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讓中國語文課生出興味來一一從敢動學生心靈開始

曹綺雯

香港浸會大學語文中心

聽、講、寫、讀是中國語文教學的四個範疇，其中講授範文，至今依然佔語文教學

的重要一環。學生學習範文，基本上就是透過一大堆「文字符號J 去學習語盲，而「文字

符號J是一種靜態的學習媒介，在現今這麼一個重視影音圖像、講求跳躍動感的世界，

這顯然是本質上跟潮流方向不相配。相對於一些主要透過實驗、活動作為教學重點的理

工科、技藝科而吉，語文科可說是「先天不足J '教學難度甚高。

如何使一門本質上靜態的學科變得活潑流動，方法很多，舉凡善用錄像帶、幻燈

片、圖片;安排辯論、話劇活動等，多不勝數。一般而吉，懂得這些方法者眾，真正施

用者寡。究其原因，大抵礙於教節多，工作繁重，無暇準備。雖然這是一個可體諒的事

實，但並非因此就可以坐視不理。

敢動心靈與語文教學的關係

教學活動，從一般的層面而吉 3 是希望學生透過視覺、聽覺、觸覺的親身經歷增添

學習的興趣，提高教學的成效。但對語文科而吉，教學活動除了增添外在感官的刺激，

還應具備另一層面的作用，那就是心靈的敢動。心靈的敢動包括了敢動情意，引發思

考。

語文科較諸其他科目，是最能觸動思想感情的，因為文章不單是一些語吉符號，它

同時包含了知、情、意的特質。所以，不管中、港、台三地，語文科除了要教授語文知

識外，情意教育一直被定為本科的教學目標之一。至於敢動思想感情典語文教學的關

係，何者為因，何者為果，這個問題，值得深思。

觸動思想J情懷對於語文教育是否極關重要，可先看看一些前輩的見解:北京人民教

育出版社課程教材研究所張定遠先生於1944年曾慨嘆:當前在語文教育上存在的問題包

括「把感情色彩很強的語文課，變成單純的知識技巧的傳授和訓練。」這種敦法，毛病出

在哪襄呢?對語文教育京有研究的葉聖陶先生認為，要使語文教育有果效，關鍵在於學

生「學得有味道」。葉老所說的「味道J '就是指學生學習語文時，需由衷地感受到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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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味來。這襄間接說明了假如沒有把語文課的特質一一「思想感情J處理好，就無法把語

文課教好。當今中國著名的語文教育特級教師于漪女士也同樣指出，要上好語文課，就

要在教學中講究「情趣J 、「美趣J 和「有效」。

這樣看來，以上幾位前輩不約而同地提醒了語文教育工作者:要建至語文教育的目

的，語文課不能只是枯澀地講授語文知識，僵化地分析主旨、段落大意、文章結構、修

辭技巧等;也提醒了我們，不管進行何種教學活動，倘未能達至敢動心靈、引發興昧的

目的，是未能掌握把語文教好的竅門。

現今青少年的情意感應能力

誠然，要撥動學生的心弦，思吾之所思，感吾之所感，談何容易?

一位社工曾對一吹課堂實況有如下的剪影:

「王老師在班中與學生分享自己對中華民族的情懷，愈說愈興奮，學生卻暗暗地咧嘴而

笑，覺得老師十分傻慧，其中有些更說他扮峙，其他則毫無感情的呆著悶著。 J (莫泰基

《飯逆背後一一青年發展新動向> ' 1992) 

這是多麼令人沮喪的片毆!講的人自說白話，聽的人無動於衷。據調查所得，青少

年不獨對家國情淡薄，甚至對父母、兄弟、師長、朋友、同學，也鮮有飽含關切之情。

他們除了二、三友伴之外，認為一切都與他們毫不相干。不少青少年且懷有下面的想

法: r為甚麼要尊敬師長，他們是來賺錢的，收了錢，便要教書，這是理所當然的。 J r做

錯事為甚麼要道歉，給罵了、罰了，便各不拖欠。 H中國水災是他們的事，與我何干? J 

舉出以上的例子，只是想說明:青少年的思想常不觸及感性的層面，也缺乏客觀理

性的思維能力。他們可理解的是物質世界、表面事象，並且以自我為中心，以致衡量事

情往往失諸偏頗，思想感情圍於一隅。心靈麻木閉塞若此，縱使中國語文科包含了知、

情、意的特質，也難以發揮出應有的力量來。

青少年潛在的情意感應能力

話雖如此，可是，我們也確信，人畢竟是感情的動物，青少年尤其感情豐富。雖然

由於成長環境與社會風氣等因素影響，使青少年過早埋藏其豐富的感情，但不等於他們

沒有敢動思想感情的潛在能力。

一些心理學家也認為，年青人冷漠的表現，並不一定是他們的真面目，只因為現今

小家庭制度，家里成員不多，甚至許多青少年為獨生于女，慣於獨處的成長環境窒礙了

他們跳出個人的框框，也誠少了他們接收感情、抒發感情以及處理感情的機會。甚至由

於生活的苦悶，變得提不起勁做任何事，才演化成事事漠不關心的態度。然而，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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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心仍是跳躍的，從他們不停「接電話粥j 、瘋狂沈迷於電腦網絡交友來看，這正正反映

了他們的心靈有待寄証，他們的確有話要說。

且看現行的中五課程中，選用了錢鋼《我和我的唐山》序言作範文，篇幅甚長，但據

一項全港中五學生抽樣調查所得，這篇超過五、六千字的文章，竟在二十六篇中學會考

課程的教材中脫穎而出，被學生選為最喜愛的五篇教材之一。研究員蔣鳳女士更特別指

出「這篇教材的優點全因其內容的真確感人，文字其震撼力，使學生能思黨一己之幸福，

亦加強其愛國之情及對民族的責任感。」這說明了年輕人的心靈空間還放得下別一些東

西。

敢動青少年的心靈

與其讓年輕人的思想感情漫無目的地流放，以致出現備差，倒不如由我們主動牽

引，豐富其生活體驗，深化他們的思想，提升他們對世情人事的關懷，讓他們的心靈激

盪迴旋，轉出一個新天新地來。

激盪學生的心靈，必須從教學設計方面入手。這方面的課程設計，包括有意識地安

排有關教材、活動。下面舉出一些教學實例，以供參考。

(實例一)錢鋼〈我和我的唐山) (中五課程)

這篇文章節錄自錢鋼《我和我的唐山》一書的序吉。《我和我的唐山》屬報告文學，透

過文學的筆觸報道了 1976年唐山地震的大災難。對於教師和學生而吉，表面看來，是極

不受歡迎的，主要原因是它的篇幅長、資料多，內容重複刻劃災區的人和事。不少學

生，甚至教師都說:文章很悶!

這篇文章讀起來悶不悶，關鍵就在於能否感受到作者的創作情懷。正如上文所引蔣

鳳女士之盲: r這篇教材的優點全因其內容的真確感人，文字具震攝力，使學生能思索

一己之幸福，亦加強其愛國之情及對民族的責任感。 J

假如教師沒有感受到作者的寫作情懷，只認為大地震後的場景、人物重複出現，寫

作手法也不外如是，何須冗述?學生也認為:唐山地震與我何干，人死如草芥之枯萎，

有甚麼值得大書特書?抱著這樣的心態去教與學，倍長的文章，實在沒有甚麼意思，一

定會悶透頂。

可是，如果能先敢動學生的心靈，情況將大大不同。劫後餘生的情景，他們可能難

以想像，但他們總有摯愛的親人、朋友，心愛的衣飾、物件，寵愛的小貓、小狗。假如

告訴他，當天放學回家，一切他們所愛的將全都失去，只餘一堆灰燼!叫他們靜靜地默

想一下心中的痛苦。這一刻他們將竄靜無聲，神色凝重。

此外也可以讓他們代入文中的任何一個角色，任何一個處境，以第一身演繹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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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受。假如有學生曾經嚐過生死別離之痛，他不介意說出當時感受的話，便更能牽動

全班同學的思緒。

這種引發情感的鋪墊功夫做得好，學生閱讀這篇文章時，就容易起共鳴，能夠領會

這篇文章感情的濃度，這樣細細讀下去，便不覺其冗長煩厭。

有些學生可能會提出一些較理智的問題:為甚麼國家氣象局不能預測地震發生 P 為

甚麼沒有其他國家伸出援手幫助重建?教師這時就應好好把握機會，讓他們繼續間，也

讓他們推測答案。當他們了解當時的國情後，更要讓他們發表自己意見，任意批評。只

有這樣觸發起他們的好奇心，興昧才會隨之而至。

倘若能抽空從原作剪輯一些簡短而精采的片展，作為引于或補充，這就更圓滿了。

由於建設簡而精，容易攝引學生的心神，使他有追看全篇、甚或全書的衝動。曾經有一

位學生，就在上這一課後的當天，從圖書館把書借來，一口氣把它讀完。

這樣的課堂設計，教師並不需要付出多少額外的備課時間，只要教師抓緊敢動學生

心靈的意念，留意控制課堂氣氛，掌握學生的情緒，一切就會自然而然地發生。

(實例二)梁啟超〈敬業與樂業) (中四課程)

〈敬業與樂業〉是一篇論說文。這篇文章條理十分清晰，對於何謂敬業、何謂樂業;

為甚麼要敬業、為甚麼要樂業;如何敬業、如何樂業，一一細述。文中梁啟超引吉、舉

例甚多，正反立論，把道理說得明明白白。學生要清楚梁啟超的看法，一點不難，教師

只作機械化的析述，已甚足夠。這一課，教與學都不成問題，可就是淡而無味一點。

我們是否可以考慮:不但讓學生認知梁氏的見解，並且製造機會讓他們批評作者的

看法。只有透過他們的思考，印象才會深刻，理解才能深遠，課堂才可以滿有興昧。

按本文所吉，梁啟超認為凡職業都是可敬的，理由之一是「職業無分貴廳」。在此，

不妨花一點時間，叫學生說說他們對「職業無分貴賤」的看法。很奇怪，原來時下年青人

絕大部分不贊同這句話，認為是不切實際的假話。這時，便可乘勢作一吹辯論，把意見

不同的分成兩組，讓他們各抒己見，針鋒相對。此刻，教師的角色在於引導、提點，協

助學生進入問題的焦點，間或指出他們謬誤的地方。在辯論過程中，持反對意見的學生

通常會質問對方: r賺錢有多寡，職業怎會沒貴賤 ?H難道做放貴利、做打手的，職業

也很『貴』嗎? J r職業無分貴賤，我們還讀書幹甚麼? J r面對一個工程師和一個工程技
工;醫生和醫院阿塘，你說，怎會沒有貴賤之分? J 這些問題，如果正方同學能回答得

圓滿 3 那當然最好不過;倘未能回答，教師便可申論了。不管如何，他們的提間，正是

他們的心里話，有機會說出來，這一課，便感到真正與自己緊密關聯。當然，最重要的

是辯論過後，道理也自然彰顯，學生對「職業無分貴賤j這句語有了正確的理解，而斷乎

不再是「死讀書」了。

這一項教學活動，耗用課時大約二十分鐘。不要以為會考課程豪邁，花掉二十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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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奢侈，事實上，學生的學習興致提高了，接下去的教時便事半功倍。祝且，學生慣於

思考，課堂上師生互動的機會就多起來，教學效果也就大大提高了。犧牲一點點課堂時

間，老師也毋須作甚麼準備，何樂而不為呢?說且，在深一層的意義來說，辯論過程中

檢視了他們思想的角度，提升了他們思想的層仗，這種思辨的訓練，實有助他們日後的

學習，長遠來說，功德無量。

(實例三)杏林子〈聽聽這小溪> (中一課程)

「春天到了，屋後的小溪突然活潑起來。」、「小溪為這竄靜的深山加添一些生動的

音符。 J 、「聽聽，這小?真正以多麼偷悅的聲音，告訴你一個互古彌新的故事一一春回大

地。 J 文中以上這些句子，把春天描寫得多麼優美!假如用來講解寫作手法、修辭技巧，

很其典型，這也是〈聽聽這小溪〉的教學重點之一，亦必然是考試時的熱門提問。不過，

我們關心學生是否把修辭技巧學懂了，卻不知道有沒有關心他們是否真能對春天產生美

的聯想，感悟到春的生機呢?

現時的教科書，插圖一定不缺，總會為這課配上「春意盎然J 圖。但一張硬照實在不

大吸引，在少年人心中，那管它春去秋來。特別是城市的孩子，一年四季，沒啥感覺。

春天嘛，只想起農曆新年的紅封包;夏天呃，就想起吃西瓜、游泳;秋天 3 沒怎麼樣，

很乾燥就是了;冬天呢，能想起的就是厚厚的衣服和「打邊爐j 。由於年歲與生活體驗的

局限，一般香港少年對這篇文章的領會，可能只是一大堆描寫春天的文字符號。

很多教師會花點心思自行蒐集或囑咐學生蒐集多一些有關春天景色的照片、圖畫，

黨性來一個小型圖片展覽。更有不單蒐集春景圖的，還把四季的圖片都帶回來，好讓他

們作個比較。如果幸運地，授課時剛好能配合季節、環境，帶他們到校園小花園跑跑，

一起細看剛抽芽的嫩葉，剛結萄的花蕾，那就更賞心樂事了!

生活體驗是很重要的。記得有一回講授這一課，正在朗讀文中一殷: r天氣漸漸暖

和，小攘的步子也開始變得輕快流觸。想來她一路穿過青山，行過原野，驀然發現溪邊

的小花結了高，小草冒了芽，初生的蝸牛怯怯地探了了觸角，大地一片青蔥，萬物欣欣

向榮...... J 這一段還沒唸完，忽然座中一位學生禁不住脫口而出: r好美呀! J 當時全班

正聽得入神，一室寂靜中清晰地飄蕩著這一句輕聲讚嘆。我也感到有點龍異，朝那聲音

看去，見一個漲紅了臉的小男孩，尷尬地為自己的失吉垂下頭。後來，我請他描述一下

他的聯想。原來他想起故鄉，在那裹，他渡過了童年。當年他的爺爺、叔叔還是做農耕

的，文中所描述春回大地的喜恤，他是深切地體會得到。他的億述又引發起別一位同學

發盲，她住在學校後面山上的小木屋，據說附近許多人家都遷走了，她的爸媽就在屋後

闢了一片土地，種起瓜菜果樹來，於是，植物的「萌芽j 、「茁長」、「生命力J '就由她的

口中揖揖道來。

這是很有情昧的一課。這情昧，不是由我而生，純然由我的學生牽動。他們享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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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聽這小溪j美好的畫面;而我呢，享受著他們的愉悅。

壘士畫畫
而同目口

59 

以上列舉的課程設計，其實並沒有甚麼新意，相信語文教師早已曉得。只可惜的

是，這些功夫，在語文教學課程設計中，一般教師只把它看成吹要的部分，聊作引起動

機或可有可無的插科打諱，只待有多餘的時間才進行。而事實上，這種觀念必須糾正過

來，它應該與指定講授的正規內容得到同樣的重視。一方面 3 它可以為語文教育做好鋪

墊的功夫;另一方面，能使學生真切理解課文內容，並深化對內容的認知。

當學生的感悟能力提高，思維能力加強，便更能體會語言文字的力量。在講授一篇

文章的時候，假如學生對事物不再麻木，有喜怒之情、有好奇之心，學生的思緒便較易

融入作品當中。這時候，學生的思維情意在轉動，教師進一步指導其探究文章闡述要旨

之道，佈局謀篇之法，遣詞用字之妙，節奏音韻之奇，必能事半功倍。他們愈能掌握語

文的技巧，又愈能體味文章的精義;愈能體味文章的精義，又愈感到語文的奇妙，彼此

互為因果，相得益彰。所以，假如敢動學生心靈的功夫做得好，講授文章的時候，將會

省時而有效。能否敢動學生心靈，實在是能否使範文教學達至果效的關鍵所在。只有學

生體驗到語吉文字的世界與自己並非格格不入，從而產生內動力去理解語吉文字的奇妙

時，這樣的語文課，才覺「有昧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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