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專中文教的是甚麼

李家樹

香港大學中文系

鑑於學生的中文水平整體上比前下降， 1 本港的大專院校都在各專科之外加設中文

課程的教學，以提高學生的中文能力，來配合社會的需要。

大專中文教的是甚麼?

中等教育的中文課，必須教學生把語文學好，達到應有的程度，即是對於普通文

字的閱讀與寫作，人人要得到應有的成績，絕不容有一個讀不通、寫不好。這個目標

應該在中學階段達到，到了大學階殷?學生就不必再在普通文字的閱讀和寫作上費工

夫，可以集中時間和精力在專科研習方面去了。如果基體中文教育沒有做好，大專中

文教學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要有效地提高學生運用語文的實際能力。

但是，大專中文教學不僅是跟學生做補救改正，還須符合大學的教育理念，從較

高層吹教導學生，如提高他們的學習興趣、培養他們自學研究和獨立思考的能力等。

當然，也應主動適應社會形勢的發展和配合學生的需求，從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開拓

創新。

到了基礎中文教育改革成功，大專中文教學就要相應地調整發展方向。大專中文

課應該是中學語文課的有機延續。 2

l 一九九七年一月十一日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GC) 主辦的「提升語文水平研討會J '我主持了「中文語

文能力」工作小組的分組討論。與會討論者二十多人，都是各大專院校、中學校的語文教師及教育署負

責語文教學發展的人員，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中的一個論題，是中學和大學學生的中文水平是否低落。

對於香港學生的中文水平，與會者指出很難確切地說是否低落，這方面的許多調查報告都缺乏足夠論

據，證實香港學生的中文水平比別的華人地區差。但是，一致同意由於近年來推行普及教育，學額急劇

增加，香港學生的中文水平整體上比前有所下降。參《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贊助「提升語文水平」研討會

報告書} ，頁 10-11 0

2 參舒志武〈大學語文課的教學目的) (一九九六年十月三十一日至十一月三日「廣東省第八屆大學語文教

學語文教學研討會」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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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大專中文課的教學目標不很明確，在講授的內容和方法上往往人各一套，甚

至連聞不開辦、是選修還是必修，也引起爭論。 3

按照目前情況，大專中文的教學可能經歷由l.跟學生做補救改正、 2. 從較高層坎

教導學生，到3. 適應社會形勢的發展和配合學生的需求三個不同階陸。

以香港大學於一九九三開設給文學院以外各院各系各級學生選修的「中文增補課

程J 為例，即以提高、鞏固教學對象的語文能力為首要的教學目標。負責開設課程的中

文系須與各院各系緊密聯絡，根據各院各系不同專業的需求，設計適合不同專業學生

修讀的「中文增補課程」。所謂「增補卜從英語enhancemen嘲譯過來，有少許「補習」

(remeclial) 的意味。 4

中學階設的語文教學，目的在於讓學生掌握語文這個工具的基本原理和性能。連

小學六年，經過十多年的系統學習和嚴格的中學會考、高級程度考試後進入大學的學

生，對於普通文字按理是沒可能讀不過、寫不好的。現實卻是由於近些年來急促推行

普及教育，學額大量增加，香港大學生的語文水平普遍較低，保證不了在肆業期間以

至畢業後出來工作可以應付所需。在這種情況下， ["中文增補課程J 就承擔起為程度達

不到應有水平的學生補上基礎語文課的任務，注意力多放在字、詞、句、篇等基礎知

識和基本技能的講解和訓練上面。因此，這個課程的特點之一，是一個正課輔以一個

小組導修，並設計若干針對性的語文習作，要學生反覆練習，以提高、鞏固他們運用

語文的實際能力。 5

這個「增補課程J 的內容還包括以下兩個項目:

l.普通話:由於普通話在香港的應用日廣和某些專業的學生畢業之後與中國大陸接

觸 H 廣，課程加插了普通話的教學。 6

2. 實用文寫作及其他: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簣定之後，香港決定於九七年回歸

中國，中文的社會地位越來越重要，公事上使用的情況也越來越普遍，課程同時

加插了實用文寫作的教學，以介紹和討論香港以及其他地區公事上中文使用的情

況為主。 7

3 楊鍾基曾就海峽兩岸的大學語文課程進行全面的比較研究，發現最為困擾本科的設計者，乃在教學目標

的分歧。粗略舉陳，包括語文、文學、文化、道德倫理四大方向。參楊鍾基<1大學語文J 科的規劃和實

踐> (1廣東省第八屆大學語文教學研討會」論文)。

4 參李家樹〈香港大學中文增補課程的設計和實踐> ' <中國語文通訊> '第39期 (1996年9月) ，頁28-32 。

5 同注4 。

6 同注4 0

7 同注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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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中文課跟學生做補教改正，其實有違大專中文教學原來的教學目標，只能是

階段性的變通而不能成為教學的最終任務，否則就會因重複中學語文教學的基礎訓練

而失去作為一個學科繼續在大學襄生存下去意義。 B

大專中文課應該與中學語文課有明顯的區別。例如中文實用文書的寫作，學生於

中學、預科階殷已學得不少，到了大學，教學水平自然要大大提高。用語可以要求更

加準確貼切，文字可以要求更加簡練過建;同時，教學範圍不妨擴大，多教些實用文

類。在中文實用文書有了規範和標準之前，更可要求學生掌握不同社會地區的用語和

格式，並懂得作適當回應。 9

隨著基礎中文教育改革成功，進入大學的學生的語文水平有了提高，大專中文教

學就必須提高層狀，改變以前補救改正的教學路向。補救改正是權宜的，如何提高學

生的學習興趣、培養他們自學研究和獨立思考的能力，充分體現學生在教學中的主體

作用，才是大專中文教學真正的教學目標。 10 大專中文課是在各專科以外加設的，授

課時間有限制，與各專科比較，學習上也有主攻之分，再不可能採取灌輸式的教學

方法。 11

首先，為了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港大的「中文增補課程J 最近兩年開始加入「文

學」、「歷史小「文化J 部分，與語文講解和訓練緊密結合起來。學習興趣提高了，教

學效果自然理想。

其吹，語文講解和訓練也著重培養學生自學研究和獨立思考的能力，並且從教材

安排、習作設計方面努力調動他們學習的主動性。思想是語吉的內容，語吉是思想的

外殼，學生培養了自學研究和獨立思考的能力，可以舉一反三，融會貫通，語文能力

得以提高、鞏固，並且終身隨之，受用不盡，對學習其他專科，也有很大梓益。

有些院校開設「語文自學中心」及主辦「課外語文教育活動J '強調「自學卜利用課

外時間空隙，讓自感不足的學生主動要求補救，已經足夠的更上層樓，正是這個教學

思路具體實踐。 12

「中文增補課程」的「增補」兩字，有少許「補習」意味，其實更側重「增加」、「增強」

8 參何志軒〈大學語文的危機> (1廣東省第八屆大學語文教學研討會」論文)。

9 參李家樹〈另類的中文教學>1廣東省第八屆大學語文教學研討會j 論文)。

10 參張海元〈教.為了不用教> (1廣東省第八屆大學語文教學研討會」論文)。

11 參蘇耀宗〈也談香港大專生的中文水平> ' {.信報} 0 1997年2月 27 日第22版。

12 參楊鍾基〈就香港大專中國語文教學的困局探討語文自學中心的角色> ' {.中國語文通訊> '第40期 (1996

年 12月) ，頁 1-8 ;梁巨鴻〈中大成員書院課外語文教育活動平議> ' {.中國語文誦訊，> ，第40期 (1996年12

月) ，頁 36-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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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學生中文能力不好，固然要補赦，學生程度好了，也要好上加好，達到更高層

攻。

四

由於香港自八十年代開始急促發展為遠東地區重要的經濟、金融、電訊、航運中

心，需要大量各行各業的專門人才，而在行政、管理方面，也需要高效能的語文，以

維持運作，大專中文教學須適應社會形勢的發展和配合學生需求，循功能化、應用化

方向發展。 13 各大專院校都按各院各系學生的專業，積極開設較專門的語文課程，

如「商業中文」、「法律中文」、「工程中文」、「科技中文」、「醫療中文」等。

甚麼是專業中文?有適合和足夠的師資應付不同專業中文的教學嗎?中文老師教

授中文順理成章，但對某些專業就未必有認識(其實也不能要求) ，可以講授「商業中

文」、「法律中文」、「工程中文J 、「科技中文」、「醫療中文」嗎?相反，從事個別專業

教學的老師對他們的專業有認識了，又懂得教中文嗎?他們有足夠的中文修養和教學

經驗負擔起中文老師的責任嗎?我們相信:只要學生的語文能力夠得上水平，他們畢

業之後不管從事甚麼行業，經過練習，在語文運用上都可應付日常工作所需。語文能

力是基本的， I專業中文J 是基本以外的，掌握了基本的語文能力，其他基本以外的東

西都很易上手。語吉學上有「共同語J 和「專門語」的概念。共同語指語吉集團中大多數

人日常生活襄使用的語言，專門語指在某特定範間內使用的「語吉變體J '如法律、會

計、醫學、社會學使用的語吉。學習語言，主要學習社會上一般慣用的語言"即是共

同語。至於專門語，是在共同語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即使在用語和句式有獨特之處，

把共同語掌握了，再進而操作專門範間內的語吉變體，應該不是甚麼難事。語文能力

有了一定水平，是可以把這種能力轉化到不同的場合去應用的。 14

即使是實用文書的寫作，雖有本身的特點和格式，但又必須遵守一般文章寫作的

規律，寫得好不好，都與基本語文能力有關。專業中文的教學，更重視基本語文能力

的轉化，以基礎寫作帶動專業寫作。

港大「中文增補課程」按照各院各系不同專業的需求，講授各種不同的專業中文，

如為工程學院講「工程中文」、法律學院講「法律中文」、醫學院講「醫療中文」、建築學

院講「建築中文J '等等。 15

專業中文的教學，還在起步階毆，怎樣訓練和培養學生個別專業的中文能力，即

13 參鄧仕樑〈專門語文教學的構思和前景) (1廣東省第人屆大學語文教學研討會」論文)。

14 同注9 0

的同注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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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把學生的基本語文能力和專業中文能力結合起來，值得我們努力以赴。 16 當然，為

了順應不同專業的需求，也要講些個別專業語文運用上的特點，並收集該專業的特別

用語，談談翻譯問題，以供學生參考。專業中文的教學，可以考慮從以下幾方面作出

改進:

1.釐定具體的教學目標，課程內容針對學生的就業需要設計、編排。 17

2. 邀請專業人士參加課程設計、教材編寫工作，甚至邀請他們講授有關課程， IB 或

資助年青老師接受有關專業的初步培訓，以提高教學水平。

3. 搜集資料，整理、編寫教材(包括一部適合不同專業需求的實用文寫作教材) , 

以方便教學。

五

大專中文的教學與中學語文教學息息相關。基體中文教育做好，正如上述，學生

就不必再在普通文字的閱讀和寫作上費工夫，大專中文教學可以向較高層次發展。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教育統籌委員會發表的「第六號報告書h 建議把普通話定為

所有中小學核心課程之一，幾年之後，進入大學的學生都可能懂得說普通話了，普通

話還是大專中文教學的重點之一嗎?

近些年來，中小學語文教學的不斷改革，看來都是合理而有效的。一九九七至九

八年度開始，推行母語教學，幾年之後，進入大學的學生的中文水平都可能大幅提高，

大專中文教學的教學目標，還是需要為學生做補救改正嗎?

一九九三年開教、一九九四年開考的預科「中國語文及文化科J '它的教學成效如

何?對大專中文教學的調整和發展起了甚麼作用?都值得深入探討。

大專中文課如果作為一個學科繼續在大學生存下去，的必定要從較高層吹教導學

生，著重培養他們自學研究和獨立思考的能力。專業中文的教學，更因社會形勢的發

展和學生的需求，變得越來越重要。

16 參李學銘〈本港大專應用文教學所面對的難題和解決難題的辦法>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

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主辦「現代應用文國際研討會」論文)。

17 參陳月紅〈專業中文課程設計構想> ' <語文建設通訊(香港悴，第51期 (1997年3月) ，頁68-71 0 

18 港大「中文增補課程」於一九九四至九五年度為醫學院開課，嘗試以中文介紹醫生和病人溝通的語吉和醫

學術語。為此特別邀請廣州市中山醫學院宗永生教授和港大中文系廖日榮博士合作，將有闋的英文資料

翻譯成中文。又請「中文增補課程」老師編選中文教材，給學生參考，並在小姐導修討論。參廖日榮〈術

語與溝通:醫療中文的教學> ' <中國語文通訊) ，第40期 (1996年 12月) ，頁9-16 。

19 由一九人八至八九年度開始，港大決定推行學分制， I中文增補課程」轉為學分制核心課程之一，大部分

一年級學生必須選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