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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教與學分享  

 
鮑小君  

 
  由於某些原因，我在十二歲那年便離開香港，到了大陸北方的一個內

陸城市繼續升學，一直到大學畢業後才回香港生活。我自己學習普通話的

經驗跟別人不同，在香港執教普通話科也有一點個人的體會，希望可以藉

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 
 
  在內地入讀初中一年級時，遇到的難題是：完全聽不懂老師在說甚麼。

唯有政治課，老師每一節都讓我站起來讀書，不是用廣東話讀，而是一定

要用普通話讀，一讀就是大半堂，每天如是。老師沒有糾正我的讀音，同

學也沒有嘲笑我。由於不斷地說和聽，我的普通話進步神速。第二年，我

去了上海。兩年後，我說的普通話已跟內地人說的沒太大分別了。 
 
    我學習普通話只有三年時間，在那三年裏，我從來沒學過拼音。我的
普通話都是通過聽和說學的，語言環境對我來說非常重要，由於當時身邊

的人沒有人會說廣東話，如果我要與人溝通，便要學習他們的語言。所以，

要學好一種語言，最好的方法就是在那種語言環境底下生活，這種說法，

相信沒有人會有異議。 
 
  除了語言環境外，身旁的人對我學習普通話也有一定的影響。在我學

習普通話的過程中，沒有人取笑過我，不管能否聽懂，他們都是以鼓勵的

態度對待我，令我很有信心，也使我敢於開口，所以我的普通話才能有進

步。 
 
  以上是我自己學習普通話的一些經驗，想不到後來在香港教授普通話

時，自己的一些經驗可以幫助我掌握在粵方言區教普通話的竅門。 
 
  由於我在內地長期以普通話為交際語言，回到香港後，我要重新學習

廣東話，這讓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觀察廣東話，而且也要認識廣東話和

普通話的分別。例如：廣東話的句調及句尾的助詞用法都是難點。普通話

只有四個聲調，加上一個輕聲，只要說得順，句調很容易便出來了，輕聲

也不用刻意強調；廣東話便不同了，有九個調，很多字都是入聲，一個不

留神便溜過去了，句子也因為語音不準而走調。普通話的句尾助詞多是「嗎」

「吧」「啊」，很多時候甚至是沒有這些助詞的；廣東話剛好相反，幾乎每

個句子都有句尾助詞，最後一個字還拉長來說，說得太急了，味道便不同

了。簡單來說，我學習廣東話的時間比學習普通話的時間長，到現在，還

有一些情況說的廣東話也不夠地道。 
 
  回來香港後，我有機會在一所私立小學執教普通話，教學對象是小學

四年級的學生(全是女孩子)。對著這些第一次接觸普通話的孩子，我的學習
經驗對我很有幫助，我瞭解香港這個方言區缺乏理想的普通話語言環境，

為孩子學習普通話增加了不少難度，因此，我非常著意給她們上第一節課

時，一定要營造一個愉快的學習環境，努力令她們對普通話產生好感及有

學習的興趣。以後的每一課節，我都會讓她們有聽和說的機會，多些玩遊

戲及比賽，把不同範疇的詞語分課節說給她們聽，鼓勵她們提問，只要是

她們有興趣的話題，便跟她們聊。我不會要求她們重覆我說的詞語及句子，

但課文則一定要熟讀。我覺得普通話老師一定要堅持為學生營造良好的課

堂語言環境，要給學生多一點開口的機會，還要用鼓勵的態度、靈活的教

學方法，讓學生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學習，那麼才容易取得成果。     
 
  在這裏教了幾年普通話，總覺得香港的普通話課本設計得不好，每一

套課本都有「語音教學」，而且設計得「急功近利」，有的在第一課竟已教

授變調或兒化！對於每星期只有一節課或兩節課的普通話教學，要培養學

生對這種語言的語感已經是難事，更何況要求他們掌握深層次的語音知

識。我教授語音知識時，只要求她們能正確掌握四聲，能分辨出輕聲及兒

化，能把課文中要求掌握的語音符號背熟便算合格了。能聽懂我以正常語

速說的簡單句子才是我更為關切的教學重點。一年的教學成果是：表現好

的學生，能與我對談簡單的句子；不好的學生，也能聽明白我的話。不過，

經過一個假期，她們再回校時，腦中還剩下多少則是值得懷疑的。香港並

不是一個好的普通話環境，要求學生「掌握」普通話，「使用」普通話是很

難的。 
 
  除了正規課程外，我也曾教授小學低年級生及中學生(包括了課外活動
的興趣小組及教育署主辦的暑期課程)，他們全是第一次學習普通話。這幾
種年齡的學習對象，以年紀愈小愈容易教。孩子對語言的接受能力是很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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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只要多鼓勵他們說，多讓他們玩遊戲，他們便會很投入，也很快掌握，

即使會受到母語的干擾，影響也不太嚴重。中學生便難多了，他們的語音

經常受到母語的干擾，句調也不準，而且很快便忘記了。另一個分別是，

中學生對語音的學習更為理性，會仔細詢問舌頭的位置，要不要送氣；小

學生不會理會甚麼舌面音、舌尖音、送氣不送氣的，只會模仿，學會聲母、

韻母、聲調的讀法便學會了拼音。 
 
  在這幾年的執教鞭生涯中，我也曾想過改變教授方法，嘗試過第一年

便教學生拼讀法，要求學生掌握語音知識，懂得自己拼讀。但教到翹舌音

時，學生便會亂了，他們很喜歡把舌頭「吃掉」，而且總是記不清楚哪些字

要翹舌。可以選擇的話，他們更願意說台灣國語，因為不用翹舌，句末又

有尾音，句調與廣東話也有相似的地方。所以，要求香港的小學生先掌握

語音知識，這種方法不大奏效，相反的，先引起他們的學習興趣才是最重

要的因素，更何況，將來他們要學十一年普通話，能維持他們的學習興趣，

已經是成功的教學。 
 
  假若要求香港的學生掌握普通話並能將它運用自如，香港一定要加快

普通話教學的步伐。首先是師資的培訓，香港的普通話教師並不是每一個

都是以普通話為母語的，能說流利的普通話的人也並不多，對普通話的新

詞及俚俗語的掌握也不太理想。只要求教師掌握書面語的發音其實是不夠

的，但要求教師把內地日常通用的詞語死記硬背也顯得不切實際，這裏畢

竟是香港，是個西化了的中國人社群。 
 
  教師是成年人，他們學習語言的時候講究系統性，因為時間的問題，

可以要求他們學習普通話時以語音為主，口語練習為輔，當他們腦中有了

架構後，以後可以自學。至於學習內容呢，便要包括語音、語法及基本詞

彙。為甚麼要包括基本詞彙呢？因為香港是個方言區，廣東話的日常詞彙

與典範的白話文所使用的詞彙是有分別的，而教師是要走上教壇施教的，

所以一定要知道兩者的分別。 
 
    至於日常用語，那便要「悉聽尊便」了。例如內地很多地方的問候語：
「吃飯了沒有？」出現的地點可能是廁所，在香港是不大會出現的事，當

然便不用死套了。香港有很多生活用語是內地沒有的，像大家熟知的「飲

茶」，因是香港人生活的一部分，內地也已經接收了。既然「飲茶」可以「進

軍」內地，其他詞語當然也可以這樣，前題是只要香港人已經有了共識的、

大家生活裏常用的便成了，如：青少年為之如醉如痴的漫畫，內地是叫做

小人兒書的，我們不便因內地的叫法而強迫香港人「照搬照用」。 
 
  其次，便是要在課本上做工夫。在一九九八年九月，普通話科將會在

全港中小學推行，普通話科課本的編寫也應該與以前的不同。我希望課本

的內容能以香港的環境為基礎，能切合香港學生的語文水平，能收入大量

在香港已約定俗成的詞匯，能設計有趣味的教學活動，能附有大量的參考

資料(各種教學方法、最新的語言學研究成果、中港台三地的普通話發展狀
況等)予教師參考。這樣，教師在施教時所得的輔助也許會較現在大些。 
 
  最後，我覺得香港人學習普通話有一個怪的地方：把普通話視作「外

語」。大家似乎把它與中文科分成兩樣東西。學生學習中文時要學課文大

意、要旨、語法⋯⋯學習普通話時則只學讀音。其實普通話與典範白話文

的關係非常密切，像親兄弟一樣，不能分割。而我們香港地區所指的「中

文」有時卻只是方言。 
 
    以上只屬個人的淺見，惟望各專家、老師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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