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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制大學中國語文課程的構思與實踐

陳榮石

香港理工大學

1. 引言

香港理工大學規定 2012/13年入讀四年制學士課程的學生必須完成 3學分的大學中文
傳意課程（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Requirement-Chinese, LCR-Chinese），以符合畢業要
求。這規定有兩個含義：其一是要求學生達到大學畢業的中文水平（普通話和書面漢語）；

另外是課程能夠應付全體學生的學習需求。入學的學生 90%以上是香港本地生，其他有來
自中國的內地生和從外國來的交流生。1他們背景不同，程度參差。而大學畢業的水平指標，

該怎樣說，還沒有定論。這則看似簡單的規定實際包含了一套頗費思量的大學中文課程。

香港理工大學學生的中文水平，按往年的情況估計，將在 2012-13年憑中學會考文憑
（Diploma of Secondary Education, DSE）入學的成績大概也分高、中、低三級水平。 為了按
程度施教，四年制大學中文課程也就有三個水平的訓練：（1）“中文輔導課程”（Remedial 
Chinese Language subjects），是為整體成績裡帶有第二級或以下分項成績的學生而設，要解
決的是學生在語言系統（普通話和書面漢語）的認知與基本應用能力不足的問題。（2）“大
學中文傳意課程”（LCR-Chinese）為拿到第三級成績的學生而設。 訓練目標是能用中文 (口
語和書面語 )表現大學生應有教養──有效得體地完成實際工作上的傳訊任務，是四年制
大學的必修科目。（3）“高階中文課程”（Advanced Chinese）是為中文水平在第四級或
以上的學生而設，重點在於不同文體、風格的書面表達（書面語與接近書面的口語）。三

個層次裡面，代表大學畢業水平的是中層的“大學中文傳意”（LCR-Chinese）課程。

2. “大學中文傳意”課程 2

這課程定位於一個問題的解答──大學畢業生應該具備怎樣的中文（第一語）3水

平。要回答這問題，先要區別中學的語文訓練與大學在語言水平上有甚麼不同。Perfetti 

1 外國留學生學中文屬於對外漢語的領域，一般談不上大學水平，所以不擬在本文討論。
2 本課程的構思蒙香港理工大學選出成為香港大學資助委員會（UGC）屬下“成效為本教育

（Outcome Based Educations）計劃”的受資助研究項目“Identifying the Chinese Outcomes in the 
4-year Curriculum at PolyU”，謹此致謝。

3 “第一語”（first language）包含幾個意義：最早接觸的語言，一般稱 “母語”（mother tongue）。
以地區劃分的本土語 （native language），以程度高低來定的較高水平的語言（stronger language）
（Stern 1983: 9-17）。對大多數香港本地生來說，中文課的 “中文” 符合以上三個涵意，是他們
的第一語。 至於 “中文” 在香港所指的語系問題，即廣東話、標準語、英語之間的關係，屬另
類課題，不在本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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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McCutchen（1987: 38-60）指出中學語文課程側重學生運用正確語句、段落銜接、
篇章結構，以及應用文的認識等各方面的能力；課程主要提供基本的語言規律和應

用，屬於在學期間的語文認知和能力 (school competence) 訓練。相對於中學的訓練，
大學的語文課應有以下的特徵：（1）能充分掌握這語言達到“通曉”的程度；（2）
能運用這語言作高層次的思考和傳意策略，以完成實際工作上任務為本（task-based）、
問題為本（problem-based）及專題為本（project-based）的工作需要（Miller and Seller 
1985, Lyons 1996），屬於社會性的認知和能力（community competence）。從中學到
大學的語文訓練，課程內容和訓練重點都有質的改變，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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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培訓目標來說，每項目標都包含一系列實際傳訊所要求的能力。例如培訓目標 
（一）：“在緊迫情況下處理信息的能力與效率”，裡面的內容就可以有這樣的設想：

課程既以語言活動的較高層次的表現為訓練目標，評估的準則除了語言表達，也

要包含身份、態度、觀點、角度等考慮。評估的層次提升了，施教、學習、訓練等活

動就往上看齊。例如在評核“小組討論”的表現，就以較高要求的準則來評分：

除了“觀察範疇”的“1”是語言表達以外，“2”是應付不同溝通方式的適應與

變通能力；“3”指能否意識社會上各人身份之間的關係與相應行為的要求；“4”針

對能否擺脫以個人為中心（egocentric）的認知，轉為以社群 /客觀現象為對象的認知
型態；“5”在於觀察是否能控制個人愛好或情緒，以客觀要求作行為規範，這正是曾

經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的應有表現。 以上都是高層次語言行為的特質，也是課程的訓練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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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設想把大學語文教學置於一個新的平台。這裡有三個意義：（1）學生在中
學階段所獲取的中文知識和能力，得以銜接大學的水平，往更高層次的目標發展。 （2）
大學中文課程與語言教學理論連起來。譬如在應用語言學的觀點上，處理任務為本的

語言傳訊，可以借助社會語言學的概念來設計訓練；要完成繁複而多樣性的事務，則

參考心理語言學所討論的高層次思考能力。教學就連上語言學的理論研究。（3）這課
程既以現實的傳訊活動為教學內容，社會的傳訊模式隨著新科技、多元文化和國際化

的進展而改變，而課程的內容、目的語、訓練方法等就跟著時代而更新。這樣，大學

中文教學就能配合社會和時代的進步而有方向性的發展，就如以下的一個簡單的圖示：

這種設計屬於任務為本教學取向（task-based learning and teaching）。按照上述設想，
大學的語文訓練跟中學訓練的不同之處，在於前者鍛鍊學生在社會交際上的語言技能，

而非求學時期的語言技能，意味著要改變學生以自我為中心的態度，並增強學生在實際

生活環境妥善地處理各種問題的信心和能力。學生在接受大學中文訓練之後，應具備應有

的良好特質，也是一個成熟和受過教育的人應具備的條件，包括“有責任感”、“學會

體諒”、“懂得欣賞”、“表達清晰”。因此，大學語文訓練預期達到的效果，應包括

讓學生建立充分的社會交際意識、靈活有效地傳遞訊息（Davies 1991: 50-73, Bell 2001）。
也就是說，大學語文教育應追求更高層次的教學目標，並透過課程設計達成此目標。

高層次訓練的基礎是基本的語言能力。不過，種種原因，剛進大學學生的中文水

平，總有不大理想的情況，需要基礎的輔導。 

3. 中文輔導課程 4

“書面語輔導課程”5的對象是中文科成績裡有 Level 2 或以下等級的學生。不過，
儘管成績較低，他們還是學了十幾年書面中文，就是有偏差也只是偏差，不是完全不

4 “中文輔導課程”包括“普通話輔導課程”和“書面語輔導課程”。前者提供的普通話基本訓練

有語音練習、聆聽練習、朗讀練習和說話練習。這門課的內容與其他普通話技能課差不多，所以

在此略過。“書面語輔導課程”的設計有點特別，故集中介紹。
5 “書面語輔導課程”是一項研究的成果：“Development of a series of blended learning deliverables 

on 6 topics for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intensive training of written Chinese’ of CLEP”，是得到

本校教育發展中心（EDC）電腦輔助學習組（eLDSS）資助的電腦輔助研究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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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所以，“輔導課程”的特點是針對性，包括三個實施過程：“了解問題所在—語

誤分析”、“說清楚問題的內容—描述語誤”及“針對問題給予輔導—糾正語誤的教

學設計”。簡述如下：

1. 學習者對所要學的語言（目標語 target language）的已有知識和能力，與他應該
具備的知識和能力，兩者之間出現明顯的差距；

2. 透過錯誤分析，了解並描述兩者之間出現的差距；

3. 以有效的教學方法，幫助學習者糾正自己的毛病。（Corder 1981） 

根據分析理大學生一百篇文章的結果，找到學生在中文寫作上的六種語誤範疇，

即語法、粵、英混碼、銜接連貫、說明文、議論文和應用文。找到的問題就成為這課

程內容的六個部份。 這是第一層的“針對性”操作。接著是每一個班的學生差異。上

述每個課題設計一個練習，練習的內容覆蓋該課的一般毛病（群體語誤），要求學生

在上課之前做，就得到這一班學生的問題所在（收窄範圍的群體語誤）。 這是第二層
的“針對性”，目的是更準確地輔導學生糾正他們的語誤。 因為採取第二層的針對問
題的方法，於是施教方法採用了「融合式教育」的模式，意思是把上課面授與電腦輔

助學習二者相結合，形成如下的教學流程：

例如寫作的銜接問題，經語誤分析得到學生在篇章上的銜接問題，包括（1）運用
複句與複雜複句時不正確使用關聯詞語（2）篇章中的句子之間與段落之間的語義關係
出現問題。問題（1）可以細分為（1.1.）不正確使用關聯詞語，表達“因果關係”、“互

補關係”及“與上文的連繫”；（1.2.）欠缺關聯詞語，及（1.3.）關聯詞語冗贅的問題。
問題（2）可以細分為（2.1.）句子間與段落間語義的緊湊程度；（2.2.）句子與段落連
繫方式的清晰程度，及（2.3.）句子之間與段落之間連繫的靈活性。於問題（1），學
生最常犯的毛病是無法準確地表達一句句子內部的語義關係；於問題（2），以句子或
段落欠缺連繫的問題最嚴重，其次是句子或段落意思不完整的問題。以上所得是設計

教學內容與評估學習的基本依據。6

6 這部份由陳芷珊博士、林茵茵、趙國基分析討論，本人參與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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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式教學包括三個步驟：課前練習、課堂教學及課後練習，概述如下：

(1) 透過Moodle/BlackBoard平台為學生提供課前練習，以便更確切地掌握班上學
生在中文寫作銜接方面的弱點。

(2) 根據課前練習的結果編訂課堂教學內容的焦點。

(3) 課堂教學完結後，透過Moodle/BlackBorad平台為學生提供課後練習，以了解
教學成效。

學生在寫作的銜接問題，不單純是學生語言表達的問題，也牽涉更基本的邏輯思

維問題。因此，這個範疇的輔導教學須引導學生學習思考方法及正確地使用語言。

每個課題在這方法下都有一套的教學模組：（1）一般學生在課題的毛病和分析描
述，（2）網上課前習作以進一步了解班上學生的問題所在，（3）參考（1）與相關資
料的教材，（4）網上課後評估工具，（5）網上補充資料。這教學模組就是往後網上
自學單元的發展基礎。

4.  高階中文課程

這門課的訓練對象是文學院、工程學院、商學院，或者是在其他專科學院，已經

達到相對較高中文水平（拿到中學文憑試 DSE第四級或以上）的學生。這課程的教學
目標要考慮幾個方面：

（1） 學生需要這門課的訓練；

（2） 訓練內容能應付畢業後的語文需要；

（3） 課程內容要有普遍性，適合不同專業的學生；

（4） 這是一門語文課，裡面容許有文學的成份，但不是文學課。

從語言活動的基本次序來看，口語先於書面語，表達後於接收；“聽、說、讀、寫”

裡面，“寫”最後出現，代表最高層次的語言活動。同是表達，“寫”和“說”有本

質上的差異。“寫”是整合性的，就是把個別事物或概念的相關意義連起來，組成一

個自足的意義單位。在融合的過程中，概念的層次因抽取相關內容的共性得到提升，

而意義也因細密的辨別而深化。整個活動使我們對事理的認知出現質的變化。“說”

是參與性的，一般用於交際的場合，屬於即時的訊息交流，達到訊息以外的人際功能。

“說”當然有高層次的表達，譬如正式場合的演說或專題分析等。不過，越高層次的

口語，就越要求清晰，有次序，有結構，就越接近書面寫作；是口頭化的書面表達。 
這課程以“寫”為訓練的核心。 修讀這門課的學生有相對較高的中文程度，學習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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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以能夠寫不同類型、不同功能的文字為主。例如以散文的寫作訓練文字的藝術性，

以演講稿訓練文字的濃縮與感染力，用新聞特寫訓練觀察事物的角度與文字的深度。

每一類文字都有不同的文字特色。譬如 “散文”不像一般的自我感思，而是在平

常生活、事態或觀念中，以淺近小幅的文字勾出深刻、雋永的內涵；看似隨意的文字，

底下思路清晰而文理相扣。

至於訓練的目標水平，大約是：

能大部分掌握書面漢語的基本知識及應用原則。通過閱讀能正確了解信息的主題及

內容之間的意義關係。寫作方面，用詞正確，詞義貼切；句式準確而變化較少，句

子簡明扼要；文義連貫，組句成篇，推展恰當，結構完整；內容清楚，緊扣主題；

在實務環境下，能因應不同文類的結構和格式，與特定語境的文字要求，傳信清

晰，語用得體；說明有條理，論證具說服力，完成任務。7

施教方式大概如下：

1. 每一練習先提供水平高低的文字資料 （課程教學資料）

2. 解釋 /討論文字水平高低的所在 （語文 + 思考方式）

3. 要求學生寫第一稿

4. 選出高低的學生文字，隱名討論

5. 學生寫第二稿 （呈交）

5. 結語

綜合來說，香港理工大學的中文課分三個水平：基礎課以語言規律、行文要點、

和應用能力為主；畢業水平定於完成傳信任務，表現成熟而有效能的語言能力；而高

階課程則希望能掌握不同文類的文字變異與風格。設計語文課程一般離不開幾個考慮：

學習者在語言成長階段的特點、課程所在位置的意義和前瞻、社會形態及時代的預設。

歷來的課程改革各有偏重。當前的四年制大學中文課程沒有必然性，只是參考以上的

理念，從不同角度去找它的合理性；供大家討論，互相觀摩。

7 這裡引用的水平描述來自我們（鄭紹基博士、許謙文和本人）的一項研究項目：“The transition 
to the marking scale in advanced writing of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 
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CEFR）to the marking system of ‘Proficiency Test of Written Chinese（書
面漢語水平考試）’ of the Graduating Students Language Proficiency Assessment-Chinese of Pol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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