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請勿在急趕中丟掉重要的一塊拼園
一一談中國語文新課程的閱讓範疇

講步剝

裘錦秋中學(元朗)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在二零零一年六月發出的《中鷗語文課程指引仰中及高中?文件

中 3 共有四處鞏點站對「閱讓j作出描就:

. 學生~\須撞撞廣泛關議，培養語f麓，舖輯錯廳、句碧空李體當知議，總拓思想。課堂

上學習的篇章只佔所需體議聾的極小部分，教師須著躍投內和企共圖書館前資源，

確保所有學生大暈聞廣泛地閱議，以此讀報語J議。教歸室設計活潑而多樣忙的學習

活動，鼓勵學生分享閱讀的心得和感受，不實千篇一律要求學生寫作摺議報告，加

重{混們的功課負擔。(頁十二)

• 教歸宜詭計饒寓意蟬的閱讀活動，引發學生文畢閱攘的難聽;如果要求學生做作

業 s 份聾要耳聽當多以免學生攪閱讀為負擔。(買十六). 閱讀能力事指學生運用已有的知識餾驗和使用工具書等， )1農科商有妓跑完成闊議活

動的懿力叫真三三十一). 閱讀是獲取如識的主要主黨髓。閱讀但括閱覽…..推廣體讓風氣，可以養成畢生「算是~
學習j 的鸝度。教師要提供可引發閱讀興趣的環塌，佛立民…...要設勵家長陪同學生一

起簡譜;要著重盤閱讀中培養樂趣和能力。(其三十四)

建問陸文字卦，見齡該文件的第祖輩: í學習籠瞬間標及教學說明J 的「讀寫聽說J 、 f文

學j和「語文自畢j部分的「教學扉頁UJ 0 可以見到，教育著對閱讀教學擺出 r一些正確的

方向，也針對了通去著重許桔，忽略接升學生閱讓興麓的事事癌。可是提出了正確方向，

在落實到教擎的層頭?的然千山萬水，不易達到。指引文件建議學校利用嚴逆閱請來續

費聲學生的語惑，本是正確方向，可是用「確保j甫字，筆者則非常撥，必是一廂情願的樂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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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課程相當強調學生語文能力的培養，這種「能力導向J的教學組織明顯有了目標鮮

明的好處，但相對於現在的「篇章教學卜有時會忽略了語文沉浸(指引文件的用語是培養

語劇的工夫，因為語文知識和能力的沉浸需要長時間的閱讀，不是在課堂完結時馬上可

以評估和考核的。

自九十年代初，教育署開始嘗試在本港的中文課程推行「廣泛閱讀l但由閻明 Reaclin國

計畫，參加此計畫的學校一般會在每周的中文科課節中編定閱讀活動課節。通過密集式

閱讀，配合老師堂上指導、設計工作紙、考查進度等，以求有系統地提升學生的語文水

平。「廣泛閱讀」計畫的成效因校而異，原因在於不同老師對此計畫有相異的理解和投

入，將其放在校內中國語文課程的優故地位也不同。這種由官方提供資源而高調提倡的

推動閱讀活動尚且如此，新的中國語文課程中， I閱讀」只是九大學習範疇之一，要「確保

學生大量而廣泛地閱讀J '談何容易!

重視閱讀是培養學生獲取知識能力的重要方法。這其實正好配合新課程中強調「能力

導向J和「學生主導」的核心要旨，令人擔心的是新課程在整體課程編排上講求更嚴密的規

劃和組織，因而造成整個教學過程變得緊湊，閱讀的環節不容易系統而序列地滲透入各

個教學單元中，補足的方法是通過推行適當的課外閱讀活動。可是當新課程緊湊而規劃

嚴密地推出，課堂教學的現場就是大部分老師為適應新的課程、新的教材、新的教學法

和新的評核方法疲於奔命;作為配合角色、也不容易即時作出教學成效評估的「閱讀活

動J '很容易就被放在稍狀的位置。《指引文件》中說的: I課堂上學習的篇章只佔所需閱

讀量的極小部分J '正好說明了如果沒有適當的閱讀活動配合，我們的初中中國語文教育

會缺失了一塊拼圖，而且是至為重要的一塊。

推行「廣泛閱讀」的經驗是老師的投入和理解，對學生通過閱讀提升語文水平起著決

定性的影響。既然「課堂上學習的篇章只佔所需閱讀量的極小部分J '那餘下來的「極大部

分J '我們何以保證在將來的中國語文教育中，仍能提供予學生?這方面教署除了擔負提

供資源和支援的角色外，也可以通過推行更多主導計畫和活動，提升香港整體中學中國

語文教育的閱讀氣氛;然而更重要的是老師在設計整個課程(或者是採用出版社設計的教

材)時，要有推動學生閱讀的意識，適當地設置閱讀活動作為配合。各中學的中文科科主

任在這問題上是最決定性的人物，他們要有通觀大局的能力，在急趕的課程中分得出真

正的優吹，讓學生在語文教育中仍然能培養良好的閱讀能力、態度和習慣，令「閱讀」成

為整個新課程的構成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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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統會在輯程改革音響搗文件中提出自爾鞠聽嚷騁， I鷗讀J是其中一頭。耳以說，在

指引的芳向上，教育部門沒有忽略[閱讀j造項對構建學生譯文能力極其鞏耍的一瓏，個

是要真正落實至u韓黨內，不能星星靠方向和理論的提咐，間是需要更多主動的導引。中文

老師和教育署在這問題上要有認議和承攤，否期在閱讀聽氣早鸝狼藉的影像傳黨年代，

再加上睡究能力導向的課程說犧 2 會令香諧產生不再閱讀的下一代，遠是第者對推行中

間語文新棵囂的一大擒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