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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普通話科教學展望  
 

許耀賜  
 

(1997年 6月 7日「中學普通話科新課程研討會」演講內容) 
 

  各位嘉賓，各位老師，早上好。我願意分享過去二十幾年的教學體會，

跟大家交流。 
 
  今天我的講題是中學普通話科教學展望，我也會作一些回顧與展望。

談到普通話科的教學，我們首先要問：甚麼是普通話？為甚麼要學習普通

話？怎樣學好普通話？怎樣營造一個好的語言環境？最後談談普通話教學

的展望。今天的講題大概分為六個部份，談談我個人的一些體會。 
 
甚麼是普通話  
 
  第一個問題：甚麼是普通話？剛才黃主席提到，普通話是漢民族的共

同語。但我覺得還有一些要補充的，根據國家憲法，國家推行全國通用的

普通話，從這一點來說，普通話就是國語，普通話並不是普普通通的話，

在這裏，「普通」是代表「普遍、通行」的意思。普通話是有嚴格的定義，

普通話的標準可以從語音、詞匯、語法三方面來說。在語音方面，普通話

是以北京語音作為標準音；在詞匯方面，普通話是以北方話的詞匯作為它

的基本詞匯，並吸收其他方言有表現力的詞匯，以及一些有生命力的文言

詞、外來詞作為它的詞匯。所以我們說，普通話的詞匯是以北方話的方言

作為基礎，並不排斥我們其他有生命力的詞匯。在語法方面，普通話是以

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作為語法規範，這實際上是以北方話的語法作為標

準，因為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都是以北方話作為基礎寫成的。從以上的

標準來說，普通話並不等於北京話，普通話只是以北京語音作為標準音，

例如「雞蛋」，北京話叫「雞子兒」。 
為甚麼要學習普通話  
 
  第二方面，為甚麼要學習普通話？第一，作為中國人，要學習普通話，

因為中國幅員廣闊，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人口眾多，約佔全世

界的五分之一，在海外的華僑也有上千萬；還有，中華民族一共有五十六

個民族，由於歷史的原因，漢民族有許多不同的方言，各少數民族也有自

己的民族語言，這種語言上存在的隔閡妨礙了中國人相互間的交際和思想

交流，因此推廣一種全國通行的國語，也就是普通話，就可以消除方言的

隔閡，有利於中國人之間的相互交往，共同進步。推廣普通話，並不是要

消滅方言，推廣普通話，只是要消除方言隔閡，使各方言區的人，除了會

說自己的方言以外，還會說普通話。所以，中國人都應該學習普通話，因

為普通話就是國語。還有，一些願意與中國人民來往，願意了解中國文化

或者了解中華民族的外國人也要學習普通話。 
 
  第二點，我覺得學習普通話對提高中文水平有幫助，因為普通話就是

現代中國語文的基礎，就是「口說的白話文」，把普通話寫下來就是白話文，

所以學習普通話對於提高中文水平以及口語表達能力都很有幫助。 
 
  第三點，從實際角度看，學習普通話有實用價值。我們學習普通話不

光是為了民族感情，因為我是中國人，所以要學好普通話。還有一點很重

要的，學習普通話有實用價值。隨著中國對外開放政策的發展和一九九七

的來臨，香港與中國大陸的交往會更加密切，普通話的使用日趨重要，所

以學習普通話是很重要的。   
 
普通話成為獨立科目的回顧  
 
  現在談談普通話成為一個獨立科目，作一個簡單的回顧。剛才黃主席

已有詳細的介紹，我只是稍為補充。   
 
  香港民間的推普活動，我是參與其中的。香港普通話研習社是在一九

七五年開始籌備，一九七六正式成立，我是其中的一位創辦人。一九八零

年，香港普通話研習社註冊為不牟利的社團，我是第一屆和第二屆的理事

會主席。 
 
  一九七九年，香港中國語文學會聯同教協會向香港考試局，還有教育

署，提交「中學會考增設國語科」的建議書，這份建議書也是我草擬的，



集思廣益：邁向二十一世紀的普通話科課程   中學普通話科教學展望 

 

   

 2 

因為當時我是香港中國語文學會的理事兼普通話部的主任，所以當時提交

建議書是我本人連同學會的主席，還有教協會的主席司徒華先生一起向考

試局、教育署提交，在當時來說，教育署、還有考試局覺得條件還不成熟，

所以建議先在香港的中、小學推行普通話教學試驗計劃。整個的教學試驗

計劃，我也參與其中。從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七年，在小學四年級到中學

三年級，逐年的推展這個計劃，所以首先要培訓師資，一九八零年，教育

署的成人教育組舉辦了第一屆「普通話教師訓練班」，當時的教材也是我們

自己編寫。後來這個班由語文學院接辦，名稱也改為「普通話語音訓練課

程」。所以在過去民間的推普工作及教育署的試驗計劃，我都是身歷其中，

對於其中的過程，我知道得非常清楚。 
 
  普通話作為獨立科目，在六、七十年代，當時大部分香港人會說普通

話的並不多，當時北京老師也並不多，普通話在香港社會並不通行，教授

普通話的機構也並不多。在七十年代初期，只有青年會、香港大學校外課

程部，還有香港中文大學校外進修部等機構設有國語課程，當時普通話這

個外稱也並不流行，都叫國語，後來才改為普通話。七十年代的末期，中

國實施對外開放政策，香港民間也掀起了學習普通話的熱潮，香港教育署

也看到學習普通話的重要性，所以從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七年這段期間，

在學校推行普通話教學試驗計劃，由於這個計劃的成功，所以在一九八六

年九月，教育署把普通話正式列為小學四至六年級的正規課程；又從一九

八八年開始，把普通話列為中學一至三年級的正規課程。從一九九八年開

始，普通話更會進一步成為香港中、小學的核心課程，在小學一年級、中

學一年級，還有中學四級開始推行。 
 
  把普通話作為獨立科目來教，這是香港獨有的現象，把普通話作為一

個獨立的會考科目，更是香港考試局的創舉。在一九六四年以前，國語只

是作為半科，現在把普通話科作為獨立的會考科目，所以對於考試局來說，

這是一個創舉。把普通話作為獨立科目來教，在現階段來說，還是有必要

的，因為香港目前還不具備用普通話作為授課語言，把普通話作為會考科

目，有助於提高普通話的地位，可以鼓勵學生認真地學好普通話。 
 
怎樣創造普通話語言環境  
 

  接著我要談談怎樣創造普通話語言環境。把普通話作為獨立科目來教

有它的局限性，由於課時短，一般來說，學校現在每個禮拜只有一個教節，

所以學習效果並不理想，學習普通話光靠課堂學習是不夠的，要學好普通

話就要多聽多講，也就是要有一個良好的語言環境，有了這個語言環境，

才可以做到時時、事事、處處說普通話，才能提高學習效果。 
 
  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不可能讓全國的人分期、分批到北京學

習普通話，學習普通話的途徑只能是就地學習，人為地創造一個良好的語

言環境，在方言的汪洋大海中造成一塊塊的普通話綠洲。 
 
  創造良好的普通話環境可以從兩方面著手，首先是從社會方面，希望

大眾傳播媒介，如廣播電台、電視台等多製作一些普通話節目。今年三月，

香港電台推出「AM621 普通話電台」，就是一個很好的嘗試，我希望無線
電視台及亞洲電視台也能撥出一些時段來播放普通話的節目，或者也可以

把一些現有的電視節目用粵語和普通話雙聲道來播放，譬如現在亞洲電視

台播放的「保鏢」，若你家中的電視有雙聲道的設備，便可以聽國語的內容，

配音方面也相當不錯。一些推廣普通話的團體，也可以多舉辦一些普通話

的活動，讓大家有多些練習普通話的機會。 
 
  另一方面，也可以從學校方面來做。除了課堂教學以外，學校可以多

舉辦一些普通話的活動，譬如說：普通話的早會、普通話日、普通話週、

普通話電影、普通話錄像帶的欣賞、普通話朗誦比賽、演講比賽、歌唱比

賽、以及普通話文娛演出等等，讓學生有多用普通話的機會。以我們學校

的經驗來說，我們學校有幾個經驗可以作為大家的參考：譬如我作為校長，

我會以身作則，在學校的早會，用普通話來說的；我們全體的教職員會議，

我也是用普通話來主持；老師方面，可以說普通話的便盡量說普通話，不

可以的也可以說廣東話，我發覺我們的老師在聽的方面完全沒有問題，沒

有誤解我的意思。還有，學校的一些大型活動，好像陸運會，或者學校的

開幕典禮等等，我們都是用普通話來主持，這樣可以讓學生有多一點機會

接觸普通話。還有我們學校設有普通話電台，這個電台跟香港電台不一樣，

只是利用我們學校的中央廣播系統，利用午飯時間由學生來做廣播員，大

概有半小時左右，我們每逄星期一是普通話電台，星期三是英文電台，星

期五是廣州話電台。普通話電台方面，學生可以點播歌曲，可以作新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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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可以作天氣的報告，也可以作一些人物的訪問，可以訪問學生及老師，

這樣便可以提供一個環境讓學生去練習及聽普通話，這個活動也很受歡

迎。香港的中學有不少都有中央廣播系統，這方面可以好好利用一下。   
 
我的個人經驗  
 
  就創造普通話語言環境方面，我可以談談我個人的經驗。我也是從零

開始，我並不是在說普通話的環境長大。我是在大學預科的時候(一九七零
年)，當時考完大學預科的考試，才開始學習普通話，我是在當時窩打老道
的青年會跟劉秋生先生學習的。學完普通話之後，我有機會進入香港大學，

到後來一九七一年，香港大學學生會為校內的學生舉辦普通話班，因為我

會說普通話，就給人找去幫忙做導師；一九七一年，我也繼續在青年會學

習普通話的研究班，後來我們第一屆和第二屆的研究班畢業生，就組成了

青年會大專國語研究學會，我是第一屆的副會長和第二屆的會長，這個團

體的成員都是來自青年會國語班畢業班的學員，目前已經解散了，它是在

一九九零年解散的，距離現在大概也有二十多年的光景。 
 
  當時我們的學習與現在學生的學習也有相近的地方，我們每個星期學

一節，現在的學生也是這樣，當然我們每一節大概有兩個小時，時間比較

長，光是課堂的學習是很不夠的，我們便利用成立的大專國語研究學會舉

辦一些普通話活動，我們自己去創造普通話的語言環境，大家可以想像，

過去二十幾年前，香港的普通話語言環境與現在的語言環境來比是更加的

不理想，當時很少北京老師，我們唯有自己創造。我們每個月會舉辦一次

國語聚會，在青年會的禮堂舉行，國語聚會的內容有國語的話劇，有民歌

的演唱，有語言遊戲，有專題的講座等等。那怎樣提供話劇、歌曲等等？

我們成立了話劇組與歌唱組，這兩組平時可以安排時間排練，到了每個月

的國語聚會，就可以有演出的機會。話劇也是學普通話的一個很好的方式，

因為你要把話劇的劇本內容背熟，有表情地把它演繹出來，也是一個學習；

我們也舉辦普通話的演講比賽，分初級組、高級組；我們也出版刊物，叫

《國語天地》，內容包括國語的學術研究，一些學習國語的心得、體會等等；

我們每年還舉辦一次大型的文藝晚會，是在青年會的大禮堂舉行，我們的

演出有國語的長篇話劇，當時我也是其中的一位男主角，為了學習普通話，

我也需要粉墨登場，演出一個半小時，還有其他的相聲、文娛節目等。 

   
  我們當時是這樣創造語言環境。 
 
普通話的輔助教材  
 
  要提高普通話學習效果，除了剛才提到的語言環境以外，我認為普通

話的輔助教材這方面也可以多考慮。我提議教育署應該鼓勵出版商多製造

一些普通話的輔助教材，譬如說普通話的教學錄音帶、錄像帶、光盤等，

都可以供學校採用。還有學校的圖書館，可以把部分的經費用來購買普通

話的錄音帶，譬如普通話的歌曲、詩詞朗誦、寓言故事，還有普通話的錄

像帶，譬如普通話的電影、風光、紀錄片，給學生借用，若條件容許，學

校的圖書館還可以設立視聽中心，供學生學習語言，包括英文跟普通話。 
 
普通話與中國語文科的關係  
 
  普通話教學長遠來說，我覺得應該跟中國語文科合併，當然作為獨立

科目，在現階段來說，還是有必要的。用普通話來教中國語文，可以做到

言文一致，剛才黃主席已經提到了，希望將來我們可以做到言文一致。因

為用普通話來教中國語文，可以提高學生的中文程度，最顯而易見的，是

學生的作文比較流暢，這是我們學校老師的一些體會。在我們學校來說，

我們其實已經走出第一步。 
   
  一九九四年，自我們學校創辦，就開始推行用普通話來教中國語文，

首先在中一級推行，今年已經推行到中三級，可以說已經取得初步成功，

不是想像中那麼困難。在中一級來說，由於考慮到部分學生在小學並沒有

學過普通話，所以只是選取課文的某些段落，用普通話教學生朗讀；到中

學二年級，老師就逐步增加用普通話教學的比重，到中二級下學期，老師

基本上可以全部用普通話來講解。 
   
  用普通話教中國語文，我建議首先在初中階段推行，中一級可以作為
過渡安排；老師方面，可以只要求具備一般的普通話水平就可以了，因必

要時候老師可以備課，集中備一兩段，在課堂上教學生朗讀，所以我們對

中一級普通話老師的水平不必要求過高，到中二、中三級，我們可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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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水平比較高的老師去任教，這樣安排的話，從學校的角度，只要有

四五位普通話水平比較高的老師，就可以推行這個計劃。 
 
  老師自己有個體會，用普通話教中國語文，對提高自己的普通話水平，

對提高普通話的口語能力有很大的幫助，因為光是教普通話課，每星期只

有一節，老師一般範讀、帶讀，說普通話的機會並不多，但教中國語文，

老師有很多機會說普通話，所以老師的普通話水平、口語能力提高得很快，

對老師的信心是一個很大的支持。學生方面也很快的適應，開始階段他們

也許可能有點抗拒，聽不懂，但是很快便適應了。學生方面還有一種自豪

感，因為跟他們小學的同學比較，他們的普通話比別人強；跟父母去台灣、

大陸旅行，還可以做爸爸媽媽的翻譯員；所以都有自豪感。 
 
  我想這個做法可以作為學校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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