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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談中學推普的師資及語言環境問題  

 
康 一 橋  

 
 
   1998年 9月推出的《中學普通話科新課程》在好一段時
間裏成了學校行政人員關注的熱點。由於課程的深廣度、每
週的課時等都與舊課程頗有不同，要開這門課，必須要拿出
時間來，更要拿出人來。 
 
  在課程日趨多元化的今天，課時調度這個分蛋糕的問題
大概難不倒校長，傷腦筋的是：合適的教師往哪兒去找呢？
近年一般學校教師隊伍相當穩定，在人手變動不大的前提
下，往往就只能從本校教師隊伍中去找！ 
 
    然而，目前香港大多數學校都以粵語或英語教學，校園
生活語言更是粵語天下，不過在教師當中，還是有不少人從
小就接觸普通話的。在內地、台灣或其他華人社區成長的教
師，從受教育以至日常生活，都有很多開口說普通話的機會。
這些教師雖然不一定懂得普通話教學法，甚至連「漢語拼音
方案」也沒掌握好，但只要他們在日常應對上運用自如，發
音基本準確，通過一定的訓練，要掌握教學法、語音知識等，
是指日可待的。 
 
    教育署、教育學院、大學和一些民間推廣普通話的機構
近年來已經開辦了很多語音班、教學法班、水平測試班等，
培訓人員的資歷都很好。對於普通話口語已經達到相當流利
程度的教師來說，修讀這些課程一定事半功倍。 
 
    能操地道京片子，語音知識扎實，文化根基深厚，而又
明瞭粵方言區學童學習普通話難點的良師固然可遇而不可
求。然而，求材若渴的校長們，翻翻每位教師的個人檔案，
閒來跟他們聊聊天，說不定會發現自己的隊伍裏，就有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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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位有心、有力、有潛質的老師已經整裝待命，而這些良材，
竟又不盡在中文科裏。 
 
    本科師資過了關，並不保證學生就能學好普通話。無論
學習哪一種語言，語言環境都非常重要。在一般中學校園裏，
從實用的角度看，完全沒有必要說普通話。但當我們考慮到
「學生踏出校門後，如果說不好普通話就沒有競爭力」這一
事實的話，我們就必須想辦法為學生創設一個理想的普通話
語言環境。普通話語言環境的經營，是一項重大的工程，其
發動者必須是學校的政策制定者，其執行者必須是全校教職
人員，其具體配套措施必須在專家層面上(校內普通話教師及
對普通話推廣有具體見解的行政、教學人員)經過認真討論，
在一般成員層面上(全體教師會議)取得共識。 
 
    建立普通話語言環境的最終目的，是讓普通話成為校園
裏的一種生活語言。一般學校要臻此目的，很難一蹴而就，
必須經過一個過程。下列幾個步驟和具體例子可供參考： 
 
1. 校長解釋政策方向 
 
    讓普通話成為校園裏粵語以外的一種生活語言，有別於
以前「普通話只是一門學科，甚至一門術科」的觀念。 

 
2. 校長與行政人員及專家商討配套措施 
 
    從下學年開始，在每週其中一節早會上全以普通話作宣
佈。為了讓學生意識到這是學校層面的事情，主持宣佈人員
最好不是普通話教師，唯其普通話水平必須達到語音大致標
準、表達流暢、語法基本合乎規範。此外，鼓勵全體教師、
同學自發地爭取機會上台宣佈，普通話專家們在日常校園生
活及授課中可隨機擴展普通話的運用範圍。 

 
3. 校長在全體教師會議上宣佈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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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要求教師盡量配合，並承諾在推行過程中不作打擊，
全力支持，由普通話專家提供語音輔導服務，必要時借助校
外專業教師為教師提供訓練課程。(詳見附錄「教師實用普通
話班」宣傳資料) 
 
4. 教師考慮配套措施的可行性並提出建議 
 
    認定基本方向正確，惟在推行時必須循序漸進，先讓教
師認識掌握普通話的迫切性，才推出訓練課程。 
 
5. 校長與專家商討其他可考慮的配合措施 
    如果條件許可，普通話在校園生活上進佔的地盤盡可能
寬一些。安排一節普通話週會，用的是普通話，談的還是德
育或公民教育的主題；有心有力推廣普通話的教職員可考慮
配戴襟章，以表示歡迎同學、同工跟自己以普通話交談等。
但是，假如條件尚未成熟，或會給個別教師造成太大的壓力，
則暫緩實施，或以試點形式隨機施行，以觀反應。 
  
以上是筆者和敝校同工們初步實踐的一些不很成熟但頗

為愉快的經驗，摸著石頭過河，嘗試結合自己的條件，找出
一條自己的道路。聊為拋磚引玉，希望同道先進們不吝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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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教師實用普通話班 

(宣傳資料) 
辦班宗旨  
 
  普通話是漢民族的共同語，也是世界上最多人說的一種
語言，廣泛流行於中國國內及國際華人社區如新、馬等地。
不少研究都反映：多聽多說普通話，對思維、寫作、口頭表
達的準確性及邏輯性均有助益。此時此地，身為教師，在日
常工作上也越來越多運用普通話的機會，例如： 
 
1. 與內地、台灣同工交流 (粵語只在廣州一帶及港澳地區流
通、廣東省不少縣巿日常生活說本地話，教學、工作語言
皆為普通話)； 

2. 與操普通話的家長、來賓溝通； 
3. 為配合「兩文三語」政策，以普通話作宣傳、講話。 
 
  我們擬於本年度夏令時間表實施期間，在下午時段舉辦
「教師實用普通話班」活動，希望協助有需要的教師在短期
內提高普通話水平，以達於用。 

 
課程簡介  
 
  本課程共 12講，每講 2小時，共 24 小時，教學內容包
括下列五項： 
 
1. 基本語音知識(漢語拼音方案) 
2. 日常生活情境會話 
3. 粵普詞彙、語法對照 
4. 與工作有關的口頭表達 
5. 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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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程以實用口語為主，語音知識為輔，學員只須作少
量書寫練習，惟須積極主動，多聽多說，在老師引導下，在
課堂內外努力營造普通話的語言環境。期望修畢課程後，能
達到以下三個目標： 

 
1. 能應付基本日常會話 
2. 在一定程度上滿足工作需要 
3. 運用漢語拼音為自學工具 

 
  在課程終結時學員須參加期終評核，以客觀全面地了解
自己的學習成果。 
 
  本課程適合普通話基礎較薄弱，暫時未能達到上述三個
目標的教師修讀。對於一些普通話水平已經很理想的同事，
歡迎你在班上旁聽並輔導小組練習活動。 

 
學員人數  
 
  每班以 12至 15人為最理想，超過 20人報名則考慮開兩

班。 
 
導師資歷  
 
  資深普通話教師──語音標準，表達規範，達國家語委
普通話水平測試一級水平；對粵方言區人士語言習慣及發音
難點有深入認識；有培訓本地教育工作者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