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題目：活學．活用普通話——優化課堂教學，拓寬學習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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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普通話是我國的法定國家通用語言，學好普通話，不但有利於更好的表達溝通，更有

利於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教育局局長，2022；教育局局長，2024)。保良局雨川小學的教師發

現小三學生雖然對普通話已有一定掌握，可是較少主動以普通話交流。為此，學校從優化課

堂教學、拓寬學生學習空間著手，協助學生活學、活用普通話。教師通過多元化學習活動，

協助學生鞏固語言知識，引導學生運用拼音自學，並在課堂上著重實際情境應用普通話。此

外，學校更加強普通話科與其他科組的連繫，為學生創造活用普通話的機會，更有效運用學

時和課程資源。 

 

計劃理念 

在《中國語文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2023)》明確指出中國語文教育要兼顧書面語

和口語。口語就是指粵語和普通話。普通話科的發展方向就是要加強學生聽說能力的培養，

同時要培養學生自學能力。培養學生聽說能力，離不開多聽多說，讓學生在生活情境中運用

普通話。此外，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和習慣，亦有助學生學好普通話 (教育局，2017)。 

 

推動普通話的策略 

教師發現小三學生雖然在小一、小二已經學習了普通話聲母、韻母和拼音方法，可是

較少主動以普通話交流。為了提高推動普通話的學與教效能，學校在 23/24 年度參加校本支

援服務，支援人員與校長、負責推普計劃的主任和教師，共同商議推動普通話的目標。 

為了更加了解學生學習普通話的難點，支援人員與教師協商後，學校在 2023/24 學年 9 月分

析學生表現。經教師分析後，認為大部分學生對普通話有一定掌握，可以運用普通話發言。

可是，如何運用普通話清楚表達、自信地發言或與人交流，對於大部分學生而言，仍是一項

挑戰。 

為了提升普通話的學與教效能，增加學生運用普通話的信心和興趣，支援人員與教師協

作從三個層面推普：第一，加強普通話科與其他學科的連繫；第二、優化課堂教學；第三、

連繫課堂內外學習活動(見圖一)。 

 



 

圖一：推動普通的策略 

 

1. 加強普通話科與其他學科的連繫 

 

《普通話科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教育局，2017)指出課程領導應「關注本科(即普通

話科)與其他學科的連繫和協作，促進學生學習，提升教學效能」。建基這個理念，加上學習

普通話的目的是要在實際的情境運用普通話(周博，2017；張勵妍，2017)，學校決定加強不

同學科合作，在普通話科、中文科、常識科的原有課程基礎上，選定學習主題，連貫地前後

分科施教，加強普通科與其他學科的連繫，讓學生在用普通話表達時，可以活用其他學科的

知識，豐富說話內容。 

 

推行計劃之初，學校先組織了核心小組，組員包括：支援人員、負責計劃的主任、普通話

科主任及普通話科、中文科、常識科的代表。核心小組確定參與學科的定位，普通話科會協

助學生掌握與學習主題相關的字詞讀音；中文科協助學生提升表達組織的能力；常識科則可

以通過多元化的學習活動，如考察活動，引導學生多思考。 

 

確定了方向後，參與科目的科主任共同檢視各科的課程及學習材料，最後決定各科在上下

學期，分別在一個學習主題——「動物」和「我們的家」，推動跨科協作。隨後，科主任調

動教學進度，三各科將上述的學習主題安排在相近的時間前後施教。各科因應推普計劃，重

新整合學習內容及學習重點。 

 

在規劃時，學校必須了解課程精神、各科學習內容、學校情況和學生需要，並且引領參與

計劃的教師共同規劃、編選學習材料、擬定教學及評估計劃。各科亦因應學習主題重新檢視

學習材料和課業，將重疊的學習材料和課業刪減或調適。另外，配合課程倡議，加入與認識

國家的學習元素(圖二)。 

 

 

 



學科 動物 我們的家 

普通話 大熊貓 我家附近、小眼睛．遊中國* 

中文 可愛的動物 香港樂悠悠 

常識 視訊： 

有關國家列為一級保護動物——中華白
海豚*、綠海龜短片* 

香港風俗、建築 

圖二：調適學習材料 

*斜體標示為因應是此計劃增潤的學習材料 

 

各科亦會緊扣計劃目標設計或調適各科學習活動及課業， 這是其中一個例子，教師在其

中一次進展性評估中，要求學生運用普、中、常三科所學。另一方面亦可以為學生創造更多

學習空間。評估設計，見圖三： 

 

 

圖三：趣味分享工作紙 

 

2. 優化在普通話課堂教學 

教師增加了學生運用拼寫知識的機會及重視實際的應用，協助學生說好普通話。教師通過

優化預習設計及課堂學習活動，引導學生運用已學的聲母、韻母，加強運用拼音的機會。 

 

• 加強自學能力 

普通話科老師在布置預習時，加強了學生自學元素。以《我的社區》為例，學生在課前先

觀察自己居住的社區的設施後自製詞卡，在詞卡上寫上拼音。以下字詞是學生在課前準備，

並且在電子工具協助下，查找拼音(見圖四)。學生都很用心準備，他們找到的詞語比課文裏

的內容更豐富，亦更加多元化。 

 

 

 

 

 



 

 

 

 

圖四：學生在課前製作的詞卡 

• 針對學生學習難點 

因應學生學習的難點，教師會同時在課堂上集中指導學生，處理難字難音。在備課時，教

師除了會配合學習主題施教外，亦會考慮學生運用普通話表達時會運用的常用字，集中施

教。例如：i 行韻母對三年級同學來説比較難，他們會忽略這個介音。考慮到學生學習《我

家附近》這一課後，要介紹自己的社區，包括：社區的設施，因此教師將語音部分的重點字

詞，改為以課文為基礎，選取 i 行韻母中，比較常用的字詞重點教授(見圖五)。學生在朗讀

課文時特別注意這些字詞的發音，令他們說話時更加有信心。 

 

修改前 修改後 

i行韻母 

yi（衣）、yɑ（呀）、ye （耶）、yɑo

（腰）、you（憂） 

 
圖五：調適教學重點 

• 創設運用的機會 

此外，教師亦善用課文中人物對話情境，協助學生圍繞情境，以普通話交流。《我的社

區》這個課題教師選取了「我家附近有‥‥‥，有‥‥‥和‥‥‥」這句句式。在課堂上教

師先做示範，讓學生了解老師的要求，更有信心運用句式説話。然後，安排學生在小組內，

運用自己已收集的字詞，如運動場、公園等，借助所學的句式介紹自己的社區。最後，教師

安排學生就上述題目進行分享。 

 

 

 

 



3. 連繫課堂內外學習活動 

學生親身參與任何課堂內外的活動和日常生活的體驗，都是學生的經歷(教育局，2024)。

保良局雨川小學因應推普目標，從全校層面，通過課堂內外的學習活動，層層遞進，互相扣

連，深化學習，並且為學生提供豐富的普通話語境。 

 

• 協助學生鞏固課堂所學 

在全校層面，學校亦積極加強連繫課堂內外學習活動，例如：善用由普通話科老師負責訓

練的普通話大使，讓學生可以將課堂內學到的知識，在課堂外重溫及鞏固。普通話大使善用

「語音練習室」的內容跟同學聊天，又會利用當中的內容，通過遊戲加強同學運用普通話的

知識和能力。 

為了加強課堂內外學習活動的連繫，普通話教師更建基於普、中、常三科與學習主題相關

的內容編寫「語音練習室」，讓學生能夠向普通話大使、同學、家人朗讀字詞，甚至圍繞學

習主題對話。 

以《動物》這個學習主題為例，「語音練習室」的內容包括：普通話、中文和常識課堂內

曾經出現過的動物名稱，以及形容動物的形容詞(見圖六)。教師考慮到部分詞語雖然是中文

科及常識科的學習內容，然而學生或未能掌握它們的普通話讀音，所以教師在「語音練習

室」上附有二維碼，方便學生通過聆聽，加以模仿。 

另外，「語音練習室」附有「提問」部份，協助學生與普通話大使就學習主題展開對話

(見圖六)。這不單可以協助學生運用所學的知識，更能增加學生在課堂內外運用普通話的機

會，進一步拓展學生學習普通話的時間和空間。 

 

圖六：「語音練習室」 

 

 

 



• 創設豐富的普通話語境 

校方抓緊不同機會讓學生多聽、多說普通話。例如學校聖誕聯歡、水運會等活動，就是以

兩文三語進行。校園電視台亦會以普通話訪問內地專家教師。除此以外，每星期一次國旗下

講話，部分環節會以普通話進行。隨着學生用普通話的信心與日俱增，本學年用普通話進行

國旗下講話的次數也增加不少。 

各科組亦積極為同學創造運用普通話的機會。電腦科資訊科技組就借助應用軟件，加入普

通話功能，讓校園推廣組校園推廣大使可選用普通話介紹學校。學生運用應用軟件向訪校嘉

賓展示學習成果。 

 

總結 

經過一年的協作，教師發現學生較以往積極和有信心、説話聲音更響亮。而且，學生朗

讀時會認真地看清楚拼音，注意發音方法和部位。他們會主動用普通話分享，部分母語是廣

東話的同學會在小息時用普通話交談。 

教師認為推普計劃成功的原因，可以總結為以下幾點： 

⚫ 普通話科與其他學科緊密協作：學校在開展計劃之初，支援人員與負責推普的主任及教

師已經組成核心小組，在課程領導的帶領下一起檢視中文科、普通話、常識科的學習內

容，訂定共同的學習主題。這樣做不單可以善用不同學科的課程資源及課時，更可以讓

學生對學習主題有更深入的認識及思考，於是以普通話表達時更得心應手。 

⚫ 加強課堂內外學習活動的連繫：通過支援服務，教師銳意加強課堂內外學習活動的連

繫。除了課堂教學對應學生學習普通話的難點施教外，普通話科教師更按照學習內容編

寫「語音練習室」，讓學生能夠在課堂外向普通話大使、同學、家人朗讀字詞，甚至圍

繞學習主題對話。課堂外的學習活動緊扣課堂內的學習目標，此舉既可以鞏固學生課堂

所學，同時學生可以在普通話大使的引領下以普通話對話。 

⚫ 配合校園活動，創造豐富的語言環境：在校園生活中可以運用普通話的機會俯拾皆是。

學校以兩文三語進行不同的校園活動，例如聯歡會、國旗下講話，就是為學生創造多

聽、多說普通話的機會。 

 

總的來說，課程領導可以建基於學校發展優勢，通過規劃課程及課堂內外的學習活動等

方法，逐步加強學生運用普通話的能力及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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