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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在香攏是轉變尤其令人囑目的十年，自此有其特崩意義?商在政

治、經濟和社會大環境的轉變多都對教育問題有深攝影響 ο

政治方醋，九七四歸是所有決策者不得不考慮的大前提，但這襄我們只觀察政治轉

變對話苦和語育教學的影響。經揖六七十年代中文運動者的努力，中文在香道主取得了一

定的地位，但在故蔚行政、司法-、教育、商業和各種專業?其鞏贅，性的遠不足與英語

比。近十年來，中文在許多場合的使用率明顯增卸了，創立法局的辯論，很少不用中

文書法院部分案件在臨近由歸開始用中文劑棠，間與中國廣島蓬勃， t!!i是使中文在鵡業

普遍使用。又為了眼內陸社會溝通，普插話的重要血是不言而喻的。另一方面多英語

在香港的組位沒有降低，不少人更搶心英語水平下降，會影響香港在鵲際的角色。因

此，掌揖爾文王譜一一起揖醬醋的漢語和英語，口頭的普聽話、粵語和英語一一成為香

攏譜吉培訓的路標。

聽濟和社會方面 3 香港經過幾坎轉型 9 割了九十年代，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六百多

萬市民，以能事服務業為主，對井貿易頻繁，通訊發禮。社會每個環篩 3 日益趨向現代

化。遺體叢爾小島事接不上有.甚麼天然資鏢，所依賴者唯有人力資蟻，閣成人才的培

養 9 深為社會所鸝注。

四聽過些轉變，五十年來，香港教育經過掌重改革。教育政黨、學校體系、課程設

計、考試制度、教學語苦，都不歡在各層醋討論，自政府部門鼓有關團體生提出過許多

方案亨有些付諸實行 3 有些仍在探討階跤，這些現象反映了教育問題的迫切性。

七十年代香港推打九年強輔基礎教育，所有學生遠在本上可以曳費就讓小學革中學三

年圾。近年大部分爐齡學生有機會升讀中閩中五，進入大學預軒的人數也按比例增加。

至於大學學額 3 期自八十年代的不足三千名額 9 卸的百分之三錯齡學生可以進入大學習

封目前約有一萬五千名即近百分之十八可權大學 9 是非常大的靈變。

最變無可聽免引起質變。升學率提高，引設一般水平降悟，是可臥讀期的。但香當

耳聞臨跟鄰近地區的劇亮~競爭，水平種時，尤其是語文水乎不足以配合高效率社會聾作

的需要多是教育界和商界的躊喜愛。商界的翰注主要在英語，位教有界應該了解，不是只

管教力提高英語水平就能解決問題。語文與一切知識的接受息息相關，母語對學生的思

維活動和智力發展多更有莫大影響，稱若我們目的不在培養貿辦一類共求英語流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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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3 那麼提高語文水平就得從整體教育設計著手。

語吉既是思考的工具，同時是文化的載體。要全面提高語文水平一一包括母語和英

語，無疑有很多問題需要考慮。就中文教學來說，二十世紀中葉以來，香港所遭遇的問

題之多，恐怕有過於其他地區。在這個世紀之初，重溫一下這些問題，對未來語文教學

的規劃 3 應該是有其必要的。

首先，從轉用「中國語文」作為科日名稱的過程，也看出教學觀念轉變的軌跡。清代

末年，廢科舉、辦新學， 1904年頒布(奏定學堂章程) ，當時學校設「國文」科。五四前

後，小學設「國語」課 ， 中學設「國文J 課。「國語J課教材為白話文， í國文J 則以文吉為

主，也有新文學作品。香港在二十世紀前半，教學攝制和教材跟內陸一致。 1949 以後，

內陸把國語和國文統稱為「語文j 。香港到六十年代仍然沿用國語、國文之名，有些學校

則稱為「中文J '以與「英文」相對。大學則只有中文大學前身的幾所成員書院設有中國語

文課程，沿用49年以前內陸大學的習慣，稱為「大一國文j 、「大二國文」。六七十年代

間，香港與內陸看齊，採用「語文」之名。早期有些人對「語文」的理解不一致，有以為指

語盲和文字，有以為指語言和文學。事實上，語文學習包括了語和文，即口頭語和書面

語。中國幾位前輩學者如葉聖陶、呂叔湘、張志公都把語文理解為語言和文字。語吉是

口頭語，文字並非一個個的宇，更非文字學，而應該理解為成篇的書面語。認同這個觀

念，就知道語文教學不能只顧書面的讀和寫，而忽略了口頭語的聽和說。今天語文教師

都理解語文教學培養聽、說、讀、寫能力，其中包括了傳統的識字、閱讀、寫作教學吾

同時注重說話、聆聽訓練。至於文學以語吉為媒介，語文課當然也可以包括文學。

內陸在五十年代中期，把語文科分為「漢語」和「文學」兩科，香港則到了七十年代 3

中四中五才有這樣的分科，但不用「漢語j而用「中國語文j 和「中國文學J之名。分科引起

了種種爭議，其中涉及不少觀念，一時不暇細加分析。應當注意早期內陸的語文科，本

來包括了文學?如果在語文科外另加文學科，既加強了文學成分，同時增加了學習時

數，對學習當然有正面意義;如果把語文科一分為二，讓學生同時修讀，也沒有甚麼問

題;但如果一分為二以後，大部分學生只修讀語文 ， 因而學習的課時減少了，對教學自

然不利。這關乎課程整體結構問題。在知識爆發的年代，各科學習的內容不斷增加，不

免有顧此失彼之弊 。 本來學習任何一種語育，到了較高層坎，不能不接觸文學，因為文

學是民族和文化的靈魂，更是語吉運用的最高境界。今天的語文教師，應該都了解其任

務在於培養學生掌握基本語文能力 3 但除了作為應付日常生活、工作和事務的工其，語

文更是讓我們認知這個世界、敢發我們想像的媒介，因此，通過文學的體會和創作去開

發語吉方面的潛能，也屬於語文教學的方向。在目前的體制下，大部分學生只能修讀「語

文科」的情況不會改變，但從事教學工作，本來不能期望有最理想的環境 。 語文科教師

明乎此理，在適當時機可以引導學生體會文學，不見得沒有修讀中國文學科的學生，對

文學就沒有認識。倘若在未來課程規劃中只保留「中國語文J科而取消了「中國文學J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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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攪為語文和文學重新整合的措麓，教師當然可以在語文科加強文學敬摯的成分。

上聞簡單回顧了香播中文教學的發展 2 希望有歸授認請我們今大的處境。本文開始

提出九十年代替、港的轉變尤其令人囑白，在語文教學方面，可以4噁結為下對幾點。

首先，中文的便用普選了，擋住提高了，社會上對有良好中文水平的人才需求有辦

增加，然桶一般學生的語文水平。不能叫人攝意。清現象闊熬得結合教育普及和社會轉澀

的情況表理解，位學生的水平 9 黯然是韶文教學工作者的首要瞬注。

其次，教宵制度不斷改革，語文教學是改革中重要害的一環 2 在課程規劃、教扮組

織、教嘉興模式，都不得不你重新思考。改革的目前言自然是為了擺高敦和學的效能，但

沒有教師的運力合作，效能不見得可以提窩。教師對任何改革都不免有不同意兒，個大

勢研趨，也不能說拉宮聞聽是怎樣做教師衷JL'認同改革的意義。近年各類進修、復修課

，研討會、路議會舉辦得特朗多，也促使大家對權些時題有深入的思考。

從中學課程說起。九十年代之初，教育學專推臨了全新中國語文諜報;九十年代之

末 3 種推行以培養語文能力為自樺的單元教學聰念，一改過去多年以講授範文為主的模

式 9 讀箭在工零零三年實施。對於大部分教師，這個改革是很大的挑戰。 此外，普通話

科已經鱷聽小學和中學議程，不少教師要兼顧普通話教學。

大學方醋，由於聽取的學生一般語文水平不理想，各院校給動設市中盟語文課程臥

期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即報後來沒有冉一般學生擺f共中文課程的大學豈不免觀設增補

語文課程。一九九一年九丹事香、港中文大學中劉語畜及文學系和中關文11:研究研吳多泰

語文研究中心合辦了一個農談會，名為「九十年代香港大專罷文科教學展望J 0 (本選集

i設錯了座說會紀鐘。)當時香港大學、替、播中文大學、說會學院、纜萬縷院、王娶了ζ學院、

城市理工.學院都有代表參剖，纏繞了各院校的教學，揹棍，一般認、海學生的基本訓練不

是，前提各院校提程設許可見，培訓的目的主要是讓學生日復能獨掌握中文，配合各行

各業的萬要，盟j比課程揖設計都鎮向於實用化、時能11: 0 

香港中文大學向來讓攪中文教學，強調所有學生要對中關文化有所認擻，問詩應該

有特當水平的語文能力。中大劍校五十多年以來，技進中文教學的資據，在香器各大轉

院校中是最多的。中文系教誨不少致力於促進香港語文教學的發展，舔了個閉和集體建主

持有關指文教學的研究，至在讀轍參與諜報發展，教材攝審、公關考試及其他諮詢工作。

中文系同時舉辦座談會、研討會，提使教會界科學諧界究謊的嘴脅。大學的中國文化研

究研吳三吾泰韶文研究中心空除了能考醫學衛星耳究，也非常關注香港語文教學問題，多年來

密切與中文系合作，為推動香港中文教學而勢力，其中…環建要工作是在…九八九年創

刊《中麗語文通訊》。劉刊號的〈發刊辭〉說明了科物出版的目的:

它的白的，在於按學衛角度 3 對社會上的中文應用躍出意見，立主且為學者和語

文工作者觀供一個討論中文規範和發臆芳冉的鸝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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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年來， <中體語文過5點秉承上挂裝皆，用開放的態度，為學者提供發表研究心得和

意見的觀攏。同時說們覺得，要接商社會上對中文應用的聽誰，菇、續從教育入芋，因此

《通訊幸有不少簫輻書長及香港語文教學問題。十年懦社會鞘語言環境急壞的變題，正好為

語文教學研究者和前線工作者提饒了反思的機會。我在〈九十年代香港大專國文科教學

農聾〉座談會開會難有幾句話說:

我們在九十年代之初，接討體生的程度和需求、人力資源、課程編訂、教學安

排等等 3 是九十年代發展大學教育不容忽視的問聽。

今天，九十年代過去了多《中臨語文繼訊》鐘聲了充滿挑戰的十年，留 F了許多學構上教

學上f畫得深思的印記。用人以為在世紀之輯，把過去十年本刊有廟中摺語文教學的文章。

擺輯為一集 3 正好是十年來香海語文教墜問題的總站多同時可棋未來從事教學者參考 3

自有其意義。於是由《通訊》的編輯和中文系成員組成編輯養員會?在五十二期〈通訊》

中選出若干篇，然4產權行詩審工作。《中國語文通訊》的文章都饒過評審然復刊里去，一九

九八年攝輯委負會改組以後 3 更重新確立評審程序，每篇文章也攜輯委員鵲會議定起講

需位學者評審 3 有詳細會議及評審意兒把據在棠，如評審意見分歧，再講第三f立學者提

供意兇。根據過去兩年多的競計 2 轎件接受鷗比率約為百分之六十。為慎重起見，說們

把初步還入本選集的文章，重新膳名交兩專家評審，遍遍重而稜採舟，權t!t符合香港中文

大舉出版社書籍出版的程序。

本集共擺予i工十七篇文章，分為主輯。第一輯為通論，第二輯為課程設計?第三輯

為教學實攏。書援樹有《中詞語文通訊}Ef:I第一期至第五十二期有關香港中國語文教學的

論文索引。主義盤文章大體顯示了九十年代香港中文教學的商貌，其中有專家的意見 z 學

者的分折，也有教學工作者的心待和結合實際教學的研究。文章所轉往的問題和見解自

不一致，能不失為攝去十年香港中文教學工作者努力的見禮。

本書的出版，讓香港中文大學中圖文化研究解陳方正所長大力支持，實深感錯。彼

蒙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陸鸝樂社妥協助，使本書顧利商世，按i能講話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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