項任務限期緊迫，而所獲的指引也不多。在〈中六教育工作小組報告書〉中，

關於「中國語丈及文化科」的課程設計就只有這寥寥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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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作小組堅信新開設的「中國語文及文化科」課程所具備的功能，應與「英語

運用」的相同，即是加強學生在語文方面的講和寫的技巧，以及使他們對語文

的句法、結構及修辭等方面具有基本的認識。此外，並應加入一些有關中國文

化的部分，以加強學生對中國文化的了解。這個課程應是中四及中五「中國語

文」的自然延續。(中六教育工作小組， 1989) 

不過，指引不多，正給予「聯合工作小組」自由發揮的機會。「聯合工作小組」如果要依

期完成任務，其實可以仿照定於 1993 年開始停辦的高等程度會考中國語言文學科課

程模式進行設計。因為該科同是供主修文理工商的中六學生修讀，教材也頗富中國文

化成分， I聯合工作小組J只需男選或改選一些精讀課文，並且一再提醒教師在課堂上

盡量給與學生發言的機會，此外還保留中文科課程必有的寫作與閱讀理解訓練，相信

就可順利完成工作，也可以符合「中六教育工作小組J的期望。然而， I聯合工作小組」

卻轉向技術可能有困難、爭論可能較多的途徑。鑑於設計的課程模式，有賴公開考試

積極推動，而且某些試卷在實施時也可能出現技術困難， I聯合工作小組J 自願提早於

1990 年 4 月完成課程綱要的簡略初稿，透過科目委員會提交考試局會考委員會審

議。考試局本著一貫為教學服務的精神，也願意接受挑戰，對「聯合工作小組」捨易取

難的設計方向不表反對。

1990 年 4 月至 7 月， I聯合工作小組」與其他的工作小組繼續努力擷選教材及審

擬樣本試題，並於 6 月上旬邀請四所中學的中六學生參加新試卷的模擬測試，及於 7

月上旬邀請教師出席課程設計初稿研討會。 7 月下旬，課程設計工作完竣， 8 月秒，

課程綱要初稿寫成，並於 9 月獲教考雙方的高層議會通過。

1990 年 10 月，課程綱要初稿送交各中學、專上學院及大學徵集意見。這次為期

一個月的諮詢行動，共致函三百六十九所中學，而填覆問卷者有二百二十九所;其中

對教學課程綱要初稿表示基本贊成者，超逾百分立八十，而對考試課程綱要初稿表示

基本贊成者，超逾百分之九十五。「聯合工作小組J在收集意見後，再舉行多次會議，

就教師所提供的意見修訂初稿，寫成課程綱要定稿，於 1991 年 1 月透過科目委員會

聯席議會提交教考雙方的高層議會審議，獲得通過，並於 1991 年 5 月正式頒佈。新

課程已於 1992 年 9 月開始施教，而第一屆公開考試將於 1994 年 4 、 5 月間舉行。

為設計這個新課程，教考雙方的科目委員會與其屬下的工作小組，在 1989 年 12

月至 1991 年 1 月間共舉行了四十七次會議，每次接近三小時，有時更長達五小時，

而在會議以外為擷選、審訂教材所付出的時間尚未計算。先後參與其事的委員超過三

十位，在最前線工作的中學教師約佔半數，還有來自教育署、考試局、大學、專上學

院和教育學院的代表，委員的代表性頗為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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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程內容錯1Ì'

科普名稱為「中體語文及文化J '內容自然包含「語文j與「文化J間大法兮。根慷課

程發展議會 1991 年 11 月所鎮帥的課程綱蟹，這個科闊的教學目標有三方面:

(一)贖回學生以往所學的中聽語文基本 ，提高學生鵲讀、 、聆聽、說

話等語文能力'-:L其著重患雜的訓練典語文的數際應用;

(三)增進舉生對中聞文化的認識，啟發學生的思想，培養學生的品囂， 1更能建

確的價細觀，加強對社會的責任感;

(三)總高學生學習中閻語文及文化的興瓣，並{吏學生有繼續進蓓的自學能力。

上述第一及第三項閱標分別指舟 f語文j及f文ftJ' 而第三明語標則是對本科學生的期

。張於教學聽露ñ方詣，課程摘要也分就語文部分典文化部分予以體交往。語文部兮的

教學璋節但括閱讀能力、寫作能力、聆聽及說話能力、思維及自學能力等訓練，以及

語文基本知議的鞏間;交往部分則主導要為文先精神的介輯與樣索，以及文能常識的研

習。為使於綜觀課程的室主貌，現紹各個教學聽齡、教學項目、教持與教略方式以幫衰

教材

教學F章節 (何一教材，可詞時連成各項教學豆葉點)

(JL把結合、 自 課程提供的教材

主楚?槃約于日) 教臨指導 學生身荷 自選 以讓i活方式施教)

憲章 教材

11. f-lJ m篇章:

提示重點，從旁

:t~ ，安排練

, t!Il I 、散文類(1:)， 望。

2. 本11m課程指ÁË閥

一本)

認 i 11 
訂定教學三重點，

學生自宵。

女 i 1I 1.一概無關恐用的 生命鈞奮進 1.與其他璟節相結

，皇位評論、 (梁漱演等) d也斗 。

部! 報告*、專題ff' 西湖 2. 對教學項El I乍令

寫作能力 銘、新聞稿( (蔣尋夢麟) 機指導。

分 i
訓練 動報導、 類(以 3種 學生琨

布)、 下三三本選讀 輯、示例。

演講辭嚎、紀 <1位)

錄機、 、公 吶喊

路線等汁中-~ (魯迅)

中去教學項的) 合~t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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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實用 (自先勢)

點一←對敏、 韓三E

辭、內容變求、 (張系輯)

格式等。 由、報告丈學數

(以下關本: 1 1 1.結合體讀教學、

選讀 <1拉) 寫作教學與文化

鵬聽說話 11 描述、報告、演 唐山大地震 部分教學進行。
能力部i練 11 講、辯論、 、 (鈍鋼) I I 2 如有需要，自選

語論等。 lt渝的詞:士: 教材施教。

(徐剛) I I 3. j邀請校外人士示

語丈基本與中 部
範主講。

知誡鞏閱 教學項目梅同 結合各教學環節進

思維能力 行，盤有需要，自

需選教材或安排

習。

要

、唐君毅

「與青年

談中醫文 i 自

化J (畫ñ

丈| 錄) I I 選
一、與森 rt'青

與中國文 I I 教
化J (節

錄)材
化 I 11 、毛子水 引導學生討論分

「中國科 析，輔以參觀等泊

學，思想j 數動。
(言書錄)

器、韋政通 I I i設

?中國女
化概論. I I 不

藝術j
分 I 11 I 五、金耀華 I I 娘

「中國的

簿統社

會J (幫

錄)

交化精神 六、發海光

介紹及探 f人生的

t「| 一~中圓古代丈化旬 民't: ál'1.
研習指導 i 心 叫叫抖 !幸心抖

說朔:本嚮衰舊是自喜事鼓掌聲緩緩笨重害的總!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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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綱要並提出兩項重要的教學原則:

(一)適當地結合語文及丈化兩部分教學一一鼓勵教師在實際教學時，把「語丈」

及「文化J兩部分的各個教學璟節互相扣緊，適當結合，甚至互相包容;

(三)以學生為中心，以靈活方式教學一一一方面由於訓練語文能力，一方面為

了提高學習興趣，以活潑的于法加強學生的參與程度。

考試課程的目標和範圈，與教學課程綱要互相配合，同樣也十分明確。根據考試

局 1991 年 5 月所頒佈的考試課程，這個科目的卷數是中丈科歷來最多的，共有五個

試卷，都是為考核學生的各種語丈能力及修養而設的。也為了便於綜觀考試的全貌以

及它與教學的關係，現把這個科目考試的各項細節以及如何與教學互相配合以簡表顯

示如下:

教 自弋「主
科

考 試
目 目

日 標
時間 成 標

試卷 形式 範 圈 時間
分數

比重 分 比重

訓練閱讀 考查閱 試卷一乙部 問答題 據課外篇章(其一 約 15% 
能力 讀能力 閱讀理解 或為淺易女言艾) %小時

擬題，就其涵義與

要旨設問，或就其

內容重點設多量組

問

試卷五 教師根據學 在選讀教學課程所 10% 
課外閱讀成 生閱讀作業 提供的書籍俊完成

績考查 評估

閱讀作業

訓練寫作 口至五口 考查寫 試卷→甲部 或寫一篇不 評論、報告、專題 的 :30% 
能力 作能力 實用丈類寫 少於 500字 介紹、新聞稿(活 1Yz小時

作 的長女，或 動報導、消息發

作兩篇字數 布)、建議書、演

總和不多ti'~ 講辭、紀錄、書信

700字的起 與公面

丈

訓練聆聽 70% 考查聆 試卷二 選擇、填 據一段或數段演 yz小時 10% 
能力 聽能力 聆聽理解 充、填表、 說、對話、母論或

鐘書等 會議過程的錄音擬

題

訓練說話 丈 考查說 試卷四 個人起講及 題目內容與考生個 絢 10% 
能力 話能力 說話能力很IJ 小組討論 人經歷、社會時事 %小時

試 或中國丈化有關

鞏固語丈 考查語 貫徹於各試卷之中;試卷一甲、乙部及試卷四尤其著重

基本知識 女運用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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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粵、維 考查思 貫徹於得試卷立中

能力 維能力

訓練自學 考查自 試卷一及試卷五最為著重

能力 學能力

探究丈化 考查對 試卷二 問答題 就文化專題篇章擷 1)1小時 25% 
精神 女化問 丈化問題 題，包括教學課程

女 題或有 所指定的篇章與課

:~()% 開篇章 外篇章，題目只就

的評論 篇章的觀點設間，

化 能力 要求考生提出意

見，言之成理即

可，並無既定答案

課程的設計背景與設計原則

上述的「中國語文及文化科」教學與考試課程，若只從表面上看，會認為前者沒有

甚麼新章，與小一至小六、中一至中五一樣，都是針對幾方面的語文能力進行訓練，

所不同的只是把「精讀教材J改為「指導篇章J及更多的教師自選教材，而後者則只是多

設幾個試卷，旨在加重壓力，善意地迫使學生撥出更多時間研習中丈。但在了解課程

的設計背景與設計原則後，不難體會設計者的心章，察覺課程的特色與精神。

今日的青年，語丈能力普遍下降，學習語文的興趣趨於淡薄，這似乎是世界性的

現象，香港也不例外，部分學生甚至對本是母語的中文掌握能力與研習興趣尤其低

落。他們感覺不到中文的實用價值，對學習中文也產生不出興趣或使命感。無心向學

的學生，固然不會予以重視，就是一心求取較高學歷的，也不會或無暇想到中丈運用

在他們人生的意義和價值，因為他們更重視一些在功利方面對他們更具影響力的科

目。因此，上中文課時，如果老師教學嚴格、認真、手法靈活、具吸引力，他們或會

較為專心，但也僅1上於課上而已，課餘溫習或進修就輪不到中文科了;如果他們認為

老師授課比較沈悶，就索性在書桌下暗自溫習其他科目，中文科?留待日後抽空死記

硬背好了。幸而，上述的學生也不至於太多，大部分的學生對學習中文是不太抗拒

的。如果能夠及早讓他們自己領悟到中文不只可用於工作上，還可在日常生活中用以

明確而鴨順地表達思想、感情和意願，而課程內容與教學技巧叉繼續改頁，他們對中

女或會產生濃烈的學習興趣。為大學預科程度的中六學生著手設計中文科新課程之

前，值得在這方面深思一下。

香港的中文教師對教學工作大都十分熱心，往往能依照課程要求，針對教學目

標，精心編訂適合學生趣味與需要的教學計晝IJ' 配合他們靈活的教學技巧，務使中文

課變得趣味盎然。他們的努力有時確能提起學生的學習興趣，但遇上一些對中文學習

態度散禮、學習能力薄弱的學生，有時也不免蔥姜Ij氣餒。至於那些不太積極，或對課

程綱要陽奉陰違，但求講解全部精讀教材完畢便算交差而不思改善的教師，教導這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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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就可以想見了。雖然達爾乎憫人的工作態度， {及在課程設計上是否可以花

，有哥華牽強一點微薄的教促與督導作揖?

，導致學生感覺中文缺乏軍費用當籠，香惜早年的社會風氣也是主要的際問之

一 c 中文在香港社會的增位一向不誨，雖然曾經成功地推行過爭取中文成為法定靚女

豆震動，但作用毒是不大。在接聽詩或社交上，翼文強者往往儷受重視，中文強需英文

多不利。這風裝不只影響 F一代的學習焦點，社會人士對標準中文的要求也漸

不聽樁，魯、魚玄萃，女童不i菌，比上仁皆是。近年，中單單經濟問臉，中、港之間間接眾

生撞於糊寓，加上香港攪歸中國按盟的日于意來韋近，中文間給受伊i重視，

會甚至世界上的地位日益提高。此外，香港工靄業、金點樂的發展日

人才需求臼增，附中頭文化聞著中關經濟鵲快與西方文化增加接觸，遵照互相衝擊，

面對上述情況，加強部i練下一代j建立思考的能力，引導他們總性地語、議祖閥女化，實

在是當前急務。

加強預科學生中文割據的建議或故叢中六中文科課程的嘗試，以前也嘗不只一忱

的提出過，例如於 1979 年聽議開設的f諾女及傳意干剖， fJl都胎事E腹中。除了由於鵲

攻大學學糙的爭議以致未能進一步討論外， t位串於所提議囊接詩為將中交通於工

具化間忽略母語的水闕，臥致不被撥覺。

「聯合工作小組j艷梅工作時，正控告艷著上述的現實情況和繼承了上達的經驗。小

組成員都是賢潔的中女教宵工作者，對現掌聲情況早巴瞭然於胸，他鶴不紹說計新課程

視為一種任命，詩話是一個發宮內心的共同願當;如上大學學鶴的爭議此時經己塵壤落

定， f混們可以集中精神態爵年後欄升讓大專或嘉定樂社會的中六膜生設計一懿合適的課

程。

聯 吐、組」首先採納了 員會及「中六教苦工作小組J

，作為諜盤設計的基礎:

)中六教育的話標在「培議發廢均衡、如讓豎富的學生j 、 f提高所有學生以

中、英文轉播的能力j 、 f噶舉生即將接發簿上教育及跨入域年階段作好連長

講J ; (教育親聽委員會，的捕)
(二)課程應盡量著重其實用性; (中六教育工作小組， 1989) 

(三) r中鵲語文及女化科j態是中四、中去五「中頭語文科J的「宙空手、延東寶山功能在

f加強學生在譯文方面的講和寫的技巧，以及使能們對語文的句法、結醫

及~多辭等方觀具有基本的認議J '並「加強學生對中劉文化的了解J 0 ( 

教育工作小鈕， 1989) 

模樣上漲的基護. r月符合主作小組j確立了課程的設計原則:

(一)由於「中六教齊了司作小組」難議把f中國語文及丈化科J 為中六棺心禪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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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果能再獲得大學及專上學院接納為入學條件立一，估計修讀的學生

必多，因此課程應廣泛照顧大多數中六學生的能力與興趣;

(二)新科目旺是中四、中五「中國語文科J的伸延，課程應盡量與中四、五的教

學互相銜接，以鞏固與深化學生已有的訓練與修養;

(三)課程的取向應著重於提高學生的語文溝通能力、加強學生的獨立思考能

力、加深學生對中國文化的了解、提高學生學習本科的興趣和培養學生繼

續進修的自學能力， I語文」及「文化」應結合為一體，絕不應把教學發展為

純技能的訓練;

(四)為提高學生的語文溝通能力，以應付未來升學或就業的所需，因此課程的

內容應較具實用性;

(五)為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課程應盡量加強學生上課時的參與程度，鼓勵他

們在學習上採取主動;

(六)為便於教師可因學生的興趣與能力而施教，課程應預留適當的自由度，讓

教師可以靈活地編訂教學計劃;

(七)為達致理想的教學效果，課程不排除學習或仿效其他科目的成功經驗，但

科目的本質與精神仍是首先考慮的因素;

(八)為保證課程得到有效施行，設計時應慎重考!曹實際的教學節數與教師的工

作負荷。

課程的特色與精神

在了解課程的設計背景與設計原則後，不妨剖析一下這個新課程究竟有何特色，

進而探究一下其中寄託了甚麼理想。

訓練學生的思考能力以及讀、寫、聽、說四方面的語文能力，一直都具見於香港

中、小學中文科的教學課程。「中國語文及文化科」課程的設計也是朝著這方向走，卻

予人有「革新」的感覺，主要由於公開考試也相應地配合，首吹全面地考查語文能力和

思考能力。這反映出教學與考試在課程設計方面的合作更趨緊密。在整個設計過程

中，教學與考試的構思是一個整體，兩方面的設計同時並進，但以教學為先。小組首

先針對科目本質、設計原則與教學目標，釐訂適當的教學項目，再考慮各個項目本身

的目標、內容與教學技巧，然後選取最具代表性或對學生前途具有價值的學習重點，

定為考試的範圍，進而研究考查的技術問題。如是者，雙方兼顧，反覆考慮。考試，

原是一個負責檢查學習成果、為教學服務的角色，但如果某些項目在教學上具有重要

意義而在考查上即使有技術困難，有時也會義不容辭、責無旁貸地設卷考核，發揮推

動的作用。這種借助考試帶動，朝著預期方向，實踐教學理想，而所重視的不只是學

生的學習成果，更關注到學生在過程中的參與和受益，可說是新課程在設計上的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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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當然，如果新科目最終得不到大學與專上學院的接納，在某些人士眼中，上述

一切可能歸於徒勞。幸而課程所培訓的本就是大專界所重視和盼望的，所以新課程大

致上獲得各大專院校列為入學條件之一，而學校、家長和學生也就較安心地予以開設

和修讀了。

修讀這個課程的，正如教育統籌委員會〈第二號報告書〉所說，是即將接受專上教

育的學生，他們即使進不了專上學院，也要踏入社會謀生，或者即使根本不用工作而

可以安草餘生，但始終要踏入成年階段，中六教育有責任加強他們一些能力訓練，一

些不限於有利於做學問或謀職業的能力訓練，一些有助於正常生活的能力訓練。於這

個課程而言，閱讀理解能力與閱讀速度、實用文頓寫作、高層次的聆聽理解能力、著

重內容組織的說話表達能力及與人交換意見的技巧與步驟等全面性的語文訓練，正屬

此類。但語文能力不可能脫離思考而養成，因此課程也重視青年的思想、感情與良

知，於是透過文化問題的討論、課外書籍的閱讀與習作，引導中六學生認識、探究祖

國文化的精神與成就。「中國語文及文化科」可說是香港第一個正式把「中國文化」納入

教學課程並在公開考試設考的中學科目。有人認為「文化」一詞，涵義極廣，中國文

化，更博大深厚，中六學生只有兩年時間，難以對中國文化有全面而深入的了解;何

況根據〈中六教育工作小組報告書〉的指引、科目的名稱，以及「文化」部分在全科中所

佔的比重， I文化」部分似乎只是個附庸。以上的意見其實只有部分正確。「文化」的涵

義誠然廣泛，中國文化確是精深，根本不可能為研習範圈定出上限，但正因只有兩年

的研習時間，卻可提出基本的要求。至於科目名稱定為「中國語文及文化J '只為顯示

課程的成分; I語文」一詞，如果取其廣義，則把科目稱為「中國語文」也未嘗不可，而

課程的構想也不會因此有任何改變，只是香港的教育界一向慣於把「語文」、「文學」對

稱，若忽然、改變大家習慣的概念，思生誤解，所以科目名稱惟有只求明確，不避累

贅。「語文」與「文化」定為七、三之比，只為顯示兩部分在教學時間與試卷分數的大約

比重。正如課程綱要提出的教學原則: I語文」、「文化」互相結合，教學璟節璟璟相

扣，即是說教師在每個訓練語文能力的璟節，都可以擷選一些與文化有關的資料作為

訓練素材，而在每坎文化問題的討論，都可以兼顧語文能力的訓練。如此看來，七對

三的比重並非那麼絕對，對學生接觸語文及文化的機會而言，二者的比重說是一對一

也無不可。總之，對思想與技能同樣重視的教學要求，是新課程的另一項特色。這項

特色顯示課程重視國文的本質，課程的精神和取向與傳統教學相同，只是步法有別，

但至少它不應被識論為「師都學步」、「東拼西湊」、「非驢非馬」的貨色。

也許在熱愛祖國古代文化、極力主張青年研習原典原文的人士而言，新課程引導

青年探究文化不夠深入，文鼓勵全無基礎的學生向傳統文化提出批評，當然深感不

滿;再加上引進一些支離破碎、跡近崇洋的項目，更感啼笑皆非。其實，鼓勵學生獨

立思考，加強學生分析、歸納、推理、判斷等訓練，正是新課程的其中一項特色。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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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訓練，不只是提高語文能力的重要步驟，更是青年未來生活所需。除了如前所

述未來的香港社會亟需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才外，青年將來面對的可能是個正反混

雜、是非難辨的虛境，他們必須學會辨識資料、冷靜觀察和理智分析，然後作出獨立

而堅定的判斷，不盲目附和，也不魯莽反對。這是作為一個人的「基本技能」。新課程

對獨立思考與理性批判的重視，不僅見諸教學，也貫徹於公開考試之中。除了理解試

卷中答案正誤分明的試題外，各卷試題多不設固定或絕對的答案，考生得分高下，端

視乎他的陳述與發揮。課程中這項特色是十分鮮明的。

觀點開放、處理彈性的精神也具見於教學的內容方面。重日前所述，新科目教學課

程有別於其他中文科之處，最顯著的當為不設精讀教材，而只擷選了六篇文化專題篇

章。這些文化專題篇章，並非選自文字深奧、涵義精微的經典，而是近代學者針對某

些文化問題而發表的論文。論文的作者就他的學問修養，結合他的生活體驗，對中國

文化一些基本問題提出意見，或發揮，或批評，或反思，或展望，讀者可能未必一讀

即明，或需細加咀嚼，但至少文章用語體寫成，不算太過艱深，預科學生自行預習尚

不太難。教師可利用這些篇章作為引導學生討論文化問題的基礎。應用的方法很多，

他可以引導學生就個別篇章所提出的論點進行研討，或綜合幾篇篇章，抽出若干共通

的問題，指導學生討論，讓他們對中國文化的精神與價值有基本的了解。論點或問題

的擷取，可以學生的程度興興趣為依歸;遇上優質高材的，不妨鼓勵他們就文化問題

反思與展望。總之，處理這六篇專題篇章的方法百花齊放，但應有別於傳統的精讀課

文教學，不尚逐字逐句講解，反而需要就學生程度不時補充有關的素材，或者指導學

生自行搜集資料。課堂討論時，學生可以在老師的引導下批評作者的觀點，贊成反對

均可;考試時，試題不會要求熟記篇章的內容細節，考生只需理解作者的立場與觀

點;並能提出批評;另有些試題會取材於六篇篇章以外的資料，但都側重要求考生把

別人的觀點比較或分析，以及發表個人的意見。課外試題的取材以文化的基本問題或

學生的生活經驗為範圈，所以學生如果能夠認真地參與上課時討論問題的過程，學會

探討問題的步驟和方法，應付考試就不太難了。這種不設精讀教材的做法，肯定加重

教師的工作負擔和心理壓力，但另一方面，教師卻可以因應學生的興趣與能力，以學

生為本位，補充適當的資料，使教學更具彈性，又可以靈活安排適當的教學活動，提

高學習的趣味性。適合於課程的教學活動很多，例如討論、辯論、演說、專題作業、

參觀等，甚至文藝性質的朗誦、戲劇活動也未嘗不可以考慮，所有巳往在課餘舉行的

中文科活動大都可以在本科課內、課外進行。由於課程中各個教學璟節的內容大多相

通，在互相結合、現璟相扣的原則下，活動教學的方式就最適合不過了。於是，學生

不再處於被動的位置，不會也不可以再開小差或自行編訂上課的聽講時間表。他們會

主動投入、參與課堂上多樣化的活動。師生之間，同學之間，都會帶來新的感應，而

教師可以更清晰地觀察每一個學生，認識每人的不同需要，給予適當的援助。這項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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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許今日學生的能力水平尤其讓合。

最後，新課蟬值得一捷的一碩特色是打戰融學與考試界限的控內評估。這項設計

參考臨其極科目如化學科、生物科、英霞文學科、政府與全共事務科的程驗，於中文

科員自屬館悶。新課程說要揖高學生的語文能力，又變究實學生的文也修養，課外閱讀

始終是最有殼的方法。按理，學生經過中一至中五措帥，應己養戚禪外閱讀的習慣，

到了中六，若還待較勵，未免太蟬，但現黨情況畢竟還楚聽器對和改蓄的。香港預科

學生的閱讀習慣督轟轟未養成，也不太領略閱瀾的樂趣。難現又要利東考試推動嗎?

設卷考試只會主口重學生的心理軍力，且考查範盟者搗限性，又會要學生硬記鑫籍的

內容，有撞騙爵的精神，去?問卷考試，則有接請寄困難。小組考意後， ;ì變是農定蔬期校

內評估方式，的它的好處較多，如tJ下各壤:

(…)避兔增加學生應付考試的心理壓力;

(二三)保留考試的推動作用，督倪學生重說課外閱讀;

(三)根據平時作業的成績評定舉三位諜餘閱讀的成果，鞍馬

(凶)引導;學生重視單詞的過程;

(五)教師可間應書蠶的投賢、學生的能力與持間，投訴閱讀作業的形式，保留

教學上的讓活控與自由胺;

(六)加強師生鼎的溝通;

(七)即使不設校內評的式的試卷，教師也豆豆要求學生課餘閱讀，扯開作業，

設立直無增加教臨的工作負擔。

綜合上面所剖析的課程特色，誤程設計者的理想日昭然若擋。課程雖然、算賴考試

推動，但不戰時學生過分環視考試、斤斤計較考試成擒。如果課程調要的要求能得到

切實施行，青年轎子對諜幫會護衛產生親悔懇切他們會感覺中文課是日常生活的一部

分，聽聽，自由，充實，有趣，氣氣融洽，沒有獻力。課業上所學到的，臨時可以在

生活中應用得到。起們會明白至IJ考試既無固定範醋，認所;考核的，又是他們平素接受

雪白練的能力，益非考試的一朝一夕可以臨時準籬，而是要在學習為程中培養韌摟累

的，問謂 f考試題E力」社會藏經至最低髓燒。若考試成績容欠理想，何能只是一時快

，真正的考驗，真正的檢間，尚在未來獨裁的人生路上呢!這樣說來，似乎一聽情

顱，過於理想，但假以時日，誰敢說這個課程的理想一定不能實現輯!

對香港中文教學自哲學響

雖然課程賴要;挂沒有提出皇室接新的教學礦島，但由於考試全富設考，預料香港中

文教學的芳自與投巧，以至參與者的態度，都會相應地調整。即使在課盟鶴設接近一

年的今天，者在若干方葛巴表現出或大或小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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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顯著的莫如中文教師的諜餘活動轉趨熱闊前頭繁。自 1991 年課程綱要走搗頓

佈以來，教育署、:考試局以及大學的教宵學院、車上是醫院的校外攝悔部門，輯:曾先能

舉辦教學研討會或部黨培訓課程，甚至一控學誰?蟬體也曾主辦有關中密文忱的專題展

覽及講峰。教師反應熱烈，活動即使在周六罵臼舉行，也一撩座無獻席。中文教學界

里現著一片活潑、奮發、橫轍、進蝦的氣象。即使是資深的教宵工作者，有時也轉變

為些新的事lJj灘，斑斑自己繼續進侈，質加振作，這肯定去是正常昂聽麗的現象。說外，

最近一年半轍，書局褻聽於文化、哲學、語文的論集，華報介紹演講、辯論的書籍，

盡巨額為鴨銷。 搖頭一向被視為冷門的讀物仰仗突然聽得大受教過?教舉界自覺，心襄有

轍。

以上兩種情況，不論是，杏出於自麟，也不論可以持事實多久， r中語語文及文化各j

對中文教學的影響，已是立生字寬彰了。預測在未來的歲月，中文科在教與舉方面大概

有拉下的改嘴:

在傳統教學中，中文教臨大多具有較權威的形象，為學生簿道、按榮、解態;平

時表現如果比較嚴瓏，不聲言笑，學生說要敬而j韋乏。但教師如果教揖謊報課程，希

望教學達致于頁顫的做架，原來的影象的乎不可體覺地需發略為改嚮一下，誼醫學生堅受

到頭境的頭坊、氧氣的報鑿，他們投λ學晉設更容易，參觀說貫主動。這不表示教師

的尊鞍受損.êX降低，授怖的開放的態度、韓富的人生經驗、明確的提引、散銳的白

，更加可以贏得宵年的敬菜。學強對老扭曲敏慕前親近，權觀融洽，對所轄諧的學

科更增熱愛。文由於讀罷內容力求生誰能，需要堅守主持冉學生補充資料，教師在課餘講

不觀備課，不蟬?攝選教材，在課堂上交需保持頭腦清醒，反應敏銳，路時向是醫生提俱

援助戒指引，他會變得幹勁十足，活力充蹄。這是中文教攏在形象方詣的革新。

教師在課程中發揮創意，有擴大的自由，多種不同的教學技巧都可讓用，有時甚

至可以當磁讓室的限制，移到戶外去上諜，教學方式較議以往更為靈活，對學生態更

加礎研。學位在課程中的參興性興趣錄機增強，會較喜接受所提供緝毒11練和指導，於

是學會獨立學考、客觀批評，學會思想問輯、表達意見的方法與步驟，更重要的是學

自悟，這都是中文軒教學上的發傲。

雖然講課程只在預科醫纜闊設，傲它可不是新增男妝的，它館接著中一革中至三中

文科的教學。如果想這龍中六課程收得喪好的教權效裊，讓生在中一至中萃的基本訓

練車走非常重要。能計學校稍後會睡詩和調藍藍全校中文教學的策略，劑中六新課程的構

神日?是有了能在較低年級聽得到賢:徹。

社會轉變，學生的學習心態與謂不同;教育普及，舉生的學智能力十分參差。

關對現實，對於是發生的教驚顯輔導，學技各有不同的抉擇、定位與東肉。斯請?以

學生為本位」、「以學校為本位J ·是近年課程設計進求的機式，研扣留語女及女化

科j其實正朝這餾方向走，如果嘗試成功，中文科教學的發展肖能會出現蜓的綺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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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盟語女及文化科j課程設計的成效如何， J警待賞梅一段時期接才會狸論。

逸，由於設計的時日食卒，課霞的推行急促，部分細節未如理想，在所難免 o fJU如所

，當是於時問與人芋，容互支才是聽滿意，看守望日後能遇于IJ更適合的，加

以要慎，或還得不計酬報的熱心人士專為藤程詣鎮隅，加以補充。文例如教部對課程

未有足夠的心瑰準構、明確的認識，也缺乏本科及教學方甜的訓練，是掌大體中文系

與教宵學院都能予以配合。艾{亨u如課輯推行豆豆忽略對髒續本科的學生寬i專設科的覺

'tJ.減低他們訪時的抗惜，心理;譯攏過於強調自告發揮，學生若不先求基本理解，

古巴會形成裝書不觀、游該黨建設的輕掙風氣等等。這控都是課程需要加以改善或體惕的

:tlli方。

新事鞠聽聽一段事安畏的時間才為人所通車和接受。軒轅程即使未盡如人麓，但所

亮的方向華本是正確的。惟望各界關心中文教育的人士對它暫得容忍，就且坦誠擺出

覓，孺任教的有些飾，切實執行主作，撞肢士做考驗一下這課觀的售總。只有摘

兒，同心協力，可以t最高香港中文教興產黨的水平。

荷蒙香潛考試開批准參考該間有關?中盟語文及女化科j翼程設計的文件，特此銘

韻。文本文宰亨 j達教宵統音響聲員會與課程發展議會一雖經已發表的文字資料，謹向辯

會深表謝意。本女子手j搗聽音壁於香播中文大星接教育學院 1993 年 6 月 22 至 2是自東南亞

地區華人社會的課程改革:二十一世耙的撓戰器彈研討會，其後稍加訂正間法本文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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