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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科成績評估的一些看法  

 
劉文采  

 
  普通話科的學習跟任何語言的學習一樣，離不開聽、說、讀、寫四個

方面，而橫貫其中的是語音、詞匯、語法三部分，因此普通話科的成績評

估，必須照顧到每一部分，才能充份反映學生的普通話能力。 
 
  評估方式大致分為兩類：進展性評估和總結性評估。評估的目的，評

估方式的設計、擬題，都需要考慮周詳。《普通話科課程綱要》(1997)的乙
部第四章已經提出了很好的建議，本文作者試從多年本科教學經驗及近年

參與普通話考試工作所得的一些認識，整理出一些看法來作為補充，還請

各方專家指正。 
 

聆聽能力的評估  
 
  在擬題方面，有幾點要注意： 
 
(1) 材料要口語、書面語兼備，不同長度的一人述說或對話都要有。 
(2) 不要只考記憶，也要考理解和應用。 
(3) 儘可能減少答案要用的文字。 
 
  進行評估的時候儘可能播放錄音帶；老師省下了誦讀的時間，可以專

心觀察學生的表現，給學生回答的時間也可以控制，還可以各班共用。但

有一點必須注意的就是語速不能太慢即使是初小學生，也該習慣聆聽
接近正常說話的語速。 
 
說話能力的評估  
 
  說話是最不容易進行總結性評估的。香港各種公開試語文科目的口試

都是面對面進行，很花時間，也不容易做到完全客觀，因此說話能力的進

展性評估最為重要。 
 

  營造良好的上課氣氛很重要。普通話課是要讓學生適當地說話的，花

點心思設計教學活動，不必強迫學生說話，學生也會說。      
 
  進展性的說話評估可以當作日常的口頭練習項目，不必複雜，每次說

兩、三句已經可以，目的是要讓全班學生都有機會說。說話的內容必須以

學過的東西為基礎，但又要容許發揮，讓畏縮的、程度較低的能達到最低

要求，又要讓主動的、程度較佳的有表現機會，同時給同學起示範作用。

說話練習常遇到的難題是：(1)有些同學特別害羞，叫他說話就結結巴巴，
同學不耐煩了，就會製造噪音；(2)說過話的同學多了以後，失去專注力，
開始交談。老師的適當處理很重要。一方面老師要給學生傳遞一個明確訊

息，就是聆聽同學發言也是一種學習；另一方面，老師要適時插入讚美、

鼓勵、提醒、欣賞的評語，還要注意及時換話題或進行其他教學活動。此

外，容許學生進行小組討論、交談也是能起積極作用的。老師也不必太積

極糾正學生的各種錯誤，可以用「你是說⋯⋯」、「你的意思是⋯⋯」把正

確說法帶出。 
 
朗讀 /閱讀能力的評估  
 
  朗讀跟說話不同：說話著重溝通，對語音、詞匯、語法三方面不必要

求完全準確，朗讀/閱讀則相對客觀地反映了學生的普通話水平。朗讀的評
估可以看出字音的準確程度，閱讀的評估則可以看出學生對普通話詞匯、

語法的掌握。很多老師喜歡用粵、普詞匯對譯來考學生，問題是詞匯往往

要放在句子裏才能確定詞義，而且我們要求的是學生知道某個意思普通話

該怎麼說，不必先要知道廣州話該怎麼說，因此，單考詞匯對譯，作用不

大。話說回來，對普通話語法的掌握，又往往跟對書面語的掌握有關係，

這也正是普通話科無可避免地跟中國語文科重疊的地方。我認為，這種重

疊其實是有利於學習中文的，不必刻意避免。但普通話學習還是以口語為

主，所以對普通話語法的掌握，也應以口語的為主。評估的方式可以用選

擇題，讓學生選出符合普通話說法的一句，或是短文改寫。前一類題型的

干擾項目要出得好，後者要避免太接近廣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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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寫能力的評估  
 
  這部分的評估是最容易擬題和最容易進行的，因此老師們很容易重用

這種評估。但是，掌握拼音並不代表掌握發音，拼音是學習普通話的一種

工具，並不是使用普通話的能力。這一點還請老師們記住。 
 
結語  
 
  各部分評估的佔分比例要適當，這一點課程綱要裏有很明確的指引。

受條件限制，一般學校不容易在總結性評估裏做統一的口試，因此進展性

評估就相對地比較重要。老師應該設計合用的紀錄表，每次上課都帶著，

隨時記錄學生的表現，才能及時發現學生的弱點和了解學生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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