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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住腳步，開拓前路── 
談談如何配合新課程展開科務工作  
 

龔 志 光  
 

(1998年6月26日「中學普通話科新課程研討會」演講內容) 
 

    「穩住腳步，開拓前路」的意思是在現有的資源下開展我們
的科務。我們不是從頭再來，只是在已有的學校資源下發展我們
的科務。 
 
    去年，一個中二的女學生在考試談到她喜愛的明星──王
菲。我問她喜歡王菲甚麼，她最近發生了甚麼事，學生興奮地告
訴我：「王菲最近生了一個鞋子。」我很生氣，她應該是生了一個
孩子，不是一個鞋子呀！ 
 
    有一天，我打算買六合彩，發一筆小財。正想走出學校門口
的時候，見到一個學生，他說：「龔老輸，你好！龔老輸，再見！」
我當時睜大眼睛直看他，心想：唉，有甚麼事情可以叫我更難過
的呢？以後在學校裏見到他的那天，我就不買六合彩了。 
 
    如果我們知道新課程的取向，王菲就可以正正經經地生一個
孩子，我也可以大模大樣地買六合彩。 
 
    1997年普通話科新課程綱要的教學要求，以功能為主，輔以
明確的目標。我認為，未來本科的科務工作，首要認清這取向，
並須配合不同的措施貫徹這精神。在開展科務之前，我想大家真
的要小心閱讀新的課程綱要。 
 
    關於開展科務，我認為有一個重要地方，就是制訂科務手冊。
科務手冊即是本科的工作指引。我們的取向、精神、工作方式和
程序，都反映在手冊裏。我建議大家要明確、清楚簡單的配合每
年 SMI (學校管理新措施)的工作，列出計劃，盡量照顧每一細節，
而每個項目要清晰明確。我反對用口號來做我們工作手冊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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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但我要用口號來總結我對手冊的看法：「土法煉鋼，多快好
省」、「簡單就是美」。 
 
設計和推行科務工作時值得注意的地方  
 
    在進行實際的工作時，要注意幾個地方： 
 
1. 確定學習的總目標： 
 
  我建議大家先參考新的課程綱要，要注意哪些是重點，哪些
是次要的。比如，聽說是重點，那麼就要安排一下次序，把它放
在前面，並且要配合學生水平和老師的能力。一般來說，教普通
話的老師數目很少，每校只有一到三個，如果把所有的課程目標
都定為重點，那老師就太辛苦了。 
 
2. 確定學習的重點： 
 
  透過學習重點體現總目標，比如利用中一的打招呼、邀請對
方、拒絕對方等功能，達到我們總目標的第一條。中一到中三的
學習重點，我的看法是以聽說為主，訓練他們聽的能力，提高他
們說的能力。另外，語言知識方面，我要求他們讀得熟，聽得明
白，看得明白，我不要求他們把東西背下來。我有一位朋友就要
求學生把聲母、韻母都背下來，我覺得沒這個必要。 
 
    中四到中五的學習階段裏，課程綱要要求學生有純熟運用語
言的技巧。這個我想大家要小心銜接的問題。聽、說、讀、寫幾
方面的重點不同，範圍不同，程度不同。大家現在以開中一的課
程為主，開中四的很少，那麼中三的怎樣和中四的課程配合呢？
又怎麼可以銜接四個方面呢？大家要仔細地想一想。 
 
3. 關於教節的安排： 
 
  有一次，一位朋友問我：「龔老師，每個循環週只有一節
課，那怎麼辦？」問題很簡單，答案也很簡單：「那是你的問
題，不是我的問題。」玩笑開完後，問題怎樣解決呢？當然



集思廣益(二輯)：開展新世紀的普通話教學 

57 

是要你自己和校方尋找解決方法了，爭取初中每週兩節課
吧！ 
    
  我認為我們要用全年的總節數來安排工作。每年大概有26個循
環週，52個教節。用單元為單位編排教學，比如第一個單元用十
節課，大家可以按課本的要求把它好好安排。請注意：好的教科
書編排時應以功能為主。另外，有的學校有語言實驗室，大家可
以怎樣利用它呢？這都是需要考慮的問題。我建議大家不要用課
堂時間考口試，因為時間太寶貴了，我自己就是在課後安排口試
的。不過，教師一定要準備計時器，分秒必爭，不能浪費一分一
秒。 
 
    對於新課程，我有以下的建議：在開學的第一個月裏，大家
可以用三教節或四教節把整個拼音系統粗略的教一遍。這樣做有
甚麼好處呢？第一、新的課文後面安排的語音知識非常多，我們
的學生學不了。很多教科書編排第一課就把聲母教完了，學生一
下子應付不來，所以學期初時教一教，讓學生有個基本的認識，
然後在後面教時可以順利點。第二、若把語音系統打斷了，放在
課文的後面，則沒有連貫性了。 
 
中一至中三的課程，我認為以三教節處理一課為佳： 
–閱讀(課文/其他材料)：1教節 
–聽說訓練：1教節 
–語言知識/譯寫：1教節 
 

中四、中五以五教節處理一課：  
–閱讀(課文/其他材料)：1.5教節 
–聽說訓練：2.5教節 
–語言知識/譯寫：1教節。 

 
4. 選取課本的原則： 
 
  以功能教學法為主，著重聽說訓練的設計，語言以口語為主，
題材生活化，課本內容以單元設計。聽說訓練、語言知識、閱讀
材料、應用練習等都要配合適當。另外，出版社的支援也要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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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不必勉強教完全部課文，選取課文時亦考慮該課文的學習重
點為主。該如何編排教學，請大家自己決定吧。 

5. 教具及資源： 
 
  新課程要求我們著重說話和聆聽，所以大家要重視教具及資
源的運用。關於這一點，我認為不妨先考慮善用出版社的資源。
此外，教育署計劃1999年4月把八十多台電腦送到學校，大家為本
科爭取一台，多加利用，配合多媒體教學的發展趨勢，走向互動、
多元化的視聽之路。大家也可以利用已有資源，比如玩具、電腦
圖片等東西來上課。我曾經帶一個玩具電話上課，學生覺得很有
趣，只要他們說一句普通話，我就讓他們出來玩一下，結果，他
們搶著出來，氣氛挺熱鬧。那一課我教的就是打電話。 
 
另一方面，自己動手也是好方法，向設計科同事求救吧。今

年我曾經請設計科的同事給我做一個拼音板，一邊是聲母，一邊
是韻母，可以活動的；還有一個小時鐘，可以讓學生告訴我鐘面
上的時間。最簡單的方法當然就是買，對嗎？最後我建議大家做
一個登記冊，把所有資源都登記在上面，增刪時便有了依據，用
時也方便尋找。 
 
6. 評估形式： 
 
  我今年因推行新課程而徹底改變以往的評估形式。首先我建
議使用進展性評估和總結性評估，進展性評估等於平常分，總結
性評估等於考試，考試分為口試及筆試。進展性評估可以以班為
單位，在課堂上進行，學生朗讀或說話時，可以馬上打分；而譯
寫則可從作業方面進行評估。這個分加上總結性評估的分數便是
全年的總分。 
 
評估類別 
進展性評估：20% 
總結性評估：80% 
Ø 聽說 (佔 60/80) 
Ø 語言知識 (佔 2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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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形式   
進展性評估：20% 
Ø 課堂進行 
Ø 以班為單位 

總結性評估：80% 
Ø 口試：40% 
Ø 筆試：聆聽 20%+語言知識 20% 

 
7. 課外活動： 
 
  我建議三個原則：第一，是營造學習普通話的氣氛；第二，
重質不重量；第三，具持續性。我校來年普通話科的課外活動是
午間廣播，是連續性的活動，希望能夠營造學習普通話的氣氛。
在早會上，關於普通話的宣佈也會使用普通話。 
 
8. 教學語言： 
 
  採用直接法教學，不必擔心學生能力稍差。我教過第五級的
學生，我上課都用普通話，起初學生都聽不懂，不肯開口說。第
一個學期口試時，學生不懂回答，直閉著嘴巴。第二個學期口試
時，學生終於會說：「老師，我不懂。」 
 
    在課堂以外，我希望大家為學生建立普通話的交談環境。多
聽點，自然會說。根據我的經驗，學生聽得多，聆聽能力便會提
高，說話時信心比較大。我跟學生談平常的事情時，學生都願意
用一點普通話跟我交談。 
 
9. 教學觀摩、交流： 
 
  在開學前，並不是每一位老師都有信心去教的。我有四位同
事今年參加教育署的課程。他們回來就問我問題，我給他們的答
案只有一句話：「我對你有信心。」(一笑)他們學得高興，也有進
步。我建議大家不妨多做觀摩。我會先讓同事看我的課，我再看
他們的課。如果讓他們建立起信心，成功的機會便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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