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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在香港才成為問題的問題

普通話教學是否勢在必行?

我相信這個問題只有在香港才會成為問題。你試一試在中國大陸任何地方，又或

者在臺灣，提出「普通話教學是否勢在必行」這樣的問題，他們一定會很驚訝地睜大著

眼睛反問你: I那還用間嗎 ?J

為甚麼在海峽兩岸都不成為問題的問題，到了香港反而成為一個需要不時拿出來

辯論一番的問題呢?我覺得關鍵在於有一個前提始終沒有弄清楚，那就是一一香港人

的母語是甚麼?

香港人的母語是甚麼

前些時候，曾有讀者向報紙投書，指出香港教育當局把粵語定為香港人的母語是

錯誤的，這位讀者認為，香港人的母語應該是普通話。 1

所謂母語，其實有狹義和廣義兩種理解。狹義的母語指一個人生下來之後從母親

那見學到的語言;廣義的母語則是指本民族的共同語。所以，說香港人的母語是粵語

或是普通話都沒有錯。

不過，若從學校教育的角度來談母語教育，一般都應該是指廣義的母語。否則，

中國大陸的學校提出的母語教育，豈不是要廣東人學粵語、福建人學聞語、上海人學

種語、江西人學賴語...... ?如果是那樣，那麼作為民族共同語的普通話又是甚麼人的

母語呢?所以，我贊成那位讀者的意見，香港教育當局應該修訂把粵語定為香港人母

語的說法。

香港人屬於漢民族，其母語應該是普通話。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訂正這個概念，

那是因為只有正確地認識普通話是自己的母語，香港人對普通話才有本來就應該有的

歸屬憊，也才能消除對普通話本來就不應該有的抗拒感。而把國語看為香港人的母

1 我覺得普通話還是正名為國語較好，說「國語是我們的母語J總比說「普通話是我們的母語」要名正言

順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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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推行普通話教學勢在必行也就不必花費太大的力氣去爭辯了。

從功和角度看閱單

館接聽聞大毒草提不談，難道功利角度看聞單章，在審議龍應該及早誰有普通話教

o í九七JB近，再過一年多香港硬要誼醫妻IJ有十立體人口的中醫大家震中去，

發港人都體來越多地為政務、聽聽務、寫文化交謊那變與f大家聽j中的人來往，掃興

「大家庭J中的人溝通的話霄則是靜瘋話。 1987 年張白昇亦指出過這一點: í在政治的

範鵬聽，特別是中帶間的辦觸，將無可避免地以普通話為主;在經濟的範鵰彈，中楷

貿易將以普通話為主。 J

，我們只要著一讀這番話告敢將中的一些高官在跟北京宮員談對峙，說著結紹自

己的普講話，鄧麗曬曬轎嘴、嘗不達葷的樣子· t色替能與感觀辛苦;罵我興當然不希

讓我們的下一代在接f大家聽j中的人交談疇，也像如今的某學香港高官芽各樣被動、蟬

，聽聽我們便應該從攪在開始在香港的各級學校推行管通話教學了。

1995 年 7 月 8 訝，教育馨的提一鳴攪在一吹研討會上鄭重保證:對於在本

構所有中小學校推行普通諧和部職簡化字的教學，教學哥爾在稍彼時間提出一些有力的

措施。 2

果然，教育統籌委員會不久就發表了以f提嵩語文能力整體策略j為主題的第六號

，就提高中文及其文語文求平共提出了三十八寶聽議，其中起話建議揖灣通話

殉魏本塔斯賽中多學的韻，公課程。 3

f鹽[建議J 雖然已是凍得太遲，但是正如其路斯說:“Better late than 

never" ·如今提了出來，也總算是明智之舉，值得我們聯掌聲守主贊成。

從中聞語文科打開缺口

當然，如果我們認為，只靠教統會一紙報告書，*潛推行普通話教學的前景便

f一天先閉J ·聽說未免太蟬樂觀。

{踴報) 1995 年 12 月 13 起錦華u卒f譯文能力有待提藉，改農建議運談賢、聽J '嘴

一齡兒血拖拉許教競會報告醬黨沒有為推動母語教學擺出任何資諜的負擔，沒有制訶

出任何興懲的措施，沒有為教間擺棋任何現實的經濟誘閣。所以，教統會報告縷的擴

略和構想不論多美好，乘客究只是紙上談兵!

等事實確是如此。要認識在替港措行普通話教學的必要性比較容易，而要真正在嘴

港扎實間有成鼓地推行轉議認教學就喝難得多。

2 教育警官員梁一鳴這番話，是在發港去軒，要是青年商會所舉辦的…1*:名為rø藝伯繁﹒要讓嚮j街研討會上

，未見報紙報導，我是從參加該次研討會的家父口中聽來的。

3 有關教統會第六號報告會的建議，克拉港 1995 年 12 月 12 日的各大綠草袋都有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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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在全港的中小學教師隊伍中，能以流利的普通話進行教學的，估計佔教師總

數不到百分之五，屬於「稀有品種」。更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中國

語文科教師不懂普通話。 4 蘇漸小學校長孫方中 1995 年在報章上發表過〈提倡採普通

話代廣府話教學〉的文章，主張應由政府頒令學校採用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但要全

面地培訓|一大批能純熟運用普通話教學的在職教師，需要很長的時間和很多的資源，

真的是遠水救不了近火。

也有學者提議，應將普通話列為教學語言供學校選擇，並規定所有學校中國語文

科必須採用普通話為教學語言。最近立法局議員唐英年提出相類的建議，認為可先將

普通話作為中國語文科的教學語言。 5 這不失為一個可行的辦法。首先，中國語文科

不用普通話講課，這種怪事早就為人所詬病。而且很多課文中的現代詩歌，都需要用

普通話來朗讀才能領略筒中神髓。

其次，現時香港的中小學課程都很緊迫，以有開設普通話科的小學來說，大部分

也只能在一星期時間內撥出一至兩節課來教普通話。旺然、中國語文科是中小學的重點

學科，每週的教學時數多，那麼只要在中國語文科先打開缺口，普通話教學便可以在

本港中小學建立起牢固的基地。即使其他學科暫時無法以普通話教學，學生也可以學

到最基本的普通話。

第三，要只培訓語文教師學會普通話，比起要培訓所有科目的教師都具有以普通

話教學的能力，所花費的時間和資源相對要少得多。

最根本的解決方法

上面所說的都是治標的辦法，有沒有治本的辦法呢?有!那就是政府應提供更多

金錢和資源上的支援，鼓勵學校開設普通話科和以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並且改善課

程編排，將普通話教育以「目標為本課程」的方式落實進行。同時，要擴大師資培訓網

絡和規模。我們喜見香港教育學院已有為教師提供職前和在職普通話訓練，並將普通

話定為職前培訓課程的必修科;但為應付將來對具普通話能力教師激增的需求，相信

其學額還要再大大提高。

除了香港教育學院外，本港其他幾間大專院校的教育學系，也應立即把普通話科

列為全體學生的必修課程，並硬性規定他們必須通過普通話測試才能畢業。只有這

樣，這新一代的教師踏進學校後，才能成為推動本港普通話教學的中堅力量。

4 關於有多少中小學在職教師懂得普通話，未見有正式的統計資料發表。我在文中的估計，是我在小

學實習時從小學老師口中所得的資料。

5 唐英年的建議，全港 1995 年 12 月 13 日的各大報章都有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