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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科新課程有關中國文化施教內容初探  

 
黃 國 慶  

 
 
(1997年 11月 29日「中學普通話科新課程研討會」演講內容) 
 
 
    要介紹普通話科新課程，本來，應該以教學的目標、教
材、教學策略等為主將。現在以中國文化為先鋒，是因為它
太難呢？或是因為它太容易呢？假如說它太難，那我一定說
不好，因為我只是一位普通的老師，對文化沒有太深的研究；
假如說它太容易，是小兒科，是為後來的主將開道，那我是
該奉陪的。但是，各位要明白，跑龍套的是不會有好料子的，
所以我說得不好是當然的事，何況我是香港人，沒有在北方
生活過。今天，我要談談我對普通話新課程有些甚麼期望。
希望它能給我們怎麼樣的養料，也希望能談談個人一點兒不
成熟的意見。 
 
  第一點是：強調一點兒味兒，說像樣的話。為甚麼我們
要學習普通話呢？我們先來聽一段短短的相聲。(相聲內容從
略) 

 
  剛才大家聽的一段相聲，表現出各地方言都有它的特
點。所有方言都有它的味兒，所以北京話呢，也有它的味兒。
我們現在要講的是語言的作用。各位都知道：語言的第一個
作用是方便人們交流思想，用語言交流就得聽，所以語言就
是聽覺的標記。要讓人聽懂，第一就是要通，就是能通話，
能通話就可以交流。第二，還要說得好，說得巧，這樣，才
能事半功倍。又要好，又要巧，就得講究藝術。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離開了文化來說話，雖然不一定面

目可憎，但是一定索然無味。為甚麼呢？因為語言有四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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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第一，要明白；第二，要簡練；第三，要準確；第四，
要生動。 

 
要明白，是比較容易的，語音、語彙差不多就可以了；

指手畫腳也是可以幫忙的。但是要精練、準確、生動，就得
符合人們的習慣、經驗、教養。人的習慣、經驗、教養就是
文化。語言的生命力就在表現生活，表現生活的氣息，其中
建設語言的習慣、體裁、形式要有人民的智慧，才能為人所
熟悉，所喜聞樂道。正因為這樣，語言就成為民族文化、民
族性格的象徵。北京人有一句話說：「可以不逛故宮，但是
不能不逛天橋」。為甚麼呢？就因為天橋的俗文化有真正的
社會生活，有真正的北京味兒。要學普通話，就得學到那一
點兒味兒。有味兒才像話，沒味兒就不像話。外國人說普通
話，北方人說廣州話，雖然字正腔圓，但是我們還是常常笑
他，為甚麼呢？就因為缺少一點兒味兒，這味兒就是文化，
尤其是俗文化：小說、笑話、生活常識、俚語村言、口頭說
唱，都有這種味兒，所以生動、親切、有趣，別人也就容易
理解、感受、產生共鳴。學了這種文化，才能說活普通話，
否則就是不像話的話了。 
 
  語言的第二個作用就是作為人們互相了解的工具。語言
是思想的表現，是思想的直接體現。透過說話，可以看到一
個人的思想、精神、情操、志趣。作為一個人，思想空虛則
言之無物，雖然滔滔不絕，也只是在磨嘴皮；學了文化，談
吐才文雅，才有深度，才有禮貌，才顯得客氣、婉轉，才能
掌握分寸，增進雙方的感情，溝通雙方的興趣。這就不光是
交流了，從裏面可以表現你的感情，表現你的風格；可以一
針見血的說話，也可以幽默風趣的說話；有的是顯露的，也
有的是隱晦的，那就要比交流要進一步了。要進步到駕馭語
言，就要學到語言的神韻。神韻從哪裏來呢？是從生活得到
的。民間的語言尤其有這種神韻，所以生活用語是很重要的。 
 
  普通話課程裏就寫明了總目標，裏面有一點是這樣說
的：「要增進與本科有關的語言知識，以及對中國文化的認
識。」學習重點呢，要將禮貌、歇後語、節日習尚、風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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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傳統文化藝術等都列舉出來了，其中的目的就是要學生
言之有物，言之有味，說像樣的話。以上說的就是為甚麼我
們要學一點文化知識。下面我們來談談文化方面要教甚麼。 

各位手上有一篇我們先發給你們的相聲(從略)。相聲是北
京人喜見樂聞的語言藝術，你們可以從這篇相聲裏面看到很
多生活上的用語，很生動的，比方成語、熟語、形容詞等等。
就是這些生活化的語言，才令很多人覺得它活潑生動。你可
以看到，裏面有慣用語、俚語、成語、熟語、歇後語、諧音
詞、感歎詞，都是我們常常用的。相聲雖然比較誇張，但是
生動、有趣，語言豐富，很有生活的氣息，是一般課文裏面
沒有的，我們可以聽出一點兒味兒。 
 
  我們看看：輕聲和兒化都是普通話裏的特點，輕聲和兒
化不只是語音的現象，它和詞匯、語法都有密切的關係，也
具有生活的氣息。當然太多是不好的，但是沒有也不像話。
我們看看：裏面用到的「玻璃」、「東西」、「明白」、「暖
和」、「地方」、「脾氣」等等，這些都是輕聲；兒化方面
呢，比方說：「橋塌那個勁兒」、「這種思想有代表性兒」、
「快來編織兒」吧。這些兒化輕聲大家平常注意得比較多，
在這兒就不多說了。 
 
  另外，香港與內地分隔得太久了，政治上有很多的不同，
所以內地用的政治詞語，我們用得比較少。比方：「大躍進」、
「兩條腿走路」、「三座大山」、「四個堅持」、「上崗」、
「上線」等等，很多人看了都莫名奇妙，就要平常關心內地
的政治才能明白。 

 
  還有縮略語也是一個問題，就是因詞語太長了要簡化，
我們也要明白它，比方：「人大」是人民代表大會，「武警」
是武裝警察，「高幹」是高級幹部，「工宣隊」是工人宣傳
隊，「興無滅資」是振興無產階級，消滅資產階級等。 
 
  還有一些是感情色彩很濃的，有褒貶意義的詞匯，比方：
「革命」一定是進步的，「勞動」是光榮的，「工人階級」
是左的或者是紅的，「地主」、「反革命」、「保守」、「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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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臭老九」、「右」、「極左」，這些詞有很濃厚的
政治色彩，我們一般不很明白裏面的意思。 
 
  還有稱呼語，南方人是比較少用的，比如「老張」是敬
稱，「小黃」是暱稱，「先生」不是香港一般的意思，有學
問的也可以，「鄧老」、「老爺子」、「小鬼」，我們都可
以用。 

  禁忌語方面，一些忌用的詞，是不可以隨便用的，比如
「死」這個詞，「沒了」、「過去了」、「回家了」、「吹
燈了」、「到八寶山去了」、「見馬克思去了」，這些我們
都不很明白，但內地用得很多。還有，「要飯」，我們都是
不能說的。 
 
  成語方面，香港也有用的，但要特別注意民間口語的成
語，比如：「五花八門」、「胡說八道」、「口直心快」等
等，這些都是口語常用的。 
 
  還有格言，那是言簡意賅的規範用語，這類用語，書面
語比較多，口語也有很多，比方：「生產好似搖錢樹，節約
尤如聚寶盆」，那是跟內地的生產，特別是農業生產有關，
城市人很少用。好像「小富由儉，大富由天」，這是與人生
觀有關的。 

 
  還有諺語，就是民間流傳的簡練、通俗、富有意義的話，
比如：「富家一席酒，窮漢半年糧」，「庄稼一枝花，全靠
糞當家」，這也是跟農業生產有關的話，我們很少用。 

 
  還有歇後語，裏面也有很多文化成份。我們看見北方的
歇後語：「小蔥拌豆腐  一清二白」，這是北方常吃的，
所以有這樣的話。 

 
  還有慣用語，我們常聽他們用，但是很少寫出來，如：
「沒治」、「沒轍」、「沒門兒」、「侃大山」、「碰釘子」、
「破天荒」、「走後門」、「吹鬍子」、「瞪眼睛」、「大
門不出，二門不邁」，這些都是他們慣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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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些新的名詞是北方用的，南方不用或者少用的：
「電算機」、「尋呼機」、「小株密植」、「銅子兒」，可
能跟我們用的意思很不同，「書記」的權力很大，跟我們學
校的書記差得遠了，「單位」這個詞我們也少用。 

 
  還有很多其他的，因為生活習慣不同，文化背景不同，
所以出現南北方面的不同；有時因為語體不同，如我們形容
顏色，「綠油油」、「黃澄澄」、「黑呼呼」；形容塞滿東
西的口袋，說「鼓鼓囊囊」；「滾滾燙燙」是形容東西很熱；
「磨蹭」是慢條斯理的；形容動作的，有「仆拉拉的」、「打
他個稀巴爛」，這些他們也用得很多；他們常看京戲，所以
有「唱對台」、「唱那出」等等的說法。 
 
  有的詞是後來出現的，你可以看到這個「搞」字，「搞
革命」、「搞生產」、「搞四化」、「搞對象」、「搞衛生」、
「搞關係」、「搞綠化」、「搞建設」，你要搞，還有很多。
這個「搞」也是我們少用的。 
 
  上面提到的詞語很多，我們怎麼教呢？這些詞語我們不
一定可以在課文裏面學到，所以老師在教的時候就要自編教
材，也要自選教材，營造語境補充進去，借以施教。下面有
幾種方法可以嘗試： 
 
  當然，首先要做的是老師示範，自己要說，上課要說，
下課以後也要說，令語言生活化，要自然、有感情，老師說
了，同學聽了就會學。 
 
  另外就是遊戲，用遊戲的方法如：擊鼓傳花、接龍、行
酒令、猜燈謎、講繞口令、捉迷藏等。玩遊戲時把一些生活
用語加進去，不要太多，要他記一句、兩句就好。 
 
  還有角色扮演，我們可以舉辦生日會、壽宴、成年禮等
等，都可以讓學生們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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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講民間故事，如十二生肖的熟語，說笑話，還有故
事接力。好像朗讀詩歌，篇幅短一點的，不要太長。朗讀散
文、劇本，我們自己也要聲情並茂。舉個例子：《星星》這
首小詩要唸的話，用很短的時間就可以唸完了。不但可以把
內地的文化帶給我們的學生，內地提倡集體主義，更可以看
到內地的人是怎麼思考的。 
 
  另外可以用演說的方法，三位或者四位都可以，把一個
題目寫下來，讓幾個人抽，抽到題目就講三分鐘。這樣可以
一面訓練演說，一面學習普通話。 
 
  還有說唱，念快板或敲木魚，都是可以增加趣味的。還
可以在上課時用很短的時間唱一首短歌。 
 
  我曾經把他們熟悉的歌曲配上新詞讓他們唱，現在播放
出來讓大家聽一聽(從略)。這樣我們一方面把禮貌教給他們，
一方面也讓他們熟悉一下，普通話有些詞是可以講的，如問
好、拉手，用很短的時間，不用浪費太多教學時間。 

 
講到這兒，今天要講的差不多都講完了。我不是在這兒

提倡學俗文化或者京片子，北京話的囉嗦，很多人都接受不
了，但我認為學點文化常識，南北才會聯絡得好，才會交流
得好，才不會貌合神離，才能說些像樣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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