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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說讀寫思

──嶺南大學中國語文強化課程面面觀

李東輝、李   斐

嶺南大學

嶺南大學以“博雅教育”為目標，致力於為學生提供基於優良博雅教育傳統的優

質教學，培育學生獨立思考、判斷、關懷他人和勇於承擔責任的精神。“博雅教育”

不僅強調學生的專業學習，更強調學生建立公民意識，培養在知識、技能、觀察、判

斷等不同層面的能力，具備國際視野、擁有為社會服務的熱忱和意識，並具有理解複

雜問題的智慧和面對困局的情商和判斷力。

為了達致博雅教育的目標，嶺南大學尤為重視培養學生雙語的運用能力，故語言

課程定為全校學生必修課。在新學制的課程架構裡，中、英兩門語言課程佔全部課程

比例的 15%，其中英文佔 10%，有 12 學分，教學時數為 195；而中文佔 5%，有 6 學

分，教學時數為 104。中文（含普通話）作為語言課程中重要的組成部分，由中國語

文教學與測試中心負責。

香港地區各所大學對“大學語文（中文）”教育的課程雖然名稱各異，但是其教

育理念卻殊途同歸。“大學語文”是大學的一門公共基礎課，屬於中文強化（增補 /
增潤）課程的性質，是對大學生進行語文素質教育的有效載體。“大學語文”課程的

基本任務體現在兩個層面，一是提高大學生的人文素養和思考能力，二是提高規範的

口語和書面語的傳意能力，為香港培養高素質的、適應現代多元化社會需要的人才打

下基礎。

中國在“言”、“文”關係上自古以來有著深刻的認識。《論語 · 衛靈公》中記

載了孔子“辭達”的概念。根據中國古典文論著名學者張少康先生的研究，孔子所

說的“辭達”就體現了我們當代語文教學的目的。宋代大文學家蘇軾則在其《答謝

民師書》中提出“求物之妙，如系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

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蘇軾從文學創作的角度解釋了“辭達”的含

義，他說的“了然於心”就是“道”，而“了然於口與手”就是“技”與“藝”。

前者是對對象的認識和把握，體現了一個人的理解能力和思維能力，而後者則體現

了這個人的口語和書面語的表達能力。對於“文”與“意”的關係，陸機在《文賦》

中也提到了為文之用心，既是要解決“意不稱物，文不逮意”的問題，這個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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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用現代的表達方式來說就是從所思到所言 / 所寫的“傳意”。隨著時代的發展和

教育理念的更新，大學的語文教育目的也從原有的“聽、說、讀、寫”的純技能訓

練過渡到了“聽、說、讀、寫、思”的層面，從語言的工具性培訓上升到了人文素

質的培養以及思辨能力的提升。

在香港，“大學語文”各有各的“瓶頸”。中國語文強化 / 增潤 / 增補課程一般

包括口語（粵語和普通話）和標準中文書面語（規範的現代漢語）。由於四年的大學

語文教育能投入必修中文課的教學時數不足以全面提升“語”和“文”的知識與運用

能力，各大學往往在訓練重點上必須作出取捨。

嶺南大學中國語文強化課程 6 學分必修課的定位是：

• 以提升嶺大學生運用規範的現代漢語書面語和普通話（口語）的傳意能力為

目標；

• 中文口語訓練定位於普通話；中文書面語訓練定位於規範的現代漢語書面語；

粵語作為無學分的選修課提供給外籍學生和內地生自選；

• 以語言“聽、說、讀、寫、思”綜合訓練為模式；

• 閱讀經典以培養人文素養；

• 演講表達滲透批判性思維能力的訓練；

• E-learning 培養學生自律和終身學習的能力；

• 教學語言是普通話；

• 兩門必修課均採用由全體教師編寫的正式出版的教材：

 《中國語文傳意基礎》：口語：70%   書面語：30%

 《中國語文傳意進階》：口語：20%   書面語：80%

• 本中心另開設十一門選修課，語言能力和思辨訓練的配合各有側重；

• 小班教學，每班不超過 20 人；

• 有關中文“語”和“文”的運用能力評核，前者採用國家級“普通話水平測

試”；後者採用本中心與國家教育部語言應用研究所共同研製的“香港中文

書面語水平測試”。



2014年7月�第93卷  第2期 71

嶺南大學中國語文教學與測試中心為全校學生開設的中文強化課程架構如下：

上圖所示的課程中，雖然每門課均設 3 學分，但是必修課上課時數均為每週 4 小

時，選修課均為每週 3 小時。其中兩門必修課（LCC1010 和 LCC2010）是所有中國語

文強化系列課程的基礎。因其重要，所以嶺大中國語文教學與測試中心為了適應 3-3-4
新學制的實行，編寫並出版了適合於兩門課程的全新教材《中國語文傳意基礎》和《中

國語文傳意進階》。教材配有嶺南大學網上多媒體中國語文學習平台和光碟，於 2012
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其中，《進階》於 2013 年榮獲“第三屆中國大學出版社圖書

獎優秀教材一等獎”。

這兩本教材每本均有十課內容，每課包括三個單元：語言（語文）知識、課文、

學習園地。下面將分而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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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語文）知識單元

這一單元講述現代漢語口語和書面語的知識，包括語音、語法和詞彙知識，漢

字的歷史與簡化字，粵普語音、詞彙、語法的對比等。口語訓練知識單元注重語音學

原理和普通話正音、粵普語音對比，幫助學生在普通話的發音中儘量減少“頑固的鄉

音”。每個知識點配合多項練習。設計上在詞語習讀訓練、文章朗讀訓練、口語表達

能力訓練與普通話水平測試（PSC）備試等多個層面有機的結合起來。書面語訓練知

識單元注重範文閱讀與寫作訓練相結合，特別是通過句法的學習幫助學生有的放矢地

提升標準中文的規範意識和運用標準中文的寫作能力。

課文單元

這一單元以主題板塊歸類，選擇多篇古今中外的佳作名篇文章，其中包括了現代

散文、現當代短篇小說、經典中文譯文等，在文章的選擇中，特別注重港台作家的文

章。在課文之後附有思考討論題目，就文章的主旨結合當代社會、歷史、文化等多維

層面以普通話進行討論。

學習園地單元

這一單元為該課配有習題集，其練習覆蓋了該課所學的語言、語文知識內容，並

特別針對香港學生在口語表達和書面語寫作傳意中常見的錯誤及偏誤，具有較強的實

用性和針對性。

在這三個單元中，課文單元最能體現嶺南大學提倡的博雅教育的精神，表現了強

烈的人文精神和語言訓練相結合的理念。課文選擇具有如下特點：（1）以現當代文

學作品為本，結合優秀的古典文學菁華，供學生朗讀、閱讀與賞析。除了有《濟南

的冬天》、《朋友四型》等優秀的現當代名家散文之外，也有《論語》（楊伯峻譯註）

等古典文學名篇。（2）注重香港地區的文學作品，增強地方特色，增加學生的認同

感與代入感。例如有描寫香港昔日歲月風華的《舊時香港》，也有描繪香港平民生

活的《茶餐哲學》等文章。（3）注重人文素質的培養與提升。例如在《中國語文傳

意基礎》的首篇課文為梁啟超先生的《為學與做人》，力圖讓剛進入大學的學生明白

大學學習與人格培養的關係。在《中國語文傳意進階》的開篇文章是胡適先生的《贈

與今年的大學畢業生》，希望通過課文的學習讓學生知道如何為走入社會做準備。

（4）注重經典與通俗相結合。課文中既有哲學家張岱年先生的《文化傳統與民族精



2014年7月�第93卷  第2期 73

神》這樣談論宏大主題的文章，也有莫言的《美人不是人》這種令人會心一笑的幽

默短文。

除了散文、隨筆、小說的學習之外，兩本教材還將中國古典詩詞的內容融入各個

單元之中。例如在語言（語文）知識單元中，每課均加入一首宋詞或元小令，供學生

閱讀、賞析。在課文單元中，每課加入“背詩學語文”板塊，以優秀的唐代五言（《中

國語文傳意基礎》）及七言（《中國語文傳意進階》）絕句為藍本，讓學生改善發音，

學習中國傳統文化。在學習園地單元中，則不限文體，配合當課所學的語言知識，將

優秀的古典詩詞作品以練習的形式給出，供學生鞏固所學知識。

除了紙質的書本之外，每冊教材還配有光碟和網上學習平台“GoChinese”。如果

說課文學習是“道”的培養的話，那麼“技”與“藝”的培訓則體現在訓練和練習上。

兩本教材均有網絡學習平台輔助，網絡學習平台以課為單位，分為 LCC1010 網絡學習

平台和 LCC2010 網絡學習平台，此外還有一些補充練習。每門課程的學習平台均分為

三個區塊：課文區、練習區、創作區。“課文區”包含十課課文的全部語音檔案。“練

習區”則分為“學習園地”、“學習成果評測”、“課後作業”三個部分。“學習園

地”是課本上的內容，“學習成果評測”和“課後作業”則是配合該課所學的知識全

新設計的練習題目。在教學上，“學習園地”由教師講解、帶領學生一起在課堂上完成，

“學習成果評測”和“課後作業”則由學生在課下完成，並計入平時成績。後兩類練

習中每道題均有多次重做的機會，其目的在於讓學生得到充分的練習機會，而非以題

目為學生拿到不同成績設置關卡。“創作區”具有自學的功能，學生可以在“創作區”

鍵入文字或自選的文字段落剪貼，該學習平台則會為文字進行繁簡轉化、自動生成拼

音、點擊可出普通話發音示範、隨光標可給出詞典功能的英文釋義、並支持存儲和下

載以供學生反覆聆聽自學。

如果說從學生層面，中文網絡學習平台為學生提供了學習時間靈活自選的便利以

及培養自主學習能力的機會，在教師的層面，該平台也提供了精確的教學數據管理和

學生學習表現的分析功能。教師可以點擊平台上的數據按鈕，可以以班級為單位看到

該班學生的網上練習成績，既可得到總分、也可以看到每題的具體分數，並可以下載

為 excel 表格，便於存儲、分析、評核。此外，還可以看到學生的上網時數、上網時

長以及上網時段。

在定位上，“GoChinese”平台是教學的輔助工具。中國語文教學以教師為主導，

配合網絡學習平台，則可以更加有針對性、便利性和可操作性。可以說，“中文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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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平台”進一步完善了學生課外學習時與教師的互動關係，除了可以訓練學生的語

言、語文知識之外，還能夠提升其人文素養，例如在網絡學習平台中設有“延伸閱讀”

欄目，該欄目包括古文閱讀能力訓練題集、古典散文賞析、唐代七絕、歷代詞與元小

令選讀、香港近代絕句選、香港當代絕句選、新詩選等不同內容。我們希望通過學生

的自主自選學習，引發學生的閱讀興趣，增加其人文修養，並將“終身學習”的概念

引入教學當中。

嶺南大學多門中國語文強化課程還設置了“普通話語音診斷”環節，希望在上課

之初和課程學習結束之後，用診斷的方式測查學生的語音正誤比率以及為學生指出語

音錯誤類型和改正方向，同時得出科學的數據檢測課程的效度，並為將來課程的設置

及修訂提供科學數據。

“聽、說、讀、寫、思”綜合訓練除了分別體現在上文提到的諸多環節之中，

還集中體現在閱讀、思考、寫作的環節上。例如每課課文有兩篇，一篇是朗讀篇

章，由老師引導學習，一篇是閱讀篇章，由學生自己完成。其具體做法是，依照文

章的長度及難度將學生分為每組 2-3 人。每組學生準備一篇閱讀篇章，在電子簡報

（PowerPoint）輔助下以普通話進行口頭報告。口頭報告主要包括作者生平和文章主

旨的簡述、難讀字詞的討論與領讀，主持者需要組織全班學生參與思考討論和評述

等不同環節。報告之後，在吸取了同學和老師的意見和建議之後，該組學生將重新

修訂電子簡報，在指定日期內上交老師並寫一篇書面閱讀報告。除了閱讀報告之外，

學生還需要完成一篇自由命題作文，由教師對其從寫作技巧、語言規範等不同角度

進行評點，並由學生修改之後再次上交作為定稿。學生寫作的部分每門課至少 4,500-

5,000 字。

總體來說，中國語文強化課程從“聽、說、讀、寫、思”不同層面對學生進行

語言能力和人文素質培養，幫助其掌握口語及書面語知識、提升語言運用水平，

完善傳意能力，增強人文素養，完成並達到大學語文教育的理念和期許，最終體

現博雅教育精神，從語言上實現“道”、“術”合一與“言”、“文”合一的最

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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