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 中國語丈通訊

「中學與大學『中國文化J教學研討會」總結

香港中文大學通識教育辦公室協同大學的教育學院及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於 1994 年 12 月 3 日舉辦了「中學與大學『中國文化J教學研討會J '出席者近二百人，

包括任教「中國語文及文化j科的中學老師逾百人，中大教育學院學生及大學本科一年

級學生數十人。討論會旨在探討中學一一尤其是預科「中國語文及文化j科與大學「中

國女化j科課程開設的目的、內容、銜接以及在教與學上遇到的困難和改善的方法。

大會邀得金耀基教授、何秀t皇教授及唐端正先生作主題演講。其他應邀在分組討論中

作專題講者的有大學中負責教授中國文化通識課程的講師，教授頂科「中國語文及文

化」科的資深教師，課程發展議會的相關委員以及曾經修讀過頂科「中國語文及文化」

科和中丈大學「中國文化j科的同學。與會者從不同角度對「中國文化j科的教學提出意

見，讓大家討論，以求改進。

事後，研討會籌備委員會召開了檢討會議，總結這次研討會所收集的意見，並議

決了一些跟進工作，向社會各界關心中國女化教育的人士報告，並供教育署課程發展

虛負責中國文化教學的官員參考。

1.在香港，中國丈化教學歷來被忽視，青年人對中國文化認識甚為不足，以致

對中國丈化漠不關心。會上大家一致認為有必要加強中國文化方面的教育。

2. 肯定預科「中國語文及文化j科對青年接受中國文化教育的價值。

， 3. 肯定大學「中國文化」通識課程在加深學生對中國文化的了解有幫助。

4. 文化教學往往受教學文化影響，因此在中國文化教學中，不應忽視文化璟

境、文化景觀，尤其是所用教學語言的影響。

5. 中國文化教學不應該只是「知j的教學，也應該是道德、感情與藝術的教育。

6. I中國語文及文化」科中，文化部分所選篇章的義理對學生略嫌艱深，學生必

須閱讀的文化知識範圍也牽涉太廣。對中文系畢業任教此科的老師而言，在哲學和藝

術方面的講解上，往往力有不逮。

7. 課程發展署有關方面宜製作一些幻燈片、錄影帶等輔助教材，以備「中國語文

及文化」科教師借用，增進教學效果。

代中學T中國文化」的教學未能與其他科目配合，使人感到中六、中七的文化科

來得太突然。課程發展署應有系統地檢討並設計由小學、中學到預科內容一貫的中國

女化教學方案。倘能與大學的中國文化教育互相配合，教學效果一定會更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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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小學、中學的中翱文化課程直著重資料及?會議的教授，研謂f知其要求、J ;于草鞋

磨著重分析己知的文化鱉料和知識，所謂「知其所以要在J ;大學員IJ!I!加強學生對文化背

後的講褲、特質所有認巔，參照西方文化作出比較與批判，所謂「知其哥哥品然u 0 岱蛇

頭科及大學的中圈文化教育臀;要黨組理性的分料。

10. 琨時現科師生在中盟文化科的教與舉往往受到考試聖肘，常常只需考試而教

市舉，希這種情提能有所改善。

11 大學中體文化繹翟趕上人數太多，欠缺導修及討論。

籌委會除總結泣上各點外， j警認為應繼禪關注和促進香繪中聽文化的教育，建議

未來每年至少舉辦一次類似這樣的研討會，立在聽議成立一體中聽丈化教育促謹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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