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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一無二的香港普通話教學  
 

劉 筱 玲  
 

引言  
 
    香港教育署在 1986和 1988年正式把普通話科納入小學和中
學課程，分別在小學四、五、六年級和中學一、二、三年級推
行每週一至兩節的普通話課，普通話成為一個獨立的科目，有
獨立的課程。那個時候，我就問為甚麼不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呢？
因為孩子學語言，起步早，會學得更好。十多年後，直到 1998
年，普通話科終於成為中小學的核心科目，全面從小學一年級
推行到中學五年級，2000年普通話更成為中學會考的一個科目，
很高興看到普通話科真正受到重視。 
 
    回頭看這十幾年在香港推行普通話的情況，因為上課時間
不足，缺乏普通話的語言環境，學生不重視普通話科，難維持
學生的學習興趣等等原因，使普通話的推廣沒有達到很高的成
效。 
 
香港的普通話教學  
 
    香港的普通話科是一個獨立的科目，不屬於中國語文科的
教學範疇，因為中國語文科的教學語言是粵語，又因為能以普
通話作為教學媒介的師資不足，所以普通話成為中國語文科以
外一個獨立的科目，有獨立的課程、教材，以培養聽說普通話
能力為主要的教學目標。 
 
    香港中小學語文程度低落，是近年大家都關注的問題，如
何才能提高語文的水平？學習普通話最終的目標又是甚麼？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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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了要與人溝通嗎？還是有其他更高的目標？如果香港的學
生都能以普通話學習中國語文，他們的語文水平能得以提高
嗎？甚麼時候普通話會成為香港的校園語言呢？ 
 
  香港是一個粵方言區，如果說粵語是第一語言，普通話就
是第二語言嗎？英語是外語，香港的孩子從小就學習，英語也
是第二語言，我們該用甚麼教學方法教授這些語言呢？ 
 
    在中國大陸，在台灣，小孩子在進入小學的階段，先利用
很短的時間，大概是幾個星期，就學會了整套拼音，再學漢字，
然後進入語文教學。香港的普通話教學從小一到中五，有十一
年之久，如果遇上不懂教學藝術，沒有情趣和幽默感的老師，
肯定會把學生悶死，偶爾再遇上一兩個呆板的、固執的老師，
鑽進語音或語言知識的牛角尖裏，就更會要了學生們的命，扼
殺了他們學習的信心和樂趣了。 
 
培養普通話的聽說能力  
 
    語言教學的目的是培養學生運用所學的語言進行交際。交
際包括口語交際和書面交際，口語是主要的、基本的交際形式，
要提高口語的交際能力就必須進行聽說訓練。 
 
    重視聽說能力的培養，是當今世界語文教學的共同趨勢。
聽說能力的培養，必須提高學生發音的準確性，豐富詞匯，訓
練組織語言，還有恰當的語調、語速和表情等。興趣是一切學
習的原動力，直接影響教學的成效，所以聽說的訓練必須重視
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促使學生願聽愛說。聽說的材料要多樣
而有趣味，要配合生活，內容要廣泛，語言要自然真實；也要
開展各種活動和比賽，讓課內、課外能互相配合；更要注意培
養良好的聽說習慣。聽說的訓練方法多種多樣，從仿說到創說，
從機械操練到真實的交際，應重視創設一定的情境，使學生能
自由表達思想感情，提高語言交際能力。 
 
    隨著科技的發達，社會的進步，人們對聽說能力的要求也
越來越高，聽話不只要聽明白，更要理解深層的意義，能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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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推理；說話要有組織，有內容，能遣詞造句，有自己觀點，
都需要為學生打好基礎，有計劃地逐步訓練聽說的技能，提高
水平。 
 

香港學生說普通話的難點  
 
1. 音調不準： 
 
  難掌握一些粵語或英語沒有的音，並受母語發音系統的干
擾，發音部位和方法掌握得不好。這就需要提高學生辨音、辨
調的能力，先把分別聽出來，再利用辨音和對比練習，反覆操
練，突破難音、難調。但如果從小學的低年級學起，這些問題
會較少，因為小孩子的模仿力強，而且第一語言的干擾也較低。 
 
2. 表達能力差： 
 
  在說話練習中，發覺學生說話內容簡單、詞語貧乏，句子
不規範，語句之間缺少關聯，說話不流暢，這不單是普通話科
的問題，也是語文科的問題，這需要從教材和教法入手，教材
要有實用性，並針對語言功能。一個人的說話能力不是靠「教」
去提高的，而是靠「練」去提高的，教師要貫徹精講多練，安
排大量和有意義的練習，提高學生的開口率，訓練學生的表達
能力。 
 
3. 語言環境的不足： 
 
  香港是一個粵方言區，社會和家庭，甚至學校的教學語言
都是用粵語，普通話的語言環境嚴重不足。教師需要為學生創
造語言環境，在學校帶動說普通話的風氣，多利用各種趣味性
的活動去製造語言環境，使學生願聽愛說，藉著表演、比賽等
活動，水平得以不斷提高，也利用家課讓學生把普通話帶回家
中，使家裏也成為一個普通話的教室，把普通話帶進生活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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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消除緊張恐慌心理： 

  口頭表達時，學生往往表現出緊張不安，手足無措，原因
是自信心不足，操練不夠，事前需作充份的準備，佈置一個愉
快的學習環境，要允許學生說錯，不怕他說錯，就怕他不說。
對學生的說話要有回應，要表示接受、同意或讚賞。練習由易
入深，要了解學生情況，選用趣味性材料，由跟讀、仿讀、替
換練習、看圖說話、角色扮演、情境說話、討論、獨白到辯論
等，由模仿說話到自由說話，讓學生的能力逐步提升，多給鼓
勵，建立自信。 
 
結語  
 
  這幾年有很多機會到外地交流教學心得，看到外地華文老
師面對的困難，不敢再說香港的普通話教學有甚麼難處，因為
跟他們相比，在香港教普通話實在幸福，起碼我們的學生有部
分語法和詞匯的基礎，又有完整的教材、課程，我們要針對的
只是聽說的能力，只是運用語言的能力。今天，普通話科已經
成為中小學的核心科目，盼望在不久的將來，新的一代成長後，
普通話會成為學校的教學語言，不再是一門獨立的科目，因為
那個時候香港的孩子都能說一口流利的普通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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