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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校內推行普通話新課程的初步建議  

 
柳凝  

 
 (1997年 6月 7日「中學普通話科新課程研討會」演講內容) 

 
  我今天嘗試以一個中學普通話教師的身份與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對於普

通話科新課程的體會及在校內推行新課程的構想。我會就三方面簡單地談

一談：第一是新課程在內容及要求上的轉變，給普通話老師帶來的啟示；

第二是利用校內本身的資源可以怎樣達到新課程的要求，或者說是在推行

新課程之前可以做些甚麼準備；第三是預料將會面對的困難及應注意的地

方。 
 
  第一方面，新課程在內容及要求上的轉變給我這個中學普通話老師帶

來了三方面的啟示。 
 
  由港督的施政報告到構想新課程、設計及修訂課程綱要，再到這個計

劃的實行，這個過程不難讓人看到普通話教學是隨著香港九七回歸的到來

而漸漸受到重視。普通話科在九八年開始成為中小學核心課程之一，從以

往的一個可有可無的課程，甚至被認為是人人都可以兼教的閒科推展到從

小一級開始到中四、中五級，有系統甚至是有要求的教授。普通話是中國

的語言，課程設計希望透過學習普通話領略中國文化的精髓。不以中國文

化的知識作為考核內容無疑減輕了老師精神上的壓力，但讓學生去認識及

學習這一種中國的語言就似乎成為了老師重要的教學工作，這給了我一個

很大的啟示和挑戰。 
 
  第二個啟示，我看到教學節數的增多，中一到中三級由過往的一節改

為最少兩節，中四到中五級則指定為最少四節，相信這是最令普通話老師

覺得高興的地方。新課程以聽說能力的訓練作為主要的教學目標，語音知

識的地位顯然不及以前，性質只是一些最基本或者輔助的角色；而重視語

言交際的功能，方便學生學習後在社會上及生活圈子中言談交際，以應付

各種不同場合及不同角色的需要。 

 
  第三個啟示，我看到在普通話新課程的設計上，非常重視教學方法、

教學質素及效果，希望達到理想的教學要求。新的課程綱要裏教學目標嘗

試分層次、劃重點，兼顧了聽、說、讀、寫四方面。學習方面設計學習單

元，包括個人、家庭、學校、社會，甚至國際方面，令語言更生活化及更

實用，綱要更建議採用循序漸進、螺旋式的教學過程。課程綱要的指引比

以往的來得具體，對學生及老師的要求也更高、更深入。 
 
  第二方面，我想說一下：利用校內的資源可以怎樣達到新課程的要求，

或者說我們就新課程可以先做一些怎樣的準備呢？ 
 
  新課程在九八年九月開始推行，距離現在還有一年的時間可以加以準

備。作為一個中學普通話老師，有時我也會想想：到底可以預先做些甚麼

準備呢？學校裏面有哪些資源可以加以運用，以至可以更好地配合新課程

的要求？在這裏很感謝許校長剛才給予寶貴意見，如果學校裏面上上下下

都願意齊心合力，在推廣普通話教學上多花心思，創造有利的語言環境，

我相信學習普通話、教授普通話也會變成一件既愉快、又輕鬆的事情。 
 
  首先，我想必要清楚了解新課程的內容及要求，包括考試的要求，再

想一想校內有哪些老師可以教授普通話？節數的調動問題怎樣？或許這裏

也會遇到很多困難，特別是從來沒有開設普通話科的學校。而老師的人選

也往往會受制於同事的去留，或者是對個別同事的認識；節數的問題也牽

涉到學校行政上的決策，還可能有另外一些客觀因素，這些都不是自己可

以決定的。但若能及早發掘自己校內已有的資源及優勢，在開展課程方面

會比較順利，安排方面也會更好。校長方面，可以先看看校內是否有一些

有經驗或已受過培訓的普通話老師，若有的話，便已經是一些很好及現有

的教學資源。然後，要了解一下他們所熟悉的是漢語拼音還是注音符號？

他們音準的情況如何？適合教授哪些級別？可以帶領哪些課外活動？哪些

同事準備將來會進修普通話課程？這些都是需要了解及發掘的。 
 
  第二是發掘優勢，了解一下學校開展普通話教學的歷史以及當中的轉

變，檢討是否已上了軌道；分析學生學習的情況和特性，計畫配合新課程

的要求在教學上作出調節及修改，譬如隨著教學時間的增多，教學方式如

何靈活多變。對於富有普通話教學經驗的學校，困難會比較少，發展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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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容易。以我校為例，自八八年開始有普通話科，發展至今天，除了中一

至中三級有普通話課外，也曾嘗試在中四級開設普通話課程，有過普通話

的課外活動及級際普通話活動，雖然學生的素質不算好，但老師的素質、

教學經驗、課程設計的經驗，甚至隨著不少新移民的入學，本身便是一種

很好的教學優勢。另一方面，了解學生的特性及學習能力，加強學習普通

話的興趣，甚至了解校內新移民的比例，都是發掘優勢的做法，因為這些

新移民學生往往就是我們課堂內外的小老師。此外，預先籌組一些普通話

課外活動，或在還沒有推行新課程之前，或者在沒有開展普通話教學之前，

可以讓同學有機會接觸普通話，從而引發他們學習的興趣，利用學校的有

利因素，考慮一下開設普通話會考課程，為學生爭取認可的證書，這都是

切實可行的。 
 
  第三是整存現有的教學資料，配合新課程的要求作出適當的增刪和調

配，譬如教材、教具、參考資料，看看是否合用及足夠；嘗試將它們分類，

看看哪些適合於聽說教學，哪些適用於語音知識的學習，哪些可以作為朗

讀的材料，哪些適合活動所用，哪些教學材料將來需要補充或者增加？我

們不妨就個人、學校、家庭、社會、國際、中國文化幾方面去配合一下，

看看哪些科目可以互相合作，設計合用的教材、教具。 
 
  最後要了解的是校內的音響設備、視聽器材、語言實驗室的使用情況，

可以如何加強學生普通話的聽說學習效果？我聽過一個很令人羨慕的例

子：有一間學校為了讓學生能多聽普通話，不惜花錢在校內各處裝上很多

小型音響喇叭，每天定時由老師及同學輪流主持節目，安排時間廣播，令

同學無論走到哪裏都可以聽到普通話，也學到普通話。這便是個很有利的

語言環境，比生硬死板的課堂朗讀靈活實用得多。 

  第三方面，我想分享的是：作為一個普通話老師，面對即將推出的新

課程，教學上也將會面對一定的困難。 

  第一，現時學生普通話程度參差，是教學上的一大障礙。雖然九八年

九月，小一及中一級都開始有普通話的教學，但剎那間始終未能令所有中

一學生在小學時學過普通話，其程度並不一致，重複的教學往往容易令秩

序難以控制，學生會覺得沉悶難耐，教學效果需要從艱辛耕耘開始，以訓

練及經驗去調節，可望的是我們有充裕的教學時間，也會令我們願意將勤

補拙，多照顧及關心學生學習上的需要。至於 2000年的會考，我也知道考

試的要求並不簡單，若非從小一開始訓練學生，光靠中學幾年的時間學習，

如果欠缺有利的語言環境配合，學生能否應付？我同樣有所顧慮。 

  第二，部分普通話老師本身的教學經驗尚需要培養，教學能力也需要

加強，如果一開始教學便要兼顧這麼多方面，我想會有一定的困難。新課

程與現行課程相比，不同的堂數、不同的要求、不同的內容，對於有經驗

的老師都需要時間去適應，尤其普通話會考課程，在我而言可謂一項新挑

戰，在教學的資源及預備上，需要我付出更多，同樣我相信學生的得益也

會更多。 

  最後，作為一個普通話老師，我自己非常喜歡教這一個科目，眼見這

一科能有發展，釐定了新的課程綱要，落實推行，實在感到 
萬分欣喜。新課程的設計及要求令我知道，這一科的教學並不容易，我自

己也希望普通話老師在推行新課程的時候，注意不宜操之過急，應循序漸

進，逐步開展，因應學生的學習能力有計劃及有系統地進行，注重教與學

的素質；同時幫助學生建立有利的語言環境，甚至是用普通話上課、交談

的語言習慣，並不局限於課堂裏面，應推廣到課堂外，甚至生活之中；第

三應注意定時作出檢討及改善，加強教師之間的經驗交流及教學方面的研

討，互補不足。最重要的，普通話老師首先需要好好的裝備自己，且在語

言教學上積累經驗。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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