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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學科合辦普通話活動經驗分享  

 
徐 影 玉  

 
    本人任教的學校自 1991年 9月開始在中一級開辦普通話
課程，每一循環周一教節，學生需要參加統一考試，普通話
科的成績會記錄在成績表內。本科雖納入正規課程，惟相對
於其他科目，學生溫習本科的時間實在甚少，故學習效果並
不明顯。而有能力任教普通話科的老師亦僅寥寥數位而已。
簡而言之，課程實施後的三數年，是本科發展的草創期，科
任老師在教學方法、習作要求、擬題形式上，尚在摸索、檢
討、改進的階段。在這階段中，部分老師先後參加普通話教
學培訓課程，為本科進一步發展作準備。 
 
    隨著 1997年 7月 1日香港回歸中國，1998年 9月課程發
展議會將普通話科發展成為中、小學之核心科目，社會人士
對普通話人才的需求，實為推廣普通話活動創造了有利的時
機，擴闊了它的「生存空間」。 
 
    跨越科目、跨越行政組別合辦活動乃本校傳統之一，每
次的分別只在於規模的大小，涉及老師的多寡而已。較大型
的活動如 1997年 4月舉辦的「認識中國週」，分別由任教中
國語文、中國文學、中國歷史、普通話及生活教育科的老師
共同策劃各項活動，在分工合作的過程中，學生固然受惠，
老師亦獲得不少寶貴的經驗。 
 
    其實普通話的早會短講、午間普通話歌曲的播放，以本
校學生普通話的程度，加上普通話老師從旁指導，在推行上
是沒有多大困難的。縱然推行較大規模的普通話活動，現有
的普通話科老師亦可應付，不過跨組、跨科合辦活動亦有以
下的好處： 
 
1) 不同科目的老師彼此分工合作，各展所長，互相刺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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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可發揮無窮創意，真正收到集思廣益之效。 
2) 在工作量方面，大家各自分擔部分工作，再加以編排、

整合。雖然正式開會的次數不多，開會的時間亦不長，
但工作的效率甚高，個別老師的工作壓力亦不大，最重
要的是沒有「孤軍作戰」的感覺。 

 
    當然，緊密的溝通、衷誠的合作是跨科、跨組合辦活動
的必備條件。 
 
    本科去年 7 月試後活動期間，與中文科、生活教育科、
課外活動組合辦中三級「普通話情景對話創作及演繹」比賽，
收到不俗的效果。今年三月，本科與學生會亦合辦「普通話
短劇創作及演繹社際比賽」，普通話老師主要擔任「正音」
及評判的工作，其餘工作，如構思、宣傳、推行，則由年輕
生力軍──學生會幹事負責，負責老師只須從旁指導。 
 
  本年度，本校以「歸屬感」為題舉辦全校性的活動(見附
件一 )，其中包括兩個普通話月會(高中及初中)，某程度上也
是一次嘗試，活動目的除作為生活教育或公民教育的一部分
外，推廣學習普通話亦是月會舉辦的目的之一。本文主要介
紹高級組普通話月會──「普通話演講比賽」的情況。 
 
任教普通話老師所負責的工作  

 
本年度任教普通話科的老師共四位。在籌備活動的工作

方面，先由科主任徵詢科任老師的意見，在各級、各班中挑
選若干普通話程度較佳的學生，繼而徵詢各班同學的意見，
由他們推選代表。(工作大綱見附件二) 

 
負責老師亦會尊重參賽者的意願，故所有參賽者都是在

推選及自願的情況下參加，因而在訓練過程中非常盡力，學
習態度極佳。 

 

在分工方面，由於參賽者共有七位，平均每位老師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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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兩位學生，而科主任同時肩負訓練兩位司儀的工作，整
體上，工作量可以應付。 

 
這次月會的對象是高中的學生(中四至中七)，雖然他們在

初中也學過普通話，但到了高中就沒有機會學習這個科目，
所以我們希望藉著這個活動讓學生增加接觸普通話的機會，
也鼓勵他們要勤練普通話。而這次活動的主題是演講比賽，
為了增加參與活動的人數，我們特別安排了即場抽籤的環
節，從每個班別抽出同學參與遊戲。(活動程序見附件三) 

 
普通話演講比賽 (高級組 )檢討  

 
    活動完結後，各科組負責老師檢討活動的成效，意見總
結如下： 
1. 以中文作文為演講稿，稿源不虞缺乏，且內容都是同學的
作品，更能獲得觀眾認同，能更投入欣賞比賽。 

2. 以作文為演講稿，對作者也有一定的鼓勵作用。 

3. 須煩普通話科老師修改作文才作為講稿，幸好文章本身質
素較高，批改工夫不算多。 

4. 演講同學多選好友之作品作講稿，其中也有同學演講自己
的作品，參賽態度積極。 

5. 演講訓練時所遇到的困難： 
(1) 學生於課餘各有不同的活動(如補習、學會活動、班會
活動等)，難以遷就全體參賽者綵排。 

(2) 學生的普通話水平參差，表現稍遜者由於練習時間不
足，以致錯誤的讀音積習難改。 

(3) 學生太集中於背誦講稿，強記讀音，因而感情未能完全
投入作品中。 

6. 當天教育署課程發展處的同工到校探訪，負責老師為避免
學生的壓力增加，所以事前沒有告知參賽者，待比賽完畢
後才讓學生接受教育署訪問，為學生帶來驚喜。事後學生
更借錄像帶回家與家人一起觀賞，頗感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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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當天作為台下觀眾的學生反映：以往月會時，多有偷睡的
習慣，但這次普通話月會中，因要即場抽出同學上台玩遊
戲，故當天情緒異常緊張，全無睡意。 

 
結語  
 
    基本上，是次活動能達到預期的效果。或許在活動中，
仍有不足之處，例如司儀偶爾說出英文，參賽者的發音也不
是完全正確，但他們已踏出第一步──敢於面對群眾說普通
話；在訓練的過程中，師生共同克服難點；在綵排中，參賽
者互相觀摩，互相正音，互相交流意見或心得，這種參賽的
風度，是生活教育的一部分，亦令負責的老師感到異常欣慰。 
 
  此外，個別家長對子女作精神上的支持、鼓勵，懂普通
話的家長甚至親自示範、督導，如此重視一個小型的校內比
賽、一些絕不名貴的獎品，可見家長亦很認同是次活動的意
義。 
 
    普通話是漢民族的共同語，對於推廣普通話，任教普通
話科的老師固然責無旁貸，作為教育工作者的同工，想必亦
義不容辭，扶「它」一把。希望大家同心協力，讓普通話在
香港萌芽、成長。 

 
以上淺見，希不吝賜教。 
 
 
作者簡介  
 
  徐影玉女士，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學生事務
組主任、中國歷史科及普通話科科主任。曾參加教
育署 1996/1997年度中學普通話科校本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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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生活教育活動計畫  

 
活動名稱：歸屬感 

日    期：1997年 9月至 1998年 8月 

活動目的：提高學生對學校、家庭、社會以至香港及祖國的
歸屬感，使能投入不同範疇之生活，作出貢獻。 

活動內容： 

1. 口號創作比賽 01/09 - 12/09/1997 

2. 早會 
 a) 建立師生關係 23/09 
 b) 掌聲的意義 29/09 

3. 教師日：首 2節課堂活動 26/09 

4. 優秀作品製成橫額 15/10 

5. 作文比賽  03/12 - 17/12 

6. 專題設計比賽 05/01 - 19/01/1998 
  a) 經濟及公共事務科(中一至中三) 

b) 中國歷史科(中四及中六) 

7. 普通話月會(中四至中七) 23/01 

8. 壁報設計比賽 20/02 

9. 普通話月會(中一至中三) 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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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活動推行時間表  
普通話演講比賽 (高級組 )月會   

 

日   期          工 作 大 綱 

月 日 普通話科、中文科、生活教育合辦 

97年 7 10 校方公佈 97-98年學校主題──歸屬感 

8  生活教育科主任與普通話科主任商討「普通話
月會」事宜 

8 27 討論活動計畫的詳情 

8 28 與中文科總科主任商討作文比賽事宜，並擬定
各級之寫作主題 

8 29 於中文科務會議中，建議以第二學期第一篇作
文為普通話月會之演講稿 

9  預訂禮堂 

12 17 收集有關作文交徐老師轉交參賽同學選擇 

12 初 選拔參賽的高年級同學 

12  普通話老師指導參賽同學有關讀音，並作訓練 

98年 1 6 生活教育科主任負責月會雜務：印製題目、學
生名牌、備忘 

1 5-22 繼續訓練學生演講 

1 23 月會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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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普通話演講比賽 (高級組 )(23.1.98) 
程序表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2:05-2:10 
(學生進場) 

1. 中四至中七級學生在操場集隊，由隨堂老師點
名及帶領進入禮堂就座。 

2. 在同學入座之際，大會播放民族歌曲。 

2:15-2:20 唱校歌 

2:20-2:25 司儀介紹：本演講比賽之目標、合辦單位、評
判 

2:25-2:45 
(比賽) 

1. 中四文商班「我愛香港」 
2. 中四理商班「我和特首有個約會」 
3. 中六文科班「祖國與我」 

2:45-2:55 
(遊戲) 

遊戲節目：繞口令(抽籤請部分班別的學生上台
參與遊戲) 

2:55-3:20 
(比賽) 

4. 中四文科班「我愛香港」 
5. 中六理科班「祖國與我」 
6. 中四理科班「我愛香港」 
7. 中四商科班「祖國與我」 

(視乎時間許可) 遊戲節目：接龍 

3:20-3:25 1. 校長致辭 
2. 賽果公佈及頒獎 

3:25-3:35 評語(普通話科主任) 

3:40  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