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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的語文教育專題 f語文教學之攝館與出路卜借用了北京大學漢語語言學研究

中心主任陸撿明教按的文章題目。 2005 年 11 月陸教授應香港中文大學邀請，擔任「王

澤森一一一新法書院語文教育訪問教授卜篇篇文章是她其中一次合閱讀講的講祠，本刊j

得到陸教授允許在此登載 9 讓沒杏出席的議者i有機會了解陸教授對語文教育問題的宏

觀研興。

罷教授提出了問個走出譯文教是賽因撓的策略:一、重新為語文教育定位;二、選

用課文時考慮學生的特點和需求;三、改變講解課文的套路，引發學生的興揖;四、

改變應試教育的路子。這些都是正本清聽之論，我們認為第四點-尤其重要。海考試賄

、(高分很能J一直是本地教育界，以至社會輿論發期抨暫的現象。怎樣才能糾正

以考試為目標的施教與學習?陸教授提出兩項具體建議，一是取消考試大擒，二是增

加主觀題，減少客觀題。他認為香港地方範髓小、考生人數t位少，可以在高考試題改

革上先走一步，為內地提供經驗。這兩項建議;本地教育界的討論似乎憊不算很多，我

們期待更多專家學者來輯卦掌他們的者法。

我們明白，公閱考試作為主要的人才分流機制，足以影響學生將來所能聽到的社

會層級，這一點如果不改變，學習就只能永遠跟著考試走。香港i近年迫切希望轉型為

知識經濟，持續進修、終身學習題漸成為共識。但我們的得考露， {J雇主要求的各種進

修證書?與權員職業所囂的知識，究竟構成怎樣的體樣?高考「一試定生死j 的教傷力

究竟是指誡了?還是在各種較小的範懂禮議提出更多換了名字的「高考J ?因此，高考

試題改革很自然地讓我們聯想到知識如何認蠶的問題。法攝社會科學家布轉過厄 (Pierre

Bourdieu) 曾批評略生產力、競爭力是甫的新自由主義，引發了各種社會問題。新自由

主義經濟政策其中一體惡槳，是破壞了職業的穩定性，它的影響已從體力勢動者廣法

擴展到中產階級。不難看出乎持續進修要是淪為叢書主導、應試教育，其實不過是製

浩失業威脅，以作為控制員工的手役。由高考試題改革說到社會政策， fgJ，乎連連超出

了本刊範醋， f旦控語文問題放在較大的眼絡上觀察 3 或許看得更深刻，讀者當能判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