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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地區用香港地區用

教中文的研究與發展教中文的研究與發展

劉筱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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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語文生活的歷史和現狀

口語：粵語

書面語：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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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教育用語的普遍情況

英語教育為主的時期

鼓勵母語教學時期

兩文三語政策推行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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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教學的發展

普通話與語文科分立獨立設課

普通話與中文教學合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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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不同領域對學習普通話
的態度

政治
商業
傳媒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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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的意見
1.贊成者

言文合一，提高語言運用水平

有利於訓練口語交際能力

有利於培養學生正確的語感和規
範的意識

其他華文地區成熟、成功的經驗

是香港政府長遠的目標



9

不同的意見
2.不贊同者

造成削弱粵語甚至消滅粵語

普通話教中文不一定能提升中文
水平

時機尚未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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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的設計

實驗的條件

目的

設計要素

校長的領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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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ph
(家長P.8)

家長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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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ph
(家長P.9)

9.貴子弟是否有興趣以普通話學習中文？

11.用普通話教中文能否提高貴子弟學習中文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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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學生 810人

喜歡 88.85%

不喜歡 11.15%

學生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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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的對比實驗

Graph
(P.12 
3.2.2)

A試驗班(普) B對比班(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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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的推進實驗

Graph
(P.15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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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籍貫

2 Graph
(P.15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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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培訓

2 Graph
(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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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加計劃動機

Graph
(P.19 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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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的過程

過渡期

適應期

鞏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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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和學生家長的反映

學習成績追蹤比較

語感與能力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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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的反映 學生表現

Graph
(P.19 表18)

Graph



22

教師的感受

Graph
(P.3 表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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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的反映

Graph
(P.7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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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績追蹤比較

班級總成績的比較

Graph
(3.2.1 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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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ph
(3.2.1 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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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學生成績追蹤

成績最好 (全班最高)

試驗班 成績中等 (比總平均略高)

對比班 成績中等 (比總平均略低)

成績最差 (全班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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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方式與測試題的設計

一、二 .考察語言流暢感受力和分辨能力，
反映詞滙與句式積累基礎上形成語
感的程度

三. 考察憑藉語感的辨誤能力

四. 考察詞滙掌握的多少和使用的準確度

五. 分考察對語言作品閱讀與感受的敏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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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ph
(P.14)

測試結果數據採集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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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分析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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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

1. 語感的形成和語言能力的提

高，明顯高於用粵語教學

2. 分辨力和判斷正誤能力的語感

表現差距更大

3. 超經驗內容的理解力明顯加強

4. 對語文程度較差的學生的改進

有明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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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普通話教中文，在小學
階段，不但是可行的，而
且優勢十分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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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能力與語感培養

語文能力的內涵

語感的培養

教學語言與語感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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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語與地域方言

普通話與書面語

方言口語與書面語的脫節

方言與共同語並存與相互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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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移理論與兒童年齡特徵

負遷移的產生與消除

小學階段兒童年齡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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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母語

與

社會母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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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實踐經驗分享

學生只需要約幾個月的時間就能適應普通

話教學

初期教學會輔以廣東話

能夠提高運用書面語的能力

學生所寫的句子較為通順，流暢

普通話班的學生表現比廣東話班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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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實踐經驗分享

老師備課的時間增多了

老師第一年有壓力，往後已能適應

老師不斷進步

低年級推行效果好

暫時未能全校推行，因師資未能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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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實踐經驗分享

整個計劃值得推廣

老師的教法比教學語言更重要

第二年學生聽說都不成問題，下課後亦愛

以普通話交談

一年後學生明顯進步，但較難的題目，仍

不願作答

老師需要不斷充實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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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實踐經驗分享

半數老師同意能獲得更大滿足感

老師能感受語言在學生身上所起的作用

老師的語速和用詞也隨著年級和時日遞進

鞏固期後，老師也會間中使用粵語，以達到

親切和生動效果

老師也應該從低年級教起

學校的政策會影響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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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講授中文課的必要性、
可行性與迫切性

肯定用普通話講授中文
課的優越性

加速師資培訓的可行性

滿足社會和家長需求的
迫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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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措施的建議

觀念的改變是推行用普通話教中文
的重要保證

通過實踐總結經驗來迎接挑戰

必須獲得學校行政上的支援與配合

在實行計劃初期應保留每周2課時
的普通話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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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普通話教中文現時最好從二年級
開始推行

要相信與中學銜接和今後鞏固是不
成問題的

在推行普通話教中文的同時應注重
雙語教育、中英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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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希望這實驗研究的結果，
對香港地區儘快全面實現
用普通話教中文，有積極
的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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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中小學推行
〈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

概況調查問卷報告

全港派發學校包括官立、津貼及直資學校；
不包括特殊學校、私立學校及國際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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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中小學推行

〈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概況調查問卷報告

小學部份
總發出問卷數目：713所學校

遞交問卷數目：446所學校

遞交問卷數目百分比：63%

中學部份
總發出問卷數目：498所學校

遞交問卷數目：378所學校

遞交問卷數目百分比：7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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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中小學推行
〈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概況調查問卷報告

小學 中學

數
目

百
分
比

數
目

百
分
比

84 22%

78%294

現已推行
普通話教授中文課學校
(2005-06)

125 28% 

未推行學校 321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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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中小學推行
〈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概況調查問卷報告

原因 數目 百分比

提高學生的語文能力 116 93% 
迎合社會的趨勢 97 78% 小學

提高學生的語文能力 77 92%
迎合社會的趨勢 70 83%中學

國家民族方向 37 44%

配合學校辦學宗旨 50 40% 

推行原因
(小學百分比基數125所；中學百分比基數84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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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中小學推行
〈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概況調查問卷報告

小學部份

125所推行普通話教授中文課學校的總
班數為693班，

開設班級集中於低年級(一至三年級) ，
共481班，佔總班數七成。

參與教師共506位，平均每位教師任教
1.37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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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中小學推行
〈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概況調查問卷報告

中學部份

84所推行普通話教授中文課學校的總
班數為512班，

開設班級集中於初中(中一至中三) ，
共467班，佔總班數九成。

參與教師共333位，平均每位教師任教
1.53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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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中小學推行
〈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概況調查問卷報告

關於未來五個學年(2006至2011年度)
開始推行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情況

小學 中學

沒有回覆 16 5% 9 3%

回覆 數目
(基數321所)

百分比
數目

(基數294所)
百分比

48 16%

81%237

將於2006-2011
推行普通話教授
中文科學校

118 37% 

不會推行學校 187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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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中小學推行
〈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概況調查問卷報告

推行主要原因
(小學百分比基數118所；中學百分比48所。)

原因 數目 百分比

提高學生的語文能力 100  85% 
迎合社會的趨勢 93 79% 小學

迎合社會的趨勢 42 88%
提高學生的語文能力 41 85%中學

國家民族方向 19 40%

國家民族方向 60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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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中小學推行
〈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概況調查問卷報告

而未來五個學年不推行的主要原因

(小學百分比基數187所；中學百分比基數237所。)

原因 數目 百分比

師資／培訓不足 124 66% 
缺乏普通話語境 112 60% 小學

師資／培訓不足 196 83%
缺乏普通話語境 172 73%中學

學生的普通話水平不足 158 67%

學校支援不足 72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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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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