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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銷書

香攏過餾世界貿易禱，過去一個半世紀，尤其是最近五十年，不但繼承了中醫大城

市芳吉錯綜複雜的鳥語言，而組接受了外醫語許一一英語一一的深刻影響，中英雙語教育

店經成為本端教育的特色。眾所周知，本雌居民 '13分之九十以上是中國人，而其中大

部分又是操壞事詣的藏東人。五十年代以前，新興的大郡王土地髓，思路操客家話，了宮內部

有不少潮州人。當時香梅電台的中文顯鞠廣播，都用黨東諧、普髓話、禪:外!語言三種語當

播放。(難體解釋一句:本文~r粵語j泛指漢語的大1f育之一，以?廣州站j專指流行設

薩餅、香港一帶能粵語錦標機青島位五十年代以後，大變揖中鸝大陸人提投齊巷、港，帶

來各地不再換芳盲，又為本地捧站了不少語言f旦彰。

大致說來，廣如i話是大部分居民的母語，閑時也是社交往來的共同棟準語苦;其他

只局限於某略家庭戒某些社蟹的交際場合。這種雙語a情祝並不是香梅特有的，而是

中體絕大部分地區，尤其是在推廣瞥過話之後揖共同特點。

香潛在教學方首使用的插言，如詞中間大部分鐘籬，存在著雙軌輯:說是口吉普利書

面語脫諦。廳外!話口語和審雷諾，語音立于曹大興小異，但是譜法、論監方間差異不少。

另…方圈，英語站著張黨要的捕位:英語不租一咿向提宮方語宮，而且對本地教會有很大

的影響。以英語為教學蝶介的中學，到 1997年為蹺，仍f島上風。遠是香港教育的一梅特

點。

輸辛辛 1997年，香港主權問歸中國，己鑑夠覆轍鵑語當局面又聞臨新指模戰。一向不怎

麼受香港人黨棍的中國擦安裝語一…普插話一一當然要受注時，。

今天我想就幾糧大家關心的語吉教育問題，據加一些意見向各位詩敬。

1 作為…f閩中輯人的必備語言傳饗

香港的語言格局 s 如上所瓏，慶:持i話雖然是大部分層踐的語苔， í娃娃又因為有聽

* 本文為應可寄港中文大學三反潛森一一新法舊書說語文教育訪問教授公穗講座而撰。作者驚對香港中文大學中

圓詩三亨且是文學系同仁及拔萃澤毒集博士深殺謝意。校核過程中又蒙陳畫畫教教授仔細批攻，無很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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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撞背景，直至最近，英語一向是政治上、社會上的 f高J 語言。昕講 f高J 語言{旭hi崢諒計叭h 1 

I伽a滋an彷呵哪1苓g♂伊ua嗯ge改或蚓敝) 多就是上層鸝幸杜士會鵑語言，其有有.權威的語古 P 替

i楚義宮方昏的告標講準草語多與之招對的是門迋恥j 語莒(伽10枷iwla叩n學伊E泌age戒b均l投社記枕cV ' 是1懿惡膺社會的諦霄、

不受重視筷至受輕視白能§語首，艾J右有「中j 語莒(加I叮me脂s吋ole耐圳C忱t) 多 J攏媲位在前二者之問;汀「中j

和門正J 語吉往往是鼓鼓治階鋒的語言、老百姓的謝富。廣州認一舟是廣東當以及農摺省

粵語區的通行諾吉(Iingua franca)、地方標華語和「高J 語苦;在香港中關人的材，閣樓也

享有同樣得天獨擇的地位，關旦控年來在政論上與英語並駕齊軀，被承認為官方語苦。

1997年回歸中關後，這個府面很可能會改變，鹿為中關當局幾÷年來一盒J勢力推讓標單

譜醬攝捕多香港勢難倒外。吾吾臨香港人的第一盤問題，說是採舟哪餾或聽些傭語言為標

準語、 Ïftg官方語言。在尋求答案之議，至少話要兼顧兩個方頭:

，要考蠟遠景。香權雖然可試在五十年均維持現狀，但已經回歸中關 3 每裝

聾準備推行普通話，方便與大陸同胞溝通，這是作為一個現代中輯人的發當語言鬱聲之

…- 0 

，要考獻實際情誼。其中又要控意幾個問題。一個是時問:諒觀中報大陸半世

紀來推廣普攝話以及華灣推行觀語的工作， I般以時則是個大前提，大域布成績可草里，

偎在方古典普插話歧真較大的地廠，在非官方或奔正式場合，會u如菜場多方苦的使用還

是十分瞬穎的。一個是師資:學習諾霄，雖然可以靠著錄音帶、錄影響、電棍諒自等方

自主彈，最有殼的英磁於說帥、提小在學校蟻腎。普插話師資的堵調，亦需殼以時畏。

還有仆個是傳說的問題。推廣普通話的鼓建設與競度擺有一個問家華就是對自己方畜的態

。有些地髓的方言，只在非常有限的範圈內使用，龍鐘些方宮的人，過常權操其佈方

吉，尤其是地方通行詣，路此學當窮二語言其第二方當是視海必要的，容易被接受。晨

，有學方許是地隘標準語威逼符諦， 由是外地入學脅的對象 3 操這略去于言的人沒有

學習其他方吉的必要多詞時也免不了有輕視其錯了7言的態度。要改變傳統，啦需般以時

o nH 

我們不妨把這五十年劇作一穢語言遍接支持期 9 把普及普通話作為目標，還步推行。

推隨著插話本身立豈不等授以督權話為標準語、為官方語苦。從政治的角度來看，香港既

然自歸中屬多自然運學雷哥哥揉取不與中圈衛黨的語吉;方針;從社會的角度來看，一國之

內能在吾吾吉上通行無阻 9 對增進了解、勵和民族、穿便交通都有正酷的意義。

一方面，蹺謂官方言語言，跨謂標準諦，是杏局限按…個話苦?香港有雙詣的轉

說?上頭說通 3 廣州i話幸良英語都是官方語言，都是標準語。今復是否予以普通話取代主主繭

幅巨前是官定語宮、是標準語的語言?是否叮以考慮設立不止一劉官方語言、不止一個

標準語?接故泊、提社會的角度來辛苦，iÈ，許沒有這幫必要，但從麗梅、外賞的角度來

'是否更能起積極的作用?再者，香港己經享有雙語之科委這是中國其他站矗沒有的

優點?是否可以進…步考慮三誼之利?在深入考慮請個儒題是杏再有之前，我們本妨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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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委說另外兩個問題，看看鸝州站和英語在香港的語育路籠中應佔怎麼樣的地位。

2. 母語教實

所謂「母語教育卜就是以母語作海教宵蝶介。一般來說， í母語J (Mother Tongue) 

原來擔母子之間使用的話宮，現在泛指究黨在家處做用的語言，有時稱為「家雖語吉J

(Home Languagd '又有 f第一語盲J (恥的t Langu幫結)、即幼兒最先學習的語膏，豆葉 7家

鐸語育J (Native Tongue) 之稱。 í草草轉諾吉J 會蘊曖昧，已經本使用了，館為在現代社

會，家鄉話不但不…叫定是幼兒最先學蕾的語言，甜且所謂 f畫家鄉J '在中關人的觀念中常

常等問於誼籍家鄉，對在撞車主主義的人來說，可能毫無意議。「第一館會J較常用提免讓

語言習得的場合多與?第二語音J (Second Languagd 對稱。「母語j 瓏{簡言這也不無問題 3

在父母說不間語言的家聽黨狹義的「母語j不一定;是家聽使用品語會?但「母語j覺最通用

的詞，我街不妨取其相當按「家應謝富j 的農泛蠶蠱而用之。

2.1 母摺教育的聽聽

遠在的生0年，在墨問哥峭子的設美妙!印第安人生話會議(Inter-American Congress on 

In<lian Lif砂土，就認暴跌非母語教育既往說不是方法。比這更早聽十年，傳教章說發表

過同樣意兒。會議後，英國、墨西哥、以及其他控γ英洲國家…敢接訥與當時蘇聯輯闊

的語當政策，讓研有的少數民毒集lj，母語為教育媒介事指出此政策不捏在教學上更能使

妓，認立在社會上更合理、更合道，並謗、海}L人皆有權利要求自操母闊的老都以母語雄

行教育。 1 美翻車年著名的人類學兼語古學家Norman McQuowri器誨人類短見當數的誰

個素是人本資讓鵲多樣化 (variety ofhuman reso眠咐，而多樣化的培養是不可戒缺的 0

多樣化首先見按傭餘的多樣化 (v叫ety of individual personalitiesl '而多樣化的體性各具

其社會、文化、裙子穹的辛辛質。凡是能協助餾懿豔壘伸展、詢詩能加之以藏大的遺露力的

教宵政策，吾吾艷我們人類的第志嘴生存有貢獻。母語是擺闊多樣化的接命之一，是習得語

言泣外的知識的基聽工具，又是害得求取知識的其梅毒草升的基礎。 2

2.2 母聽教藉的問題

母語教育的問臘只出琨~艷語或多語社會。…個社會，無論是同時擺是在不罵鵑

場合使用幫幫護照餾以上不闊的話實莓， >>奮戰選擇聽一餾就哪些幅作為教育的媒介?

續問題，看似簡單多其實不容易解決多要據實際敢泊、社會、文化情況加以斟酌。上述

美洲諸囂，雖然口頭上提倡以母語為教育謀升， {盟黨際上由於路抒政策牽潛封各種最治

上、社會上的詩題，引起各界蠶豆豆的辯論以至盤熟的反對。 3

l 參事fMcQlOWTI 1982, lí5頁。
2 參見向三寄:如潰。

3 參見聞發l告: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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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雙語及多語地體

我們不妨參考一下世與其他覺語及多吉普地區的情說以及遠些搗矗如何應付複雜的

語育局面。造種追盛大的可分三三傭類盟，各有其形成的特殊政治、文化背漿。

2.3.1第一黨製

第一類組僅可以說是出說不再語宮的民接構成前;問時，這些民族在政?台上、社

會上都處於對霉的地位，因i見國家i拉多輛語言為關策。端士就是一個好倒子。這飽國家

出設法文、苦學文、意大利文的三三大民族組成，各民族勢均力敵，盟內無所謂一統的標車

語，換句話說，法文、種文、意大科文就是標準諦，在就是這些個民族的母語，也就是

龍們的教會蝶介。說法文的吳放大多居住在西北方，難近法屬;說德文的多屑住在東北

部，鄰近梅園;說堂大利文的多在南方，鄰近意大利。各i誼l2Å當地語言、亦即母語、

教育媒介，館實際上 9 由法各地攝相去不遍，交通頻繁，來往密切，母語外的兩種語言

也在日常接觸中自然而然純學會了。思此，大部分居民雖然以母譯為主多問時也是三諾

並甫的。總諾言之，遠是借王軍盟的多話組會多無所謂 f高J 語古典月底J 語苔，反映了各民

族媲位平等、三三足鼎立的文化?語言土合耐不舍，但政治上台諾不分贊語育上的分歧並

沒導強社會上的分裂。

像瑞士這樣的讀古桶鳥，世界其地均值不是沒有多個是惜現不知端士那麼單鈍。

比如新加被多也是體也多種對等民族組成的體家，官方標準語但括華語、馬來譜、英

。其中華誰不一定是，或者可以說，不是當地華人的母語，而是與普通話或閱語相當

的標準話。當地華人大部分是說粵語的廣東人，小部分說閩南語或客家話。以華語為標

準諒並不反映當地華人的語盲獸說， ñ盾是一種政治的決定;因為如果以現實語言情況為

主事，點當挺累數而據海粵語代表華人的語宮。當均不從累而能大漢民族觀念出發，吾有

其歷史及政治背景。單所周知，自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來，中關極力推行標準諸多當時

稱為醫語學五十年代l2Å來硝為普插話費以北方話為根據多語音大殼上以剔韓土腔鵑花車

站為基聽，認盔、語法制以自語文為基礎，闊的在使操不同錯宮、不同方畜的中醫人能

互相溝通。海夕持忍問中輯人的華人自然血蝶取租用的政黨，推行普通話或獨語或與之相

當的標車話了。

加拿大報以上兩慎地區，月中有異，相闊的地方主義國內有差不多幫等的兩大民

族，萬部地嵐多說英語，東部地峙。三答說法語，英語、法語都納入標單語，同時用作教育

媒介;即西部怯母語英語為教育媒介，東部以母語法語為教育媒介。但是多抽拿大國內

還有賴當敏章能其他夕數民旅多如印第安人、華人等。瑞士和新加坡當然也有其他少數

民脹，但在比俱j上沒那重要顯著，語盲上的分歧也沒造成民族闊的種突。加拿大就不同

了，不要說少數民族，就是本身語吉採賠為標單諧的輛大民族，也常常發生政治衝突，

說法語的民接莓至要求講立。可見諸吉是構成…僑民脹的叢要問素，同時攏在政治上起

訣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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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第二類星星

現在我們再來華青春第二種地隘的情誼。第二種雄屬也是由多種說不同語富的對

等民接構成，但是由按政論背景，議些地躍立直不以當地民族的語吉為標雖語，研以當地

歷史上的 f高J 語言為攘準語。造哇地握以往是殖民地， r高j語育就是統?台階級的語宮。

其盟斯 (Belizel '那前英屬洪都拉斯，就是一個倒子。說於危迪馬說之束，墨西哥之

醋，牙米加之正間?此地深受拉丁美洲與加利比亞的也bb組)之影響，尤以後者海甚。

國內有五個說不用吉普畜的民族，多數是亞非系說混合諾 kreolel 的民族，以英語為摹鶴的

其荒混合諾荒他們的母語。無加利比人是阿拉瓦(如aw站l/加科比 (Carib) 系印第安

人與非按時人接裔，說邱非萃的加利比混合錯，當地人稱為Garifuna 0 又害人說西班牙語的

印器系Mest1zos人 p 說不再錯宮的爾文印第安人 (M峙，我及Kekchil '說權詣的Mennonites

人。貝里斯的官方諧音，是標準西印度式的英語，雖然英語不最任何民族的母語;英語鞋

在學校學來鵲 f商j 諾苔，有多積口音。海合話沒攪龍化，配有多種口音。接車薪混合語

主義被人看輕的 rfff;J 語言，裝在海岸一帶及嚼辦農村使用。一般交釋也可用一種被認為是

「中j 諾育的 f墉英語J (Broken Englishl 0 4 

2.3.3 第三三類型

以上兩種地廠的語宮梅局都屬少數，世界上大多數搗區是第三欖情說，即出一主幹

民族及數{串成數十偶少數民主長構晨，主幹民族不但在數目上站多數 2 而立在政洽土、社

會上佔鑽勢雪其語古時研謂 f高j諾育，少數民旅揖諾育是門話J 語宮。「高J 語富;是標準

乎是主幹民族的母語，也是全國的教育據介。 f高j 語育與 f儷j謊言的使ffl範園是分得

很清楚的:在宮式場合、合眾場合便用「高j語言，在非官式場合、在入場，會使用門注J語

。美國是錯好鴿子。主幹民族雖然不是讓一的民主笑，青海"是誰歐辦各地來的不同民族，

祖先雖擺不同的語言言，但現在母語都是英語。英語內部雖不甚一致，方宮之間苦大間小

異，鮮有建成交通上的障礙。聞鶴立百多年來， r高j 諾富的地位鞏由多說「位j語言的少

數民晨，留括原住民的印第安人，都得學習 f高J諾苔，杏貝。難以在社會上立足。少數民

族的移民，躍、得通過英文的敢抬考試才有資格成為公民。不學習英語或學不一會的少數民

族，只能在自己的民旗圈子攬生活，頂不能為核心社會所接i受。對主義些少數民族來說，

只有母語學習而無母語教育。所謂母語學習，一般是父母要求子女艷本昆族的文化有所

認識，是一種課外的學習，倒如華人或自人子弟星期六上漢語課、日語課之類。

三種類單的分悶不是絕對的，尤其第三種顯現，往往與第一、第二類單詞時存在。

2.4雙語、多措地麗梅盟會政黨

2.4.1 美國

母語教商在上建議一種地區…普遍存在，在第二種地驅根本不存在多在第五種地蜓只

善 參辛辛Escure 1979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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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提主幹民族中。耳之堪，二十t世紀下半期，出攬了一個新琨象。首先出現在英蟹。

詩，織中國內戰及鐘戰、韓戰之後，美醫移民大量增如多詞時來自南芳的中美洲系移民

亦與日棋嚕。學齡的大批移民湧入舉枝，由於語吉上的障礙，本少學童在學習上擺窩頭

難。 1968年榮國頒布 f雙語教育法令j 惜ilingual Education Act) ，撥款協助學校黨劃幫助

母輝非英語專棄學習英詣， í卑能j嗔和i誰還發育並規定學校盡有I能考慮續當利用學黨母語選

在教釀。當時雙譜數宵主要針對母語為空軍議牙語之舉囊，方諾不一?有採用以變語同時

進行教懋者(黨聽母語、英語教授學耗，並教授英語為第二語言~ ，即廣輯部L) ;有撤庫

「全部設入J (Submersion) 式、即只舟英語本用母器教學者;亦有謀用 f部分獲λj

(Structured Immersionl 方式、即雖立i英諦為主、閑時亦鸝齣採用母鵲者。的74年，出現

了害者的Lau v. Nichols藥。學予魏驗「全部投入j法的華裔起訴人題為根據美國草鞋法，每

種主妻子都有接受教育的攤利，並且根據 f雙語教育法令h 學校需要考慮以學童母語進行

教學。劉也要求以母語廣州路進行教育。當時最高法院 (Supreme Court)的判決認為「全

部投入j教宵挂違反憲法。磁場官司結果在教育界掀起一大渡瀾，引起激昂爭論。有人

認為母語教育是理所當然，是最喜麓殼的教育方法;有人則認為既然履留在黃闕，終歸

得差事韓英語， f學轉教育皮爾不必要喜地拖廷了、甚至儲蓄了建餌必要的蠅程，後來扇磊贅

語教育成績不如環錯?教宵部建議敢講以母鋪教學的接樹。 1987年審核彈舟盟會擺出的

體語數會報告書，綜合十位毒草家的意兒，結果見仁見智，得不出…殼的緝捕來， 5 能最

近加外i已取1時雙語教育計劃。

2.4.2間歇

題獻諸國在六十、七十年代，問海經濟上的需要害，引入大聽外國勞工者，錯各國帶

來嶄新的語吉為醋，尤以梅、法、菜為最。外關勞工者大部分來自土耳其、摩洛哥，小

部分來島東蠍(如希麟、籠高斯拉夫卜聽黨(如葡萄牙、問班牙)。遺些國家在七十年代

都先稜進行了少數民蜈移民的搔首調查，特別是在中、小學權行學語言背景及語育使

用情漫的調查，就根據結果設立了所謂 f移民少數認族語育教育J Ummigrant M您的ty

La時:uage In蜘CtiOI或間1) 政策。§這個政策原先是針對季都勞工者子弟能需要，教授

佈們自己的母語，為了方便龍們將來問闢接受母語教育聞報的。不過品位1雖不等問贊母

語教育，不是用母語作為教育媒介，聽只是把母諦當作一門學科來教授。 m主義本久就發

現逍個目前是不切實際的，因為權些季節移民以及家屬都沒有扭厲的，都在工作地定揖

下來了。聞此，品位主改為針對一做學齡移昆的政策，目前在使移民于弟能!瞋科趨據權家

農語吉曦境進入學校語盲磯撓、從母語轉用機憊擇的需要。

2.4.2.1 英鸝

5 詳見US General Ac∞untin窮。ffice 1987 0 

§ 參考奇Peter Broeder & Gm起做個 1999 0



1999 年 12 月第 52 期 7 

我們不妨舉幾個例。英國在接受移民之前，本土就有說不同語言的少數民族，

如蘇格蘭人說Gaelic話，威爾斯人說Welsh話。對於這些本土的少數民族，英國另有語吉

敢策 3 這裡不訣。的|入季節勞工者之前，又有從以前瘟民地一一如印度一一來的移

民。 1985年英國頒布了「普遍教育J (Education for All)報告書，使少數民族有同等受教育

的機會，並在1990至1995年間每年舉行「種族檢察調查J (Ethnic Monitoring Su呵呵，據

此分出十一個常用少數民族語言(印度語吉如Hindi 、 Bengali 、 G吋征ati 、 Pu~abi 、巴基斯

坦語Urdu 、土耳其語、希臘語、意大利語、葡萄牙語、西班牙語、廣州話)。英國的義

務教育實施於五歲到十六歲的兒童，全國學校都遵照一定的「全國課程J (National 

Curric叫田叫施教，且咀且在小學教育中不起什麼作用，少數民族語吉只能在課外教授;較

重要的少數民族語言在中學則可以納入課程之內。

2.4.2.2 法國

法國本土的少數民族，鄰近德國的說德語，西部及南部有說Basque 、 Breton 、

Catalan 、 Cor虹an 、 Occitan等語吉的，為數極少。除了德文在小學、中學都教授以外，

其他語言鮮見於課程內，少數民族移民的語言就更不用說了。少數民族移民以說阿拉伯

語為主，包括來自摩洛哥、阿爾加利亞、突尼西亞各國的民族;此外，有葡萄牙、土耳

其、意大利、西班牙、前南斯拉夫等民族。 IMU敢策範間有限，這與法國開國國策有

關;所謂「一國一語言」是法國革命的口號之一，以巴黎方吉為基礎的法語成為全國的標

準語，教育部的語吉敢策也以推廣標準語為主，品位正主要由移民國家的大使館支持，各

個語言在小學教授。少數民族語言在中學則以外語科目教授，由法國政府支持，其中包

括英語、西班牙語、德語、意大利語、俄語、葡萄牙語、阿拉伯語、希伯來語、漢語、

日語、荷蘭語、波蘭語等。不在列內的語言，可通過「長途」教育 Üong-distance educationl 

學習。

2.4.2.3 種國

德國是由十六個自治州組成的國家，本士的少數民族有說丹麥語(西北部)和說

Sorb (西部)的，都有特別的語言權利。少數民族的移民以土耳其人為最，前南斯拉夫人

次之，亦有來自意大利、摩洛哥、希臘、葡萄牙、西班牙等國者 o Th位』敢策分別由各~'I'I

實施，並由各移民國家的大使館支持，各州敢策雖不盡相同，但目的不外在方便移民學

童順利進入德國教育系統。

2.4.2.4 瑞典

總而吉之，上述幾個國家以及其他西歐國家，擁有數量或多或少的少數民族移

民，雖為移民子弟設有教授母語的政策，但都沒為他們設置母語教育，教育媒介是各個

國家的標準語。唯一的例外是瑞典。瑞典在1976年推行「家庭語吉改革J (Home Language 

Reform)案，除了要求移民子弟學習瑞典語為第二語吉外，還給予他們以母語(解釋為在

家庭內使用的語吉)為教育媒介的權利。另一方面，瑞典沒有為數龐大的來自南歐的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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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移民。少數民族中，以本土的芬蘭人為最多。勞工移民知書來自說阿拉伯語的間家?

當南斯拉夫放之。比起其他器敵國家，瑞典的恥位且按策離寬禱，每年出學校供應「家聽

語言言鏡計J (home language statistics激卒，報告除瑞典謹以外在家聽使用的語菁、 IMLI的

需要、斜及教授瑞典語為第二語富的需要，據以施行教育政策。路笠立的第一種方式是議

還聽學校J(Gn扭曲oli戶年級豆豆六年級學生每周上一小時IMLI諜，七豆豆九年級學生可以

母語代替第二外蟻，每周上王小時點在2躁。撞禮品起主課一班護少播有五個學生。也任主

的第一種方式鞍在所謂「整整語學校J (恤ingual sch∞音，針對{擁礎學校j 一至六年級舉生，

大致以家聽錯吉為教會媒介，同時稍有一最低健件:就i是蓋在商年綴半數或半數以上的科

岳￡

十種之三多客{懿括芬萬薦舊語、阿投稿請、前南斯拉夫語、西班牙語、技斯語、波蘭謗、土耳

其譜、英語、阿爾自尼亞語、 Kurdísh 、何組語、希臘語、索，馬科亞謗、 Ti停訂lese 、匈牙

利譜、德輯、丹葬語、法譜、敘科亞語、超南語、廣東話、漢語、俄語、泰器、離馬尼

亞輯、體萄牙語、意大和語、 Macedonian 、攝威語及Sorani) 。

2.5 香港的語當經驗

香濤的話盲格局雖大致與第三類型嘴舍，層民由一主幹民族、說廣州詣的廣東人、

以及十多備競本持方商及吾吾育的夕數民族組成，大多數人的母語是廣:閑話，遲遲外i話時時

又是通行語、又是總方橄準諧、又是宮方語苔，但與第三類型又有不同之瓏，即少數民

族一般能擺黨外i話，故以麗娟話為教育媒介似乎是理研當然的。另一方擂，香港聽去曾

是殖民擋，英語是官方語言，是 f高j語賞雪同時又是教宵;媒介之一。綜觀本地的中學，

1997年或以前叫英語為教嘗媒介的站大多數，且目請大專學校內以英語為教育課介的弱

多。回歸中轎後，蘭對新世紀的東驢，香港的教育政黨將何去何從?

當面擺謹以母語主主教宵媒升的重要性。大多數非擻民地關2較多除了語莒格局是上述

第一數塑外，都擺用主幹民族的母語為教菁謀升。暫持撒闊少數民簇的母語教育問題，

香港教育政策要是提單多員ULlÁ鹿鼎話為教育接介是自餘的體擇。然時，中國大陸的教育

政策直是以金蠶標雄語一一普攝話一一…~教育蟬升。香港既然間歸中閥，是否應接用問樣

的教育政策?還想恤是個政治時題，而不是個錯吉學的聽聽。

如果說把這五十年看作語言政策的過渡時期 9 鄧麗在這攝渡時期中，是苦先採用LlÁ

母語為教育媒介的政策，讓學校改舟母語攘外i話為教寄媒介?五十年後是否又要改變故

策，以本地多數人的難母語蕾通話為教育媒fr?

在解決遍接閱聽藺草必須以實驗證明以母報海教育旗升是否勝蓋全以非母語為教育媒

升。教奮學者、語育學者、人難舉者，金日首龍之McQuown 先生，都是從理論上闡明 i品

母語為教授媒介的重建耍，性，並未有錢實驗上插以證峙。遣大概是問為不容易設計實驗的

緣故。據已出版的資軒，只有一、兩個商家作過此類實驗，容下再討論。香港在遠古面

其實可以作血很大的貢獻，因海香端正可以挺快最理想的實驗場虜。香港具有以非母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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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教育輝兮的學校，聞監是海針對具有同樣語育背景的學童時設立的，具有過轍實驗接

件的地芽，思怕世界上瓏少有。我們主義否可以拿幾對程度站等的中、英文學校碧藍行實

驗。比1i說，考察某年級的小學生對數學鞠科學的理解壤麓，看看是中文學校還是英文

學校的學史學縛，訣、學得好。造樣的實驗當然也會牽涉到很多各種不同的問題。比旁

觀，不爵的教師會有不闊的教學娘眠，不同的學生也會有不闊的還是度。前一備間是夏花較

容嘉解決。例如可以讓師範學院的!可…續實習生到程度拉等的、一中一英的幫畫家學校去

分別用中典文教胃樣的問艘，看擇手些學生學得快。我相信教育專家叫竟能設計出更好、

更有效的實驗穿法來。

我唸中摯的時候 s 顯好在…家又有中文部、又有英文部揖寓中唸書，我除的是中文

諒，在我的記懷中，中文部的數學比英文部的來得諜。在座的諸位，不知搓手于沒有人有

問樣的經驗?

3. 作為一餾現代人的語言檸養

自種東茜智體陣營瓦解蟹，議於經濟合作以及其他方國的需要，泛歡洲的觀念一

再抬頭。要堅歐洲人有擁向;疇，互相溝擺以求了解各關之間在社會、文化各方醋的真;可是

錯先決{廉件。語育既然是攏到互相溝通的黨要工具，選擇一種通行甜古是勢所難免的。

英語是現今鷗館與最流行的報吉、遍楠全世界、又是最常臂的第二話玄或外語，因此最

有資格擔當醫跨過行語，時實際上?無可否認，英語己經成為追星星-1語語宵。歐樹人有

比;接…一雖然法國人反對一一，世上其能各地的人大概也實i再聽吧!

所謂 f通行語j並不縛於標史學語或會芳語吉。蝶黨籍是一國之內提定的某一個作為

全闢標準的態宵，通常是社會上的 f高j 語膏，並接罵為教育模升。宮女于語言是政府鐵定

告文、合捧上使用的語言，議常是全國的樣樂誨，但不一定是，有待地方的標準語或通

行館也被採用為會主言語言。捌如，中國的西藏臨的區，長蒙古自治區等區域 2 論旁的標

準器如間藏標準語拉臨甜、耳其蒙古話，與漢語普連話何時是當地的官芳語霄，個攝些地

方的標車言嘗不是全中蟬的螺毒草語。又如清朝招年要讓館及喵外i語都是當方語言。聽需種

語言都是由故府審定、鎮怖的。歪扭過行諦，則與政府的規籬無關 3 是某個軍接通行的

，為適聽說不聞方吉或語言于的大眾溝通的情麥、出當儷人默認或合諧的，可能同時

是該臘的 f高j語膏、成輾準語。儕如廣州話，多年來是廣東及殷商粵語麗的增行語， I可

時也是專輯的標準語，但不是漢語的蝶雄語。Agerl993就指出，採用英語為歐朔的議行

語義不等於以英語言毒，吉芳的甜苦。故克英語在創造歐乎H籠一實體中立在不起特纜的作用，

它只是個作為講趣的工具闊抖。 7

7 參考奇特命rl993， 8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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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個國際城市，是個世界貿易中心、旅遊中心，住民與非住民中包括說幾十

種語言和方吉的民族。多年來，英語不但是本地的官方語盲，同時也是各民族間的通行

語。就是撇開本地的需要來說，當前的世界是個全球性的世界，無論精神文化、科技文

明，一浪既起，即波及全球。賴以傳遞信息、尋求理解、維繫人際關係最基本的媒介就

是語言，而在國際間要起此等作用，無疑需採納一個像英語這樣流行的通行語為媒介。

作為一個現代人，學習英語成為必要的修養之一。

4. 香港教育的模式一一一一個旁觀者的意見

早在1969年，前面提過的美國著名的人類學家及語吉學家Norman MCQUOWIl在巴

西聖保羅召開的第五次泛美洲語言學與語吉教學研討會上，就大力主張學習三個語吉:

首先是母語，地方性或全國性的通用語吉吹之，世界性的語吉又改之。美國Carnegie

Mellon 大學現代語吉學系主任Richard Tucker教授指出，雖然現今世上不到四分之一的

國家承認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語言為官方語言，個人操雙語或多語者多於操單語者，學童

接受第二語言為教育媒介者亦多於單以母語接受教育者。我們是否可以考慮採納他們的

意見，無論是作為一個現代的香港人，或是教育一個現代的香港人，以多數居民的母語

廣州話為教育媒介，同時從幼年時代或盡早開始進行中國標準語普通話以及世界性語吉

英語的教習，並考慮兼採用為教育媒介，以求適應二十一世紀新社會、文化建設的需

要?

更其體地說，香港教育的新模式，應該建立在舊模式之上，並盡量利用以及保留

舊模式的優點。舊模式強調英語。在香港教育專家能從實驗證明以母語為教育媒介是否

勝於以非母語為教育媒介之先，我們不妨參考歐、美、亞三洲幾個以多語為教育媒介的

國家的教育模式。 8

4.1 盧森堡

歐洲國家鮮有單語社區，多語趨勢近日更有明顯發展。盧森堡位於歐洲正中央，面

積一千平方英里，人口約三十六萬，由 1815年維也納會議創建，三吹世界大戰、尤其在

歐洲經濟共同體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即今歐洲聯邦 (European Union) 成

立後，國際地位日高一目。個人收入 (per capita income) 為歐洲之冠。居民母語為盧森

堡語，語吉系屬為德語方吉，國內通行三吉(triglossia) 【三盲者，在三種不同場合使用三

種不同語言之謂也】，口語使用盧森堡語，書寫則用德文，官式場合用的口語、書面語

採用法文。教育制度為三語制:義務教育四歲開始 3 兩年幼兒園以母語為教育媒介，六

年小學雖繼續使用盧森堡語?但一年級開始大力教授德文，並逐漸以德語為教育媒介，

8 下列蚓、 4.2段資料據Hoffmannl998' 4.3據Gene間1998 ' 4.4據Gonz叫ez19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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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級下半年開始教授法文;中學共七年，法文逐漸取代德文而為教育媒介，中三開

始，校內口語只用法語。英語則中二開始可以學習。盧森堡園內無大學，大部分學生赴

法國、德國、比利時等地進修。語吉教學進度，參看表la及表lb 。

盧森堡的教育制度有兩大特色:一是特重師資，所有語文教師必讀畢業於所教授語

吉之國家之大學。二是以漸進法更換授課語言，以第二語吉為教育媒介之先，必以專科

授之，如以德語為教育媒介之前，先教授德語、德文，並在採用德語為教育媒介的同

時，停用母語為教育媒介，此後母語只作語吉科繼續教授。

盧森堡的三語教育可算相當成功，居民除普遍使用三語、三吉，大部分鐘會英語。

4.2 歐洲學校

所有「歐洲學校J '源出於適應外國人的需要，由於商業上的來往，不少人被派往

外國工作，學齡子弟就學，無所適從。 1958年起，為了適應此種需要，創立了歐洲學校

學制，包括有幼稚園至中學各學級，結業時並授以歐洲學:位。教育宗旨在使學童能在接

受母語教育的同時，培養多語吉及多元文化，俾達歐洲大同，因此，除學習母語外，還

讀學習第二、第三語吉。

學制特點包括: (1) 第二、第三語吉，均以學科及媒介方式進行教授; (2) 學級越

高越多以第二第三語吉為教學媒介，並同時維持己學語吉之進度; (3) 教師須有雙語能

力。

教學進度，參看表2 。

4.3 加拿大

加拿大魁北克省的官方語吉是法語，但全國的官方語言包括英語、法語，故省內公

立學校分兩類:天主教學校以法語為教育媒介，基督教以英語為教育媒介。首都蒙特爾

有相當數目的猶太人，創辦了三所針對猶太人的多語學校，學生來自中、上階級。猶太

人已有相當長的移民歷史，一向居住在英語區，故學童之母語為英語;希伯來語雖在宗

教儀式、節日中接觸到，但學童皆不甚諸希伯來語;法語則於日常生活中一一如街上、

市場內、電視、無線電廣播一一亦有接觸。

多語學校可分兩類:一類可稱為「雙語早期浸入J (early double immersiorV '另一類

可稱為「雙語延期浸入J (delayed double immersiorV。前者自幼稚園至三、四年級均不以

母語英語為教育媒介，而以法語及希伯來語為教育媒介，以法語教授的學科包括語文

(language 訂吋、數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以希伯來語教授的學科包括語文、猶太歷

史、宗教、文化等。後者則自始以三語為教育媒介，但從五、六年級開始特別增強法語

(每周授課12小時) ，詳見表3 。此兩類學校曾徑為期七年之審核，評價如下:

(1) 第二語吉的習得一一不使用母語為教育媒介者成績勝於同時使用母語為教育媒介

者，即「雙語早期浸入J勝於「雙語延期浸入J '而且「雙語早期浸入J與「單語早期浸入J

(即只使用一種第二語吉)成績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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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阿姆使用兩種非母語為教育媒介對母語的腎得並無不皮影響;

(到麗還教授母語對母語的習得立全無不良影響;

中劉吾吾文通訊

(4) 使用詞種非母語教舉對學科的彈得並無影響一一「雙語早期浸入j使用法語教授

數學， í變語延期浸入J 使用英語教授數學?觀者對數學的習得提無挂異。

蒙特蘭三語教育成盾的國黨何在?值得控意的是: (1)學撞來自中、上階麓，母語

為其權威的、眾數居民之諾(莒(英語) ; (2) 蟬賞一一教師所教語吝均為自己母語多並對

非母語之英語、法語或希f島東話有相當程度之修養。

此外，考東進行多語教會者，亦有專家器為，如數學方法劍斬、有殼、財廷鱷浸

入第二語言亦可校同樣效果。要使多語教育成誨， ~按袋裝期繼續進行， IJ\學與中學必須

有密切聯黨與合作。

4.4薛偉鞏

菲律賓皂十六世紀中至三十九世紀末年是西班牙的聽民地，其後由藥盟購得， 1946年

獨立。語宮立于面，土語不下數十，教育蜈介1898年前為觀班牙語，其復海英醋，持的年

始授Tagal嗯，即令菲律實之劉語 3 琨今在學校教授之語言共丸，除Tagalog抖，

Ilocano 、 Cebuano 、 Kapampangan 、 Bíkol 、 Waray 、 Visayan 、 Hiligaynon Visayan 、

Mar組蚓、 M略油ld側。等。數育制度先用三諾(土吉普、菲律賓器、英語) '1fi土語只作為

「禮渡j語言，並不用以教授學科;歪扭年級開蛤用雙語(菲律蜜語、英語)為教育旗升，

詳見表4 。

菲律賓的教育制度轉屢經審怯，許續不寓，面臨菲律賓教宵的問題不少，起揖英

語水準低落，以菲律賽語教校的社會學辛辛，學生對內容的掌握不如理想。專家認誨，菲

律鑫教宵制度的問題不在使馬雙語進特教懼，晴在一般學校教學環境質最權;街都當局

雖推行以國譜數學習但缺乏以輯錯書寫的優質教科誨，旦國教師待過差，不能吸引樓質

師籬生要以數鯨資低三持。總哺育之，一攪成弱的教育制度黨有賴於社會、經濟各方臣之

間素，不能單靠教育理論。

4.5 香港

總括各關麓驗，香港很有可以借鏡之處，取其畏而構其妞，再加上本埠多年來雙語

教育的豐富經驗，不難提出一套可行而又過應本地國際王震填需要的教育模式來。

以我稿人妞兒，當先應以本地教育情視為基嘴，審較清聲母語教育與非母語教育

對是與科內容的吸校有何影響。諸實驗站果符合前述各外餾專家的 f無差別J 結論，即可攏

…步考盧參考某將成梢的教育模式。加拿大的多聽學校模式敢接近香港惜沒之需。香港

人的母語廣外i詣，家享有地方、甚璽題地方之權嚴地位，露要教曹的普通報及英語，在

日常生活環境中亦多有接樹。蛙英語教學，香港擊著經驗。組是，英語教學是否採取現

在中文舉校的主法?英文學校的轉統能否攝入新模式裡?如果英語教學撞無居前中文學

校的方法多每天讓學生上一節課，調放棄翼文學校的整個轉載 9 未免可惜。前面說過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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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香港教育模式的體點，說是強調英語，就是讓大都分學生主義本上能掌握英語，既然

…個現代人需要掌握英語，我們競賽考慮保留造個傳統的一輯:分。香港現在有充分的英

語師資，棄其才不舟，也未免太可惜。除了基聽英語課之升，我們是否可試考慮某跨學

科一閱始說以英語言毒教育課分?比方說，有最瓏步的以英語書寫白雪教科書的數學、自然

科擊，以及有鸝外國文忱的社會學科如地理、歷史等?又是否可以考慮某些學科兼用

中、英語進行教學?要指古之，目的在使高中畢業生能基本上掌握英語。本少語盲教育

專家都認為，掌握外語或第二語苔，不能盤算教授指荐的學斜，擺要用以教授各種包有

不間內容白雪學軒，而且須在幼年期問始施教，才能收事半功倍之漿。會

著通話的教舉，白前可能有幫資問囂。除了部強僻資部!總外，是否可考巨龍與中觀

大蹺交換教師?大罷揖供普通話教師，香港提供英語教師?以聲道括海教育據介的學科

可包括國文、社會科學如中盟歷史、貨主玉皇等。普通話的使用，定能峰高學生的一般寫作

能力。至於劉文教學，亦可斟酌兼用廣外!詣。如其拉斯周知，廳外!話在漢語芳宮中最能保

歸中古音的入聲鵲崑 2 對了解諮詢鵲簿大有幫揚，對請讀詩詞更可收音韻體鏘之議。

如何有效地運用玉言督教學，使之相輔相成，將是香港頭臨二十…世配館新號戰。

5. 如何有敢地進行第二體實教學

普通話能學曾有助於提高譯文水平。前面接過，廣州話口語和醬醋語脫節，書面言語

是怯自話文為根據 3 謂普通話的吾吾桂、詢籬，大致上與白話文一致，只不鐘前者是口

語，後者是醬醋語或書寫語苔，普通話本用自語文的複雜句式和與自常生活無會切關鎮

白雪調瞬而已。所以，學會普通話，對掌握審宙語有積極的影響。

學習普通話義本上是事按學習第二語宮。六十年代有人用當持流行的基本詞匯統計

(lexicoω啪啦tics) 或語言年代學 (glo役。chronology) 的方法計算漢語各大方古之情的聲距 3

參舟Morris S糊dash的，納爾吉個常用詞廳，對五大方宮一一北京話、上海話、梅腎、話、

廣典語、變門話進行比較，計算出花京話與嘎門詣的差距最大，有親囑鵲係的詢盤只佔

48.88% ，在京話與廳妙i詣的百分能是700/;。左右。 10 Jt京話與廈門詣的差距大於英語與魯

諾 3 而北京話與廣州詣的遲早巨大於總語與瑞典語。漢語的所謂方苦，其實是不同的話

的定義當然租不是絕對科學化的，一般雖然以「互爐、五懂J ffit，準繩 9 攏

過、豆豆懂j 的封為方言，不能「互通、立體j 的劃為語育;但是不容易奔走[互通、 J[:懂j

的標禮是什靡。另一方醋，就是能界定 f1f通、了主體j 的標準 3 現今世界上語宮、方盲的

9 語言教育家普遍認為，外語學習在十二歲以前進行最能生效。幼兒學驚語言f '有極大會台灣[H替候，隨著年

齡的增長，適應能力漸錢，蠶豆隻躍來越大。

lO參辛苦三互會穩妙的， 91-的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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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g分，不少是以政論而不是以語宮標車來劃分的。比方說 3 端典語與丹麥語是能 f互爐、

豆豆僅j 的，但是被劃分為不同的話宮，原因很明顯，瑞典與丹麥是各自獨立的國家;漢

語的七大分支一一北芳話、吳譜、謝諧、贖譜、客家語、粵語、祖母語II 一一不能 iIf

遇、芷懂h 但一直棍海方育，原問也很明顱，七大好文同屬一獨品展、…餾國家、享

有共向懇久能文化傳鏡。

明自了粵語與北方語或農!l+1話與普通話是不能「瓦爐、立懂j 的語苦，說能持著正

確白雪盤皮去學習著提繭，就能了解普通話不是館臨便纜、聽議幾故就可以學會的。

普通話與英語的教習都能得益泄對廣卅話語膏、調輯、譜法錯構等1ï富的轉議，

母語與第二諾吉的對~~研究，早就受到言苦苦教育界的說靂，不必冗敘 e

6. 結語

以上是我一點兒未成熟的、粗淺的意見，請大家多多指教，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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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Sociales I '[echnologie 

Institut 
Superieur 
d' Etudes 
et de 
Recherches 
Redagogiques 

Primary 
education 

Pre國school education 

(Adaped from: Das Schulewsen in Luxembourg, Ministere de l'Education nationale. Unite' 
~ationale d' Eurydice, Louxembourg. Printed in kraemer 1993: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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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b Subject di的ibution by year (adapted from Kraemer 1993: 170) 

I II 1st sem. II 2nd sem. mlrv V VI 

Religìo的 Educa泣。及 3 主 3 3 3 3 
Luxembour俘sh

French - 3 7 ? 7 ? 

Gennan 8 9 8 5 5 3 5 
其1aths 6 6 6 5 3 3 5 
Basic Science 3 4 2 2 2 -
History - - -
Geography - " 

. -
Natural Sciences - - - . -
Art 

Handicrafe 

Music 

Phv紋cal Education 3 3 3 3 3 3 3 
Option泣 Su吋ects i 1 1 

Super吋sed Activities 2 圈， . 到﹒ - ". 

30 30 30 30 30 30 30 

我2 Primary school curriculum of the European Schools e叩防部ed in number of lessons per 
week and per grade Oessons using the L2 詛咒 in italics). 

1st and 2nd Grades 
Ll as a subject 
mathematics 
Le as a subject 
孔1usic

人rt
Physical Education 
Environmental Studies 
Religìon or Ethics 
Recreation 

Total 

3rd, 4th and 5th Grades 
Ll ωa subject 
Mathematics 
L2 as a subject 
En社ronmental Studies 

Hours 
or Ethics 

50盯ce. Baetens Beardsmore (1993: 131) 

16 x 30 rr注ns
8 x 30 mins 
5 x 30 mins 
3 x 30 mins 
是 x 30 mins 
生 x 30 mins 
是 x 30 mins 
2 x 30 mins 
7 x 30 mins 

week 

25.5 x 3 or 45 mins per week 

9x 生5 mins 
7 x 生5 mins 
5x 生5 mins 
4 x 45 mins 
1 x 45 mins 
1 x 45 mins 
1 x 45 mÍns (mixed la位學lages)
3x 的 mins (mixed lan學lage的
2 x 45 m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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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RSI 
WEEK 

HOURSI 
WEEK 

HOURSI 
WEEK 

K 1 234 5 
EARLY IMMERSION 1 SCHOOL 

K 123 4 5 
EARLY IMMERSION 2 SCHOOL 

K 1 2 3 4 5 
DELAYED IMMERSION SCHOOL 

口 H的rew 口 French 11 English 

表 3 Summary of numbers of instrucLÍonal hours/ week in each language in 
each trilingual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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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表是 Media of i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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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指nde啥amiff州irctshr
I first few months 

fι函atory 斗斗。叫
lfirmenmlwtzcIIIlmded) 

2 
3 
4 
5 
6 

Communication Arts 
Social Studies 
(including civics) 
Physical Education 
(including Arts & Music) 
Home Technology 

English 

All subjects 
except Filip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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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I 
III 
IV 

l 路pmo
Communication 

lM Home 
Technolo結γ
州Tork

Education) 
Arts and Music 

Social Sciences Philippine 
Hi島的1)' and Government 
人sian History Economics 
W orld History 

Science 
General 
Biology 
Chemistry 
Physics 

Mathematics, 1，泣， III, IV 
English Communication Arts 
(including English for Specific 
pu叩os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