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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登於《紫荊論壇》，2022年 9-10月號，第 65期，第 38-45頁】 

 

一、香港學校推廣「普教中」的歷史 

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後，港人使用普通話的機會增加，特區政府推出「兩文（中文與英

文）三語（粵語、普通話和英語）」的語文政策，並要求「所有中學畢業生都能夠書寫流暢的

中文和英文，並有信心用廣東話、英語和普通話與人溝通」①，以保證與提升香港人在全球化

時代的競爭優勢。為此，香港課程發展議會於 1999年發表的《香港學校課程的整體檢視——

改革建議》，更提出以「用普通話教中文」（下稱「普教中」）作為遠端目標。 

 

2003年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下稱「語常會」）發表的《語文教育檢討總結報告》

亦表示「贊成課程發展議會使用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的長遠展望」②。但由於香港剛結束一

個半世紀的殖民統治歷史，主要的教學語言仍是英語與粵語，普通話尚未深入課堂教學，所

以並未即時實施「一刀切」的教學語言政策，以防止急促的變革出現負面影響。語常會在《報

告》中指出：在制訂明確的「普教中」政策和推行的時間表之前，政府應進一步瞭解學校成

功轉用教學語言所需的條件③。鑒於此，語常會在 2004至 2006年間進行了「在香港中、小學

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所需之條件」研究，並以此研究結果為基礎，在 2008/09 學年開始

推出「協助香港中、小學推行『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計畫」（下稱「普教中支援計畫」）
④。與此同時，語常會也就「普教中支援計畫」的推行，委託香港教育大學研究團隊進行了「探

討香港中、小學如何推行『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研究」（以下簡稱「縱向研究」），而研

究團隊在 2015年 9月底向語常會提交終期研究報告定稿，報告中表明，在整體上，「普教中」

班的中文科成績較「廣教中」班優勝；但因為兩類學生起步點並非完全相同，不能就此推論

「普教中」優於「廣教中」，只能反映「普教中」教學對個案學生的中文科學習沒有負面影響
⑤。因為「縱向研究」是就四所參加「普教中支援計畫」的個案學校作為研究對象，所以其研

究結果具有局限性，未必能以此推論至香港其他學校的情況。 

 

由於對「普教中」的教學成效未有明確的結論，故香港教育局曾於網頁上發表言論稱：

目前仍未有確實證據，證明以普通話學習中國語文對學生的一般中文能力會有所改善。其中

兩項研究發現，以普通話學習的學生的中文能力，與以廣東話學習的學生並無分別，甚或表

                                                      
①
 參見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2015 年 4 月 13 日會議文件 CB（4）748/14-15（01）號。 

②
 參見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2016 年 7 月 2 日會議文件 CB（4）1181/15-16（02）號。 

③
 參見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2016 年 7 月 2 日會議文件 CB（4）1181/15-16（02）號。 

④
 參見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2015 年 4 月 13 日會議文件 CB（4）748/14-15（01）號。 

⑤
 參見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2016 年 7 月 2 日會議文件 CB（4）1181/15-16（0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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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更差①。在 2016 年 7 月 2 日，在反對派議員的推動下，香港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通過了

取消普教中為長遠目標的無約束力議案，當年的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先生隨即表示應將是否使

用「普教中」的主導權交予學校②。其後，對於學校是否應該進行「普教中」，學術界眾說紛

紜，無一定論，討論聲並沒有因為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建議取消「普教中」為長遠目標而

消失。香港大學中文教育研究中心名譽總監謝錫金教授認為：「學生可以在生活中學習普通話，

但並非用作授課語言，否則時間都放在『正音』上，閱讀理解能力便會低。」③而剛退任的前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先生於 2018 年則表示：「在港而言說廣東話有其優勢，因朗讀古詩詞歌賦

才有韻味，但綜觀世界各地，中文發展均以普通話為主，認為用廣東話學中文長遠會否失去

優勢，要交專家研究。」④如此可見，「是否進行普教中」的話題依舊是專家學者們熱衷探討

的焦點，而教育局的態度則顯得左搖右擺、模稜兩可。 

 

2021年 6月 2日，國家教育部發佈《粵港澳大灣區語言生活狀況報告》，《報告》提出在

法律上明確普通話與簡體字的地位，宜將普通話教育適度融入考評體系的建議，並表明粵港

澳三地還需進一步做好語言政策規劃，加強語言與國家認同⑤。由此可見，在香港全面實行「普

教中」是必然的趨勢，這也得到現任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博士於 2022年中表態支持⑥。 

 

二、香港學校推廣「普教中」的現狀 

香港在 1998 年便實行「兩文三語」的語言政策，但即便政策實施了 24 年，香港本地居

民無論是在日常生活中還是在正式場合上，都依舊習慣用粵語與英語進行交流，普通話處於

一個可有可無的尷尬局面。香港並無地方明令規定必須使用普通話，加之港人無意識地避開

使用普通話進行日常溝通，所以有如港大謝錫金教授所言，「學生可以在生活中學習普通話」

的方法是很難讓學生掌握國家通用語言，甚至會讓本就在「三語」中處於弱勢地位的普通話

變得更加次要。 

 

2003年，語常會在《提升本港語文水準的行動方案》中提到：「議會推薦採納校本方針，

由學校本身情況決定是否採用普通話作為中文科的教學語言。」⑦但學校何種情況適合推行「普

教中」，何種情況不適合推行「普教中」，官方並無明確說明。由於「普教中」的成效受教師

                                                      
①
 鄭城鋒：〈關於「普教中」討論的反思〉，載《基礎教育學報》，2008 年第十七卷第二期。 

②
 〈教育事務委員會通過取消普教中為目標議案〉，載《Now 新聞》，2016 年 7 月 2 日， 

https://news.now.com/home/local/player?newsId=184556（存取時間：2022 年 6 月 20 日）。 
③
 〈學者指以廣東話學習中文對學生更有幫助〉，Topick，2018 年 10 月 8 日，

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2178095/學者指以廣東話學習中文對學生更有幫助（存取時間：2022 年 7 月 29 日）。 
④
 〈時事你點睇﹕你是否支持「普教中」？〉，載《明報》，2018 年 10 月 29 日，

http://www.mingpaocanada.com/van/htm/News/20181029/HK-gfm1_er_r.htm（存取時間：2022 年 7 月 29 日）。 
⑤
 楊雨奇、吳陽：〈《粵港澳大灣區語言生活狀況報告》發佈，建議香港宜將普通話教育適度融入考評體

系〉，載《紅星新聞》，2021 年 6 月 2 日，https://m.sohu.com/a/469991640_116237/?pvid=000115_3w_a（存取時

間：2022 年 6 月 15 日）。 
⑥

 白雲怡、陳青青、余楓：〈香港教育局局長：將在多個領域繼續加強國安教育〉，載《環球時報》，2021 年

7 月 26 日，https://china.huanqiu.com/article/48yVfHqM2NO（存取時間：2022 年 7 月 29 日）。 
⑦
 曹順祥、過常寶：〈對於在香港推行以普通話教授中文及編寫教材的看法〉，載《創造力的培養與教學創新

—創意教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香港創新教育學會 2004 年版，第 33-46 頁。 

https://news.now.com/home/local/player?newsId=184556（访问時間：2022
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2178095/%E5%AD%B8%E8%80%85%E6%8C%87%E4%BB%A5%E5%BB%A3%E6%9D%B1%E8%A9%B1%E5%AD%B8%E7%BF%92%E4%B8%AD%E6%96%87%E5%B0%8D%E5%AD%B8%E7%94%9F%E6%9B%B4%E6%9C%89%E5%B9%AB%E5%8A%A9（访问時間：2022
http://www.mingpaocanada.com/van/htm/News/20181029/HK-gfm1_er_r.htm（访问時間：2022
https://m.sohu.com/a/469991640_116237/?pvid=000115_3w_a(访问时间：2022
https://m.sohu.com/a/469991640_116237/?pvid=000115_3w_a(访问时间：2022
https://china.huanqiu.com/article/48yVfHqM2NO（存取時間：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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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普通話授課能力、學生語言環境等因素的影響，是否採用「普教中」由學校內部自行根

據學生的不同需要做彈性靈活的規劃，故而在香港中、小學出現了各式各樣的「普教中」現

象：有全面「普教中」、全面「廣教中」和部分「普教中/廣教中」。在 2015/16學年，語常會

為更全面地瞭解香港中、小學推行「普教中」的情況，進行了「香港中、小學推行『以普通話

教授中國語文科』概況調查」，調查資料顯示香港中、小學進行全面「普教中」、部分「普教

中/廣教中」與全面「廣教中」的比例如下①： 

 

表一、香港中、小學以普通話及廣州話教授中國語文科的情況 

 小學（%） 中學（%） 

全面「普教中」 16.4 2.5 

部分「普教中/廣教中」 55.3 34.4 

全面「廣教中」 28.3 63.1 

備註：全面「普教中」是指有關學校所有班別的中文科課堂有超過 50%是以普通話作為授課語言；部

分「普教中/廣教中」是指有關學校有部分級別及/或班別的中文科課堂上有超過 50%是以普通話作為

授課語言，其餘則用粵語教學；全面「廣教中」是指有關學校所有班別的中文科課堂上都以粵語作為

授課語言。 

 

由上表可知，香港中、小學明顯缺乏推行「普教中」的積極性，中學尤甚。個中的原因

是什麼呢？首先，從香港語常會對 1995-2015 年間的香港教育資金運用的報告中顯示，英語

教育佔總教育資金的58.25%，中文教育佔總教育資金的15.77%，其中推廣普通話只佔3.17%②。

中、英文的教育基金並不對等，「普教中」的推行並無得到特區政府的大力支持，即便是在推

行「普教中支援計畫」期間，普通話的教育資金也僅佔總英語教育資金的 18%，由此可見，在

「三語」中普通話並未獲得應有的關注與重視。對「普教中」的贊助資金少，即便學校有心

推廣「普教中」，也無力落實。 

 

其次，近十年的社會動盪也對「普教中」的推廣產生巨大的負面影響。從 2012年的「國

民教育風波」、2014 年的「佔領行動」、2016 年的「旺角暴動」，這些政治社會事件無不是在

挑戰「一國兩制」的底線，阻礙普通話在港的推廣。在 2019年的「反修例暴亂」中，更是出

現示威者對說普通話的民眾進行欺辱謾駡的現象，使得本無習慣說普通話的港人對普通話產

生更加消極抵抗的情緒。一系列的政治社會事件讓港人談「政」色變，而隨著普通話在香港

的政治性質不斷上升，加之香港歷史文化的特殊性，「普教中」走進課堂變得益加困難。 

 

除此之外，特區教育當局長期以來對國民教育的忽視也是「普教中」在港難以推廣的原

因之一。根據媒體報導，香港不同時期反社會、反國家事件的參與者往往是處於是非觀念不

清晰但易衝動行事的青年，是伴隨香港回歸的年輕一代，其身上統一的特性便是缺乏國家認

同的意識與存在身份認同的困惑，他們從意識上排斥與祖國相融，從行動上極端地阻止香港

                                                      
①
 參見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2016 年 7 月 2 日會議文件 CB（4）1181/15-16（02）號。 

②
 黃晶榕：〈推廣普通話和簡體字有助國家認同〉，載《大公報》，2021 年 4 月 14 日，

http://www.takungpao.com/life/238150/2021/0414/574248.html（存取時間：2022 年 7 月 29 日）。 

http://www.takungpao.com/life/238150/2021/0414/574248.html（访问時間：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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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內地交流。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歸根結底在於香港回歸 20多年以來國民教育的缺陷。港

英政府極權統治期間，香港推行了 150多年的「無民族」、「無政治」的「疏離式子民教育」，

刻意迴避「中國元素」，嚴防反殖民情緒和民族主義思想，致使香港的中國歷史教育和國情教

育出現斷層，國家觀念逐漸淡化，回歸後，特區政府更跌入教育不談政治的陷阱①。而在香港

泛政治化的大背景之下，普通話作為單純的語言教育也被冠以「政治化」之名，普通話被賦

予了不可承受之重任。國家觀念的淡化讓部分港人的意識形態產生偏差，對說普通話產生排

斥心理與歧視心態，這讓普通話使用的空間不斷被壓縮。但事實上，隨著內地與香港兩地人

口遷移數量的增加，港人對普通話的需求量呈現上升趨勢，惟因缺乏系統性學習與合適的語

言環境，大部分以粵語為母語的港人僅能用普通話做簡單的基礎交流，無法最大化地體現「兩

文三語」政策實施的意義。 

 

三、香港學校推廣「普教中」的挑戰 

「普教中」不可能在實行一段時間後便立竿見影有成效，教育本就是在摸索中前行，在

實踐中完善的。雖然香港的「兩文三語」政策已出臺 24年，但「普教中」的推廣仍舊處於起

步階段。系統性的機制尚未成形、資源供應也並非充足，這都是推廣「普教中」必須解決的

問題。立足於當下，並根據前人研究的「普教中」報告，可將「普教中」的挑戰分為四點：香

港語言環境、教師運用普通話教學的能力、學生對待普通話的心態、配套教材的供應。 

 

1.欠缺學習普通話的語境 

普通話對於土生土長的港人而言如同外語，即便學校有開設普通話教程，但學生長期置

身於非普通話的語言環境中，無處實踐所學，使得普通話學習事倍功半。有機構發現近年小

學生普通話整體考試成績退步，至於中學生的整體成績持平。GAPSK語文推廣委員會認為，小

學生欠缺學習普通話的語境，而中學生較多到內地交流，可以活學活用②。人們對生活用語的

選擇主要取決於習慣，根據美國堪薩斯大學游伯龍教授的習慣領域理論，「每個人大腦所編碼

儲存的概念、思想、發放、經驗、技術以及各種資訊等，經過相當時間後，如果沒有重大的

事件刺激，沒有全部資訊的進入，這個編碼和存儲的總體，將處於相對的穩定狀態。」③換言

之，推廣「普教中」可能會打破香港學生的「相對穩定狀態」，讓他們走出粵語的舒適圈。而

因為教學用語與生活用語的出入，使得港生跳出「粵語舒適圈」並適應「普通話挑戰圈」的

過程變得難上加難。因此，如何讓普通話深入香港人的日常生活中，給學生營造說普通話的

語境？這是「普教中」推廣過程中不得不面臨的一大難題。 

 

2.學生學習普通話的消極心態 

「普教中」班的學生因語言障礙，課堂表現不如「廣教中」班的學生積極踴躍。有報導

                                                      
①
 康淑敏、黃晶榕、劉彩祥：〈國家認同意識下的香港教育問題分析與對策建議〉，載《港澳研究》，2021 年

第 2 期，第 75-82 頁和第 96 頁。 
②
 〈GAPSK 語文推廣委員會指小學生普通話成績退步〉，載《Now 新聞》，2021 年 6 月 28 日，

https://news.now.com/mobile/local/player?newsId=440271（存取時間：2022 年 7 月 29 日）。 
③
 [美]游伯龍：《習慣領域》，韓卉譯，機械工業出版社 20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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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普通話班的討論氣氛，明顯受語言影響，大不如旁邊的廣東話班學生」①；也有研究指出：

「普教中」的課堂，學生在課堂答問和造句上往往採取迴避策略，課堂互動不如「廣教中」

班有效。」②在聆聽並非熟悉的語言時，學生會更容易感到沉悶乏味，且自幼講粵語而形成穩

定狀態的發音口型與舌位變化，使得港生在講普通話時感到彆扭與不適，所以在與「廣教中」

的對比之下，學生多少會對吃力的「普教中」產生抵觸心理。加之香港獨特的歷史和教育背

景，學生對國家概念並不十分清晰，對國民身份的認知也存在模糊性，讓部分學生產生沒必

要學習普通話的錯誤認知。 

 

3.教師運用普通話教學的能力有限 

許多教師指出用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最大的難點是粵普之間語言轉譯問題，教師授課

時會有未能以恰當貼切的普通話表達意思的情況，造成課堂傳意的障礙③。「普教中」十分考

驗教師在課堂上表情達意與靈活應變的能力，授課教師的語言轉譯能力是一節「普教中」課

堂成功的重要條件，但不是決定因素。香港中文大學林建平教授稱：「推行要有規劃，教學要

有策略，學習要有方法，PMI（Putonghua as Medium of Instruction，即用普通話作為中文

科的授課語言）才能達到我們預期的成效。」④轉譯問題的困擾打擊了香港教師用普通話教學

的信心與積極性；又因過渡擔憂語言轉譯問題，教師可能會忽視其他方面的教學能力的培養，

而學生對「普教中」的情緒是與教師的教學方式直接關聯的。這一環扣一環，從而影響了普

通話的推廣品質和效果。 

 

4.高質量的配套教材供應不足   

「普教中」作為一項推廣多年惟尚未普及的教育目標，缺乏高質素的語文科和普通話科

教材也許是導致此情況的原因之一。教材作為學生在校獲取系統知識的主要材料，應符合學

生的身心健康發展與知識的內在邏輯，應具備科學性與權威性。但由於香港各學科的教材都

是由民間出版社編寫，再加上香港實行寬鬆的校本管理制度，教育部門在課程設置、教材審

查、課堂教學等方面主權下放，致使某些教材、教學資源，甚至某些學科在香港中學文憑考

試（Hong Kong Diploma of Secondary Education Examination, HKDSE）內容中不同程度地出現一

些偏離原則性的問題⑤。不少學校自行設計的校本教材（包括語文科和普通話科），可能更符

合本校學生情況，但也因此增大了教材的隱患性。在無法有效監管與審核教育資源時，編者

的意識形態通過教材傳輸給學生，影響學生價值觀念的塑造；教師的編寫能力也直接影響學

生對知識的理解。編者意識形態的不確定性、統籌教材能力的未知性，都使得非統編教材的

內容品質無法得到根本保證。所以，在師資、教材等可控因素不完備的情況之下，加之社會

語言環境、學生情緒等不可控因素的阻攔之下，「普教中」的研究結果怎會有明顯的成效？ 

                                                      
①
 陳惜姿：〈普通話教中文〉，載《明報》，2007 年 12 月 29 日，D05 版。 

②
 梁佩雲：從中學教師的普通話教學觀念看“用普通話教中文”在香港的潛在問題載《教育研究學報》，2006

年 2 月 21 日，第 235-258 頁。 
③
 高寶玉：〈香港使用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課堂研究〉，載《華語文教學研究》，2012 年 9 月 3 日，第 75-

99 頁。 
④
 林建平：〈用普通話教中文：課程整合初探〉，載《中文教學專業文憑課程》，2006 年 6 月 10 日，

http://www.fed.cuhk.edu.hk/~pth/（存取時間：2022 年 6 月 24 日）。 
⑤
 康淑敏、黃晶榕、劉彩祥：〈國家認同意識下的香港教育問題分析與對策建議〉，載《港澳研究》，2021 年

第 2 期，第 75-82 頁和第 96 頁。 

http://www.fed.cuhk.edu.hk/~pth/（存取時間：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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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香港學校推廣「普教中」的意義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先生在《政綱》提到：「充實國民教育體系，提高學生國家意識

和民族認同」。而要實現「提高學生國家意識和民族認同」的治港理念，必當積極推廣國家通

用語言、推廣「普教中」課程。普通話作為中國各民族的共同語，拉近了彼此之間的距離，

減少了不同民族、不同地區之間的隔閡，它不僅僅是一種溝通語言，更是代表中華民族的重

要標誌。 

 

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增強，全球掀起了「漢語熱」的浪潮，國家教育部田立新教授表示：

「截至 2021 年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世界旅遊組織等 10 個聯合

國下屬專門機構將中文作為官方語言，180 多個國家和地區開展中文教育，76 個國家將中文

納入國民教育體系。」①漢語國際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而普通話作為漢語的標準語，自然成

為非母語者學習漢語的第一選擇。有本地學者擔憂普通話的推廣會撼動粵語在香港的地位，

香港教育大學施仲謀教授認為：「廣東話作為香港人的母語必須予以保留，惟普通話通用於內

地、臺灣、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因此具備『經濟價值』，兩者不能取代。」②粵語在香港的

歷史是源遠流長的，普通話的經濟價值是不容小覷的，而粵語與普通話同屬漢語體系中，是

可以並存的。為了維持香港繁榮穩定的面貌，必定要重視普通話，推廣「普教中」，充分運用

普通話的價值。 

 

與此同時，推廣普通話也是在傳承與弘揚中華優秀民俗文化。作為我國各民族的通用語

言，普通話擁有更多機會與管道接觸不同的文化藝術，從而更好地瞭解傳統文化。 

 

在港推行普通話不僅是關注到普通話的工具性與人文性，更是考慮到其中參雜的政治意

義，如香港嶺南大學郭康健教授所說：「現時在香港急於推動母語教學，與香港回歸中國的政

治形勢配合，其作用不但是強化母語作為學習及溝通工具的作用，更重要的是透過母語強化

香港人與中國文化的關係，使香港人與中國的疏離關係可以拉近，從而彼此接受及融為一體。」
③換言之，學習普通話有助於增強港人對國家的認同感與歸屬感，有利於凝聚香港民眾的人心，

提高人們的民族意識，促進華夏民族團結。 

 

普通話相對粵語，最大的特點便是「言文一致」，這是贊成推廣普通話的重要原因之一。

教師運用粵語講解中文課程，會出現口頭語與書面教材脫節的現象，而若運用口頭語與書寫

語相對接近的普通話進行授課則會避免此類問題的發生，同時可以讓學生做到「我手寫我心」，

從而降低學生書寫中文的錯誤率。其實普通話的這一優勢早在 1985年呂叔湘教授便提出，他

                                                      
①
 歐媚、張欣：〈教育部：全國普通話普及率達 80.72% | 教育這十年〉，載《中歐教育報》，2022 年 6 月 28

日。 
②
 鄺曉斌：〈「普教中」十周年 小學校長：無助提升中文水準〉，載《香港 01》，2019 年 1 月 28 日，

https://www.hk01.com/sns/article/288623（存取時間：2022 年 7 月 29 日）。 
③
 郭康健：〈母語教學與改變中的香港語言環境〉，載《母語教學的理論與實踐》，香港教師會 1998 年版，

第 284-301 頁。 

https://www.hk01.com/sns/article/288623（访问時間：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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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指出：語文課的任務應當以口語和書面語的統一體，即普通話和白話文的統一體為教學

對象。
①
用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有利於提高學生的語感，讓學生長時間處於普通話的環境中，

可以增強學生對普通話的感受能力，並獲得「學以致用」的機會。 

 

普通話具備工具性、人文性、政治性以及教育性等特點，而歷來反對者都僅著眼於「普

教中」的部分功能，過度焦慮「普教中」帶來的負面影響。「普教中」的反對者若全面客觀地

看待「普教中」，便能理解贊成者為什麼在面對重重難關時仍舊堅持推廣「普教中」的原因。

前任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先生稱：「我相信大灣區發展會令我們與大灣區城市交接，及日常溝通

越來越多，所以充分掌握普通話及簡體字，對學生未來發展百利而無一害。」②現任教育局局

長蔡若蓮博士也認為：「香港的青年一代需要抓住國家發展和大灣區建設等機會，不

會說普通話會很吃虧。學校教育需要讓他們更好地掌握普通話，這是最基本的。」
③
 

 

五、香港學校推廣「普教中」的出路 

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我國與世界各國之間的經濟往來日益頻繁，文化、教育

和科技的交流也不斷擴展和增多，而普通話作為我國的官方語言，成為了不少外國人爭相學

習的熱門語言。展望未來，香港特區與內地的聯繫愈加緊密，普通話在香港的應用範圍也因

兩地的經濟交流變得更加廣泛。時任特區政府教育局副局長、現任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博士曾

在「紫荊文化杯」首屆香港中、小學中國文化普通話比賽的頒獎典禮上表示：「普通話是全國

通用語言，呼籲香港年輕人要學好普通話，以融入國家發展，把握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機遇。」
④考慮學生的長遠利益，香港作為國際城市，欲屹立於全球化時代，普通話學習不可輕視，「普

教中」的推廣更是不可懈怠。故而筆者認為在如此情形下，推廣「普教中」可以採取以下措

施： 

 

1.實行「兩條腿走路」：在推廣「普教中」的同時，堅持普通話課的開拓與發展，從而夯

實學生的普通話基礎。「普教中」中的普通話與普通話科並不能完全等同，普通話科的學習包

含聆聽、說話、閱讀、拼寫，其中閱讀範疇指的是朗讀，而非閱讀理解；拼寫範疇指的是中

文拼音能力，而非寫作能力。雖然「普教中」也包含聽、說、讀、寫的內容，但失去普通話科

的支撐，「普教中」對於學生的難度會相應地增大；有普通話科的輔助，學生也能更快速地適

應「普教中」的課程。 

 

2.採取「兼收並蓄」的教學方式：教師自身認為「普教中」最大的障礙便是轉譯問題，

                                                      
①
 呂叔湘：〈普通話和書面語的教學〉，載《呂叔湘論語文教育》，河南教育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88-94 頁。 

②
 〈楊潤雄：學普通話簡體字對學生發展百利而無一害〉，載《Now 新聞》，2021 年 6 月 10 日，

https://news.now.com/mobile/local/player?newsId=438084（存取時間：2022 年 7 月 29 日）。 
③
 白雲怡、陳青青、餘楓：〈香港教育局局長：將在多個領域繼續加強國安教育〉，載《環球時報》，2021 年 7

月 26 日，https://china.huanqiu.com/article/48yVfHqM2NO（存取時間：2022 年 7 月 29 日）。 
④
 〈蔡若蓮：香港年輕人要學好普通話，融入國家發展〉，載《北京日報》，2022 年 6 月 13 日，

https://new.qq.com/omn/20220613/20220613A03MRL00.html（存取時間：2022 年 7 月 29 日）。 

https://china.huanqiu.com/article/48yVfHqM2NO（存取時間：2022
https://new.qq.com/omn/20220613/20220613A03MRL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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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普教中」課上，為防止轉譯失誤而影響課程，教師可以採取以普通話為主導的「粵

普夾雜」策略。粵語在課堂上充當補充說明的角色，以增強教師對「普教中」的自信心，同

時也降低學生從「粵語圈」過渡到「普通話圈」的不適感。教學語言的選擇採取寬鬆相容的

態度，對於學生當下與未來的發展皆是有利的。 

 

3.培訓骨幹，加強「普教中」的師資力量：「普教中」的推廣需要一批高素質教師隊伍的

帶領，故教育當局應增加「普教中」 教師培訓，以增強教師運用普通話教學的能力。此外，

學校可通過合理編排課程，讓同科目教師有互相觀課的機會，通過「互觀互評」環節，傳播

「普教中」的技巧，促進教師對課程的進一步掌握，使得「普教中」的師資力量得到壯大和

延續。在推行初期，也可以考慮借助外力，仿效現行的「外籍英語教師計劃」或透過「優秀

人才入境計劃」，從內地引入合適的普教中教師和普通話科教師，協助香港特區加速推行「普

教中」。 

 

4.建立健全的教材評審制度：教育局應定期對市面上的「普教中」語文科和普通話科教

材進行更嚴謹的審定，若發現詞彙用語不當、旨意不清、插圖不文明、可能歪曲事實、存在

影響學生對國家認同感的嫌疑，或教材內容未能充分反映華夏文化內涵等問題，必須責令出

版商盡快作出修訂和完善。與此同時，對於語文科和普通話科校本教材的監管，更要從制度

上作出安排，以確保學校自行開發的相關教材符合官方課程指引和價值觀教育的要求，學生

持續有高質素的教材可用。此外，在評審語文科和普通話科教材的過程中，更可考慮借助內

地的經驗，邀請相關的課程專家和語文學者參與。 

 

5.增強學生學習普通話的主動性：將普通話水準測試納入學生的基礎考核項目中，前語

常會主席、現任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先生認為本港多年推動普通話成效十分有限，其中一個原

因是不用考公開試①。將普通話融入考評系統，並作為高中選修科之一，可以增添學生學習普

通話的動力；同時增強香港與內地學校的聯繫，讓學生意識到學習普通話的用途與重要性，

也給予學生「學以致用」的機會。此外，特區政府也應該把學好普通話作為公務員入職和升

職條件之一，這樣，將大大增加學生學好普通話的動力。 

 

6.營造濃厚的推普氛圍，提高民眾對國家的認同感：學校方面，利用 LED 屏播放推普宣

傳標語，課間廣播運用普通話進行播音，舉辦形式多樣的普通話活動，創造普通話學習的語

境；注重愛國教育，提高學生對普通話的好感度。社會方面，充分利用大眾傳播媒介，例如

盡快讓更多內地電視頻道落地香港，增大內地影視在香港的播放量，通過潛移默化的方式促

使民眾意識趨同，提升香港居民的國家認同感。  

 

7.從制度上作出傾斜，建立「普教中」的激勵機制：教育當局可以考慮設立教師激勵機

制，作為推動「普教中」的誘因。例如經過課堂教學評核後，對於能夠純熟地運用普通話作

為課堂教學語言的語文科教師作出一定的獎勵，如增加一個薪級點，或做滿若干年享有若干

                                                      
①
 〈曾任語常會推普教中 田北辰倡普通話會話納文憑試考核〉，載《Now 新聞》，2021 年 6 月 6 日，

https://news.now.com/mobile/local/player?newsId=437511（存取時間：2022 年 7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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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有薪進修假期，或於申請升任高級職位時作為優先條件等，這些都有助加速「普教中」

的推行。 

 

六、結語 

回歸二十五載，普通話在港的現有需求量與潛在需求量不斷提高，然而學校在推廣「普

教中」的過程中，面對重重難關。特區政府要有強大的政治意志，協調各相關部門做好應對

措施，激發「普教中」在港的活力，並結合當前香港的新形勢，建立健全與「一國兩制」相適

應的教育體系，制定出一套符合本港實際情況且行之有效的推普方案。通過加大政策性的投

入，並坐言起行，促進香港民眾對普通話的進一步掌握，增強大家對國家和民族的歸屬感。 

 

有教育界和文化界人士擔憂「普教中」的推行是普通話取代粵語的開始，存在文化霸權

的傾向。例如本地中學教師劉永漢先生覺得以北京話為首的北方語系和以廣州話為首的南方

語系，各代表了不同的文化體系，擔心「普教中」會令學生失去接觸廣東話這個文化寶藏的

機會①。專欄作家及文化與政治評論人陳雲博士亦指出：「一切以普通話為尚，等於『接納了

北方官話的文化霸權』。」②然而從實際出發，在香港，普通話是不會也不可能取代粵語的，

推廣普通話，是為了引領青少年更好地認識國家、認識世界，並非排斥粵語，否定方言，進

行文化霸權。方言對於當地人而言是難以割捨的一部分，而中國內地通過規定一系列的方針、

政策與措施，經過四十年的努力，在保留方言的情況下讓普通話成為各方言區人民共通的交

際語，這便說明語言不是非此即彼的存在，語言的統一性與多樣性並非是矛盾對立的關係，

通用語言普通話與地域性方言粵語是可以在多語化時代中和諧並存、互相輝映的。 

                                                      
①
 劉永漢：〈母語的危機〉，載《明報》，2007 年 12 月 8 日，A30 版。 

②
 陳雲：〈文話〉，載《信報》，2008 年 8 月 21 日，P36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