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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之交，教育當局的文件上，把普教中定為⾧遠目標，有多⾧遠？

還記得那會變鹹蛋超人 的米老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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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之交，教育當局的文件上，把普教中定為⾧遠目標，有多⾧遠？

有人說：如果條件成熟，學校可以實行普教中。

“可以做” 就是 “可以不做”；

“條件成熟” 是先決條件，“未成熟” 不做。
當然，“未成熟” 也可以 “永遠不成熟”。

這不是⾧遠目標，是“自生自滅”。



如果真是“⾧遠目標”，應該說：

如果條件成熟，學校應該實行普教中。

“應該做” 就是 “不應不做”；

“條件成熟” 是先決條件，“未成熟” 可以暫時不做。不過，“未成熟”
便要 “循序漸進，讓它成熟”。

關鍵是要……





普教中：一個議題

在基礎教育階段教中文（本國標準語文），課堂上的教學媒介
語該是方言（粵語）還是民族共同語（普通話）？

斷斷續續說了三十年。

為什麼？



這類意見，有幫助嗎？



把話說清楚，
真的那麼難
嗎？



學生通過中文科學到的應是規範漢語，中文（漢語）不光是指書面
語（讀與寫），也包括口語（聽與說），

普通話是我們的民族共同語，其語法基礎是規範書面語（典範的白
話文），讓學生學到的中文可以與華人社區大部分人士溝通，是最
起碼的要求。

普教中的表述



以普通話教中文，可以加強學生對現代漢語的語感，讓語文教學的
四大範疇能更好地配合。

能純熟運用普通話是學生在社會上生存競爭的一項必備條件。在校
園裏應儘量拓展普通話的運用空間，進而把普通話推廣為校園的其
中一種生活語言，

而中文科裏，有最適合普通話生⾧的條件。

普教中的表述



教師在中文科的課堂講授、引導、
朗讀等教學活動中，主要以普通話
進行。

普教中的操作



學生在中文科的課堂學習活動上，
鼓勵嘗試以普通話進行，必要時也
可以粵語進行。

普教中的操作



在教學上，粵語的角色應是一種中介
語，在某些場合（如闡釋一些有濃厚
地方色彩的知識點時）可以採用。

普教中的操作



在教學語言並非大多數學生母語的
情況下，中介語應有其存在空間。

普教中的操作

魚蛋河

葡撻

喼汁



厚多士

切片較厚的烤麵包

茶走

喝奶茶時不加砂
糖，只加煉奶



部分教師普通話發音欠準，表情達意有障礙，在講授、引導、朗讀
等環節上存在實際的困難。

部分學生普通話聆聽能力欠佳，口語表達有困難。

普教中的困難



近年來，社會語言生態有了改變，日常交際中使用普通話的場合、
傳媒上的普通話節目大量增加，為學習普通話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學校內以普通話為母語的學生越來越多，是校園推普的生力軍。

越來越多教師的普通話達到理想水平：

日常交際無礙，朗讀吐字清晰，發音基本準確－－教師開展普教中
的起步水平。

如何讓中文科教師都達到這個起步水平？

普教中的條件



遇中文科人事出缺，須聘用新同工時，普通話交際能力及朗讀能力
是主要考慮條件之一。

提出推動中文科以普通話教學的計劃芻議，與中文科教師召開會議，
進行討論，考慮各種意見後，寫成計劃呈校董會。

學校宜提供校本培訓，考慮的項目可包括：

為中文科教師進行評估，
準確評定其普通話水平，
從而提供適切的培訓項目。

普教中的行政安排



普教中的校本聚焦



中文科 教師培訓/自我提升
板塊：

朗讀能力：結合教師語文能力評核及國家語委水平測試朗讀字詞及
篇章要求，強調語音準確、聲調到位、語流暢順、感情充沛。

演說能力：結合教師語文能力評核及國家語委水平測試依題說話要
求，強調用詞規範、表達準確、語流暢順。

課堂口語能力：要求教師在課堂上能以規範的語言授課，做到暢所
欲言、解難釋疑。

拼音能力：要求教師能純熟運用漢語拼音作自學工具。

普教中的校本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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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科的角色：

現在：以獨立科目存在的功能。
將來：普通話有效融入中文教學，最後真正成為“聽”、“說”的課堂
語言。

普教中的校本聚焦



學校語言環境的通盤考慮：

英語：？
粵語：？
普通話：讓普通話 “活化”，成為校園裏其中一種生活/生存語言。

普教中的校本聚焦



進程推展：

準備：醞釀理念，計劃進程與成功準則。

開展：開展計劃，檢視成效，調整步伐，確保效益。

收成：讓普通話真正融入中文教學的“聽”、
“說” 範疇。

普教中的校本聚焦



不做的，找個理由；要做的，想些辦法。

這兩種人永遠存在，
哪一種佔多數？

我，屬於哪一種？



一得之見 感謝聆聽
惠賜南針 無任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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