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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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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爲卷一聆聽與認辨、卷二拼音、卷三口語及

卷四課堂語言運用。參加評核者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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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評核綱要》。  

 

1.2  本屆參加普通話評核者共 2,306 人，達標人數（即成績達三等或以  

上者）的百分比如下：  

 

卷別  達標人數百分比  

卷一  聆聽與認辨  78.7% 

卷二  拼音  57.2% 

卷三  口語  72% 

卷四  課堂語言運用  81.9% 

 

 

2. 卷一   聆聽與認辨  

 

2.1    評核內容  

 

卷一共分四個部分，滿分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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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作答。  

 

2.2    本屆成績  

 

本屆卷一各評核項目的成績如下：  

  

 評核項目  平均得分率  

甲部  聽辨音節  63.4% 

乙部  聽辨詞語  76.8% 

丙部  聆聽理解  82% 

丁部  聆聽辨誤  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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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總評  

 

先説卷一各評核項目的具體表現。參加評核者在篇章理解方面表現

最佳，他們大都能理解重點，以及不同説話者的觀點及立場。其次

是聽辨發音近似的詞語，表現較佳。聆聽辨誤（語法題）的表現大

體上可以接受。聽辨單音節詞語的表現則略爲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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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得分約 6.3 分，成績尚可。不少參加評核者未能

分辨出所考核常用字的讀音，有些受粤語讀音影響，有些受字形影

響。例如：第 1 題「穗」多誤作「 shui」；第 3 題「誣」多誤作「 wu」；

第 4 題「擲」多誤作「 za」；第 8 題「幌」多誤作「 huang」；第 9

題「涸」多誤作「 kuo」；第 10 題「玷」多誤作「 zhan」或「 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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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平均得分約 7.6 分，成績較佳。

表現尚待改善的是第 13 題「污穢」，多誤作「誤會」；第

16 題「戈壁」，多誤作「胳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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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得分約 3.8 分。表現尚待改善的有第 25 題，有些

參加評核者把「涉世」誤判爲「奢侈」或「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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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的等級描述。  

 

2.6.2 聆聽理解佔全卷 60 分。本屆聆聽理解平均得分約 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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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25.6 分，得分率約爲 85.6%。丙二短答題（第 46 題至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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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題）佔 30 分，平均得分約 23.5 分，得分率約爲 78.5%，

成績比丙一低約 7.1%。  

 

2.6.4 現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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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想，第 26 題、第 28 題、第 31 題、第 32 題、第 33 題的

得分率更達到 90%以上。  

36-37 語段是母子的對話。  

第 36 題爲記憶題，得分率約爲 79.2%。  

第 37 題爲推測題，得分率約爲 61%。  

38-39 語段是兩個內地生的對話。  

第 38 題爲記憶題，得分率約爲 67%。  

第 39 題爲綜合概括題，得分率約爲 86.8%。  

40-41 語段是有關拜祭先人的對話。  

第 40 題爲記憶題，得分率約爲 94.8%。  

第 41 題爲綜合理解題，得分率約爲 92.4%。  

42-43 語段是對一個人的介紹。  

第 42 題爲記憶題，得分率約爲 89.1%。  

第 43 題爲綜合概括題，得分率約爲 99.6%。  

44-45 語段是一段訪問對話。  

第 44 題爲檢索細節的記憶題，得分率約爲 92.1%。  

第 45 題爲檢索細節的記憶題，得分率約爲 88.9%。  

46-47 語段是一對情侶的對話。  

第 46 題爲記憶題，得分率約爲 83%。  

第 47 題爲綜合理解題，得分率約爲 93%。  

48-49 語段是朋友間的對話。  

第 48 題爲綜合理解題，得分率約爲 89.5%。  

第 49 題爲綜合理解題，得分率約爲 93.5%。  

50-51 語段是關於南丫島榕樹灣的介紹。  

第 50 題爲綜合理解題，得分率約爲 81.5%。  

第 51 題爲綜合概括題，得分率約爲 55%。  

52-53 語段談到的是一個有錢的人。  

第 52 題爲綜合理解題，得分率約爲 73.5%。  

第 53 題爲檢索細節的記憶題，得分率約爲 92.5%。  

54-55 語段是關於一款新型飛機的對話。  

第 54 題爲檢索細節的記憶題，得分率約爲 66%。  

第 55 題爲綜合概括題，得分率約爲 68.5%。  

56-57 語段是關於交通管理的對話。  

第 56 題爲記憶題，得分率約爲 50%。  

第 57 題爲記憶題，得分率約爲 92.5%。  

58-60 語段是關於教育孩子的對話。  

第 58 題爲記憶題，得分率約爲 81%。  

第 59 題爲綜合理解題，得分率約爲 64%。  

第 60 題爲綜合理解題，得分率約爲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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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不錯。他們一般對於較熟悉的題材理解無

礙，得分較高，如第 47 題（談天氣）、第 49 題（歌唱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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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第 57 題（司機的素質）、第 60 題（孩子的教育）等。

但本屆答卷中也出現一些現象。其一是所給答案欠準確，如

第 56 題，答案是「處罰輕，執法不嚴」，上半句被理解爲「懲

罰」、「沒有適當的懲罰」或「只抓不罰」，下半句則被理解

爲「沒法例」、「沒監管」或「只罰行人╱司機」，均未得其

要。其二是綜合能力尚待改善。如第 51 題，依據段中内容

概括出「飲食」和「購物」兩方面，但不少答案只能舉出屬

於兩者的一些例子，例如「飯館、酒吧」和「買精品、乾貨」

等。又如第 52 題，答案是「守財奴」，但不少答卷要麽寫「暴

發戶」，要麽直接引用「不是守財奴吧？」這個反問句，均

未能綜合説話內容。其三是答案引申過度。如第 59 題，一

個答案是「説他還發脾氣」，有些答卷卻演繹爲「脾氣暴躁」

或「碰到不順意的事情便發脾氣」之類。錯別字也較常見，

例如「鋼」寫成「網」、「脖」寫成「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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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得分約 10.2 分。  

 

2.7.2 表現最佳的 題目 爲 第 68 題 （ 約 95.9%）、 第 64 題（約

92.4%）、第 62 題（約 90.7%）。而表現尚待改善的題目爲

第 70 題（約 23.8%）、第 67 題（約 37.9%）、第 69 題（約

60.4%）、第 61 題（約 61.6%）等。  

 

2.7.3 參加評核者需提高普通話的敏感度。不少人未能識別「這

部戲小張有份兒演出呢」（第 67 題）、「攤攤涼就行了」（第

69 題）、「有通知你的呀」（第 70 題）等不符合普通話規範

的説法。此外，不少參加評核者誤將一些普通話口語説法

判爲不符合規範，例如：「我忙得四腳朝天了」（第 61 題）、

「那關我甚麽事」（第 65 題）、「這次演軍閥，真絕」和「那

真得捧他的場了」（第 67 題）、「他甚麽時候走人的」（第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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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用心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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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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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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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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屆卷二各評核項目的成績如下：  

 

評核項目  平均得分率  

甲部  音節表  62.4% 

乙部  根據漢字寫拼音  68.3% 

丙部  根據拼音寫漢字  68.9% 

 

3.3    總評  

  

從上表看，參加評核者在丙部的表現最佳，乙部的表現尚令人滿

意，甲部的表現尚待改善。總括而言，成績較遜者需注意以下問題： 

  掌握漢語拼音音節拼寫規則及按詞連寫拼音的規則。  

  掌握粤普語音對比中易混淆的聲母、韻母和聲調。  

  擴大普通話詞彙量。  

  提高中文水平和擴大自己的知識面。  

 

3 . 4  甲部  音 節 表  

 

3.4.1    甲部有兩題（表一及表二），共 5 分，平均得分約 3.1 分。 

 

3.4.2 表一，參加評核者按照特定音節（聲母、韻母、聲調符號）

各填寫一個例字。本題表現尚待改善，參加評核者大多能

舉出例字。失誤較多的音節依次爲 ou（約 6%）、chuan（約

58%）、wan（約 68%）、gou 和 guan（均約 72%）、chou（約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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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題表現比表一好。按得分率順序，

答題表現最好的是 l 與 iong（約 86 %），兩者「不能相拼」，

但小部分參加評核者仍然作能相拼論，而且寫出了無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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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節。其次是 l 與 üe 相拼（約 66%），以及 q 與 iong 相拼

（約 66%）。 l 與 üe 相拼，只有四聲音節 lüe，可寫的常用

字較少。有的參加評核者不了解拼寫規則，加聲母後，將

ü 上的兩點省略了；或者雖然沒有省掉兩點，但把調號標

在 ü 上面。也有的參加評核者寫成不能相拼。 q 與 iong 相

拼，此題只有第二聲的音節，寫成「窮」字的較多。失誤

較多的是 q 與 üe 相拼（約 54%）。  

 

3.5    乙部  根據漢字寫拼音  

 

3.5.1 乙部有詞語題和短文題兩項，共 95 個音節，滿分 47.5 分， 

每個音節 0.5 分。本屆平均得分約 32.4 分，成績尚令人滿

意。  

 

3.5.2  乙部詞語題的平均得分率約爲 60.6%，成績稍欠理想。表現

較佳的是第 10 題「直轄市」和第 12 題「轉彎抹角」（均約

72%）、第 11 題「混凝土」（約 68.7%）、第 6 題「嚮往」（約

67%）、第 1 題「瀟灑」（約 66%）。表現較弱的是第 8 題「蛤

蟆」和第 9 題「脖頸兒」（均約 39%）、第 13 題「抓耳撓腮」

（約 48.5%）、第 5 題「剖析」（約 58%）等。  

 

3.5.3  乙部句子題的平均得分率約爲 72.3%，比詞語題的高約  

11.7%。參加評核者須逐行書寫答案。每行答案的得分率頗

爲平均，最高的是「數學老師獨具慧眼」（約 77.5%），最低

的是「在科技界叱咤風雲，領袖群雄」（約 66.3%）和「挖

掘其非凡潛質」（約 71.1%）。參加評核者按詞連寫的意識比

過去加強了。  

 

3.5.4 總括而言，乙部參加評核者常見的問題有：  

(一 )  詞語部分﹕  

  需多掌握字詞的讀音，例如「剖析」等。  

  需多掌握多音字，例如「混凝土」的「混」。  

  需多掌握輕聲詞，例如「蛤蟆」，這道題參加評核者錯

的較多。  

  需多掌握兒化詞，例如「脖頸兒」，有的不會寫兒化詞

尾的拼音。  

  寫不出成語的正確讀音，例如「抓耳撓腮」的「抓」、

「撓」、「腮」等。  

  需加強聲母的分辨能力，例如「瀟」（ x╱ s╱ sh）、「楷」

（ k╱ j╱ x）、「迥」（ j╱ q╱ g）、「轄」 (x╱ s╱ h )、「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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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l )  。  

  需加強韻母的分辨能力，例如「灑」（ a╱ ai╱ ia）、「剖」

（ ou╱ u╱ o╱ ao╱ uo）、「嚮」（ iang╱ ian）。  

  需加強聲調的分辨能力，例如「混」（ hun╱ hun╱ hun）。 

  需 正 確 地 標 出 隔 音 符 號 ， 例 如 「 抓 耳 撓 腮 」

（ zhua’er-naosa i╱ zhuaer-naosa i）。  

  需注意調號位置，例如「扭」（ niu╱ niu）。  

(二 )  短文部分﹕  

  需 適 當 地 大 寫 和 小 寫 。 本 短 文 應 該 有 四 處 首 字 母 大

寫﹕第一句開頭「蘋果之父喬布斯」的「蘋」，第二句

開頭「少時」的「少」，第三句開頭「數學老師」的「數」，

第四句開頭「最終」的「最」；人名「喬布斯」的「喬」

也要大寫。但有些參加評核者沒有大寫，或只有一兩

處大寫。有的參加評核者把句中不應該大寫的拼音大

寫，例如每行開頭都大寫。還有的把「喬布斯」三個

字的拼音都大寫。  

  需多掌握多音字。例如把「少時」的「少」 (shao)標爲

「 shao」。  

  需注意前、後鼻音的分辨，例如「凡」 (fan╱ fang)  、

「深」 (shen╱ sheng)、「成」 (cheng╱ chen)。  

  需注意平、翹舌音的分辨，例如「斯」 (s╱ sh)、「質」

(zh╱ z)、「最」 (z╱ zh) 。  

  需多認識字詞的讀音，例如「叱咤」 (chizha)、「挖掘」

的「掘」 ( jue)。  

  需正確地標出聲調，例如「斯」(si)、「科」(ke)、「師」

(shi)，都是第一聲，有些參加評核者都寫爲第四聲。

「父」 (fu )、「數」 (shu)、「電」 (dian)，都是第四聲，

有些參加評核者卻寫爲第一聲。  

  需注意輕聲和非輕聲的區別，例如「巨子」的「子」

不能標輕聲，不少參加評核者將「巨子」作爲輕聲詞，

在「子」上不標調。  

  需注意拼寫規則。本題前面已説明須按詞連寫拼音，

並做了分詞提示。但不少參加評核者沒有按詞連寫的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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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平均得分約 32.7 分，成績尚令人滿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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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丙部詞語題的平均得分率約爲 59.6%，成績稍欠理想。表現

較佳的是第 12 題「玲瓏剔透」（約 82%）、第 7 題「頓悟」

（約 71%）、第 11 題「使眼色」（約 70.7%）、第 8 題「沒譜

兒」（約 70%）。表現較遜的如第 5 題「提防」（約 39%）、

第 1 題「兜售」（約 41%）、第 9 題「崩盤」（約 48%）。   

 

3.6.3 丙 部 句 子 題 的 平 均 得 分 率 約 爲 73.7%， 比 詞 語 題 的 高 約

14.1%。參加評核者須逐行書寫答案。每行答案的得分率較

平均，最高的是「我不禁走了進去」（約 85.7%），最低的是

「窗明几淨，方桌、長凳、木筷子、瓷碗」（約 68.2%）和

「饒有古代餘韻」（約 68.7%）。  

 

3.6.4   總括而言，丙部常見的問題有：  

(一 ) 詞語部分  

  需準確地理解詞義，加強詞彙量：例如「兜售」、「提

防」常寫不出來，把「兜售」寫成「鬥獸」；把「提防」

寫成「地方」等。其中也反映出對普通話常用口語詞

掌握得不夠好。又如「頓悟」寫爲「動物」；「集裝箱」

寫爲「急裝箱」、「急轉向」、「紙裝箱」等。  

  需注意字詞的寫法，例如「崩盤」的「崩」寫爲「蹦」，

「盤」寫爲「棚」；「烹飪」兩字常常寫錯，有的誤作

「聘任」。  

  需多掌握成語：「矯揉造作」未能完全寫對。  

 

(二 ) 短文部分  

  需加強詞彙量：例如有的把「古代餘韻」的「餘」寫

爲「遺」；把「韻」寫爲「蘊」、「運」等。  

  需辨析由於音同、音近而受粤音影響的詞語：例如把

「瓷碗」寫爲「細碗」、「細瓦」等。  

  需注意字詞的寫法：例如「石板路」的「板」寫爲「版」、

「阪」；「繚繞」的「繚」寫爲「燎」、「遼」等。  

  需準確地理解詞義：例如「不禁」寫爲「不僅」、「不

盡」等。  

  需準確地書寫成語：「窗明几淨」寫錯的很多，把「几」

誤寫爲「幾」、「寂」；「欣然自得」的「欣」寫爲「新」、

「心」等。可見對該成語理解不足。  

 

4. 卷三   口語  

 

4.1    評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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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三分朗讀題（音節、對話、短文）和短講題，滿分 100 分。音節

朗讀， 15%；對 話 朗讀， 20%；短 文 朗讀， 20%；短講， 45%。  

 

4.2    本屆成績  

 

本屆卷三各評核項目的成績如下：  

 

試卷分部  評核項目  平均得分率  

 

朗讀  

音節  68.2% 

對話  81.5% 

短文  75.5% 

短講  78.6% 

 

4.3    總評  

 

4.3.1  在卷三的四個評核項目中，對話朗讀和短講是表現較佳的

兩個部分。他們的普通話口語發音較佳，語氣、語感均不

錯，能讀又能説。在對話朗讀方面，他們基本上能夠掌握

對話內容，流暢程度也不錯，可是對口語詞的掌握尚待加

強。在短講方面，參加評核者大都表現得不錯，即使在發

音方面有瑕疵，但是在「語言功能」方面表現均較佳。短

文涉及字音基本功、詞彙量、長句斷句、閲讀理解等諸多

因素，參加評核者在短文朗讀方面的表現可以接受。在一

百個音節朗讀方面，參加評核者得分略低。  

 

4.3.2  整體而言，卷三仍然有語音準確度及認字量的問題，希望

參加評核者能在這兩方面下工夫，使普通話水平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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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音節（包括單音節、雙音  

節以及多音節字詞），目的是要考查參加評核者認讀普通話

常用字的能力。滿分 15 分，本屆平均得分約 10.2 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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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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 一百個音節朗讀始終是卷三試卷中得分率較低的部分。音  

節朗讀不僅考核參加評核者的讀音準確度，也考核認字的

數量以及對字義理解的程度，難度比較高。  

 4.4.3  參 加 評 核 者 除 了 要 注 意 方 言 區 人 士 説 普 通 話 時 常 見 的  

  語 音 系 統 錯 誤 之 外 ， 還 要 注 意 以 下 幾 個 方 面 ：  

  加 強 認 字 能 力 ， 例 如 「 瓤 」、「 膻 」 等 。  

  掌 握 多 音 多 義 字，例 如「 投 奔 」（ 四 聲 字 被 誤 讀 爲 一

聲 字 ）、「 拘 泥 」（ 四 聲 字 被 誤 讀 爲 二 聲 字 ） 等 。  

  掌 握 好 輕 聲 與 兒 化 詞 語 。 輕 聲 詞 需 要 在 記 憶 方 面 下

工 夫 ， 例 如 「 紮 實 」、「 虧 空 」、「 寬 綽 」 等 。 兒 化 詞

則 需 要 在 發 音 方 面 下 工 夫 。  

如 果 參 加 評 核 者 能 夠 加 強 以 上 各 方 面 的 練 習 ， 這 部 分 的

成 績 定 能 有 所 提 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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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平均得分約 16.3

分。  

 

 4 . 5 . 2  參 加 評 核 者 在 這 部 分 的 表 現 最 佳。由 於 這 部 分 是 生 活 化  

的 對 話 ， 句 子 較 爲 簡 短 ， 參 加 評 核 者 基 本 上 能 夠 掌 握 對  

話 内 容 ， 比 較 恰 當 地 處 理 語 氣 和 語 調 ， 流 暢 程 度 也 尚

可 ， 但 是 遇 到 一 些 口 語 詞 時 仍 然 會 出 現 讀 音 不 準 確 、 流

暢 程 度 欠 佳 的 情 況 ， 例 如 「你看她那樣兒，倔得跟甚麽似

的，再不管，得飛上天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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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分約 15 分。  

 

4.6.2 朗讀短文不僅僅是考核參加評核者的語音知識，還要考核  

  對短文內容的理解，根據理解表達適當的語氣語調及恰當  

的停連斷句，以達到自然流暢、朗朗上口的效果。參加評

核者平時應該多朗讀不同內容、不同風格的文章，加強上  

述練習，在這部分的成績定能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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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6 . 3  本 屆 參 加 評 核 者 在 該 項 目 的 表 現 不 錯，基 本 上 能 夠 較 順

暢 地 讀 出 短 文 。 但 也 有 以 下 問 題 需 要 注 意 ：  

  多 掌 握 生 字 或 多 音 字 ， 有 助 於 提 高 流 暢 度 。 舉 例

説，當 讀 到「 這 種 魚 現 在 已 瀕 臨 滅 絕 」一 句 的「 瀕 」

字 時 ， 部 分 參 加 評 核 者 或 停 住 思 考 ， 或 讀 錯 而 重

複 ， 或 在 「 瀕 」 後 停 頓 ， 致 使 流 暢 度 大 受 影 響 。  

  要注意幾個三聲字連讀時的變調。舉例説，「等水煮開

了，她溫壺……」中的「等水煮」，這些三聲字有多種

變調方式，部 分 參 加 評 核 者 遇到這種情況往往讀錯或

欠流暢。  

  要注意長 句 的 斷 句 問 題 。 長 句 始 終 是 比 較 難 讀 的 部

分，一 些 參 加 評 核 者 掌 握 不 好 節 拍 群，停 連 不 夠 準

確 ， 使 流 暢 度 受 到 影 響 ， 例 如 ：「 大 城 市 裏 的 居 民

幾 乎 每 家 每 戶 都 在 郊 區 建 有 小 別 墅。」一 句 中 難 字

不 多 ， 意 思 也 並 不 深 奧 ， 但 是 由 於 句 子 較 長 ， 會 出

現 無 故 停 頓 、 重 複 ， 或 者 語 氣 平 板 ， 語 調 、 語 感 均

達 不 到 理 想 的 效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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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一題，進行 3 分鐘短講，發言時間不可少於 2 分

45 秒。其目的是考查參加評核者在沒有文字憑藉的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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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平均得分約 35.3

分。  

 

4.7.2  短講的整體成績表現較佳。從「語言面貌」及「語言功能」

兩項來看，仍是「語言功能」表現較理想，大部分參加評

核者均能切合話題，以充實的內容，有條理地完成短講，

更有些參加評核者能以實例説明觀點，短講內容具體、豐

富，達到較佳效果。  

 

4.7.3  在「語言面貌」方面，詞彙及語法失誤較少，偶爾會出現

如「花多點兒時間」、「程度高出別人的水平」這類不規範

的説法。從語音方面來説，參加評核者的能力差異相當明

顯，大體可分三類：第一類，語音相當準確，表達也自然

流暢，使用普通話的能力自如；第二類，語音有些瑕疵，

帶有一些發音系統上的毛病，但是仍能流暢地表達；第三

類，語音存在較大困難，表達較爲吃力，影響了短講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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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評核者以第二類居多，第三類爲少數。總而言之，參

加評核者如果能夠在語音方面下工夫，較自如地使用普通

話表達自己的意思，短講的成績將會大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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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9 位參加評核者中，有 425 人達到第三等或以上要求，佔參

加總人數的 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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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聲、韻、調的掌握大 致準確。表現優良者發音較正確，字

音 失 誤 較 少 ， 在 説 話 朗 讀 時 均 能 適 當 地 掌 握 各 種 音 變 現

象 。未達要求者有三類或以上的語音錯誤。  

 

5.3 .2 綜合參加評核者在語音方面的表現，有 下列 幾 類 問題 需 要

注 意 ：  

  需分清第一聲和第四聲：  

「一、四聲混淆」仍是較 常 見的 語音錯誤，尤其是當

「 第 一聲連讀」、「 第四聲連讀」或「一、四聲連讀」 

時，參加評核者 往往不能 掌 握正 確 的聲調；如果兩個

以 上 的 相關 音節相 連時，更難讀準，例如「 快 餐店 」、

「 維 多利亞公 園」 等。  

  在 説 話中需注意輕聲詞，掌握正確的發音：  

輕 聲 發 不 好 主 要 在 於 掌 握 不 好 輕 聲 音 節 的 音 高 和 音

長 變 化 ， 例 如 「 我 們 」、「 他 們 」， 這 兩 個 「 們 」 字 在

音高上應該有所區別；讀「耳 朵 」、「喜 歡」、「時 候」

等輕聲詞時，如果只強調其輕而不強調其短，還是唸

不好。  此外，重疊的 單 音 節動 詞（例如「看 看 」、「謝

謝 」 等 ）、 無 規 律 的必 讀 輕 聲 詞 （ 例 如 「舌 頭 」、「 事

情 」 等 ）、 以 及 夾 在詞 語 中 間 的 「 一 」、「不 」 也 不 能

忽 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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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清楚區別前、後鼻韻母：  

前、後鼻韻母的發音是另外一個難點。前鼻韻母 往往

發 成 後 鼻 韻母 的 例 子 有 「 您 」、「 拼」、「 很」、「 陣 」、

「 短 」、「 板 」 等 ； 後 鼻 韻 母 發 成 前 鼻 韻 母 的 例 子 有

「醒」、「定」、「整」、「生」、「朗」、「康 」等；而其中

以 「 in」、「 ing」相混的情況較常見。  

  需準確掌握「翹舌」、「平舌」、「舌面」三組聲母的發

音 ：  

 除了翹舌音發不好的老問題外，有不少參加評核者在

讀不翹舌的音節時，反而會習慣地微微翹起舌頭，例

如「句」、「曲」、「學」、「最」、「粗」、「所」等。  

  需注意字詞的正確讀音：  

 字詞誤讀大多數由於掌握不好聲調所致，例如該讀第

二聲的「咱」、「拿」、「園」等字常被誤讀爲第三聲；

「於」、「幅」 等字因受 粤 音干擾 而 誤讀爲第一聲等。

此外，多音字的讀法也需加以留意，例如「 吐 痰 」應

該 唸 「 tu tan」；「 翹舌音 」 是 唸「 qiaosheyin」 等 。  

 

5.3 .3 參 加 評 核 者 在 朗 讀 課 文 、 帶 讀 字 詞 ， 以 及 説 話 時 ， 同 樣

應 該 注 意 音 準 問 題 ； 能 準 確 講 授 聲 、 韻 母 的 發 音 方 法 ，

以 及 教 導 學 生 如 何 掌 握 輕 聲 、 兒 化 、 變 調 等 音 變 規 則 之

餘 ， 也 需能正確示範讀 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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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頗爲 流暢，惟語句有時略 爲累贅、重複，並 略有

方 言 痕 跡。聲量適度，吐字比較清楚，節奏尚算自然，有

時會因發音 不到位，或 忽略詞句的輕重音格式，以致影響

了整體的語感。雖 説略有方言色 彩，但語調基本自然。體

態語的運用普 遍良好，神態、動作能與 説話內容配合，自

然而不誇張。  

 

5.4 .2 成績優良的參加評核者 所 用 詞句規範，辭彙豐富且靈活多

變，表達流暢自如，語意簡明，組織清晰。朗讀時能準確

表達語氣和感情；説話時充滿自信，吐字清楚，節奏緩急

有致，語氣、語 調自然，語 感 良 好，方言色 彩 並 不明 顯 。

體態語運用恰當，除上段所述優點外，更能收放有度，吸

引學生的注意力。  

 



 14 

5.4 .3 表 現 欠 理 想 者 在 詞 句 運 用 方 面 較 多 地 受 方 言 影 響 ， 説 話

比較單調、重複，語句累贅，或 者 欠 完 整，語 意不 連 貫，

欠 明 確 ， 語 速 過 慢 或 偏 快 。 吐 字 不 清 ， 語 調 較 爲 生 硬 及

帶 有 較 明 顯 的 方 言 色 彩 。 有 個 別 參 加 評 核 者 説 話 過 分 謹

慎 ， 以 致 一 詞 一 頓 ， 或 因 反 覆 糾 正 自 己 的 字 音 或 用 詞 而

影 響 了 説話的流暢度。  

 

5.4 .4 以下列出一些語言表達失誤的例子：  

  詞句不規範：「有」字句、「是……來的」句型仍很常

見。其他 帶 方言 色 彩的 詞 句 有「 不難 爲 你們了」、「請

男 同 學 做小威」、「我給三分鐘時間大家 」等。  

  用詞不當：例如分不清「會」和「懂」、「也」和「都」

的 用 法 ，詞 語搭配錯誤（「老師會 教 你們兩件 事 情 」、

「 你 們 都認 識 不少 故事 」），以及保留方言語氣詞等。 

  語意不明確，組織欠清晰：例如「我們廣東人最麻煩

的是翹舌音」、「把你找出來給你 表演的機會」、「幫我

聽一下朗讀得準確嗎」等。  

  停頓不當：例如「從課文／中／找出／一些跟／電腦

／有關的詞語」等。  

  語調生硬，不自然：每個字的音長和力度都一樣，  或

所有第四聲字詞都唸得太長、太重；或因刻意地要讀

準字音而顯得不自然。  

 

5.5   教學用語  

 

5.5 .1 大 部 分 參 加 評 核 者 在 這 範 疇 都 有 不 錯 的 表 現 。 他 們 較 能

清 楚 及 有 條 理 地 講 授 教 學 內 容 ， 指 示 基 本 清 晰 。 提 問 語

則 一 般 比 較 簡 單 ， 變 化 較 少 。 在 交 流 回 應 方 面 ， 參 加 評

核 者 尚 能 與 學 生 保 持 適 當 的 溝 通 ， 並 給 予 反 饋 。 所 用 的

導 入 語 尚 屬 簡 明 恰 當 、 自 然 適 度 ； 所 用 的 過 渡 語 大 多 能

配 合 教 學 步 驟 ， 交 代 不 同 的 教 學 環 節 ； 下 課 前 ， 大 部 分

參加評核者都 能用上適當的結束語。  

 

5.5 .2  表 現 優 良 的 參 加 評 核 者 講 授 準 確 、 簡 明 而 生 動 ， 指 示 具

體 而 明 晰 ， 層 次 、 步 驟 分 明 。 提 問 具 體 ， 並 能 配 合 學 生

的 語 言 水 平 靈 活 設 問 。 交 流 回 應 方 面 ， 能 就 學 生 的 表 現

及 回 答 給 予 恰 當 的 反 饋 ， 進 行 補 充 、 歸 納 、 以 及 評 賞 ；

又 能 與 學 生 保 持 有 效 的 互 動 ， 隨 機 應 對 ， 而 又 具 説 服 力

和 鼓 勵 作 用 。 所 用 導 入 語 簡 明 生 動 ， 富 吸 引 力 ； 過 渡 語

方 面 ， 能 承 上 啟 下 ， 流 暢 地 轉 移 學 習 重 點 ， 貫 串 自 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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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堂 結束前，能準確而扼要地概括教學重點。  

 

5.5 .3 以 下 是 一 些 表 現 欠 理 想 的 例 子 。 小 部 分 未 達 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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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授錯誤，例如説「當你讀  『 d』，前面沒有氣出來」；

教 翹 舌 音 「 sh」的時 候， 説 「這裏加一個 『 h』 (讀 成

聲 母 『 h』 )， 就 是 翹 舌 音 」； 掌 握 不 好 韻 母 定 調 法 ，

或用聲韻相拼的方法拼讀整體認讀音節等。  

  指示太簡略。在進行課堂活動或 練習前，給 學 生 的指

示 不夠詳細或欠條理，以致引起學生誤會，未能順利

進行活動或完成練習。  

  提問方面：  

  問題空泛，題意不明確，例如「 爲甚 麽 沒有 聲 調 ？ 」，

「這是一個甚 麽的韻母呢？」等。  

  問題比較簡單、重複，變化少，例如 整 節課 都 只 用選

擇題方式提問（例如：「 是 … …還 是 …… 」） 等 。   

交流回應方面：  

  回應欠明確，例如學生朗讀課文後，參加評核者給予

的 回 饋 是 「 要 讀 得 好 一 點 」； 又 如 責 備 不 遵 守 課 堂 秩

序 的 學 生説 「這是上課，不是下課！」等。  

  未 能 直 接 回 應 學 生 的 提 問 、 投 訴 或 所 表 達 的 不 同 意

見 。  

導入、過渡、結語方面：  

  欠 缺 適當的導入語、過渡語或結語。在學生安頓下來

後，便叫學生朗讀課文；在完成一個教學環節後，隨

即 進行另一個教學活動，而 中間沒有過渡語，或只 簡

略 地 以「好，讓你們… … 」或「現在我們… … 」作 爲

過渡；下課鈴聲響起，匆 匆 地 交 代「時間到了，今天

的 課 上 到這裏」，便示意學生下課。  

 

5.5 .4 個 別 參 加 評 核 者 在 教 學 過 程 中 有 讀 稿 或 背 稿 的 情 況 ， 以

致 在 運 用 各 項 教 學 用 語 時 顯 得 有 些 生 硬 ， 而 且 未 能 針 對

實 際 教 學 情 況 或 學 生 的 反 應 作 出 適 當 的 回 饋 。 也 有 參 加

評 核 者 只 以 朗 讀 課 文 和 詞 語 作 爲 授 課 內 容 ， 在 教 學 過 程

中 未 能 充分 展示其教學語言運用能力。  

 

5.6  辨析及糾誤（語音 /詞句 /拼寫）  

 

5.6 .1  大 部 分 參 加 評 核 者 能 辨 析 學 生 較 明 顯 的 語 音 和 拼 寫 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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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然而對詞句方面的問題較 爲 忽略；有時會顧此失 彼 ，

例如學生把「上課」的「 上 」讀成「 xiang」，參加評核者

只 注 意 到 其 聲 調 錯 誤 ， 而 忽 略 了 聲 母 的 問 題 。 辨 析 能 力

較 強 的 不 但 能 敏 銳 地 聽 出 學 生 的 錯 誤 ， 還 能 注 意 到 錯 誤

的 關 鍵 所 在 ； 少 數 能 力 稍 遜 者 未 能 辨 析 學 生 的 大 部 分 錯

誤 ， 或 做出錯誤的判斷。   

 

5.6 .2  在 糾 誤 方 面 ， 一 般 參 加 評 核 者 只 重 複 示 範 讀 音 ， 讓 學 生

跟 讀 ， 沒 有 清 楚 指 出 錯 處 何 在 。 部 分 能 力 較 強 的 能 清 楚

指 出 錯 處 ； 而 且 可 配 合 學 生 的 程 度 加 上 比 較 、 説 明 及 分

析 ， 或 以 具 體 、 形 象 化 的 描 述 幫 助 學 生 糾 誤 。 小 部 分 能

力較遜者未能 就學生的 錯 處 適當 地糾正 及回應。  

 

5.6 .3  「 辨 析 和 糾 誤 」 是 一 個 獨 立 的 評 估 範 疇 ， 這 也 是 普 通 話

教 師 必 須 具 備 的 能 力 ， 參 加 評 核 者 應 該 加 以 重 視 ， 並 在

教 學 過 程 中 適 當 地 展 示 這 方 面 的 能 力 。「 只 教 不 糾 」， 或

矯 枉 過 正 ， 把 大 部 分 教 學 時 間 花 在 正 音 上 ， 均 非 所 宜 。

總 而 言 之 ， 參 加 評 核 者 必 須 詳 細 參 考 評 核 綱 要 所 列 出 的

評 估 項 目 ， 根 據 教 學 需 要 ， 配 合 適 當 的 教 學 內 容 ， 儘 量

展示所掌握到的課堂語言運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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