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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教師語文能力評核 

普通話 

評核報告 

 

1. 簡介 

    1.1  本 評 核 共 分 四 卷，分 別 為 卷 一 聆 聽 與 認 辨、卷 二 拼 音、卷 三 口 語 及卷 四 課 堂 語 言 運 用。參 加 評 核 者 需 在 各 考 卷 中 均 取 得 第 三 等 或 以 上的 成 績，才 達 到 普 通 話 能 力 要 求。有 關 各 卷 得 分 與 等 級 的 關 係，詳見 《 教 師 語 文 能 力 評 核 評 核 綱 要 》。   1.2  本 屆 參 加 普 通 話 評 核 者 共 2,785 人，達 標 人 數（ 即 成 績 達 三 等 或 以  上 者 ） 的 百 分 比 如 下 ：  
 卷 別卷 別卷 別卷 別  達 標 人 數 百 分 比達 標 人 數 百 分 比達 標 人 數 百 分 比達 標 人 數 百 分 比  卷 一  聆 聽 與 認 辨     58% 卷 二  拼 音     56.5% 卷 三  口 語     37.9% 卷 四  課 堂 語 言 運 用     77.2% 
 

 

2. 卷一  聆聽與認辨 

    2.1   評 核 內 容  
 本 卷 共 分 四 個 部 分， 滿 分 為 100 分。甲 部 聽 辨 音 節， 佔 10%； 乙 部聽 辨 詞 語 ， 15%； 丙 部 聆 聽 理 解 ， 60%； 丁 部 聆 聽 辨 誤 ， 15%。 所有 題 目 均 須 通 過 聆 聽 内 容 作 答 。  

 2.2   本 屆 成 績   本 屆 各 評 核 項 目 的 成 績 如 下 ：    
 評 核評 核評 核評 核 項 目項 目項 目項 目  平均得分率平均得分率平均得分率平均得分率  甲 部  聽 辨 音 節  53.9% 乙 部  聽 辨 詞 語  85.3% 丙 部  聆 聽 理 解  75.2% 丁 部  聆 聽 辨 誤  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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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總 評   本 屆 參 加 評 核 者 在 聆 聽 理 解 的 整 體 表 現 一 般。聽 辨 發 音 近 似 的 詞 語成 績 最 好。其 次 是 篇 章 理 解。參 加 評 核 者 大 都 能 抓 住 重 點，聽 懂 不同 説 話 者 的 觀 點 及 立 場。但 他 們 在 短 答 題 的 表 現 仍 待 提 高。聽 辨 單音 節 詞 語 較 差 。 聆 聽 辨 誤 （ 語 法 題 ） 表 現 同 樣 尚 待 改 善 。    2.4   甲 部  聽 辨 音 節    甲 部 （第 1 至 第 10 題 ），通 過 聆 聽 語 音 近 似 的 音 節 ， 考 查 參 加 評 核者 掌 握 及 分 辨 常 用 字 讀 音 （包 括 聲 、 韻 、 調 ）的 能 力 。 每 題 1 分 ，滿 分 10 分 ， 平 均 得 分 5.39 分 ， 成 績 較 差 。 除 了 第 7 題 和 第 10 題表 現 較 佳 外，其 餘 各 題 的 答 對 率 均 低 於 60%。不 少 參 加 者 未 能 分 辨出 常 用 字 的 讀 音 ， 例 如 第 1 題 「 渾 」 多 誤 作 「 hun」， 第 2 題 「 篩 」多 誤 作 「 shua i」， 第 6 題 「 僕 」 多 誤 作 「 pu」， 第 8 題 「 緩 」 多 誤作 「 huan」 , 第 10 題 「 瀕 」 多 誤 作 「 pin」， 等 等 。   2.5   乙 部  聽 辨 詞 語   2.5.1  乙 部 （第 11 至 第 20 題 ）， 要 求 參 加 評 核 者 根 據 每 題 聽 到 的  語 音 ，在 各 題 所 列 四 個 詞 語 中 選 取 正 確 的 一 個 做 答 案。 每題 1 分 ， 滿 分 10 分 ， 本 屆 平 均 得 分 8.36 分 ， 成 績 甚 佳 。表 現 最 差 的 是 第 17 題 ，「 撰 述 」 多 誤 作 「 轉 速 」（ 翹 舌 音誤 作 平 舌 音 ） 或 「 專 書 」（ 一 、 四 聲 混 淆 ）。   2.5.2 乙 部 （第 21 至 第 25 題 ）， 要 求 參 加 評 核 者 在 聽 到 每 題 四 組  語 音 後 ， 各 選 取 最 恰 當 的 一 個 做 答 案 。 每 題 1 分 ， 滿 分 5分，平 均 得 分 4.44 分，成 績 爲 全 卷 最 佳 者。表 現 較 差 的 有第 24 題 ， 不 少 參 加 評 核 者 把 「 主 角 兒 」 誤 判 為 「 咀 嚼 」。   2.6   丙 部  聆 聽 理 解 （ 選 擇 題 和 短 答 題 ）    2.6.1 丙 部 ， 通 過 聆 聽 語 速 正 常 的 情 境 和 語 言 功 能 不 同 的 普 通 話語 篇（ 對 話 或 敍 述 性 文 字 ），檢 查 參 加 評 核 者 的 相 關 聆 聽 技能 ， 詳 見 《 教 師 語 文 能 力 評 核 評 核 綱 要 》 内 等 級 描 述 。   2.6.2 聆 聽 理 解 佔 全 卷 60 分 。 本 屆 聆 聽 理 解 平 均 得 分 45.13 分 。   2.6.3 丙 一 多 項 選 擇 題（ 第 26 題 至 第 45 題 ）佔 30 分 ， 平 均 得 分25.78 分 ， 得 分 率 爲 85.9%， 成 績 甚 佳 。 丙 二 短 答 題 （ 第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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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至 第 60 題 ）佔 30 分，平 均 得 分 19.35 分，得 分 率 爲 64.5%，成 績 比 丙 一 低 約 20%。 由 於 丙 二 短 答 題 提 示 較 少 ， 加 上 必須 用 文 字 回 答 ， 不 少 參 加 評 核 者顯得 比 較吃力 。   2.6.4 現將參 加 評 核 者 在 丙 部 的 表 現 列 表略述 如 下 ：  題號  參 加 評 核 者 的 表 現  26-35 共 10 個 語段，均屬於 短 篇 對 話。每 個 語段均設 1 題。表 現 甚 佳 。其 中 6 題 的 得 分 率 達 到 90%以 上 ， 得 分 率 最 低 的 一 題 約 為 79%。  36-37 語段是 與建築工程有 關 的 對 話 。  第 36 題 為綜合理 解 題 ， 得 分 率 約 為 92%， 表 現 甚 佳 。  第 37 題 為綜合理 解 題 ， 得 分 率 約 為 61%， 表 現稍欠理想。  38-39 語段是 與 做生意有 關 的 對 話 。  第 38 題 為記憶題 ， 得 分 率 約 為 91%， 表 現 甚 佳 。  第 39 題 為綜合理 解 題 ， 得 分 率 約 為 66%， 表 現稍欠理想。  40-41 語段是 與公司開業有 關 的 對 話 。  第 40 題 為綜合理 解 題 ， 得 分 率 約 為 92%， 表 現 甚 佳 。  第 41 題 為推測題（ 説 話 人 的 關 係 ），得 分 率 約 為 88%，表 現 理想。 42-43 語段是 有 關培育孩子的報道。  第 42 題 為記憶題 ， 得 分 率 約 為 93%， 表 現 甚 佳 。  第 43 題 為綜合理 解 題 ， 得 分 率 約 為 97%， 表 現 甚 佳 。  44-45 語段是 有 關風味小吃的 對 話 。  第 44 題 為綜合理 解 題 ， 得 分 率 約 為 50%， 表 現很差 。  第 45 題 為推測題 （ 語帶雙關 ） ， 得 分 率 約 為 93%， 表 現 甚 佳 。  46-47 語段是 有 關遊客購物的 對 話 。  第 46 題 為記憶題 ， 得 分 率 約 為 59%， 表 現很差 。  第 47 題 為記憶題 ， 得 分 率 約 為 90%， 表 現 甚 佳 。  48-49 語段是母子對 話 。  第 48 題 為綜合概括 題 ， 得 分 率 約 為 68%， 表 現稍欠理想。  第 49 題 為綜合理 解 題 ， 得 分 率 約 為 55%， 表 現很差 。  50-51 語段是 同事之間的 對 話 。  第 50 題 為記憶題 ， 得 分 率 約 為 80%， 表 現 理想。  第 51 題 為記憶題 ， 得 分 率 約 為 54%， 表 現很差 。  52-54 語段是投訴運動鞋質量的報道。  第 52 題 為記憶題 ， 得 分 率 約 為 66%， 表 現稍欠理想。  第 53 題 為記憶題 ， 得 分 率 約 為 59%， 表 現很差 。  第 54 題 為記憶題 ， 得 分 率 約 為 88%， 表 現 理想。  55-56 語段是朋友聚會時的 對 話 。  第 55 題 為記憶題 ， 得 分 率 約 為 77%， 表 現 尚可。  第 56 題 為推測題 （ 詞義） ， 得 分 率 約 為 64%， 表 現稍欠理想。  57-58 語段是 有 關辦學的 對 話 。  第 57 題 為記憶題 ， 得 分 率 約 為 46%， 表 現很差 。  第 58 題 為綜合理 解 題 ， 得 分 率 約 為 43%， 表 現很差 。  59-60 語段是朋友之間的 對 話 。  第 59 題 為綜合理 解 題 ， 得 分 率 約 為 42%， 表 現很差 。  第 60 題 為記憶題 ， 得 分 率 約 為 81%， 表 現 理想。   2.6.5 總的來説 ， 參 加 評 核 者 大 都 能 抓 住 重 點 ， 聽 懂 不 同 説 話 者的 觀 點 及 立 場 。 在 理 解 普 通 話 常 用 語方面表 現 不錯， 例 如第 31 題（「堵得慌」）、第 33 題（「買東西可別讓人給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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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 題 （「你怎麽哪壺不開提哪壺哇」）、 第 35 題 （「茶壺煮餃子，倒不 出來唄」）等就是。但 他 們 在 短 答 題 的 表 現明顯不 如 選 擇 題 。 在 普 通 話 詞句的 表 達方面則仍 待 提 高 ， 答案意思欠準確 、 用 詞欠恰 當 者屢見 不鮮， 例 如 把 「（ 兒子）找對象」寫成 「 兒子結婚」，「合不來就分手」寫成 「 對象合不來就離婚」， 等 等 。   2.7   丁 部  聆 聽 辨 誤  
 2.7.1 丁 部 ， 考 查 參 加 評 核 者 分 辨 普 通 話規範用 法 的 能 力 。 共設十題 ， 每 題 1.5 分 ， 滿 分 15 分 ， 平 均 得 分 8.05 分 ， 其 成 績全 卷 最 低 。  

 2.7.2 表 現 最 佳 的頭三 題，按得 分 率從高 到 低依次 爲 第 68 題（ 約84%）、 第 62 題 （ 約 76%）、 第 69 題 （ 約 74%）。而低 於 平均 得 分 率 的 題 目 ，從高 到 低依次 爲 第 70 題 （ 約 47%）、 第66 題 （ 約 47%）、 第 63 題 （ 約 35%） 第 64 題 （ 約 34%）、第 61 題 （ 約 21%）。   2.7.3 不 少 參 加 評 核 者 未 能識別 普 通 話 的 一些規範説 法 ，而誤 判爲 答 案， 例 如：「 一 點 兒 都 不 出奇」（ 第 61 題 ）、「你讓他 們小點 兒 聲 」（ 第 63 題 ）、「這褲子太肥了 」（ 第 64 題 ）和「這場 大賽肯定有看頭」（ 第 70 題 ） 等 。 參 加 評 核 者 需 大 力 提高 普 通 話 的敏感度。此外 ， 不 少 參 加 評 核 者 對 一些普 通 話口 語 説 法 不熟悉，而誤 以 爲 答 案，例 如：「 多半兒 是吃榴槤吃的 」（ 第 65 題 ） 和 「我也覺得 有 點 兒穿不 住 了 」（ 第 66題 ） 等 。 由 上可見 ， 要學好 普 通 話 ， 除 了 要注重 語 音 外 ，還得 在 言 語 的實際運 用方面多 用心才行。    2.8   注 意 事 項   手機/傳呼機的響鬧以 及震動均會對 他 人造成騷擾，因此， 在 整 個評 核 過程中 ， 參 加 評 核 者 必 須 確保自己的手機/傳呼機已關掉，否則將被取消考試資格。   
3. 卷二  拼音 

 3.1   評 核 內 容   卷 二 共 分 三 個 部 分 ， 全 卷 滿 分 100 分 。 甲 部 音 節 表 ， 佔 5%； 乙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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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據漢字寫拼 音 ， 47.5%； 丙 部 根 據 拼 音寫漢字 ， 47.5%。   3.2   本 屆 成 績   本 屆 各 評 核 項 目 的 成 績 如 下 ：   評 核評 核評 核評 核 項 目項 目項 目項 目     平 均 得 分 率平 均 得 分 率平 均 得 分 率平 均 得 分 率     甲 部  音 節 表  67% 乙 部  根 據漢字寫拼 音  62.7% 丙 部  根 據 拼 音寫漢字  73.8%  3.3   總 評    從上 表看，參 加 評 核 者 在 甲 部 和 乙 部 的 表 現稍欠理想，丙 部 的 表 現尚令人 滿意。總括而言 ， 成 績 較 差 者 需注意以 下問題 ：  
� 漢語 拼 音 音 節 拼寫規則；  
� 掌 握粤普 語 音 對 比 中易混 淆 的 聲母和 韻母；  
� 擴大 詞彙量。   3 . 4    甲 部  音 節 表      3.4.1   甲 部 有兩題 （ 表 一 及 表 二 ）， 共 5 分 ， 平 均 得 分 3.35 分 ，  平 均 得 分 率 為 67%。   3.4.2 表 一 ， 參 加 評 核 者按照特定音 節 （ 聲母、 韻母、 調號） 各填寫一 個 例 字 。 本 題 表 現 尚 理想， 考生大 多 能舉出 例 字 。惟 run、 re、 cun 這三 個 音 節失誤 較 多 。   3.4.3  表 二 ， 參 加 評 核 者按照特定的 聲母、 韻母要 求 各填寫音 節  及 其 相應例 字 。 如果聲母和 韻母在 普 通 話裏不 能 相 拼 ，則必 須註明「 不 能 相 拼 」。 本 題 表 現 較 表 一 差 ， 主 要 是 由 於zhe i 的 得 分 率偏低（ 約 22%）所致。zh 和 e i 只能 拼 作 zhè i，參 加 評 核 者 大 多寫不 出來，反映出 他 們 對 「這」 的 口 語 讀法 不 了 解 。 其 餘 三 個小題按得 分 率從高 到 低依次 爲 zh 和iang（ 約 82%）、 l 和 iang（ 約 78%）、 l 和 e i（ 約 72%）。   3.5   乙 部  根 據 漢 字 寫 拼 音   3.5.1 乙 部 有 詞 語 題 和句子題兩項，共 95 個 音 節，滿 分 47.5 分 ， 每 個 音 節 0.5 分 。 本 屆 平 均 得 分 29.77 分 ， 成 績 表 現 一 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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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 乙 部 詞 語 題 的 平 均 得 分 率 約 爲 54%， 成 績稍差 。 表 現 較 佳的 是 第 10 題 「葡萄酒」（ 約 69%）、 第 9 題 「竅門兒 」（ 約65%）、 第 13 題 「樂而忘返」（ 約 63%）。 表 現 較 差 的 是 第 8題 「跺腳」（ 約 48%）、 第 1 題 「遏制」（ 約 46%）、 第 5 題「埋怨」（ 約 41%）、 第 4 題 「縫隙」（ 約 32%）。   3.5.3  乙 部句子題 的 平 均 得 分 率 約 爲 67%，比 詞 語 題 的 高 約 13%。 參 加 者 須按行書寫答 案 。 每行答 案 的 得 分 率頗爲 平 均 ， 最高 的 約 72%， 最 低 的 約 64%。  
 3.5.4 總括而言 ， 乙 部 考生常 見 的問題 有 ：  

� 不 認識字 的 讀 音 ， 例 如 「遏制」 的 「遏」、「隸書 」 的「隸」、「跥腳」 的 「跥」 等 。  
� 不熟悉多 音 字 ， 例 如 「埋怨」 的 「埋」。  
� 不會輕聲 詞 ， 例 如 「疙瘩」。  
� 讀 不 出 成 語 ， 例 如 「膾炙人 口 」、「樂而忘返」。  
� 混 淆 聲母， 例 如 「隸」（ l /d），「竅」（ q/j）。  
� 混 淆 韻母， 例 如 「拂」（ u /o），「疙」（ e/a）。  
� 混 淆 聲 調 ， 例 如 「隙」（ xì/x ī）。  
� 不會標隔音符號， 例 如 「樂而忘返」（ le’e rwangfan）。 
� 不適當地大寫和小寫。   3.6 丙 部  根 據 拼 音 寫 漢 字   3.6.1  丙 部 有 詞 語 題 和句子題兩項，共 95 個 音 節，滿 分 47.5 分，  每 個 音 節 0.5 分。本 屆 平 均 得 分 35.03 分，成 績 尚令人 滿意。  3.6.2 丙 部 詞 語 題 的 平 均 得 分 率 約 爲 55%， 成 績稍差 。 表 現 較 佳的 是 第 12 題 「 maose-dunka i 」（ 約 84% ）、 第 11 題「 fengchid ianche」（ 約 83%）、 第 8 題 「 zhengl iushui」（ 約63%）、第 4 題 「mi j ian」（ 約 62%）。 表 現 較 差 的 是 第 1 題「 shuniu」（ 約 37%）、 第 2 題 「 jueqi」（ 約 36%）、 第 9 題「 jueshiyue」（ 約 35%）、 第 5 題 「 da izhi」（ 約 28%）。   3.6.3 丙 部句子題 的 平 均 得 分 率 約 爲 83%，比 詞 語 題 的 高 約 28%。參 加 者 須按行書寫答 案 。 每行答 案 的 得 分 率頗爲 參差 ， 最高 的（「 b iaoda  l iuchang」）約 90%，最 低 的 約 64%（「 Fan ken she l ie ,  bi  you shouh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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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  總括而言 ， 本 部 分 常 見 的問題 有： 
� 詞彙貧乏，例 如 詞 語 題 中，「樞紐」、「崛起」、「呆滯」、「默契」 常寫不 出來，將「樞紐」寫成 「淑女」、「 書牛」、「孫女」、「輸杻」；將「崛起」寫成「絶期」、「覺起」、「掘起」；將「呆滯」寫成 「胎痣」、「 待 至 」、「帶子」；將「默契」寫成 「模起」、「末期」、「霧氣」 等 。短 文 題 中 ，「睿智」寫成「鋭志」、「瑞智」；「涉獵」寫成 「射獵」、「社裂」、「攝獵」、「試煉」 等 。  
� 不 認識字 的 讀 音 ， 例 如將「風馳電掣」 的 「掣」寫為「摯」、「製」、「制」、「冊」 等 。  
� 寫錯別 字，例 如「蒸餾水」的「餾」，寫為「溜」、「流」，「茅塞頓開」 的 「茅」，寫為 「矛」、「芧」、「毛」 等 。 
� 不 理 解 詞義， 例 如「爵士樂」，寫為「覺事月」、「絶世月」、「絶食月」 等 。    4. 卷三  口語  4.1   評 核 內 容     卷 三 分朗讀 題（ 音 節 、對 話 、短 文 ）和 短講題 ， 滿 分 100 分 。 音 節朗讀 ， 佔 15%； 對 話朗讀 ， 20%； 短 文朗讀 ， 20%； 短講， 45%。   4.2   本 屆 成 績   本 屆 各 評 核 項 目 的 成 績 如 下 ：   試 卷 分 部試 卷 分 部試 卷 分 部試 卷 分 部     評 核 項 目評 核 項 目評 核 項 目評 核 項 目     平 均 得 分 率平 均 得 分 率平 均 得 分 率平 均 得 分 率     音 節  59% 對 話  71.2%  朗讀  短 文  62.3% 短講  66.7%  4.3   總 評  

 4.3.1 在 卷 三 的 四 個 評 核 部 分 中 ， 音 節朗讀 成 績 最 差 ，這表 現 出   不 少 參 加 評 核 者 在 讀 音 的準確 性 以 及 認 字 的 數量方面還未如 理想。 其 次 是朗讀 短 文 成 績欠佳 ，這説明參 加 評 核 者還須 在 掌 握 語 調 、 語感方面加強練習。   4.3.2 短講的 整 體 成 績也一 般 。 表 現 較 理想者 説 話內容 較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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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條理 ，也較流利自然， 但也有 不 少 參 加 評 核 者 説 話內容不夠充實， 不夠流暢， 語 音失誤 較 多 ， 語 法 不規範的 情況也頗普遍。      甲 部  朗 讀    4.4  甲 一  一 百 個 音 節 朗 讀   4.4.1 甲 一 ， 要 求 參 加 評 核 者 讀 出 100 個 單 音 節 、雙音 節 以 至 多 音節 字 詞，目 的 是 考 查 參 加 評 核 者 認 讀 普 通 話 常 用 字 的 能 力 。滿 分 15 分 ， 本 屆 平 均 得 分 8.86 分 。   4.4.2 參 加 評 核 者 認 讀 常 用 字 詞 的 能 力 一 般 ， 尤 其 是 在 認 讀 單  音 節 的 部 分 ， 不 少 參 加 評 核 者 未 能 掌 握 字 的 讀 音 ， 例 如「髓」、「碩」、「鍋」、「掏」、「擎」、「扳」、「濘」、「餒」、「蛻」、「畦」、「蹦」 等 。 多 音 節 詞方面， 不 少 評 核 者也未 能 掌 握讀 音 ， 例 如 「拘泥」、「諧謔」、「蘊藏」、「漣漪」、「華裔」等；掌 握輕聲 詞 的 能 力也未 如 理想，例 如「張羅」、「隊伍」、「任務」、「糧食」、「使喚」、「 上司」 等 ； 兒化韻 的 讀 音欠準確 ， 例 如 「露餡兒 」、「合群兒 」、「門檻兒 」 等 。另外 ，上 聲連讀變調也時有錯誤 ， 例 如 「 比擬」、「喜帖」 等 。 參加 評 核 者 平時宜多記憶常 用 字 詞 ，增加 詞彙量，並多練習發 音 技巧。   4.5  甲 二  對 話 朗 讀   4.5.1 甲 二，通 過 一 篇 對 話 的朗讀，考 查 參 加 評 核 者 在 對 話朗讀 技 能上 的 掌 握 及 表 現 ， 其 中 包 括 發 音吐字 的 標準及清晰程度、 語氣及 口 語 詞 等 的 掌 握 。 滿 分 20 分 ， 本 屆 平 均 得 分 14.24 分 。    4.5.2 朗 讀 對 話 的 表 現 為 整 個 朗 讀 評 核 成 績 中 比 較 理 想 的 部分 。 一 般 參 加 評 核 者 均 能 用 較 恰 當 的 語 調朗讀 對 話 部 分 ，但也有 少 數 參 加 評 核 者 的 語 調生硬、不自然，語氣表 達 不準確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該 部 分 擬 題 時 參 考 《 教 師 語 文 能 力 評 核 (普 通 話 )參 照 使 用 常 用 字 表 》， 2007 年 版 及《 教 師 語 文 能 力 評 核 (普 通 話 )參 照 使 用 常 用 詞 表 (一 )(二 )》，2007 年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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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甲 三  短 文 朗 讀   4.6.1 甲 三 ， 通 過 一 篇 短 文 的朗讀 ， 考 查 參 加 評 核 者 在 短 文朗讀  技 能 上 的 掌 握 及 表 現 ， 其 中 包 括 發 音吐字 的 標準及清晰程度、 語氣和自然停頓等方面的 掌 握 。 滿 分 20 分 ， 本 屆 平 均得 分 12.45 分 。   4.6.2 朗讀 短 文 的 整 體 表 現 一 般。有些參 加 評 核 者朗讀 短 文時讀 音失誤 較 多 ，停連欠恰 當 ， 語感也比 較弱。  
 4.7  乙部  短 講   4.7.1  乙 部 ， 要 求 參 加 評 核 者從兩個特定話 題 中 （ 教育及日常生  活）選講一 題 ， 發 言時間不 少 於 2 分 45 秒。 其 目 的 是 考 查參 加 者 在沒有 文 字憑藉下使用 普 通 話 的 能 力 （ 包 括 敍 述 、説明、解釋、形容、闡述 等 語 言 功 能 的 運 用 ）。該部 分 佔 45分 ， 本 屆 平 均 得 分 30.03 分 。   4.7.2 短講的 整 體 成 績 一 般 。 表 現 較 理想者 語氣、 語 調 較自然，內容 較充實， 能 較清晰、 有條理地就有 關 話 題闡述己見 。他 們 的 發 音 、 用 詞 較準確 ， 語 法也較規範。 表 現欠理想者説 話內容 不夠充實， 語句結構較鬆散， 詞彙量少 ，也會出現 語 法 不規範的 情況， 語 音方面，往往有系統性 發 音失誤的問題 。   
5. 卷四  課堂語言運用  5.1  評 核 範 疇   「 課 堂 語 言 運 用 」 評估包 括 語 音 、 語 言 表 達 、 教學用 語 、 辨析及  糾誤 四 個範疇。   5.2  本 屆 成 績      在 527 位參 加 評 核 者 中，有 407 人 達 到 第 三 等 或 以 上 要 求，佔 參 加總人 數 的 77.2%。   5.3  語 音      5.3.1  大 部 分 參 加 評 核 者 在 語 音方面的 表 現 能 達 到 一 般水平，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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韻 、 調 的 掌 握 大致準確 。    5.3.2  綜合參 加 評 核 者 的 發 音問題 ， 以 下 列幾類比 較 常 見 ：  
� 第 一 聲 和 第 四 聲 分 不清：  最 普遍的問題 是「 一 、四 聲 」混 淆，尤其 是 當「 一 聲連讀 」、「 四 聲連讀 」或「 一 、四 聲連讀 」的 話，往往不 能保持正 確 的 調型，例 如「輕鬆」、「再見 」、「 一、二、三 」、「黑色」、「究竟」、「 大家」 等 。  
� 説 話 中忽略輕聲 詞 或輕聲 發 不 好 ：  輕聲 詞 發 不 好 是老問題 ， 情況有兩種：  第 一 ， 未 能 正 確 掌 握輕聲 音 節 的 音 高變化。輕聲 音 節的 讀 音 不 能獨立存在，它們 的 調值要依靠前一 個 音 節 的聲 調來確定，例 如：「 他 們 」與「我們 」、「桌子」與「椅子」、「紅的 」 與 「紫的 」， 每 一 組 詞 語 中 的輕聲 音 節縱然相 同，調值卻應有 所 分 別。第 二，參 加 評 核 者往往強調 讀輕聲 詞 要輕，卻未注意到 掌 握 音長是 讀 好輕聲 詞 的重 要因素，於 是 把「喜歡」的「歡」、「 點心」的「心」、「耳朵」的「朵」、「 等 一 等 」的「 一 」、「 好 不 好 」的「 不 」等 都 讀 成 第 一 聲，把「先生」的「生」、「知道」的「道」、「清楚」 的 「楚」 等 都 讀 成半三 聲 。  至 於忽略輕聲 詞方面， 主 要 是 未 能 掌 握無規律的 必 讀輕聲 詞 語，例 如「頭髮」、「事情 」、「記性 」、「早上 」等 。此外也有 部 分 參 加 評 核 者 把某些疊詞 和助詞唸本 調 或重 讀 ， 例 如 「練練」、「猜猜」、「看過 」、「 讀 得 」 等 。  
� 「 -n」 和 「 -ng」 混 淆 ：  以「 in」、「 ing」混 讀 比 較 常 見，一 般 是 把「 in」讀 成「 ing」，例 如「因」、「新」、「緊」、「信心」、「靜」等 。 其 次 是 把後鼻韻母「 ang」、「 eng」發 成前鼻韻母「 an」、「 en」， 例如 「剛」、「望」、「 等 」、「燈」、「 成 」 等 。  
� 「 z」、「 c」、「 s」 或 「 j」、「 q」、「 x」 發 不 好 ：  發 平 舌 音時舌頭微翹 ，變成 「半翹 舌 音 」， 常 見 字 詞 例如「 最 」、「 組 」、「坐」、「 次 」、「 詞 」、「錯」、「訴」、「 所 」等。有些參 加 評 核 者 發 舌面音時，發 音 部位明顯靠前，同時帶有 舌尖部位的摩擦， 音 近 平 舌 音 ， 例 如 「己」、「就」、「西」、「心」、「想」、「 下 」、「 選 」 等 。   5.3.3  字 音失誤 主 要集中 在 聲 調方面， 例 如 「幅」、「魔」、「 係 」  讀 第 一 聲；「頂」、「鐵」、「 法 」讀 第 二 聲；「拿」、「錢」、「學」讀 第 三 聲 ；「協」、「 舌 」、「究」讀 第 四 聲 等 。 至 於 聲母不 正確 的 字 音 常 見 有 「遍」（ 誤 讀 為 「 pian 」）、「 淆 」（ 誤 讀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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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o」）等；韻母不 正 確 的 字 音 有「乓」（ 誤 讀 為「 peng」）、「丟」（ 誤 讀 為「 d iao」）等。此外， 多 音 字 混 讀 的 情況也是值得留意的 。   5.3.4  每年均 有小部 分 參 加 評 核 者 在範讀 詞 語 或 課 文時尚 能 讀準字 音 ，也能準確講授聲 、 韻母的 發 音方法 ， 以 及 如何掌 握變調規則等 ； 但 在 説 話 的時候則頻頻失誤 。 有些則在 語 速慢的時候尚 能 讀準， 但 在 語 速 比 較自然的時候便出錯。這可能反映了 他 們 對 於 語 音系統的 掌 握還未熟練， 仍 需努力改進。   5.4  語 言 表 達   5.4.1  大 部 分 參 加 評 核 者 尚 能 運 用適當 的 詞句表 達 ， 組織基本清  晰， 説 話流暢，惟語句略為累贅，稍欠靈活，並夾雜少量粤式語句。 音量充足，吐字清晰， 語 調 、 節奏尚算自然，只是 一 般 發 音 都 有些不 到位，也忽略了 詞句的輕重 音格式，以致影響了 整 體 的 語感。體態語 一 般 表 現良好，神態、動作自然合適， 能吸引學生。   5.4.2 表 現優良的 參 加 評 核 者 能 表 達自如 ，靈活自然， 詞句比 較規範、準確 、豐富而多變，方言色彩不明顯。 説 話時充滿自信， 聲 音響亮， 節奏明快， 緩急有度， 語氣、 語 調 能配合説 話內容而抑揚變化。   5.4.3 成 績欠理想的 主 要問題 在 於 詞句運 用 不規範、 單 調 、 重複而累贅， 表 達 不連貫， 語句不完整 ， 語意不清楚。 説 話 速度過慢，停頓過 多 ， 語 調生硬，帶有明顯的方言色彩。 有個 別 參 加 評 核 者更顯得 詞 不 達意，結結巴巴； 有些則偶而夾雜「OK」、「 sorry」 等英語 詞 語 或 「唔喺」、「呢個 」 等粤語 詞 語 ； 有些不 是自然説 話 ，而是 在朗讀 或背誦教 案 。    5.4.4  以 下 是 參 加 評 核 者 在 語 言 表 達方面失誤 的 一些例子：  
� 詞句不規範：「 大家看過來」、「怎麽沒心機」、「 是鼻音來的 」、「 書 本 上 有寫」、「 懂 不 懂唸」、「洗個面」、「 大聲 了很多 」、「 過身」、「 有很多攤位遊戲給人去玩」、「 一支酒」 等 。  
� 用 詞 不 當 ：「我有 一位舊朋友」、「 不 要妨礙時間」、「 把這一 節 的東西學好 」、「 不會把 上 一 節學過 的 兒化詞 混亂在 一起」、「 轉 一 轉你的位置」、「給你們 一些詞 語 的



 

 12

認知」、「 有些燈飾真的會動」、「 一些比 較 重 點 的 詞 語 」等 。  
� 語序不 當：「再舉多 一 個 例子」、「我介紹給大家兩個句式」、「 普 通 話跟我説 好 不 好 」 等 。  
� 詞句中 加入多 餘 的 成 分 或無意義的 口頭禪：「 甚麽的日子」、「還有 一些的 字 」、「我們 三 分鐘的時間可以嗎」、「 每 個 項 目我們 是兩分 」、「 好 了……好 了……」、「那……那……」、「可以嗎……可以嗎……」 等 。  
� 表 達累贅，句子結構及 語意不明確：「因為這段對 話 是日常生活來的 」、「你有變調嗎」、「 不 用我跟你們 分哪一句是哪一句了吧」、「你們知道這頂帽子還記得 是 甚麽嗎」、「 答 案 比 較太過簡單 了 」、「應該沒有很多 人 都知道」 等 。  
� 句子及 語意不完整：「 其 他 同學有 甚麽意……」、「 好像一 個笑着的……」（ 解釋「笑口棗」的 詞義）、「老師 發現 同學……，坐下 好 不 好？」、「那你們剛才……嗱，我們 説 過 的……」 等 。  
� 朗讀 或 説 話時停頓不 當：「 好 多╱個╱一 字 」、「獻愛心╱的募捐活動」、「可充電的╱電池代替乾電池」 等 。  
� 夾雜粤方言 語氣詞，而且往往讀 得特別 重：「嘩！」、「記住 了噃」、「 都 加 三 分啦吓」、「這個 才 是嘛（粤音陰去聲 ）」 等 。  
� 語 調生硬， 不自然： 字 字 重 讀 ， 或 把去聲 字 詞唸得太長、太重 等 。   5.5 教 學 用 語      5.5.1 大 部 分 參 加 評 核 者 均準備充足， 在這範疇有 不錯的 表 現 。講授及指示清楚有條理 ； 提問基本清晰，只是 大 多 數 運 用的 是 「 甚麽」、「 為 甚麽」 等 比 較簡單 的 提問句式。 在交流回應方面， 一 般 尚 能 與學生適當地互動交流，給予反饋，但 是 在應變方面則稍為遜色， 對 於學生一些意料之外 的反應未 能靈活應對 。導入語 尚屬簡明恰 當 ；也能清楚交代不同 教學環節 ； 但結語還是 比 較受忽略的 ， 一 般只請學生把學過 的 詞 語 或 課 文再讀 一遍， 或佈置功 課 後便下 課 。   5.5.2 表 現優良的 參 加 評 核 者講授和指示準確而明晰，層次步驟分明，配合學生程度。 提問具體 、靈活而目 的明確 ， 例 如「 課 文裏有哪個 字 有『看』的意思？」、「 是男醫生、女醫生，還是黃頭髮的 外國人醫生？」 等 。此外 ，又能 與學生



 

 13

保持良好 的交流，針對學生的 表 現給予恰 當 的 回應，隨機應對，例 如「 大家非常踴躍」、「這次 好 多 了，沒有 發 出『 k』的 聲 音 。 」、「非常清晰，特別 是 第 三 聲 和 第 四 聲 。 」 等 。導入語具吸引力 ； 過渡語 能承上啟下 ， 轉移學習重 點 ， 例如「我看練習已經足夠了，接着請……」等；課 節結束前，也能簡潔地概括 教學重 點 。   5.5.3 以 下 是綜合了 參 加 評 核 者 在 教學用 語範疇中 不 理想的 表現。少 數 在這範疇未 能 達 到基本 要 求 的 參 加 評 核 者 在 教學過程中會出 現 其 中 較 多 或 較嚴重 的問題 。  講授及指示方面：  
� 過 於簡單 和 重複， 例 如 「你讀 」、「你説 」、「跟我讀 」、「你來」 等 。  
� 解 説 或指示 不清楚， 例 如指出 「那」（ na） 有時候會讀「 nei」，但並未 解釋其 分 別，只強調「這裏是唸『 na』；又如請學生從課 文 第 一句開始朗讀 ， 説 「你們自己讀第 一句」。  
� 概念不清， 以致講解錯誤 ， 或 未 能 掌 握 正 確 用 詞 ， 例如 「輕聲沒有 聲 調 ， 所 以 不 用 標 調 」、「 發 第 四 聲 要 用力 」、「看看要 不 要去掉任何音 節 」（ 教 兒化的 讀 音時）、「 zhi」 是 由 「 zh」 和 「 i」 相 拼 的 等 。  
� 在指示 語 後 加 上無意義的 提問語 ， 例 如 「我們 一起讀第五課 ， 好嗎？」 等 。  
� 用英文 字母讀 法 拼 讀 音 節 。  
� 「依書直『唸』」， 不 加 解 説 。  提問方面：  
� 題意不明確 ， 例 如 「 二月是 甚麽節日？」、「你表弟懂甚麽音樂呀？（問對方的 表弟會彈奏甚麽樂器）、「 大狗跟小貓都 是 甚麽生物？」、「 有 甚麽字 是 第 一 聲 、 第二 聲 、 第 三 聲 和 第 四 聲嗎？」 等 。  
� 空泛和 不配合學生程度， 例 如 「你對 普 通 話 有 甚麽感覺 ？ 」、「 我 們 怎 樣 養 成 好 習 慣 ？ 」、「 甚 麽 是 賣 物會？」、「 甚麽叫『約你』？（ 所問對象是小學二年級學生）」 等 。  交流回應方面：  
� 對學生的 表 現只作 出很含糊的 回應，意思不明確 ， 或偶然想不 到合適的 詞彙， 例 如 「 好 」、「很好 」、「 不 要在抽屜裏做 一些不應該做 的事情 」、「 他 有 一 點 點 不 標準」、「 不 要 用紙……（ 話沒能 説完，隨即跑到某學生面前把 他 用來擋着臉的紙拿開）」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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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饋不適當 ， 例 如 語氣比 較負面的 ：「 為 甚麽你的 聲 音那麽小的？」，學生讀錯「犯不着」，參 加 評 核 者 説：「犯不着（ zhe） 是 甚麽語 言呀？是你家鄉呀？」 等 ；又有學生讀 音 正 確 ， 參 加 評 核 者 不置可否地只要 求學生重複讀 ，學生以 為自己讀 得 不 對 ，結果發 了另外 一 個錯音 ；也有些回饋是前後矛盾的 ， 例 如 ：「 讀 得很好 ， 現在再讀 一 次 ，注意剛剛讀 得 不 好 的地方。 」 等 。  導入、 過渡、結語方面：  
� 平鋪直敍 ， 語氣平淡， 重複單 調 ， 例 如 「今天要 教 的是……」、「今天我們學第 三 課 」、「接下來……接下來……」、「跟着……跟着……」 等 。  
� 欠適當 的導入語 及總結，例 如 在學生安頓後，便説「打開課 本，請跟我讀 」；下 課鈴聲響起，便宣佈下 課：「我們 的 課完畢了 」、「今天的 課 堂就到這裏」 等 。   5.6 辨 析 及 糾 誤 （ 語 音 ╱ 詞 句 ╱ 拼 寫 ）      5.6.1  大 部 分 參 加 評 核 者 都很認真地進行正 音工作 ， 一 般 都 能 辨析學生較明顯的 語 音錯誤 。 辨析能 力 較強的 不 但 能 發 現學生在 語 音方面的 關鍵問題 ，還能注意到 詞句、 拼寫方面的錯誤 ， 例 如 有學生埋怨參 加 評 核 者 「俾貼士太勁」， 參 加 評核 者隨即問：「你説我的 提 示太明顯？」， 一方面澄清了學生的意思， 一方面也能糾正 其方言 詞句。 能 力 較 差 者會作出錯誤 判斷， 主 要問題 是 ：  
� 顧此失彼， 例 如 能指出學生拼寫音 節時寫錯了 聲 調符號，卻沒有 發 現 標 調 的位置也有錯誤 。  
� 未 能 辨析學生真正錯誤 所 在 ， 例 如學生把 「千」 讀 成「 qin」， 參 加 評 核 者指出 他 不應唸「 xian」。  
� 把學生的錯誤 判 為 正 確 ， 例 如學生把 「煙花」 的 「花」讀 為 第 四 聲 ， 參 加 評 核 者 説 「 對 ， 不錯」。  
� 有 的反過來把學生無誤 的地方判 為錯誤 ， 例 如學生説「奥林匹克運動場 」，參 加 評 核 者糾正 為「鳥巢」；又例如 「 不 是『 shui』（誰）看過 ， 是『 shei』看過 」 等 。   5.6.2 在糾誤方面，部 分 參 加 評 核 者 在糾正 語 音 的時候，只反覆示範正 確 的 讀 音 ，請學生跟讀， 但 未 能 説明其問題 所 在。 部 分表 現 較 好 的 能配合學生程度作清楚明確 的 説明，例 如學生讀錯了 「歲」， 參 加 評 核 者 説 「你唸了『睡覺』的『睡』，應該是『 sui』， 不 翹 舌 。 」又如 「這是陳述句， 不 是問句， 所 以要這樣唸……」等。有些參 加 評 核 者 對學生的錯誤 未 能 作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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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 的 改 正 及 回應， 主 要問題 有 ：  
� 未 能清楚指出哪個 字 讀錯， 例 如學生讀 「機器人 」（ jiqiren），只説 要注意第 四 聲 。   
� 説明不清晰，例 如 説「『打羽毛球』，因為 後面是 第 三 聲，所 以 要唸『 da yumaoqiu』」；又如 「『歌星』， 不 要 把 舌頭伸出來。 」。  
� 説明有錯誤，例 如 説「 上（ shang），有『 ge』在 後邊。」等 。  此外，有 個 別 參 加 評 核 者會在 解釋錯處時錯誤模仿學生的 讀音；或 用 上 比 較艱深的 語 音知識和 詞彙；還有 個 別 參 加 評 核者糾正 讀 音時未 能 讀 出 正 確 字 音，甚 至 把學生無誤 的地方作錯誤 改 正 。這些情況也是應該注意避免的 。   香港教育局/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2009 年 6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