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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語言學習產生功能  

 
潘樹照  

引言  
 

  培養學生的語言能力和語言交際能力是語言教學的根本目的。小學普

通話教師，常常會面對學生「不願意開口說話」的問題。究其原因是學生

沒有獲得足夠的語言知識、沒有充分的語言交際能力訓練和沒有適當的語

言環境等。事實上，許多教師也曾擔心自己的語言能力不足而不敢多說課

題以外的話。張勵妍(1994)也曾發表關於香港普通話教師教學能力與學生常
見錯誤辨正的研究報告。 
 
  學生如果語言知識不足，便沒有說話的材料；缺乏交際能力的訓練，

說起話來就沒有條理和系統；沒有適當的語境，便難以引起學習的動機。 
 
  語言學家喬姆斯基(Chomsky)提出「語言共通性」可以讓學生在不同的
語言環境之中學習不同的語言，而這個「環境」卻十分重要。香港目前，

缺乏的正是這個環境。因此，在學校層面裏，教師應該為學生設置適當的

語言環境，並且因應學生的能力，改編或自編教材。採用結構式教學，先

讓學生得到足夠的語言知識，再配合功能式教學方法，使語言學習產生交

際的能力。 
 
結構的層次  
 
  根據教育署輔導視學處的資料(1991)，小學生「聽」普通話的能力比「說」
普通話的能力高。又目前開設普通話科的小學，大多數每週只有一個教節

的授課時間(三十五分鐘)，所遇到的最大困難是教學時間不足夠，而且部分
未受訓的教師不會設計教學活動，因此教學效果受到一定的影響。 
 
  以每週一節的教學時間，教師為了應付課程上進度的要求，學生只能

學到基礎的語言知識。一般教科書大都是按照香港課程發展議會小學普通

話科《小學普通話科課程綱要(1990)小四至小六》的建議編訂，以結構性為
主，控制為原則，以情境為中心來組織課堂練習，比較重視語音教學、句

型練習，是模仿、重複、練習和記憶的學習方式。這種教學是比較基礎性

的，優點是讓學生在課堂中學到一些語言知識。但是我們要知道，語言最

大的目的，就是與人溝通，溝通就是發揮語言功能最好的方法之一。在學

校裏面，我們卻不容易看見學生們用普通話交談，放學回家以後，說普通

話的機會就更少了。因此，教師有必要把學生在課堂中所學到的語言知識

轉化為語言功能。 
 
功能教學  
 
  語言從接觸(聽/閱讀)來吸收語言知識，這是最基本的學習。呂必松(1992)
認為語言交際能力，必須以語言技能為基礎。利用所學到的語言知識來組

織功能，就是「說」出話來，最後便是能把自己的意見表達和跟別人討論。

「語言交際能力」這一方面，相信是香港小學普通話教學目前較難達到的

目標。 
 
  「功能教學」就是以培養語言交際能力作為主要的教學目標，以功能

為主，教師選取一些真實性的語言材料、配合學生已有的生活經驗，為學

生創造語言環境。瑞士心理學家皮亞杰(Piaget)認為語言就是為適應環境及
被環境同化的結果。教學課程交際法，強調表達內容，交際是以口語為主，

說話時隱含著一些文化的因素(粵普差異)，也包括了一些變讀為說的訓練。
過程中不過份苛求形式，著重真正的交際能力，一般性的錯誤可以容忍，

盡量多給學生說話交際的機會。 
 
  為此，教師有必要把教材改編或是自編來配合教學上的需要。下面以

『交通工具』為課題，簡單的寫出三個不同要求的課業設計： 
 
結構式 
 
1. 教學目標：訓練學生能用普通話說出香港的交通工具的名稱和一些句型
練習。 

2. 適合班級：小學五年級 
3. 教學時間：三十分鐘(第一教節) 
4. 進行方法： 

a. 利用交通工具的圖片引起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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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教師唸出圖片裏交通工具的名稱。 
   c. 教師提問和糾正字詞讀音。  
  i 香港陸上的交通工具有哪些？  
  ii 香港海上的交通工具有哪些？ 
  iii 空中有甚麼交通工具？ 
  d. 提問同學每天坐甚麼交通工具上學？ 
  e. 學生問答。 

   句式： 你坐甚麼交通工具上學？ 
  我坐⋯⋯上學。 

  f. 教師隨意抽取交通工具圖片，請學生唸出。 
5. 教  具：交通工具圖片、字卡、句式卡。 
6. 教  材：自編 
 
功能式 
 
1. 教學目標：指導學生以交通工具為題交談 
2. 適合班級：小學五年級 
3. 教學時間：三十分鐘(第二教節) 
4. 進行方法：(學生已有一些關於交通工具的語言知識) 
 a.  教師先說說香港的交通工具和自己上班用的交通工具。 
 b. 出示交通工具字卡，請同學唸出。 
 c.  四個人一組，以談話方式，說出並記錄同學坐甚麼交通工具上

學？ 
 d. 分組報告。 
 e. 教師歸納、統計。 

    (注意有些同學是走路和坐校車上學的。) 
    我坐⋯⋯上學。 

5. 教  具：錄音機，交通工具圖片，字卡，句式卡。 
6. 教  材：自編 
 
 
交際式 
 
1. 教學目標：誘導學生以交通工具為題進行討論。 

2. 適合班級：小學五年級 
3. 教學時間：三十分鐘(第三教節) 
4. 進行方法：(學生已有交通工具的語言知識) 
a. 教師說出自己喜歡使用的交通工具和喜歡的原因。 
b. 播出聆聽材料(內容有關交通工具，例如：甚麼交通工具比較    
   快捷、方便；甚麼交通工具比較便宜、安全、環保⋯⋯等。) 
c. 四個人一組，分組討論。 
d. 教師巡視，聆聽學生的討論並加誘導。 
e. 分組報告。 
f.教師總結討論結果。 

    (班裏最多同學乘的、最愛乘的交通工具⋯⋯) 
g. 教師指出由於中國內地與香港兩地文化背景的差異，交通工具的名稱也
有分別。例如：巴士公共汽車，的士計程車(現在已經通用)⋯⋯
等。 

5. 教  具：錄音機，交通工具圖片，字卡，句式卡。 
6. 教  材：自編 
 
  學生如果不能掌握足夠的語言知識，便沒有語言的能力；缺乏語言功

能的訓練，交際能力便難以發揮。上面所說的課業例子，首先著重語言知

識的訓練，使學生能說出交通工具的名稱和說話的句型；然後運用這些已

有的語言知識來談話、說經驗；最後是意見的發表和進行討論。離開了語

境，學生較難掌握和理解語意，只有在具體的交際情境中，才能把語言能

力轉化為語用能力。教師可以把上面的例子運用到其他的「課題」，為學生

提供情境。把一些結構式的教材都置於活的交際情境中去，使學生在情境

中靈活理解、使用。例如：「生日會」、「水果」、「買菜」、「旅行」⋯⋯等。

這些課題，教師都可以把它改編或自編成為單元式的功能教學。 
 
  心理學家斯金納(Skinner)提出了「刺激反應論」，主張一切語言行為皆
由外在環境刺激而造成，也是語言習得的主要方法。所以，除了課堂學習

以外，為學生提供適量和適合的課外活動也可以使語言學習產生功能。譬

如：組織校內興趣小組或是普通話學會、鼓勵學生參加普通話活動和歌唱、

朗誦、辯論比賽等，也是一些很好的「刺激」。其他如利用常規訓練、每天

放學、早會集隊，教師如果用普通話對學生說聲「早」、說聲「好」、說聲

「再見」⋯⋯等等的禮貌用語，再加上讚賞和鼓勵，久而久之，相信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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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得到學生的回饋的。 
 
結語  
 
  香港是廣東省的一部分，屬粵方言區，居民百分之九十以上都以廣州

話(粵語)為母語。雖然近年來學習普通話已經成為一股熱潮，但其功能的增
加也只限於政治和經濟方面。香港社會上，普通話的交際功能仍然很低，

語言環境十分缺乏。普通話教學目前在香港還是一個剛起步的階段，教師

進行教學時應以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為主要目的，因應學生的能力和已有

的知識，為學生創造適當的語言環境，以發揮語言的交際能力。最後，有

關教學時間不足的問題，希望在一九九八年九月「普通話新課程」實施時

獲得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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