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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香港的普通話科教學定位  
 

黎歐陽汝穎  
 
引言  
 
  自香港港督在 1995年底宣佈新普通話課程將於 1998年在中小學
實施後，海內外從事語文教育的同工，紛紛向我提問有關普通話這個

學科的問題，其中最為他們關注的就是：從語言教學的角度來看，普

通話到底是怎樣的一個學科？ 
 
  他們的疑問，包括了下列幾點：第一，「普通話」是指漢民族的

共同語，在國內的中小學課程中，它是語文科課程的一個組成部分。

香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學生是中國人，母語是中文，為什麼教育署

既設語文(中國語文)科，又設普通話科？第二，香港人的母語口語是
粵語 (廣州話 )，普通話是學生們在粵語、英語以外學習的第三種語
言，這就是說：普通話並不是學生的第一語言(母語)。那麼，普通話
是否他們的第二語言呢？第三，基於上述的疑問，普通話科的教學，

應採用哪些教學方法？ 
 
  第一個疑問是頗為容易解釋的。香港教育署把普通話和中國語文

分成兩個學科，主要原因是中國語文科的教學語言是粵語(廣州話)，
該科的教學範疇包括了聽、說、讀、寫等四個範疇。普通話不能如中

國內地的行事，被納入語文科的教學範疇內，主要的原因是師資問題

能用普通話作為中國語文科的教學媒介語言的老師人數極為有
限，有關當局估計在短期內無法完成提昇悉數中國語文科教師的普通

話水平至能用作教學語言之用。可是，在中小學推行普通話教育，也

不能因此而被拖延，權宜之計，便是另行設置普通話科。 
 
  至於第二和第三個問題，內涵頗為複雜，但卻是十分需要正視和

關注的，因此，本文擬就該兩個問題作較詳盡的討論。 
 
 
 

普通話是香港人的第一語言 (母語 )還是第二語言 (外語 )？抑或是⋯？  
 
  從語言習得的角度來看，第一語言，即母語 (Mother Tongue 
Language)，是指一個人從小時學會，也是最早學會的語言，一般是本
民族的語言 (Native Language)(河北師範學院，1985)。所謂外語(外國
語 )，往往是指不是本族語(Native Language)或本國語言的任何語言，
而第二語言，就是指母語以外，通過接受正規學習而學會的第一種語

言(Hartmann等，1980)。 
 
  所謂第二語言或外語，它的聽、講、讀、寫系統一般都與學習者

的母語有明顯的分別，因此學習該種語言，必須從聽、講、讀、寫等

四方面入手。 
 
  對香港人來說，他們的第一語言(母語)是中文；他們的母語口語
是廣州話，書面語是現代漢語。在學校課程中，中國語文科就是培養

他們的聽、講、讀、寫能力，其中讀和寫均是以現代語體文為基礎，

聽和講則是以廣州話為主。英語是一般香港人的第二語言(外語)。英
語的聽、講、讀、寫系統都與漢語有明顯的不同，前者是漢藏語系，

文字是由方塊字組成，後者是拉丁語系，文字是以拉丁字母組成。那

麼，對香港人來說，學習普通話，到底是第一語言(母語)抑或是第二
語言(外語)的學習？ 
 
  香港人學習普通話，並不是屬於母語的學習，因為普通話的語音

系統與粵語不一樣，普通話的口語與廣州話口語有明顯的分別。可

是，普通話也肯定不是香港人的第二語言(外語)，因為普通話的書面
語同樣是現代漢語，兩個語言的主要差異是在語音及口語表達方面。

因此，香港人學習普通話的重點是在說話和聆聽兩大範疇，而閱讀和

寫作能力的培養已由中國語文科擔起。基於上述原因，個人認為，普

通話對香港人來說，既不是第一語言(母語)又不是第二語言(外語)，
而是界乎其中的第一個半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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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這一個論點，對我等日後開展普通話教學，有極具關鍵性的

影響。 
 
普通話科與中國語文科的分工與合作  
 
  按照普通話科的課程大綱，普通話科的教學，包括了聽、說、讀、

寫四個範疇。普通話的主要教學範疇，是說聽能力的訓練。至於閱讀

及譯寫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1997)，個人認為是培養說聽能力和自學
能力的輔助工具。至於與普通話科有關的語言知識，以及對中國文化

的認識，是可以通過說、聽、朗讀和譯寫等四個範疇的教學達成的。 
 
  說聽能力既然是普通話科的主要教學任務，可是，中國語文科的

教學，亦包括了說聽能力的訓練，那麼我們必須好好的處理兩科說聽

教學的分工與合作。 
 
  從課程綱要的指引來看，兩科的教學目標有同亦有異。在小學階

段，普通話科聆聽教學的目標是：培養學生的聆聽能力，以理解話語

的內容；培養學生聆聽的興趣及良好的聆聽態度。說話教學的目標

是：培養學生的說話能力，以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培養學生說話的

興趣及良好的說話態度和習慣(香港課程發展議會，1997a)。在中學階
段，普通話科的聽說教學目標是在小學的基礎上增強(香港課程發展
議會，1997b)。 
 
  至於中國語文科聽說教學目標，小學的是：能聽懂日常生活的話

題，簡單的演講和報告；說話要措詞恰當，條理清楚，有發表意見的

能力(香港課程發展議會，1990a)。初中的聆聽教學目標是：能聽懂日
常生活的話題、簡單的報告和演講，並能掌握講者說話的要點。初中

的說話教學目標是：能用正確的發音、恰當的語調、貼切的詞語、簡

單而完整的句子，清楚而有條理地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感情(香港課程
發展議會，1990b)。 
 
   
 
 

 至於中國語文科高中的聆聽教學目標是：能聽懂理論性的話

題、一般的報告、演講和辯論。在聆聽時，既能掌握講者說話的要點，

領會講者的用意，又能對談話的內容作出正確的分析和判斷。高中的

說話教學目標是：能用準確扼要的言辭、適當的語氣，把抽象的思想、

複雜的事理。含蓄的感情，清楚，有條理而又得體地表達出來(香港
課程發展議會，1990b)。 
 
  從上述的資料看來，兩科教學主要的差異，是在於聽、說兩方面。

普通話科的教學重點，是培養學生聽說普通話的能力，而中國語文科

的教學重點，則是培養學生聽說廣州話的能力。兩科的共同目標，就

是培養學生的說話聆聽能力、興趣、態度和習慣，令他們能恰當地運

用不同的語言來獲取訊息，表情達意。兩科的教學都要求培養學生在

說話時能正確地發音、用恰當的語調、貼切的詞語、簡單而完整的句

子、清楚而有條理地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在聆聽方面，則要求學生

能聽懂有關的話題，掌握講者說話的內容要點，領會講者的用意以及

良好的聆聽習慣。 
 
  這樣看來，中國的語文科和普通話的聽說教學任務，應該是相輔

相成的。 
 
  在理論上，由於語文科的教學語言是學生的母語，因此在說聽教

學方面，它的進度應走在普通話的前面，要求也應比普通話科為高。

由於學生在中國語文科的讀、寫的學習中積累了一定的現代漢語詞匯

和語法知識，而這些知識是絕對可以應用於普通話的表達，因此，普

通話科的說聽教學單元設計，應緊密參照語文科的教學範疇，把學生

在中國語文科的文體、詞匯、語法等知識作有機的組合，編寫教材及

教學活動，讓學生能學以致用，這也就是說，中國語文科的教學，為

普通話的教學提供了一定的先決條件。普通話的說聽教學仍需要建基

於中國語文科的讀寫教學上。 
 
  在現實的環境中，中國語文科的說聽教學一向不受重視，教師們

往往把絕大部分的課時用在培養學生的精讀、略讀和寫作能力上。普

通話科既以培養學生的聽說能力為教學重點，這正好補上中國語文科

聽說教學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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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兩個學科既有分工，又須要合作，其中的緊密連繫是不容

否定的。 
 
普通話科的教學原則和方法  
 
  普通話科的教學目標，是培養學生運用普通話的能力，特別是口

頭交際能力。這也正是第二語言學習的主要目的之一(呂必松，1993)，
因此，在開展普通話科教學時，可以大量參照第二語言教學中說聽教

學的原則和方法。 
 
  按呂必松(1993)的觀點，第二語言教學的基本目的是培養學生的
語言能力和語言交際能力，那麼，要確定教學內容的範圍，必須首先

了解語言能力和語言交際能力的構成因素和形成過程。他認為語言能

力和語言交際能力至少是由語言要素，語用規則，相關的文化背景知

識，言語技能和言語交際技能五方面的因素構成，因此，要好好的開

展語言教學，必須清楚認識各因素之間的相關性和一致性。這一個論

點，在開展香港的普通話教學十分值得參考的。 
 
  香港的普通話科教學，與普通話作為第二語言的教學，原則有許

多相近之處，首先，第二語言教學要從培養學生最基本的言語能力開

始，也就是說，要首先教發音，教最常用的詞和基本語法等，香港的

普通話教學，正是朝著這些方向開展。 
 
  其次，從事第二語言教學，要面對第一語言對第二語言學習的影

響，這包括了第一語言的干擾(interference)和轉移(transfer)，也就是所
謂的負遷移和正遷移的作用。呂必松(1992)認為在第二語言教學中，
既要充份利用第一語言的正遷移作用，又要設法逐漸消除第一語言的

負遷移作用，逐漸培養學生用目的語思維和表達的能力。香港學生學

習普通話，既受到他們的母語粵語的干擾，以致他們在看到漢字
時，往往會先唸出粵語讀音。同時也受到第二語言英語的干擾
學生們往往用英語的發音來唸漢語拼音的 bpmf，以致無法學拼出
正確的讀音。 
 

 
  普通話的教學要克服這些困難，是必須大量參考第二語言教學在

這方面所取得的經驗和心得。 
 
  還有，第二語言教學要面對不同語言文化之間的文化障礙和文化

衝突。學生在學習第二語言時，不可避免地要遇到第二語言中存在的

與第一語言不同的文化現象，其中有些是不容易為學習者所接受的，

因此形成語言學習中的文化障礙。粵語與普通話同屬中華民族的文

化，因此受到此方面的影響較微，但由於地理環境的差異和生活習慣

的不同，亦少不免會引起了類似的現象。因此，我們也可以參考第二

語言教學如何克服這些的難題。 
 
  在教學方法方面，中國對外漢語教學的最常用教學方法，大體上

可以分為三類：一、以語音、語法、詞匯等語言要素為綱的教學方法，

二、以言語交際技能為中心的教學方法，和三，以言語技能和言語交

際技能訓練為出發點的方法(呂必松，1993)。這三種方法，在香港的
普通話教學極具參考價值，因為這三類方法，分別能針對怎樣處理語

言要素、語言技能和語言交際技能的問題。這三者間的關係，也是香

港普通話科教學所必須重視的。 
 
  此外，劉珣 (1996)提出了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的十項基本原
則，那就是： (1)培養運用漢語進行交際的能力，(2)以學生為中心，
教師為主導， (3)結構、功能、文化相結合，(4)強化漢語學習環境，
擴大學生對漢語的接觸面，(5)精講多練，以言語技能和交際技能訓練
為中心，(6)以句子和話語為重點，語音、語法、詞匯、漢字綜合教學，
(7)聽、說、讀、寫全面要求，分階段側重，(8)利用但控制使用母語
或媒介語，(9)循序漸進，螺旋式提高，加強重現率，和(10)充份利用
現代化教學技術手段。這些教學原則，絕大部分也可以用諸香港的普

通話教學。這也正好說明，香港的普通話教學絕大部分都與漢語作為

第二語言教學的原則和方法，是有許多相近之處的，因此後者的經驗

是十分值得重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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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本文就香港普通話科的性質和任務 (教什麼)以及教學的原則和
方法(怎樣教)兩大範疇提出了個人意見。主要的目的是引起從事普通
話教育的同工對這些方面的關注。 
 
   作為第一個半語言的學科，香港的普通話科的教與學的有關研究
還是十分不足，在目前的階段，參照第二語言教學的原則和方法，是

個可行的方法。筆者希望從事普通話教育的同工，在開展新課程的教

學工作前，能正視上述的論點，好好的為普通話教學工作定位，以與

相關的學科作出呼應，並吸取相近學科的教學理論，作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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