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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語文教育政策主爭論了十多年，始終未能找到一個解快方案。最近教育署一個

工作小組提出〈檢討提高語文能力措施工作小組報告書) ，又掀起了一場中學語文教

育政策的紛爭。所謂香港語文教育政策，說穿了就是一個選擇教學語言媒介的問題。

以英語授課還是以粵語授課，就教育妓果而言，實無需爭辯;但就社會經濟價值而

言，中文地位則顯然不能與英文抗衡。於是，語文教育政策就陷入了教學效果與教育

期望的衝突中，同時更牽撈到:不協調的教育資料分配與教育平等、相抗衡的語能訓

練與學能培育、相料縷的唾語過渡理論典語文學習理論等問題。這些問題已是爭論了十

多年，其間亦不乏有識之士在這些問題上作過深入而客觀的研究，並提供了不少研究

成果，真理愈、辯愈明。最低限度，一些問題是顯露了解快的端倪了。對教育語言問

題，教育當問亦歡度改變了其觀點。現在讓我們看看幾個階段的演變。

從一九七四年中學教育白皮書面世~fJ-九八四年教統會第一號報告書出版 ， 可算

是語文教育政策第一階段。在這階段教育當屑明顯地採取放任政策，由校方選擇教學

用語，放任政策其實是滿是了社會及家長的期望，因英文社經地位高，於是英文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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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增，而中丈中學銳減。在一九七八年實施九年普及教育之前，放任的語文教育政策

的缺點還未顯露，但在普及教育實施之後，不少研究報告指出，以英語授課，大部分

學生根本不能學習，情況亦愈趨嚴重。八六年第二號教統會報告書公佈'就提出補救

之法，並提出鼓勵性語文教育政策。兩見乎學校選用中文為教學語文的多寡程度而給予

該校增聘若干英文教師。這項鼓勵政策建基於兩項假定: (一)多用中文教學可提高學

科學習成績。(二)提供額外英語教師和資源可保障英語程度不致低降。由八五至八九

年可算是第三階段，推行的鼓勵母語教學政策。教育當局雖然肯定了母語教學的效

益，並提供較多資源以作鼓勵，但響應這項號召並部分或全部改用母語教學的只是少

數完全不能以英語授課的學校。大部分學校不敢改動，恐怕改動後便只能收取到資質

較差的學生。研究資料顯示:改用母語授課的學校所收中一學生成績較以前約低一

級( one band )。學生英語語能仍低，教師語能亦參差不齊。大部分英文中學名義

上用英文教學，其實則是粵英夾用。除課本和考試用英文外，平時授課粵英夾雜運用

的情況已泛濫成災。這可算是第二階段語文教育發展的特色，鼓勵政策的推行也就失

其效能了。八九年推出的工作小組報告書創議分流故策，這無疑是針對粵英夾雜教學

的混亂病狀所下的方劑。該政策提議為小六學生作中英語能評準測驗，然後根據評準

將升中學生劃分為以中文或英文授課兩個流別。只有英文能力強或接受過英文銜接課

程訓練的學生，才能接受全面英語教學，不然則進入中文中學。分流政策若能徹底執 l

行，其好處是可保證教學的成效和消除粵英混用教學的弊病。若執行得不徹底，大部

分學校仍會保留英丈學校其名，粵英混雜教學其實，分流政策不過是徒具虛名而已。

其實，分流政策的弊端在於過早依據語能分流，這不蕾將學生在中一時就劃分階

膚，使一部分學生能從英語源流爬進社會中上階層。這爬升的期望會迫使小學教育失

衡，專注英語訓練以加強競爭能力，這不但違背了小學平衡教育的原則，更違反了教

育是維護社會公平這一個理想。在小六就進行選拔分流吏破壞了九年普及教育的完整

性。分流的語文教育政策原意是提高語文學習按果，但對中小學生的平衡教育所帶來

的壞影響是得不償失的。

綜上所述，語文教育政策從初期的漠視母語教學成殼，到扶助或鼓勵部分學校轉

用母語教學，再到近期依據學生語能而作出的分流政策，以謀結束粵英雜用教學的混

爵L情況。從語文政策演變過程中，我們雖然看到母語教學成效被肯定，但我們發現，

政府重要的著眼點還是在於謀求如何改進學生英語程度為依歸。在小六精選百分之三

十至二十英語能力高的接受英語教育，其餘則以中文學習。過早地劃分中英語能流

別，更可能把將來社會劃分階層，這是很難獲得社會和家長們所接受的。所以語文教

育政策問要顧及教育結果，亦要滿足教育期望;旺要公平分配教育資源，又要維護社

會公平原則。要計劃一個妥善的語文教育政策實不容易，我們只可以從大眾利益和教

育原則的前提下找出一個較為有利的方案。且讓我們先來討論幾項需要堅守的雙語教

學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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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學六年母館教略

縱總香港家長懇切割墜地們的子女是發好英女，亦體管及早以其措作為教學語言才是

舉好英文的一條建蹺，但小畢六年泣母語授課是從未被人懶挺過的一項懿妞原則J 0 小

學教育的話的是叫冊語打好學生讀寫算的基纜，這是一較發港人擬安的。誰能聽語妝

，學苦苦們多主張單黨應先以母語舉習，主義可加速他們的智能發展和獻發他

們的認知策略。這不儷可鞏鵑他們的宮、蚓姦基礎， i擊可協助第二語文的遭格要發蟹。倘若

從小學就以英插授課，不做延誤了擇生的智能發展，提久下去可離會審童對傳統艾化的

根苗。新加概全頭推行英語教育，就證賞了混一屆輯記念。所以，

語教學模式實是本容更放的。間分流敢策之不可取，其中的一個原因就是有呵能故總

小機以母語為主的教壞政策。

二、中之過清雙語撤會

'老五哪一賠段和多少人石H岳攪接受鞭語教育競成為一核

心總騁。分流政策倡議擺有百分之二十至五十學生佐維甄選才發可在中一接受雙掛教育。

這是基於教育效誨的考釀。學習一轍外語，若能會、學愈全面接鵝剖能雄主快掌握，

。f.ê.i這個規律應附搞錯蝶件，一是學生績有增習外語的基本能力，二

是教研們能流緝捕以外語提諜。在初中階段能以流暢英語授課的教翱並不多覓，可能

只有少數的傳統贊助( granted )學校可以讓此理想。正如前述，分流可造成社會結

構分層· J愈遲分;束對學生平等教育機會的推行愈有利。

在中三才分攏，不但可保持九年普及教育的先整悅和連質性，嚴重要的是好礙了

小學六年不應存在的競爭摟在力。倘在中刊分流，部分義發生的衍了接鞠英語歡離之縛，實

不能就消悶小學六年偏重霞英語彭11練高轉致失鶴教育之央。少數受助學輯有了利用訪中三

年作躊躇嫂階峙，其餘均一律以母語授課。中去以後，可分成交、理、費、工、

、語文等多元援助Ij ，以適態學生不用興鱷與才能。所以，中主分流更符合教育發展

現論和社會公平原則。有人擺出有{的牛推行英辭激學的建議，任何一所學校若想以英

語授攏，頭先經i通教育署的驗證'證明該校各教師均能以流輯葵語講課，今獲舵准，

國為以英語授課，不學學生讀有體能聽礎，教師亦顯其同樣接幣，我認為這難鸝值得

五、雙館教育理論恭聽

it明士( J. Cummis )誰說 F 多關體語教育的研究並歸納 f三三項體措接線的原

則: (一)掌握攬瀰有flJ智能享受腰原則，思為在揣摩瞥語意錯過館中，可令人頭腦買賣震

活和其瀾略性，但最聽聽的更是他們的第一論文學謂不被跨度抑，否正與1J1覽會防騙他的認知

力的事發展。(二)語文互依際則，幣一和第二語文學習有相互支依存性，需離語文概念

內鶴說往有互補作鍋，能令學習發透過比較而能實深入了解其中要議，國其互紹依存

亦有利於舉習還梯，所以第一諸文學得好的，有利於種習第二語文峙的議格。(五)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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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教學原則，第二語文學習必須是有意義而具有相互傳慧的功能。第一語文的變化規

律，我量於五、六歲己粗略掌握。但第二語文的變化規律如時態語法等， 一般來說需

從操練或句式練習中掌握，但這種機械式練習正缺乏了語文傳意的基本功能。這正是

香港小學英語教學失敗的癥結所在。最先幾年的英語學習，學生都在吸收詞彙和旬式

訓練中消磨，對語文傳意互動功能全無掌握。這種訓練正如史雲妮( M. Swain )所

說，對提高英語學習基線( threshold level )是全無幫助的。倘若小學英文教師有些

語丈能力未能揮灑自如達致傳景教果，可多用視聽教材加以補助，令學生多聽多試一

些有趣而又生動的故事陳述，或在課文中加插一些相關的描述等，以達傳意的功能。

史雲呢從雙語研究中歸納一項要點:後期(如中三)過渡到英語教學並非全無有利之

處，因其第一語文已有相當程度，有利於跨語文學習遷移，只要達致英語學習基線，

其遷移程度會比中一時過渡為快。若未能達到基線，她提議學生可接受為期七個月的

銜接課程，務求達致學習基線程度，則無往而不利了。上述的雙語教育理論和原則均

從實踐經驗找到了中三分流的基礎，只要靈活運用上述原則，達致預期妓果是指日可

期的。

四、英文語艾地位重估

香港的中學九成為英文中學己反映出重英輕中的嚴重性。工商鉅子不斷呼籲提高

英語水平，家長們對英語教育的殷切期望正強化了英語教學的地位。但這些期望和要

求令大部分學生圓圓吞嘉般強嘸下英語教學的苦果，令香港語文教育政策進退失據，

更令中文教育每況愈下。這些重英輕中的價值觀導致語文敢策失衡。教育本身是有很

多局限的，不能滿足太大的期望 ，例如，推行全英語教育的先決條件就需有足移而語

能強的學科教師。但是我們從哪襄找到足移填滿九成英文中學的教師呢?

單從師資因素而論，香港的英文教育是注定失敗的了。每次頒佈的語文教育政策

方案都漠視中文的教育價值。中文不但是最有殼的教學媒介，還是最理想的知識傳播

媒介。一種學問(譬如電腦學)若要普及化和傳播廣，一定需有中文本。知識普及化

是國民教育的先袂原則，不能為了提高英文水平而輕視中文教育價值。假若我們接受

上述先學好第一語文然後加強第二語文學習置移的說法，假若我們接受六年小學讀以

母語授課，初中三年加強英語學習，然、後中三作多元分流這原則，我們就需重視中文

教育的地位與成效，加強中文教育研究和提高中文的社會經濟地位。因為中文教育失

敗，整個教育體系就會無可救藥了。其實，現在的中文教育已遭遇不少問題，如口語

化、英語化等問題在在影響學生的中文學習。無論是提高學生雙語程度，或推行理想

的語文教育政策，提高中文的地位，實是當前對症下藥的良方。

以上所提的是幾個制訂語文教育政策的基本原則。要成功地推行語文教育政策還

須配合不少必要條件，例如中英師資的培訓和復修 ，學生語文程度的準確測量，小學

英語教學的改進，社會對兩種語文的需求調查等，都是實施語文教育敢策時刻不容緩

而需要完成的先袂項目。我們實在沒有時間再等的了。希望能移從上述幾個原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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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共同制訂一個為大多數人接受的語文教育敢策，旺可滿足不同的教育期望，又可

達致理想的教育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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