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漢語與中文
香港地區語艾教學觀念再思

鄧佐樑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

漢語是漢民族的共同語，中文是中國人使用的語文。在香港，二者的基本概念是

共通的。嚴格地說，中國人使用的語文有漢語、滿洲語、蒙古語等，漢語不過是「中

文」的一種，因此把漢語與中文並列是不大合適的。本文故意用這麼一個題目，原意

在於額示香港地區語艾觀念的錯綜種雜，從而加以釐清，並謀求當前語女教學的方

向。

稍為注意香港語文現象的人，不難發覺在中國大陸吽做「漢語」的語言，在香港稱

為「中文J 0 {中國大E科全書﹒語言文字卷〉在「漢語」詞目下有相當詳細的說明，並指

出:

漢語的標準語在中國大陸稱為普通話，在臺灣稱為國語，在新加坡、馬來亞稱

為華語。 1

卻沒有說明在香港稱為甚麼。有趣的是，大開本厚達六百頁的〈語言文字卷} ，根本沒

有「中文」這個詞目。這樣說來， I中文」一詞在語言學里能不能成立，恐怕還是個問

題。

我們不妨查考一下 1995 年 12 月 13 日至 15 日在香港召開「九五國際語文教育研

討會」的論丈篇目。研討會發表有關中國語丈教學論文的有中國大陸學者、海外學者

和香港學者，論文超過九十篇。大陸學者有幾篇題目用「漢語」或「現代漢語J '沒有一

篇用「中丈」。香港學者則題目用「中文」者有十五篇，用「中國語文」者有六篇，全沒有

用「漢語」的。另澳洲有一篇也用「中文J 0 2 

這個現象，香港人早已習以為常，不以為怪。大陸學者似乎也沒有提出過甚麼疑

1 <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卷)(北京、上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88 年) .頁 128 。

2 見香港「九五國際語文教育研討會」會議程序衰。



1996年9月第39期 7 

間。這表示大家都認同了香港所謂「中文J '就是大陸的「漢語」。

〈漢語大詞典〉倒收了「中文」一目，釋義是:

中國語言文字或中國語言文學簡稱。特指漢語言文學或漢語言文字。 3

這個解釋似乎是顧名思義的結果，固然也沒有錯。但香港人用「中文」一詞，大抵由於

這個地方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以「英文J (大陸稱「英語J)為官方語言，因此大家用

「中文j來指稱我們民族的共同語，以與「英文J相對。〈漢語大詞典}I中文」詞條下引了

1980 年 10 月 14 日〈人民日報〉上的一個用例:

英國現有七家大學開中文課程。 4

可見「中文J用於大陸以外，是相對於外語說的， I漢語J則是相對於中國其他種族語言

說的。

「漢語」一詞，就字面看，指漢民族的語言，本來應該包括漢族的眾多方言。但稍

有文化的人，都知道: I漢語的標準語是近幾E年來以北方話為基礎逐漸形成的，它

的標準音是北京音。 J 5 事實上， I漢語J的一般理解是「漢語標準語j 。至於「中文J ' 
有些人的理解就不是那麼確切。我看到〈步伐一一香港理工大學季刊} 1995 年秋季號

有一篇題為〈語文政策何去何從〉的專論，其中有一句: I社會對能操三種語言的需求

卻愈來愈大。 j是哪三種語言呢?從男外一句可以找到答案: I可望於今年年底發表的

〈教育統籌委員會第六號報告書〉將建議中文、英文及普通話三語並重。 J 6 原來「三

語」是指中文、英文、普通話。吽人奇怪的是，中文和普通話竟成為兩種語言，普通

話竟不算中文了。翻看句于這部分的英文本，英文作:“all three relevant 

languages-English, Cantonese and Putonghua" ，才知道「中文」原來指

Cantonese '即廣州話。我們不妨再看看那篇文章提到的〈教育統籌委員會第六號報

告書} ，該報告書發表於 1996 年 3 月。下文引錄了值得注意的幾小節(不必是全句) : 

目的是提高中文(包括普通話)和英文的水準

即為了改善中文、普通話及英文的教與學

目前本港學生的英文、中文和普通話的語文水準

並提高學校教授中文、普通話及英文的質素 7

3 見〈漢語大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1994 年 )1中文j詞目下釋義，頁 584 。

4 同上注。

5 同注 1 0 

6 見〈步伐 香港理工大學季刊)(秋季第一卷， 1995 年)。

7 見香港〈教育統籌委員會第六號報告書)( 1996 年 3 月) 1提高語文能力整體策略j部分。引錄各例分別

見於報告書 2.61 、 2.63 、 2.66 、 2.69 各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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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問餌，除了第一與中文後用話聽說明f起話普通話訂其餘之處都把中文與普議話

董辨。每說明了撰寫報告書者，餅干N缸中文字口普通話看成兩種諦諧。那麼，學普通話

就不覺舉中文。我認為這是香港譯文教學亟待揮討的問題，即使在大串階段的語文教

學，也應該先清清這個觀念。

香港近年大學教育普及，而未來社會對畢業生語文能力的要求，品然有所提高，

自Jit大學生住的語文水平特點引起各昇鸝法。這妻雙討論教學，不的寶把焦點放在大學語

文， {旦有聽觀念，當然牽涉各階段教學。

大學課館一般以舉辦為重。學生過崩離習和研究，心智得以放腰，人格得以建

立。基本語文能力的培養，本來不是大舉階防教學的重點。但番糟的大學生品頭掌握

漢語，是毫無娛間的，問題只是著重漢語的哪踏方面，和通過怎樣的總徑。

首先得進香港的器官璟壇考察。香禪大才多數人以聾外!話揖母語。位當安騁的口語

和非書詣的轉接用詣，穗大都分局廣外i話議持。青少年在成長和求學議報中，依賴母

語思維，思Jitj學泉之二十年，教育界不聲有人提借用母語教學。我以為強調母語教學自

靜、也有文化認闊的意味，但主要是站在青少年心智發展的立場上，雖非提倡闢粹。香

港絕對不能算中英雙雙搭地區，用英語學習必然妨礙學生思考能力的增瓏，大大減低了

按果。然間有人就憫，教學用母語，是用普油站輝是廣州、|話呢?這可不是容易回答的

問題。

說香港母語教睹的模式說，講課和師生鵑耨蝠，用的是廣州話，教科羈娟的是現

代漢語書噩語郎自語文，畢生的書作、報告、考試，也要求黑白話艾。

館語:支票討會中，有大體學者提出香港教鶴不質教學生用廣外i話寫作。

輛從來沒有想過是問題的聞題，題為搓手拉j雙手5教師讓學生用廣州、|話寫作。府括文沒有

學到家，寫出來的東路夾雜一些廣州{話詢艦和句怯的情況是有的，這就是現代應用語

言學家所謂語際認識中做錯 (Interlanguage) 。時但是與生在書面上學習的目的詣，向

來是現代漢語，沒有人教學生用廣州話寫作。議是必須澄清的一點。

語文學習扭括聽、講、讀、寫四方面。首先揖付一下聽和講。

香港學生在 5常生話襲聽和講蔥該說沒審問題。進當安裝還需要進一步增斃，響如

怎樣表達得、撓頭、怎樣把握草草人的要點等等，持持以口語語"練館接對於大學生來講也還

8 學生學習某一種語言，即使波為完全掌握，有不少錯誤，但灣是會有一定的系統。

是它的不穩定性，因為繆滋有了進步，錯誤就會糾正，語言穹的代媽也就隨之而變了。科線 (Corder)

interlar耶Jage 的概念，從間強調了它在母語代碼與目的話代傌立聞所

反革的中間狀態。參考 s. Pit Corder, Introducíng Applied Linguistícs (Penguin, 1982), pp. 268…的。
Interlanguage 中譯或作「總際宮發j 、「呼，維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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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需要的。中文大學中丈系近年語文課程就有「口語傳意技巧」一科，頗受歡迎。

至於普通話聽和講的能力，香港學生非得掌握不可，不然就無法跟十億以上的人

溝通。如果把母語理解為人在幼兒時期通過和同一語言集團其他成員接觸而能掌握的

第一語言，則普通話顯然不是香港大部分學生的母語。 9 我們可以稱它為第二語言，

第二語言需要通過正式語言教學去掌握。語言學家也有視第二語言為外國語的。不過

一國語言跟別國語言的距離，也有大小之分。譬如語系不同的語言，距離不免大一

些，但如歐洲有些國家像西班牙與葡萄牙，同屬印歐語系羅曼語的西吏，且為相鄰之

國，語言就非常接近。下面試就語言的三個要素(語音、詞匯、語法) ，討論香港學生

的母語眼普通話的關係。

廣州話和普通話在語音上差異很大，是兩個截然不同的音系，沒有學過肯定聽不

懂。但二者同屬漢語的一吏，都是單音節，有聲調，聲調可區別詞義，而且二者的聲

調有一定對應關係。

詞匯方面，二者大概有一半以上是相同的。受過一定教育的香港居民，使用詞匯

跟普通話地區相同的相信更多。當今詞匯變異固然有加速趨勢，但另一方面，由於賢

訊交流頻繁便捷，香港和大陸、臺灣三地的詞匯，也容易接觸，或則合流，或則並存

而沒有造成理解上的隔膜。這個趨勢未來會更明顯。

至於語法，本來是語言中最牢固的成分。不同方言襄語法歧義並不大。有學者指

出廣州方言語法的幾個特點，是賓語位置不同，某些副詞位置不同，比較式不同，某

些動詞位置不同等。 1。這些不同並不是很多。語言學家趙元任在他的名著〈中國話的

文法﹒緒論〉襄有一前說:

中國各地方言在文法上最有統一性。除去一些小的分歧:像吳語粵語的間接賓

語放在直接賓語之前，而國語正好相反;還有些南方話的能性補語的否定式的

改序略有不同等等， ......咱們可以說，中國話其實只有一個文法。 11

難怪趙先生在該書自序裹第一句就說:

我把我的〈粵語入門〉改寫成〈國語入門〉的時候，打算就把原來講文法的八頁全

部照用，只除去那些國語眼粵語文法有出入的小地方。 12

9 參看〈語言與語言學詞典) Native Language 條。該詞典為 Hartmann and Stork 編著 Dictionary 01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之中譯本(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1981 年)。

10 參考黃伯榮: (廣州方言語法的幾個特點卜載〈方言與普通話集刊〉第一集(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1958 年)。

11 見趙元任(著) .丁邦新(譯) : (中國話的文法)(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1980 年) .頁 8 0 

12 同上注. (自序) .頁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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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可兇廣卅話跟普通話在語法上的關係。

諒會上面的分車時，可見在聽和讓那口頭語的層醋，普通話不能聽持香港人的母

。但把廣州站跟普議話譯音成截然不冉的詩種語言，猶乎漢語之於英語，惠措聽不恰

當。有人主張把普通話視作非官話?于當區的體接母語 (indirect-native language) 0 13 

不知道攜宮學家能存接受這個襪念，但像第一節引遠的文件把中文、普通話、

成五鐘語言，就很值得商躍。

接著保討語文體習中讀和瀾的層宣言，那盤聞語學習的問題。

香港學校黨的語文教塾，向手拒絕大部分針對書面諦。大家都認間教中文，說是教

舉生認字、護體、寫文章。近年有些學校加進普通話，其教學設計通常在「中間語文j

科之外。三位於口語轉載、粵語正督等單11練，更是接近才J:t較能憊的教學內容。可以

說，在?中盟語文j一料，教學內容幾乎全是審甜甜。 14

持外更值得往憊的，是在聽函語的學習，接本不存在第一語言、第二語言的粥

。香港學生舉習畫面譜，完全以現代棋諾番區語講話的語。這聽聽樹大陸以至在邊是灣

沒看甫擇。 1日

早警方霞生動多采，在保存了不少優涯的詩句和表達方式，自此傳統上轉方言文學

有一定勢力。香港有些報司文章黨的作者，有時故聖用 ，臣的是取得通俗的效槃

或顯示嬉笑怒縛的手段，司主牆這額文章說年已不多見。諧、注意這襲賠了 f故意」

間為全篇用粵語，或加上一點文言成分，作者就不是不自費的。更有輯的是，還額文

章的作者，往往是南來的文人，直在不是廣東人。大致說來，香港在書面語醋，沒有

按當前蓋灣一盤磁煦的本土化意識。香潛和中圓大陸的轉蘭語，並不能親為兩種諦

。當然，地區支姓用語誤行文風格搗變典是免不了的。構岸三端的舊書插語，細加研

究，必然會發現其不蠢損問之處。即如槃盟和美翱間是英語盟竅，但倫敦〈泰輯士報〉

和〈紐約時報〉社論中的英語，也正是各有特色。有了特色，語音交了瓷謊於單瓣，絕不是

壞事。

13 參考許躍躍鵬、歐陽汝穎、王智光: (普通話教學法)(空香港:發通話教育出版社. 1986 年) .資 17 。

1是 過去發港中、小學以茲大學，語文教學鼠標主要是使學生掌握好書面話，以應付學衡和比較正式審

商議上的要求，近年里1)較全面推行驗、譜、讀、寫的訓練。三年蔚為有寧論究課程(畏巨大學預科課程的

一部分)設玉立了 r*臨語文及文化科J .其中有…卷測試學生口語演達能力。草書港中文大學中究系

1994 年在語交游糢里開設「口議傳態技巧J一料，對學生來說是一門新鮮的學科。

15 香港的傳統諸文課程也相當æ豆葉文言女，很近年文言艾的分數已顯著減少。事要求學生唸一段文言文

的盟的在於了解語文的傳統，並不是絨線學生書茵上期文醬。十年前大學入學試考生府文霄作文

的，可說于中無一。今天要不能想像除了億加中文::E修候，會有學生爾文言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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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學生學習習的讀咽譜既是現代書面漢語，那當然眼是與生的口語有距離。也許擺

可以說，在中國方宮中，跟現代醬面漢語距離最大的，臟州、|苦苦應該是其中一種。

書面語沒有錯營的關章程，所謂距離，當指譜法和制攏。如果接受了上艾引主張油輸

丈佳f中醫話其實只會…緝女法j的主張，到語潰的要距離可能不算大問題。聽下來的就

是詞匯。這問題在討論口諧的一幫襄鼓遲一點。認蟬的轉能在任何時代都是殼，龍鐘

的。香港露於女免受體中心，如i其實訊發達，新華物不讓哥灣單，簿黨和廣告語會艷梅

新異，可以想像對制朧有更大的衝擊。有聽說大酷來的人說看不懂香港害部詣的胸

暉，倒不一站是15當間蟬，而是流行語進入醬面繭的結果。這些詞語來自傳蝶、

語言，某一行業、小獨子的用語，年青人的時聽諦，管禪外來語等等。其貨大鼓用

北京社會上的流行詣，船主辦作品賽的語囂，息的北京受過教育的人也不一定嚼。

莒語字會有地方設彰，原是無可還兔的。香噁嚮插話議價現象值得關注，鄧本能全部否

定。無論如鈍，還現象會繼續存在，問此帶撥語文教學誓要重說繞範益。

事實上，不tJ普通話為母語的堆話，特穿草容嬰意識妻自窺範化的主童藝蝕。〈噩夢H還

刊} 1996 年 5 月 12 日 lli版的一期「筆錯j版刊出了一黨支章: (獅城大馬撥動筆語華文

規範化) ，報導學嚴近新加坡、馬來甜頭兩岫都有人擔心華語受馬來諧、英詣及中關各

地方言影響，個導彈語華文規範化，如馬來聞服幾個華文教育機構聽織成就「語交規

籃化工作委具備J 0 16 香港則多年東與規範化有一寫的關注。十多年前替構中文大學

中醫交往研實新提多泰中醫語文研究中心加紋的〈中關語文研究}嘉IJ刊i號，和八十年代

出敬的〈中聽語文邏謊}缸子早蹺，都于自發了討蟑競麓仕的文章。 11 當然今天設規範化

重不是要聽持教接主義，但求邊說普通話，語言、語是15囂。普通話是詣的錯霄，岳身未嘗

不在變動之中，它與其他方言的關係是互動的，認置和表達方式往往互相影響。

毒草於上交往的認議，我們繼續探討香港學生學習書面語的問題。般活常常有人提出

香港學生文誰寫不好，是由於他們不說醬油話。有些意見更強調曾指甜眼書由漢語言

文合一，只聽加強普通話數學，寫作上一切困難可以迎軍而解。 還興先得澄清，香港

學生學靜海話是必墾的，但賄聽聽分別琴音待。

，本論著藍歷語言，口語額寄養器話，豆豆、要是有更難。學會了發錯話，不覓得寫作就

沒有表連上的困難。要不然，標准發講話雛室主扭北京的青少年就聽不著土語文課了。

其次，寫作的過程，是現所思所懋罵醬醋語表達出來。倘發思路沒有弄清賽，無

論普油站搞得多漂亮，還是寫不出油臟的文章。寫作訓練，其黨三位要是思維3月練。當

16 晃〈起1月1還可司i卜 1996 年 5 月 12 訝. J{ 12 0 

17 (中鸝語文研究〉會H月i號(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盤文化研究所異多務中鸝語文研究中心. 1980 年)有

鄧役樑〈香港毒面語的規範化問題)-:;定。〈中蜜語文通訊〉說刊號(發港:發港中文大學中醫文化務質

所奧多賽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19粉等 3 月)第一篇特構是〈語言的規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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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思維眼語詩 闕，在甚至是不能分割的。人糊騙子廳，天然裝置

制。正常的張子，從出生拉開始接觸語言，不久就增擺了用語言思維、在日

表情達葷的接力，議議，擋不需要通過正規語文部練捕潛得。也寫作要求我們把意念有

接理建通邊靠諾諾縛j鑫給讀者。以英語麓餌，一數人認為現代英語的口

離很接近，但有其轎車學者指出以英語罵母語的學麓，寫作鼓當冕的毛薪串在句子懿轉車

上，往往車句號啦弓之能正確使舟。可以說，無論嚮酪諾韻口語多接近，商立學鶴立友是不

同的系統;無論是發生的口語是甚麼，學寫作是星發潛使用另一種方式、另

達。 18 因此， 括與非普通話地區的學麓，問標賽蘊過語文學習去黨

歪歪，、
自口可

話丈。我們且看這言語言玄學家朱德熙的聾兒:

不管在嘴語語言裹，書重語幸1] 0語之艷艷是有一定距離的。 '書噩

譜和日諧的甚至7.JIJ一直站當大。

話文舉作品的語言草不是聽正的口諦.ITfî是拿走方會話做鹿子，議受明清小

說相當大的影響，還帶著不問程闊的方會戚兮，以及不少新興建問黨和歡化句法

的混合的文體。 19

宋先生的結論1:)，為，對於外接人說，舉愈了口語不等於學會醬醋訝;對於本按人來

說，學會將獲吾吾語寫作也不是輕悶易舉的響。可見1:)，為學會著通話說能解決寫作問題

的想法，是弓之切實蝶的。

中聽醬醋語的發展，考察一下中盤人需千年素是怎樣要興奮醬彈詣的。

自賽棋統一以來，醬面器的發聽非常種定。經過春秋戰髓，文化封鑫進步，

，古漢語的基礎已經雄企起來。又自西漢開麟，口諧與醬醋語距離漸

遠。二三者分墟，反倒增加了喜聞詣的機定性。漢語史研究者以先藉的書面語為古漢

，但戰臨去宣講代的文言，基本上都鵬同一系說，文言{樓養好的人，弓之難綜覽二三千

。口語誤書噩話號節的情況，任然已經接連工千年，那聽傅兢讀書人學女

的唯一建盔，是通通書蜜語去舉繫聾聽話。聲直有甚接或擴啟立?說是古典文學賽出現

了無數攪獎的作品。哀了昆聶路線口語說了聾的書宙語去學驚攤韶囂，不僅是可能的

，而民可以發揮高度創進力。輯先佳作過一個實驗，飽會關i睡一質文言諜，是文雷

的參考 G. Thomton, Language, Ignorance and Education (London: Edward Arnold, 1986) 書中第三
蓋章“?、~eeds urgent attention" 學 i 錄了資深教師以英語為母語的學生寫作上評語最常見的是:

“污entence-structure needs urgent attention" (p. 33) 。作者又變他 口語的關係為:“The

writing system is different from the sound system (which we acquire first) although obviously 

related to 泣， and deriving from the same linguistic resource within the individual. Learning to 

write entails learning to use one's language ih a new way, in a different medium" 旬. 60) 忍

的 豆豆〈普通話}季刊第一巔， 1987 年 7 月，頁 7-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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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作會話來教，結果班里出了一個著名美國漢學家。 20 通過文言會話去掌握文言，

思怕倒是過去中國讀書人學文沒有經歷過的。這肯定比單從書面語學習來得有殼，同

時我們也確信，掌喔了普通話，對寫白話文很有幫助。不過有兩點需要澄清。第一，

不是學會普通話就一定能寫白話文;第二，普通話還沒有普及的地區，其居民並非不

能掌握現代書面漢語。

今天的香港人，大多數正是從白話文去學寫白話文的。這種語文學習模式，深合

於二千年來士于學寫文章的傳統。我們不以這個傳統為最佳途徑，但沒有學好普通話

就不能寫作的論斷，是不能成立的。

目前不少人建議香港中國語文科用普通話教學，我以為這是未來應走的方向。但

這也要配合整體的教學設計，而且在時機還沒有成熟芝際，即能操普通話而了解香港

學生學習璟境的教師人數不足之際，不能勉強推行。有了正確的觀念和適當的方法，

目前一般用廣州話進行的教學，未嘗不能提供有殼的語文訓練。

四

適用於 1997 年 7 月 1 日以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基本法} ，規定了中文和英文都

是正式語文。對於〈基本法〉上的「中文J應該怎樣理解，目前還有分歧。在書面上，

「中文」指現代書面漢語，是不成問題的。 21 但在口語上， 1中文」可以指廣州話或普

通話。據報道，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進行了一項名為「普通話與九七」的調查，以

電話隨機抽樣訪問了六百多位香港人，其中第七條問題 :1基本法中中文一條應是指

一-J '答案是廣府話的佔 36.1% '普通話的佔 37.8% '兩者都是的佔 12.2% 0 22 主

張理解為廣州話與普通話的人數大致相當，沒有定論。但這是接受調查者對〈基本法〉

中「中文」一詞的考鷹。如果隨便問一個香港人今天我們說的「中文」指甚麼，相信他不

會排除廣州話或普通話。王力早年寫過〈廣東人怎樣學普通話〉、〈所江人怎樣學普通

話〉等小書。普通話對香港人當然不是不學而能，但這跟其他方言區情況沒有兩樣，

我們不能把這些地區的語言排除在「中文」之外。

關於香港的語文和語文教學問題，仍有不少觀念有待澄清。最了解香港學生需要

的，是多年來默默耕耘的香港語文教師。各方面專家的意見，應該充分考慮，卻不宜

把某些觀念強加於香港的語文教學。香港面臨政權的過渡，一時引發許多問題，有些

20 同注 11 。

21 也有學者認為香港的書面語應該跟中國大陸接軌，但任何語言不可能絕對加以規範。如果對語言的

本質有合理的理解，則對書面上的「中文」認識不該有甚麼分歧。

22 參考{廣府話丈化九七受衝擊} , (大學線}月刊(香港:香港中丈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出版， 1996 年

4 月) ，第六期，頁的一1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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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免牽涉到語文 o 文撫對l亞太研究所的調議研究，研究者認為香港接璽意識的形

成，與廣府話的普及有嚮切關保。 23 調查襄持有一條問題: I九七後應否制11::報章發轍

誌使馬廣驛話打答弓之瞎誤的估 57.6% ·應該約的 18.3% 。香港人的態度，的此

覓。不過這條問題的吾有攘，還可以斟艷，國為一般報章雜誌'不可能刻意全黨用

話 G 我們可以要求傳媒控意語言的現籃化，但立豈不能黨全韓據地重詮語言器樂。

種問題，聽不宜府現行政情萬未來政街作出決策。未來的方舟，憲設

家、應用語雷學家，會問語文教師就實際情混混行探討。

經過上面的討論，我們提出幾點簡單的結論:

一、「中文j只是一種語言，卻跟別的話嘗一樣，可以有種種變體，而且主流欖攝

和眾多變麓，都是聽勸不盾的。我們可以尋求攪範'卻不能完全排斥華慧與。

二、大學生必議主動學好普通話，中、小差事應該盡速設立蕾聶話課轍。{呈現階段

全誼罵著議語教撥語文的詩接還不成熟，只能講序漸進。要行的教舉摸式可以改進，

但並非一無可取。

一、普誦話教舉不應是語文教學的安全部。以為學了普通話，一切聞聽可以過踅布

解的想法是不切實際的。目前香港可以採蝦習鼠的規劃，把普瘋話教鞭設在「中國語

文j科之外。

的、從小學到大學，語文教學都要靚合香港的語言聽境和實際需要。從事設計和

教擎的教蹄，應該熟習香港的語苦環境，懿清教學任務，說了解語文是學蟹的傳統，更

勇於探索新韓念、新方法。

指向上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