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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教學與讀寫教學童構一一落實「普教中」的課堂教學設計

梁佩雲范思*

提要

過去十年，香港的學校一直面對應否「用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 J (下稱「普教

中 J )的問題。在缺乏明確實施指引的情況下，不甘後人的學校只能根據校惰，作不

同層面的嘗試。經過多年的探索，教師似乎已普遍認同「普教中」的重點在「中 」

(語文教學)不在「普 J (語言教學)的觀念，但如何能在語文課堂上一石二鳥一一既能

達成語文教學目標，又能兼顧香港學生的普通話交際能力訓練，仍然困擾不少語文

教師。

本文針對香港教師面對的中國語文教學問題，採用內容分析法，對照三期「普

教中」進修課程l 在職教師的高、中、低水平習作共27份，歸納「普教中」教學設

計中的典型偏誤，並建議在語文課堂上重構語言教學與讀文教學的聯繫'突破「普

教中 」 課堂上過份著重語音訓練或粵普詞匯對照的迷思 。

背景

雖然香港是華人社會，但關於何為香港人的母語，歷來爭論不休。香港人的

生活語言是廣州話(粵語) .確切而言，粵語才是大部分香港人的母語。 然而，香港

學校「中國語文科 J (下文統稱「中文科 J )的讀寫要求與現代漢語相同，所以中文

科的學習，一般也視作母語學習 。 近年來，由於種種原因，香港不少學校嘗試用

普通話教授中文(普教中) .引起教育界不同回響。普遍認為，中文科的重點應該在

「中 J 2. r 普教中」只是授課語言的轉換，以普通話代替廣州話講授而已。因此，

教師在設計「普教中」的教學時，除了加入普通話的語音知識外，安排與以廣州話

授課(粵教中)基本一致 。

* 香港教育學院中文學系 。

香港教育學院於2008年起開辦八星期「小學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在職教師專業進修課程 J . 每年兩至三

期不等 ， 本文分析的習作樣本，來自 r:普通話與小學語文教學」單元。

2 按 〈普教中面面觀〉 有「學中為主，學普為次 」 的設法，見語文教學顧問專賣小組編: <普教中面面

觀〉﹒{語文教學薔萃 : 校本經驗實錄(2006-2007) ) 。香港:教育統寶庫局 . 2007年 ， 頁 117 .瀏覽日

期: 19-04-2010 : http://cd1.edb.hkedcity.netlcdllanguagesupport/publications/compendiuml0607 _ contents.h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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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是現代漢民族的通用語言， r 普教中」意昧著香港的中文科教學內容和

教學語言更加一致。正由於中文科的本質是母語學習，在訓練聽、說、讀、寫等基

本能力之餘，還要肩負思維訓練及品德情意培養的任務 。 以普通話授課的最大隱憂

是，普通話並不是大部分教師和學生的母語。要通過一種較陌生的語言來學習母語

學科，語言輸入的障礙可以預料;又由於訓練不足，普通話的詞匯貧乏，師生往往

「有口難言」。

普通話科由 1998年起成為香港學校的核心科目之一，重點發展學生的普通話口

語交際能力。然而隨著學校課程的不斷變革，其他新學科的設立，普通話科的重要

性不斷被邊沿化，一般學校只能安排每星期上一節課，有些中學甚至每兩個循環周

(6至7天一個循環)才能上一節40分鍾的普通話課，從學習的延續性而言，無疑並不

理想，學習成效也並不顯著。

既然香港人的母語是粵語，香港人學普通話，有學者認為是介乎第一語言與

第二語之間的學習(黎歐陽汝穎， 1997 ;盧興翹， 2000) ;也有人認為是第二語言的

學習(王培光， 1992 ' 1995 ;何元建， 1997) 。根據語言教學的文獻論述，第一語

言、本族語、母語等概念相近，一般指語言學習者首先習得的語言，此後學習的，

都通稱為第二語言、非本族語或外語;而相對而言，學習者的第二語言水平都較其

第一語言的水平弱(Stern ， 1983) 。按此，香港學生學習普通話應該是第二語言的學

習， r 普教中」變相是讓學生以第二語言來學習母語。有關第一語言與第二語言之

間的協調問題，學者多從遷移(transfer) 、平擾(interference)和語用策略等方面對照

(Scovel , 2001) 0 Cummins(l 98 1)認為以第一語言接受過的知識， 可以轉化為有關目

標語言的多方面學習，構成共同基礎能力(common underlyi月 proficiency) ，探討如

何能於教學過程中善用粵語與普通話的共同基礎，調適母語與第二語言的教學，對

提高「普教中」的成效應該有直接幫助 。

究竟「普教中」最終能否同時達成中文科及普通話科的課程目標，仍然有待

研究證明，但有關的試驗必須從「一石二鳥」的嘗試出發，全盤調適兩科的學習內

容，否則原地踏步，兩科都處理不善，最終只會害苦學生 。

「普教中」的教學設計誤區

美國語言學家Stephen Krashen認為，人類有兩種獲得第二語言的方法一一語言

習得(Language acquisition)和語言學習(Language learning) ，學說影響深遠 3 。前者

3 按劉E句{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簡論} • Krashen的輸入假說被認為是第二語言習得研究中論述最全面、

影響最大的理論，但同時也引起最多爭議。見{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簡論) .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

學出版社. 2002年， 頁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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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語言是由人們在生活環境中自然得到的，是一個無(潛)意識的獲得語言過程;後

者一般都要在正式的場合(如課堂) ，經指導下有意識地、規則地學習，才能掌握語

言技能 4 。按照Krashen的假說，香港人習價說廣州話，廣州話是社會的流行語，形

成強勢的語言環境，所以香港人要掌握普通話，都要通過語言學習。換言之，香港

學生理應有意識和有系統地學習，才能以普通話作為交際的語言 。

除加插了語音知識教學的環節外，本文分析的27份教學設計中， 19份都顯示不

出「普教中」的設計與「粵教中」有何分別 。 這些教師一般會先處理課文內容，最

後才講授普通話的語音知識 。 另一些教師堅信「普教中」應該維持中文科的教學目

標，則似乎完全沒有考慮教學媒介的轉變。結果，在概念不清或不能針對學習需要

的情況下，教學設計就容易陷入「過份強調語言(音)知識」或「完全忽略學生普通

話能力」兩大誤區，不切實際，學習目標難以達成 。

誤區一 : r 普教中」等同語文課中教授語言(音)知識

在初步嘗試「普教中」的學校，一般不會立即取消普通話科。為把學校的行政

問題減至最少，同一班的中國語文科與普通話科可能會由兩位不同教師任教，兩科

又可能各自採用互不相干的教材 。 如是者，為了凸顯「普教中」的普通話色彩，有

教師會在精讀課文之後，刻意安排一個教節，專門講授課文中牽涉粵普對照的表達

形式或漢語拼音知識，例如:有教師請學生從課文中找出普通話常用或粵普差異明

額的例子: í 我夠不蒼」、「圖省事」、 「 夠著了那個門鈴」等，請他們猜粵語的

意思，或者請同學示範說出意思相近的粵語;然後就請學生在課文中圈出含"ji ， qi , 

xi" 、“zhi ， chi , shi"和“zi ， ci , si"音節的字，在黑板上分類【設計007一頁6-7 】 5; 又

例如，課文中出現過「玩」字，有教師就提醒學生要加上兒化韻，接著說明表示細

小、親切、喜愛的其他見化韻例子[設計005 頁3-4 】

作為語文能力的基礎，語言(音)知識教學本來無可厚非，因為這些知識有助學

生發展自學能力。問題是如果這些知識與其他學習內容無關，甚至完全是練習導向

的話，學習就會變得機械而零碎，不利學生記憶，教師教了不等於學生學到，例

如:有教師先擬引導學生提間和角色扮演，並學習擴寫和縮寫句子，然後讀帶韻母

le 、卸的音節和拼音，最後就讓學生完成連線練習【設計017 頁汀，其中改寫與語

4 Stephen D. Krashen, The Input Hypothesis: Issues and Imp/ic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徊， 1985.

5 本文分析的教學設計樣本都按進修年份的先後編號序列，以便識別;篇幅所限，不引錄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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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環節並無關聯;又例如:有教師教完學生分辨送氣聲母p及不送氣聲母b後，也是

讓學生完成分辨聲母的練習【設計021 頁汁。

誤區二: r 普教中」只須達成語文教學目標

男一類「普教中」的典型嘗試是教師只管以普通話施教，不顧學生的普通話水

平，更遑論發展學生的普通話交際能力。這類教學設計的特點是想當然而重點多:

創作、德育、流行歌曲、廣告等題材多樣化，創意無限，但以普通話進行活動前該

如何準備，活動目標該如何調節等問題，教師的思考卻不夠細緻。例如:有教師設

計的分析及寫作對聯活動，要求就不大合理，其中要學生先通過朗讀課文例句，自

行發現對聯所需的條件(包括音韻) ，然後再要學生根據教師提供的上聯創作下聯，

不過又不必押韻，活動的目標紊亂，反映設計者概念不清【設計007 頁8 】 。 又例

如:有教師擬播放歌曲，引起學生注意，要求學生說出歌曲表達的意思【設計026

頁仆，活動設計本來頓有心思，然而，除非教師不要求學生以普通話回應，否則

就假定學生能以普通話暢所欲言，這顯然並非一般香港課堂的實況。再者，即使學

生熟悉歌詞，也不代表能以普通話解說，活動設計未免太想當然。

中國語文教育涵蓋的範圍廣泛，中國語文科既要提高學生讀、寫 、 聽、說的基

本語文能力，還要訓練學生審美和思維，一般情況下教師都會在語文能力訓練的基

礎上，滲透文學、文化及品德培養等學習元素。在嘗試「普教中」的過程中，不少

教師有「有理說不清」的憂慮，尤其在小學階段， r 以讀悟文 6 」就成為頗受歡迎

﹒的教學嘗試。常見的教學設計總是「跟老師朗讀課文，然後全班讀，分組讀」【設

計024 頁汀，教師又會要求學生「有感情地朗讀」或「讀出人物的語氣語調」

但怎樣才算「有感情 J '教師會如何具體引導?設計者卻點到即止【設計019 頁

4 】。朗讀教學設計出色的關鍵，每每在教師的點撥，例如通過讓學生「自由讀、

瀏覽讀」整體感知朗讀內容，然後指導學生精讀文本，引領學生感受其中精彩，最

後才安排不同形式的朗讀，層層深化學生對文本的理解和賞析【設計010 頁3 】

聲入心遇，朗讀無疑能提升語文學習效能 7 ，但這種提升與教學媒介卻沒有特

定的關係。也就是說，無論語文課以廣州話還是普通話教授，朗讀對促進語文學習

的功用應該是一致的 。 要充分運用有限的課時，兼顧中國語文科與普通話科的學習

6 見向前 〈普教中面面觀> .頁 117 .

7 按陳美草書主張 「 無論哪個學段的閱讀教學，都應重視引導學生通過朗讀感悟，以讀代譜、以讀代答 、 以

讀促恩、以讀促記、以讀促說、以讀促寫 J .見陳美理: <充分的體驗﹒真切的實踐〉 ﹒{小學新課程

覽勝} .金梭叢書編委會。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4年，頁2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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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 r 普教中」課堂最需要的，肯定不是「粵教中」課堂的相同課程和授課模

式，而是能訓練學生普通話交際技能，從而以普通話學習的教學設計;教師的挑戰

是，如何「以讀促說」且，為學生創造以普通話學習的條件，讓學生通過普通話，更

有效學習中國語文。

一個真正體現「普教中」精神的課堂教學設計

有鑑於「普教中」的特殊使命一一一既要全面照顧學生的中國語文教育(母語

學習) ，又要裝備學生以普通話溝通(第二語言學習) ，我們認為要有效實施「普教

中」﹒必須從調適中國語文科和普通話科的課程內容出發，最終取消獨立的普通話

科。其中牽涉的問題可能超出課程範圈，也相當複雜，篇幅所限，總結以上的分析

結果，本文將避免重蹈覆轍，集中值議一個能真正體現「普教中」精神的課堂教學

設計 。

(一)選材

時下的語文教材，內容多樣，文體不同，不一定有利於「普教中」的發揮 。

例如文言作品，以粵語朗讀就更能傳遞中古語音的韻致，拓寬學生賞析古文的方向

和能力。因此，我們認為最適合「普教中」發揮的讀文教學選材，應該是現代漢語

的篇章，而且具備兩大要素: (1) 內容生活化，人情味濃; (2) 含有大量的人物對

話和鮮明的語言功能人選材貼近學生生活經驗，自然容易引起學生的共鳴，而所

學的普通話也會有較多應用機會。至於文章中的對話，正好作為學習普通話的現成

題材，讓學生在理解課文的基礎上，揣摩人物的情感﹒掌握在特定情境中恰當的普

通話語氣語調和不同的語言功能。根據以上原則，本文選了一篇中一課文《羚羊木

雕>> I 。為例，闡釋「普教中 」 可以如何有效施行。

8 按陳黎明、林化君，朗讀有助讀者理解文章的意義﹒體味作者的感情，認為「說、讀、誦、時唱」都曾

經是中國語文教學行之有效的方法，見〈漢語的特點與語文教學> • <漢語應用語言學} .陳黎明、林

化君編。青島:青島海洋大學出版社﹒ 2000年，頁鈞 。

9 盛炎 《語言教學原理}認為，第二語言學者首要學會以語言形式達到交際目的，語言教科書襄常用以下

功能項目: (1) 問候、分別、邀請、接受; (2) 敬意 、 祝賀 、 讀揚、引導、悅人、誇張; (3) 打擾; (4) 要

求; (5) 躲閃、撒謊、轉移責備、改換話題; (6) 批評、申斥、譏笑、侮辱、威脅、警告; (7) 埋怨; (8) 

詛咒 、 否認; (9) 同意、不同意、爭論; (10) 勸說、堅持 、 建議、提醒、主張、忠告; (11) 報告 、 評價、

評論; (12) 命令、請求; (13) 問題; (14) 同情; (1月道歉、請求原諒。見〈語言教學原理) .重慶:重

慶出版社. 1990年，頁6 。

10 兒童文學作家張之路的作品﹒曾入選國內初中語文課本，有香港教科書出版商選編為中一的講讀課文 ﹒

雖然前文指出典型的偏誤均來自小學「普教中」設計，但 {許會羊木雕} 的題材及語篇特色，無論對中、

小學的「普教中」教師 ， 舉一反三﹒應該有同類的廠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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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羚羊木雕》全文兩千多字 ，篇幅較長，有學校用作略讀教學的篇章。原文以

第一人稱下筆，記述「我」和好朋友之間一件不愉快的事件 。 事由爸爸從非洲帶回

來一個名貴的羚羊木雕送給「我 J ' r 我」把木雕轉送給了最好的朋友萬芳，父母

發現後竟逼「我」要把禮物要回來。雖然萬芳最後也沒有怪「我 J '但「我」卻因

為家長的不諒解而無奈;對自己出爾反爾的反悔行為而感到難過和羞恥 。

文章從青少年的立場出發，突出年青人與家長因不同價值觀念而產生的矛盾，

文字淺顯易懂，內容生活化，發人深思;與說教式的課文比較，應該更容易引起學

生的共鳴。事件牽涉兩位好朋友和各自的家人，包括我、媽媽、爸爸、奶奶、萬

芳、萬芳的媽媽等，人物眾多，而作者主要通過人物之間的對話，突出各人的不同

心情和性格。因此，不同情節的人物對話就蘊含了不同的語言功能，例如媽媽發現

木雕不見了對「我」的追問、父母知道事情後與「我」的爭論、「我」迫不得已向

萬芳要回木雕時的詢問和道歉、萬芳媽媽想當然地對萬芳的責備和對「我」的安慰

等，都精彩傳神，是活潑的普通話生活語言，值得引導學生細心認識，靈活運用，

以達成交際目的。

(二)教學安排

按一般香港學生的學習情況，無論小學階段是否「普教中 J '學生都應該有一

點普通話基礎，能聽懂普通話的提問並作簡單回應。至於生活經驗，相信青少年總

有過與父母或長輩爭助的經歷。因此，本設計將安排於四個40分鍾的教節實踐，預

期達成以下目標:

語文目標:Q)通過朗讀，理解文意;

@品味人物個性化的語言，學會分析人物心理;

@思考待人處事的道理;

@檢討與父母或毒輩溝通的有效方式。

普通話目標:Ú)掌握不同句類11 口語表達的語氣和語調;

@參考課文句式以普通話請求和道歉 。

II 按張斌主編 《現代漢語語法分析> ' r 句類」是按句子語氣劃分的類型，包括陳述、疑問、祈使、感嘆

等四類，與按結構把句子分為單句與複旬的「句型」概念、不同。見{現代漢語語法分析> .上海:華東

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0年﹒頁221-229 。本文採用「句類」的概念﹒用意在突出普通話教學作為口語訓練

的特質，下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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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幅有限，以下只會以教節為單位介紹學習重點和活動設計摘要，其他教學細

節如教時分配、提問設計、講述內容、課堂評估、課後延伸學習及習作安排等，一

概從略。

教
節

【表一 1 <羚羊木雕》的「普教中」課堂教學設計大綱

- 11 認識生字新 I 1 概覽課文，釐清生詞的音義: r打雪仗、咚咚鏘鏘、堵上、椅角、逮著玩、挨
詞 | 說、挨揍、婆婆嘴、咱倆、提激動、掏出、愣了、寒顫 J '生詞都附以漢語拼

| 音，要求學生認辨;
了解課文的 !

大意 1 2. 歸納課文段意。

= I 1.鞏固課內生 1 1.認讀本課生詞的漢語拼音﹒提問學生課文的內容大意
詞的普通話|

讀音 I 2 深究課文的人物形象及個性化語言，著學生找出課文中 「媽媽」的話語，然後

2. 以讀悟文;

領略人物的

心情及說話

的含義

3. 深究課文內
容，分析人

物{，、理

4. 學習不同句

類的普通話

說法

. 聆聽課文相關片段、朗讀並互評:

@那隻羚羊哪兒去啦?

@我知道給你了，可是現在它在哪兒?

@放在哪兒了?拿來我看看 。

@要說實話......是不是拿出去賣啦?

@送給誰了?告訴我。

@你現在就去把它要回來!

@那麼貴重的東西怎麼能隨便送人呢?要不我和你一起去!

@不是媽媽不僅道理，你把這金糖送給你的好朋友，那隻羚羊﹒就是爸爸媽

媽也捨不得送人啊!

@您不知道，那是多麼名貴的木雕。

3. 討論「媽媽 」 的立場和態度:強硬、固執、巖厲

4. 小結:不同句類的語氣和語調

@疑問句:表疑問、質詢 ， 語調上升

@祈使句:表希望、要求、命令，語調下降，語氣比陳述句強

5. 深究課文的人物形象及個性化語言，著學生找出課文中「爸爸」的話語，然後
聆聽課文相關片段、朗讀並互評:

@小朋友之間不是不可以送東西，但是 ， 要看什麼樣的東西。這樣貴重的東

西不像一塊點心一盒糖，怎麼能自作主張呢?

@走的，這是卷爸給你的，可並沒有允許你拿去送人啊!

6 討論 「爸爸」的立場和態度:婉轉、沉穩、持重

7. 總結.不同句類的語氣和語調

@反問句:表反詰'語調上升

@感嘆句﹒表感慨，語調隨情緒變化升降。斥責時語調高升;驚訝或意外

時，語調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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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鞏固不同旬 1 提問學生課文中 「姆嚮」和「爸爸」對作者把木雕送給朋友的立場和態度
類的普通話

2 提問學生接問句、祈使句、反問句和感嘆旬的語調特色，並請舉例說明
說法

2. 以讀悟文: 3. 著學生找出課文中「我」和好友萬芳的話語，然後聆聽課文相關片段、朗讀並

領略人物的 互評;

心情及說話 我:
的含義

@為什麼你不說褲子是我的?
3. 深究課文內 @送給你，咱倆永遠是好朋友..... .永遠?
容，分析人

@你能不能把羚羊i逗我......
物性格

萬芳:

。我為是婆婆嘴，她要是知道， 早晚也會讓你媽知道 。

@算了吧 ，反正我已經站了一個鐘頭，要是再挨過來，你還得站兩個鐘頭

@你怎麼啦?也不打傘 ，是不是挨揍了 ?

@ 昨天不是說得好好的，你怎麼能這樣呢?

4. 討論:作者與萬芳的友誼是怎樣建立的?萬芳的性格:率真、仗義、豪爽;作

者的性格:重情義、軟弱/受教

5 分辨以上句子的句類及省略號表示的語氣一一吞吞吐吐

6. 著學生找出課文中奶奶和萬芳媽媽的話語，然後聆聽課文相關片段、朗讀並互
評:

奶奶:

@算了吧，這樣多不好。

~芳媽媽:

。萬芳，你是不是拿了人家什麼東西?

@哎呀!你怎麼能拿人家這麼貴重的采西呢!

@好好拿著，別難受， 看我呆會兒揍她!

7. 討論 :奶奶對事件的反應:袒護孫女，息事寧人;萬芳媽媽的反應:武斷、灌

辣

四 1.歸納文章的 l 分組角色扮演:

主旨 @媽揭追問我木雕的下落，爸爸解說

2. 以讀促說: @我和;萬芳的秘密，好朋友的約定
以普通話完

@我向萬芳要回禮物，萬芳媽媽介入
成請求及道
歉的對話 2. 討論: r 我」應否要回退出的禮物?甚麼是交友之道?事件中家長和子女如何

能更仔的潛通? 12 

12 板據過去四、五年在不同中、小學「普教中」的課堂觀察，筆者認為教師應鼓勵學生儘量以完整句子表

達﹒如個別學生信心不足，可以讓學生先以廣州話說出意見，再由教師或同學以普通話重複內容;先加

強「可理解的輸入 J 耳清白染，然後才逐步要求這些學生以普通話發言，以兔他們因恐懼或害羞而產

生負面情緒 ﹒反而降低語文學習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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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歸納文章主旨

4. 參考課文句式請求及道歉，(1)學生朗讀下列對話:

我:萬芳....

萬芳:你怎麼啦?也不打傘，是不是挨揍了?

我:沒有.....你能不能把羚羊還我.....

萬芳:昨天不是說得好好的，你怎麼能這樣呢?

我:羚羊是我送你的，都怪我......真對不起 。

萬芳:算了吧，咱倆還是好朋友......。

@小組按以下句式替換詞語練習:

甲:乙的名字......

乙:你怎麼啦?是不是 T? 
甲:沒有......你能不能把 還我......

乙: 不是說得好好的，你怎麼能這樣呢?

甲; 是我送你的，都怪我.... ..真對不起。

乙:算了吧，

@ 情境對話:按不同情境卡的內容，分角色完成請求及道歉的練習，對話前

雙方都不知道對方的意向。

如【表一]所示，本設計的教學程序大致分為: (l)先處理課文中的生字新

詞，讓學生整理各段的段意，初步認識課文大意; (2) 著重分析課文中的話語，特

別是人物之間的對話，讓學生通過聆聽和朗讀﹒領會人物的心理，品味人物的個性

化語言，達到「以讀悟文」的效果; (3) 學生理解課文內容後，再通過角色扮演，

加深對內容的認識，進而探討文章的主旨及開展發散性題目的討論，又為「以讀促

說」創造有利的條件; (4) 選取課文內切合學生生活經驗的題材，設計針對特定語

言功能的說話教學活動。這樣的「普教中」設計，既沒有堆砌拼湊的普通話語音知

識，又緊扣課文內容，提供大量朗讀機會，培養學生普通話語感，還兼顧交際需

要，重點學習語言功能，所以能一石二鳥，真正體現「普教中」的教學精神。

結語

針對香港中國語文教學面臨教學媒介轉變的問題，本文通過檢視教學設計，

歸納出教師「普教中」觀念上的典型偏誤，建議突破刻板的語音知識灌輸和機械的

粵普詞匯對照，重構語言教學與讀文教學的聯繫'把原來普通話科著重交際功能的

說話訓練，有系統地納入合適的中國語文課堂。畢竟，在香港的特殊語言環境中，

要通過中國語文科的學習一併提升普通話水平，課程、教材和教法的考慮、都不能偏

廢，否則只會勞而無功，糟蹋學生的語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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