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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推廣普通話活動  

 
周愷文  

 
  教育署在八十年代初期在小學進行普通話教學試驗計劃至今已

有十多年了。我們算是首批加入該計劃的學校。記得那時只有兩、三

間出版社的普通話課本供選擇使用，也沒有太多教師意識到普通話教

學的重要性，可任教普通話的教師數目亦十分少。 
 
  由於當時任教的是一所新學校，同事們個個熱情高漲，工作十分

投入，除了一、兩位曾在台灣讀書的同事願意擔任普通話教學工作

外，一些「有心人」亦紛紛開始報讀普通話課程，希望能成為普通話

教師，協助校方推行普通話工作。在實施試驗課程的首兩年，大家都

抱著戰戰兢兢的心情，邊學邊做。踏入第二年，同事們都希望能把教

學工作推前一步，讓全校都有學習普通話的氣氛。因此，除了課堂上

的普通話課程外，我們還安排了以下各項活動： 
 
一   教師方面  
 
1. 鼓勵教師們在普通話會議上盡量以普通話發言，以加強教師們的口
語表達能力和使用普通話的信心。校長參與會議時亦需以普通話發

言，以身作則地鼓勵教師。 
 
2. 利用機構的「員工訓練基金」聘請導師在校內為教師開辦普通話課
程，又鼓勵及支持已有語音知識的教師繼續進修教學法。 

 
3. 由一些能說較流利普通話的同事在教員室內帶起說普通話的風
氣，以增加大家學習普通話的興趣和動機。 

 
二   學生方面  
 
1. 由四年級開始逐年擴展普通話教學。 
2. 早會時進行「每日一詞」計劃。每天早上利用兩、三分鐘時間由教

師教全校同學用普通話讀詞語或短句，每週一單元。實施首年，由

教師輪流教授，踏入第二年，教師們已可以訓練一些對普通話掌握

得較好的同學擔任小導師，負起廣播的工作。 
 
3. 鼓勵普通話能力較強的同學擔任小老師，指導其他同學。 
 
4. 安排三數名學生演出小型話劇，增加他們運用普通話的機會和加強
其信心。 

 
三   全校性活動  
 
1. 早會的「每日一詞」學習活動，對象不單是學生，還包括全校教職
人員。 

 
2. 分段時間進行有獎活動，比賽主要分「聽」和「說」兩大類： 

 「聽」方面的比賽：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後，負責廣播的教師會把

一些曾在「每日一詞」教授過的詞語唸出，學

生把字詞寫在紙條上，投入收集箱，經過抽籤，

答對的便可得到獎品。 

 

 「說」方面的比賽：教師挑選數名小老師作「考核者」，同學們只

要能向小老師正確地唸出該週要求的內容，便

可得到一個印章，集齊一定數量的印章後，便

可換領一個襟章，以顯示他們具有一定的普通

話能力。 

 
3. 除了學生們可以參加以上的有獎活動外，在校長的大力支持下，全
校教職人員亦可從這些活動中得到精美獎品，以鼓勵各人積極參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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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對今天來說，十多年前在小學內推廣普通話可說是困難重重。

幸好當時得到校長的鼎力支持，能使普通話活動在校內蓬勃起來，到

處都洋溢著學習普通話的氣氛。隨著本人轉校，以上的經驗都曾在其

他學校中推展，所得到的回饋都是積極、正面的，進展過程都是愉快

的。 
 
  今天，隨著香港的回歸，中港兩地頻繁的經濟和文化交往，「普

通話」愈顯得重要了。一九九八年普通話更將是中、小學課程的一部

分，我們再不能輕視它，視它為可有可無的科目。 
 
  良好的語言環境有助語言學習。社會和學校若能提供多渠道的語

言環境，讓學生多運用該種語言來溝通，學習相信會事半功倍。近期，

廣播媒介已有不少頻度使用普通話廣播；當我們走在街上，亦時常遇

上操普通話的人士，可見普通話的使用已越來越普及！其實，在學校

環境裏，我們也可多造就語言環境讓學生多聽、多說和多應用普通

話。要在校內成功地推廣普通話需具備一些條件： 
 
1. 校方行政人員和教師要有共識，在財政資源和人力資源上盡可能配
合推廣活動的需要。 

 
2. 要營造學習普通話的氣氛最好是愈多人參與愈好，活動最好能兼具
實用性和趣味性。 

 
3. 檢視校內學生及教師的普通話水平，確定目標及起步點。一群有熱
誠、勇於嘗試而又能操流利普通話的教師是推廣普通話的必備條

件。 
 
  近年，小部分學校不單收取了內地來港的學生，還聘請了內地來

港的教師，這些教師大都能操流利的普通話，而學生們多具普通話能

力，他們都是校內推廣普通話的重要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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