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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普通話科新課程的精神重點  

 
黃錦華  

 
(1997年 6月 7日「中學普通話科新課程研討會」演講內容) 

 
  自從香港課程發展議會頒佈了新的《普通話科課程綱要(1997)》
以來，一直引起了各方面的關注和討論。由於這套課程還未有實施，

我們很難論斷到底這課程是不是有效，切合不切合香港普通話教育發

展的需要。但我可以肯定的是：正值香港臨於主權回歸，步入一國兩

制管治的當兒，這課程的推出將會對香港的語文教育有著深遠的影

響。以下我想談幾點關於設計這套課程的基本精神。 
 
  首先要提出的是本課程的設立是要讓學生「學習漢民族的共同

語」，我把這一點放在前面來談，因為我認為它是我們設立本科的立

足點，而且它又足以影響整個課程的方向，它是大前提，也是設計的

總綱。我們為甚麼要學習普通話呢？你隨便可以搬出很多很多的理

由：香港要回歸了，中港貿易頻繁，為了做生意，為了溝通，為了聽

懂領導人的指示等等，理由數之不盡。但是以上的種種說法都只能停

留在應用的層面上，雖然它們都是充份而又合理的，但在意義的層次

上卻未免流於淺薄。如果學生們永遠停留在因為「要用」才學的這種

態度上，那麼相對的學習動機自然是被動的，而應付式的學習也就更

談不上有甚麼使命感和歸屬感可言了。我相信任何一個普通話老師都

不願意看見自己的學生學習普通話就像學習英語一樣，用學習第二國

語言的心情和態度來學普通話。我們希望作為一個炎黃子孫，學生們

應該是以講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話為榮，應該覺得學好普通話是身為一

個中國人的責任。更因為學會了普通話便能夠更好的與同胞交流，我

們會對自己中國人的身份互相起一種認同的作用，增強了對自己國家

的歸屬感。這一點對於剛剛重投祖國懷抱的香港孩子，特別顯得意義

重大。在課程綱要一開始，就開宗明義的寫明「普通話是漢民族的共 
同語」，又說「本科的設立，目的是讓本港學生掌握漢民族的共同語」， 
 

 
 
我們這樣落墨是希望普通話科的教育不僅僅是一種技能的訓練，而同

時又能培養出學生對國家、對民族的歸屬感和使命感。 
 
  說到民族的共同語，我想起了主權的回歸，七月一日是香港回歸

的大日子，但是我不知道我們語文的教和學甚麼時候才可以回歸。香

港學生一早就在學習民族的共同語，只是我們只停留在書面上的學

習，至於在語音上呢，就一直只用方言。用方言來學漢民族共同語可

以說是香港語文教學的特色，也是一種缺陷。到底我們的語文教育甚

麼時候才做到「語同文」呢？基於種種的客觀因素，相信這個語言上

回歸的日子還是比較遙遠的。但我和課程設計工作小組的成員在面對

這個問題上的態度都是肯定的。普通話科課程的設立在漫長的語文教

育回歸的過渡期裏邊，也應該起一定的準備作用，哪怕是十年、二十

年，或者更長的時間，我們總希望有一天看見普通話科和中國語文科

最終能結合成一門學習漢民族共同語的科目。所以「語同文」是我們

對未來的憧憬，也是我們在開始設計課程的時候的其中一個考慮點。 
 
  第二點我想說的是本課程重視「中國文化與語言學習的關係」。

本來普通話科就是普通話科，而不是甚麼文化科，語言最基本、最主

要的作用就是為了溝通，幹嘛要理甚麼文化不文化呢？課程的設計理

念是這樣的：據《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文化就是「人類在社會歷

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和精神財富的總和」，所以文化的內容包

容的東西可以很廣，一切文字、語言、思想、風俗、歷史、音樂、美

術等等屬於文化的範圍。我們不能說語言就等於文化，但是語言肯定

是文化的一個部分，一個民族的文化內容會影響著該民族語言的面

貌，而語言本身又反映著那個民族的文化內容。所以有人說語言是文

化的載體。 
 
  當我們更了解語言的文化屬性以後，相信很難斷言學語言與文化

是毫無關係的。我們沒有說學語言非得學文化不可；只是說認識了文

化對學語言有很大的幫助。情況就好像學日文、學法文一樣，最好也

知道一下人家國家的文化歷史，相信這個道理早就在學習外語方面得

到了理論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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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經有幸聽過北大張銳教授的精彩演說，會上他提出了「國情

文化」，這給了我很大的啟發。語言是個活的東西，它是活在群眾裏

面，它會因應群眾的需要而變動；國家社會有改變，它也會隨之而改

變。我還記得十三年前「一國兩制」被提出的時候，「一國兩制」還

是個政制用語，時至今天，它已經不再局限於原來的意義範圍，而被

群眾廣泛的採用。凡是在一種情況底下，存在或容納著兩種不同的方

法或模式，人們都可以用「一國兩制」描述之。這反映了語言也是跟

著社會的情況而發展，學語言的人和用語言的人越了解國家的文化情

況，就越能得心應手的掌握語言，更何況我們現在學習的普通話是經

過千百年來發展的產物，成為了今天的這個面貌，當中不知道經過了

多少次文化洗禮。我們今天這句話要這樣講，不那樣講，背後可能都

受著傳統文化的影響，其中的源流演變，真可以說千絲萬縷，關係綿

長的。所以負責編寫課程的工作小組在設計的時候也同時顧及到語言

的文化屬性。一方面我們沒有抹殺普通話作為一種溝通工具的主要功

能；一方面我們也希望學生學到的普通話不會與它的文化本源脫離而

孤立存在。所以本課程的設計是利用滲透的方式來讓學生在學習語言

材料的同時，也可感受到文化與語言的關係，尤其一些比較直接影響

語言體貌的文化訊息項目，好像語用交際文化、國情文化、民俗文化

等等。 
 
  最後一點我想說的是以「廣東人學習普通話的難點作為重點」作

為設計考慮。香港是一個方言區，而且是一個根深蒂固的方言區，殖

民地教育多年來不鼓勵我們使用國家語言，在習非成是的形勢底下，

難怪有人會認為廣東話才代表中文。我記得不只一次的當我用普通話

與別人交談時，對方聽不懂，他就說：「唔該你講番中文啦」，好一

句令人啼笑皆非的話！所以在香港推廣普通話或者推廣普通話教

育，首重建立語言環境。有了良好的語言環境，無論在技能培訓或是

態度的培養便會有好的影響。所以新課程主張以訓練聽、說為主，這

除了考慮科目本身的性質以外，我們也希望老師們真的能讓學生多聽

多說，把更多的時間和力氣投資在建立語言環境上。這個工作能抓得

緊，學生的學習才具備有利的條件。 

   

前面提到我曾經碰過誤把廣東話代表中文的人，我也碰到過誤把

學會漢語拼音就等於學會普通話的老師。有人曾經問我，學十一年的

普通話，哪有這麼多的東西可以學呢？整個《漢語拼音方案》兩、三

年不就教完了嗎？對於他的話我不敢苟同。首先《漢語拼音方案》不

是普通話本身，它只是用來輔助學習普通話的工具；其次就是除了拼

音以外，其他在聽、說、讀方面的幾個範疇同樣存在著「學甚麼」的

問題。在處理這個問題上我們有以下的假設：就是操粵方言的香港學

生在學普通話的時候，要克服的障礙著實不少，主要出在語音上，其

次在詞匯上。學生面對著這些困難，要逼他一下子全部解決問題那是

不可能的，這也會打擊了他學習的興趣。所以我們在課程綱要裏提倡

用「螺旋式」的教學策略，十一年內分了四個學習階段，讓學生在每

一個學習階段裏都把每一個學習範疇學過一遍，而這個螺旋往上再轉

一圈，就是一次的延續。而這個延續不僅是長度的延續，也是深度與

廣度的延續，目的就是讓學生能循序漸進的，一次又一次的把基礎鞏

固，一步又一步的把知識加深，把能力漸漸提高。 

  以上所言僅屬淺陋之見，不足之處願承指正。謹此祝願新課程能

順利推行，香港普通話教育早得碩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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