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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小學普通話教學的回顧與前瞻  
 

潘蘊霞  
 

(1997年 6月 5日「小學普通話科新課程研討會」演講內容) 
 
前言  
 
  今天站到台上，我並非要發表甚麼偉論，更不是以專家身份來談理論，

我只是一個普通得再普通不過的小學普通話教師。今天在這裏就是想把自

己十多年積累的一點點教學經驗來跟大家一起分享，同時亦盼望明年九月

當普通話科列入核心課程之後，本科的發展更切合社會需要。 
 
回顧  
   
  回想一九八零年中，校方接到教署通告，謂翌年度將從小四起推行普

通話科課程，而教育署便於同年開辦「普通話教師訓練班」。那時我是在羅

愛徒會督小學任教，同工一般都很年輕，而且在當時的梁詠葵校長帶領下，

大家都興致勃勃、一窩蜂去報讀，打趣地說，當時只為了方便到內地旅遊，

根本也沒有考慮到要真的投入這科的教學。那年報讀的人數超額很多，抽

籤結果，我校有二十人報讀，中籤者剛佔一半，我僥倖榜上有名。那個速

成班雖然學得辛苦，但最後總算通過了筆試和口試，暑期更完成了教學法

班。 
 
  我校只有過半數同事能通過測驗取得證書，校長認為已有足夠人手開

辦普通話科，於是在一九八一年九月給四年級增加了一節普通話課。 
 
  接了新任命，心裏萬分惶恐，因為我是廣東人，以往除旅遊內地及台

灣外，也沒甚麼機會接觸普通話，只憑上完那一年的訓練課程是否真能勝

任，心裏真的打了個問號。 
 
  試驗計劃開始了，也有足夠老師任教了，教材方面，我們採用了教育

署編寫的試驗教材。由於試驗教材供應有限，我們需要把它複印釘裝給學

生，至於錄音帶亦不過全校三數盒，同樣地要翻錄給老師及各班，同學們

就只能輪流借回家細聽。當時我們全校只有那套試驗教材和編寫得不太詳

盡的教師手冊。 
 
  那時候的課程對學生來說是有新鮮感的，不少內容也頗有趣，多讀幾

遍便能琅琅上口。下面就是五年級其中一篇教材以及聆聽資料，不是很簡

單而趣味濃嗎？ 
 
五年級教材 

 
第二課 烏鴉穿新衣 

   

  烏鴉穿上了新衣，為了怕霧和雨把他的衣服弄髒了，就整天

躲在屋子裏，不肯飛出來。 

  一條魚笑烏鴉說：「烏鴉、烏鴉！你有翅膀不肯飛，又怕霧、

又怕雨，不如變成一條魚！」 

  烏鴉聽了魚的話，很不同意。 

 
第二課 聆聽資料 

 
  烏鴉說：「誒！我怕霧怕雨，就是怕霧和雨把羽毛弄濕了。

我一變成魚，一天到晚在水裏，不是更濕了嗎？」 
 
  那時候教育署也很重視參加試驗計劃的學校的教學成果，輔導視學處

普通話組的督學經常都到校探訪。也許這個新開的科目與其他的學科、術

科的要求與取向不同，督學與我們老師一開始就有一種「夥伴關係」，因為

大家都有「摸著石子過河」的心態。 
 
  由於是試驗計劃，校方也知道老師們的經驗不足，從來沒有對老師施

加任何壓力，教學的自由度很大。而最初一、兩年也沒要求我們對學生的

學習成果作任何交代。別說考試了，那時甚至連測驗也沒有，是以老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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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都同樣可視這科是興趣學習。 
   
  三年的試驗計劃期過去後，也可說是「蜜月期」已過，普通話課程雖

未劃入核心課程，但已落實了正式的課程綱要，課程漸次正規化，而坊間

也出版了教科書。本科的第二個發展階段宣告展開。我校亦選取了其中一

套教科書代替原來的那套教材。那時的教材與先前的明顯不同：在試驗計

劃中的教材雖云全年只有二十課，卻是怎麼也不能完成；至於坊間編撰的

教科書雖已刪減至十六課，但內容卻異常豐富，要完成課程便得把課程剪

裁。 
   
  在試驗計劃時，我們要預備很多教具，如：字詞卡、聲調及拼音符號、

實物，以至錄音帶等，都要親力親為。後來有了出版社的幫忙，減省了很

多工夫，使我們有較多時間去備課。 
 
  課程逐步展開，教學經驗積累多了，老師的信心增強了，同時也發現

了不少問題： 
 
1. 學生反應： 
 
  學生對普通話這課程會有新鮮感，上課也蠻投入的，但除去那每週的

三十分鐘課以外，其餘時間就很難營造一個普通話的語言環境。老師說普

通話，學生也願意聽；以普通話發問，很多時候學生卻是用粵語回答；而

學生對語音知識方面的學習與掌握多認為很難，要鞏固更難。他們多認為

本來就是英文的「b」、「p」、「m」、「f」．怎麼硬要唸作「波」、「坡」、「摩」、
「佛」呢？學那些語音知識又確實缺乏了點趣味性。 
 
  我們後來商議過，認為只有透過課外活動才能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

另一方面，要營造一個學習普通話的語言環境，因資源有限，這裏有兩個

方案：一是照顧有普通話課的小四至小六同學，提升他們的學習成果；一

是給小三同學機會，以引起他們學習普通話的興趣與動機。結果我們選取

了後者小三同學為活動的對象。我們在每次活動都設計了不同的內
容，例如有：聽歌學普通話、餐桌禮儀、繞口令、傳話遊戲、小記者、短

劇⋯⋯每一次的活動都在笑聲中完成，學生學習興趣也比上課時大得多。 

 
  這裏也可和大家分享一個例子，當我知道要在研討會上談談教學心得

時，便找來一個舊學生(她現在已唸中七了)，問及她過往的學習經驗，她後
來給我寫了一封信。函中大部分提及她在小三參加課外活動時的情形、樂

趣，反而甚少提及正式課堂的情形。那使我不得不承認一個事實：從活動

中去學習，記憶永遠是最深的。可是，我們能完全不要課程嗎？ 
 
2. 學習評估： 
 
  課程進行了幾年，自己也會問：「學生學了些甚麼？他們又能達哪個程

度？」其實教育署一直渴望我們能有「成績考查紀錄」，只是我們都覺得未

裝備好，正是陣腳未穩，時機未到，最初幾年是沒有作評估的。不久，我

們發覺學生也不太重視這科，就決定在學期末來一次筆試及口試的簡單測

驗，算是他們在該學期的一個學習評估，也讓自己評估課程和教學法是否

適切。結果我們發現學生聆聽能力最理想，說話能力較差，而語音知識更

是失分最多的一環。 
 
3. 教學時間： 
 
  一週一節的授課時間實在不足。試想想：在三十分鐘內既要聆聽朗讀，

又要學習語音知識，還要重溫之前的一課，時間真的十分緊逼。如果那週

遇上放假就更狼狽，常常要向別的老師打主意「借堂」，因此，不能完
成預定課程是無可避免的，後來加進了評估部分，令課程更形緊逼。正是：

難為了老師，也難為了學生。因此課程剪裁在普通話科早就施行了。 
   
  九二年七月，羅愛徒小學因受新區重建計劃影響而結束，我轉到北角

衛理小學任教。幸運地我仍能繼續教授普通話。衛理小學在一九八六年開

設本科，雖不是試驗學校之一，但亦有十一年辦本科的經驗。比較起來，

衛理小學的同學中會說普通話的為數較多，可能是校址座落於北角，走到

街上很常聽到坊眾用普通話交談，有一個較佳的語言環境；但在施教上的

困難仍會有的。他們表現較佳的是師生的交談較投入，只要你肯跟他們談

話，一般不大害羞作公開說話，說普通話也如是，學生素質可算不錯，要

說到學習差異當然也不能避免。能力高者，對本科學習是投入，是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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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感到樂趣的。 
 
  為推動本科學習，校方也曾闢一個特別室作本科活動之用，學生可以

借閱有關書籍及聆聽錄音帶，後來因為人手不足及時間安排出現困難而把

這計劃擱起了，這委實是一件憾事。 
 
  衛理小學比較著重學生的成績考查，每學期有兩次測驗(聆聽能力及說
話能力考查各一次)，期末有加上語音知識考查的考試，是較全面的普通話
能力評估，而學生也很適應這些測驗和考試形式。 
 
  過往幾年我只教授其中一級，不覺得有甚麼難處。惟自從本年度一位

資深的普通話老師因移民離隊後，我就有「孤軍作戰」的感覺。因為要照

顧的學生太多，就只有借助班中小老師的力量，由他們協助帶動班中的學

習風氣。這雖然不是每班都做得成功，但卻比完全靠老師推動學習為佳了。 
 
前瞻  
 
1. 對推行新課程的盼望 
 
  一九九八年九月全港中、小學就要全面推行新課程了。際此九七過渡

期來籌劃個大改革，誰說不是個最佳的時機？ 
 
  新的課程指引落實本科成為核心課程，從小一開始全面展開，這也不

能不說是從試驗計劃，八六年實施的正式課程後，推至第三個階段的發展。 
 

我引用那個舊學生給我的來信，跟大家分享： 
 

  「⋯⋯普通話將會跟隨英語和粵語之後，成為香港的重要語

言。大家可見香港與中國在文化交流及貿易發展上有愈來愈多的

合作，普通話不正是大家的溝通渠道嗎？⋯⋯ 
   
  ⋯⋯我認為普通話的教育應該由小學便開始推行，由於小朋

友有更佳的學習語文能力和適應力。⋯⋯」   
 

  我想，學生的來信大概反映了年輕一代對學習普通話的態度過去
學習普通話多視作純語言學習，今天學習普通話卻存在實際的效益，這正

是社會層面上對普通話的價值觀的一個改變。 
 
  當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主權回歸中國後，香港與內地的溝通日益頻

密。普通話是各民族的共同語言，香港特別行政區既是中國的一部分，因

此學會，甚至學好普通話與其他民族溝通，已是十分逼切的需要。 
 
2. 有待探討的問題 
 
  我想從下列幾方面去探討一下新課程可能產生的問題： 
 

i. 課程取向 
 
  我們應著眼如何能透過普通話的學習去增強學生對中國文化的歸屬

感和認同感，從而培養他們積極的態度去學好本科。 
 
ii. 授課時間的配合 
 
  新的課程綱要建議小一至小三(或其他各學習階段)的課程從聆聽、說
話、閱讀、譯寫⋯⋯等各方面去安排進度，擬定評估，從綱要之細分程

度可以看出普通話科成為獨立科目後，各方的要求必定愈來愈高，本科

的受重視程度也可想見。要達標的話，課程綱要建議每星期要安排兩至

三節課。我覺得那也實在為配合課程內容而已，並不算過份的要求。問

題是，現行其他科目的課程已非常緊逼，能夠請其他科目「讓路」，使普

通話課由現時大部分學校實行的一節變為兩節，甚至三節，則是最理想

不過了。 
 
iii. 師資問題 
 
    先不提現時擔任普通話科的老師的語言能力是否臻於水平，甚或要
求需具備哪些執教條件，只談九八年度的一個轉變：一切從小一開始。

如我校的情形，現時只有一位普通話老師，對老師而言是過度負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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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教此科的老師，大部分(或可說絕大部分)是兼任身份，在與其他主
要科目比較，本科的老師們仍很重要嗎？此外，將來是否有足夠老師任

教本科呢？如果為求有足夠老師任教而對普通話科老師的要求降低，又

是否適合呢？ 
 

總結  
 
  回歸之期漸近，新課程推行之日亦不遠。普通話的應用必日趨普及，

有關當局如能加強師資培訓工作，不斷完善本科課程，為全港營造學習普

通話的環境，那麼莘莘學子自能精準地、隨心所欲地掌握及使用普通話去

迎接這個時代的需要。 
 
  最後，我盼望新課程能順利推展，一切困難亦能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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