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 . 「普教中」計劃實施至今日，以普通話教中

文的理念已深入人心。「普教中」不是以學習普

通話為最終目的，而是努力以普通話為媒介來學

好中文。但具體操作起來，就會發現教師和學生

的普通話水準成為教學中的「瓶頸」，不但拖慢

教學進度，影響了「普教中」的效能，而且給教

師帶來了負面的心理壓力，進而對「普教中」計

劃產生畏難情緒。經過觀察和調查，我們發現，

香港的社會、家庭甚至學校的教學語言大都是用

粵語，各種報刊新聞、交通工具上的廣告、街頭

巷尾牆上的招貼，隨處可見粵方言的蹤跡。我們

就幾所學校學生的家庭語言環境作了簡單的調

查，調查顯示：父母都講普通話的佔 5%，父親或

母親一方講普通話的佔 23%，父母都不講普通話

的佔 72%。由此可見，香港的社會、家庭中都沒

有很好的普通話語言環境，缺少用普通話與人溝

通交流的氛圍。學生學習、使用普通話，大都是

集中在課堂上的短短幾十分鐘。一下課，又回到

粵語環境中。這就為實施「普教中」計劃帶來了

障礙。

. . 要學好一門語言，離不開具體語言環境及實

踐。有調查研究顯示：人習得語言的重要因素，

不是系統的語法訓練和專業學習，而是在良好語

言環境中的浸潤。因此要想熟練掌握普通話，光

靠課堂學習是不夠的，還要在學生的周圍創造普

通話交流的語言環境。本課題研究的立足點，正

是希望通過一系列的探索，研究香港學校營造普

通話語境的一般規律，並對現有的語境營造策略

進行梳理與歸納，體現營造途徑的多元化和自主

選擇性。努力將語境的營造推向學校工作的各個

方面，改變只由普通話科承擔語境營造任務的現

狀，調動全方位的資源來營造語境，由表及裏逐

漸實施，最終達到提升師生運用普通話的能力，

加快「普教中」的進程。

策略研究

1. 探索校園普通話語境營造的有效原則

. . 學校營造普通話語境，有共同的規律可循，

通過大量的普通話語境營造實踐活動研究，我們

總結出營造普通話語言環境，應遵循以下四個原

則。

1.1 系統性原則

. . 普通話學習要按照學科的邏輯系統和學生認

識發展的順序進行，由淺入深，由易到難，由簡

到繁，學生在學習語言的同時學會交往、學會應

對、學會合作，促進全人發展。

1.2 群體性原則

. . 語言學習離不開群體環境，你說、我說、大

家說，良好的氛圍就形成了。正所謂「一花獨放

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眾人拾柴火焰高，

眾人劃槳開大船」，設計活動時參與面要廣，儘

量讓大家有機會開口說。

語境營造由表及裏  
語言提升循序漸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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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生活性原則

. . 圍繞日常生活、習慣用語佈置環境，組織活

動，引導學生學習生活中的常用語言，讓普通話

走進孩子的日常生活。在校園內類比生活場景，

並以普通話對話，讓這些語言走出校園，在現實

生活中得以鞏固、提升。

1.4 趣味性原則

. . 要精心設計遊戲、競賽、猜謎、角色扮演等

活動，營造情趣化普通話語境，寓學於趣，讓學

生有愉快的體驗，激發學生講普通話興趣。資訊

科技以其聲、電、光、動畫等獨特的表現手段，

為學生提供了良好的學習氣氛和環境，大大提高

了學習效果。香港學校資訊科技化程度高，設備

先進，應該讓資訊科技為普通話學習插上翅膀。

2. 營造普通話語境的具體策略

2.1 利用無意注意，在環境佈置中薰陶體驗

. . 校園與教室是學生逗留時間最長的場所，學

生會不自覺地從學習與生活環境中解讀出一定的

意義。所以，可以充分發揮「環境育人」之功效，

使學生每天隨處可以與普通話「親密接觸」，積

累普通話詞彙。校園文化中的語境營造，根據空

間方位的不同，分為校園環境和教室環境。

(1) 校園環境

. . 樓梯和操場是學生每天上下樓的必經之路，

色彩鮮豔、內容醒目的卡片、海報，既能夠起到

裝飾美化的作用，又能夠吸引學生的無意注意。

通過不斷的反復，潛移默化地使普通話深入學生

的腦海，達到熟練的程度。.

. .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恩平）小學、聖公會何

澤芸小學根據樓層空間的特點，主要採用張貼卡

片、辦理特色壁報等形式進行環境佈置。

❶ 卡片類：分為粵普對照和注音詞語

. . ◆ 粵普對照——.即粵語方言與普通話中名稱

不同的詞語。如「雪櫃」與「冰箱」；「梳化」

與「沙發」。將這些差異較大的詞語並列在一起，

令學生在玩耍、遊戲的同時，增加普通話詞彙，

在粵語與普通話之間建立聯繫，更好地學說普通

話。

◆ 注音詞語——根據其內容的特點，分為四個

方面：

❏ 指示行為。這一類的內容多用於樓梯、廁所

等場所，提示學生應當如何做，如：靜靜上

樓梯、小心滑倒等。

❏ 名詞稱謂。為了幫助學生掌握普通話的詞彙，

多將事物名稱注上拼音，製作卡片，貼在相

應的事物上面，使學生建立詞語與實物的聯

繫，從而能用普通話詞語來說普通話。比如：

電梯、長椅、大門等。學生在遊戲時，看到

這些事物，腦海中出現的是粵語的名稱發

音，通過辨認卡片，並根據注音提示，就可

以自學普通話詞彙。

❏ 日常用語。可以從問候，簡單對話開始，「您

好」、「早上好」、「請慢走」、「再見」等，

讓學生堅持用普通話說禮貌用語。

❏ 名言警句。每間學校都有自己的教訓，例如：

禮貌待人、博愛眾生等，這些教育理念可以

通過校園環境的建設來對學生進行潛移默化

的影響。這樣能時刻提醒學生、激勵學生，

為這些名言警句注上拼音，令學生使用普通

話的語音來瀏覽和誦讀，更是提高普通話水

準的好辦法。

❷. 壁報類：通常是普通話語音知識、表達方法的

文字介紹等，也作為普通話大使的活動介紹，以

宣傳為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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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室環境

. . 教室是學生學習的主要場所。一個好的教室

環境，能夠對學生的學習產生巨大的影響。

. . 香港學校的教室文化非常有特色，通常包括

學業成果、學校教育理念、班級特色文化等內容。

往往設計新穎美觀，內容豐富生動，許多是學生

的作品。利用這個陣地，做好普通話語境的營造，

也尤為重要。

. . 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聖公會主恩小

學、天主教伍華小學從以下兩方面入手進行教室

環境的營造：

◆ 學生學習普通話的成果展示

. . 適時的激勵是學習的不竭動力。將學生學習、

使用普通話的成果進行展示，能夠促使學生保持

興趣，提高學習普通話的積極性。比如：普通話

小明星的評選；普通話詞彙的競賽結果公佈等。

◆ 普通話語音常識

. . 與普通話科的教學相配合，對正在學習的普

通話語音常識進行重複和提示，既可以鞏固知識，

又可以提升普通話能力。比如在學習拼音階段，

將學過的字母張貼在教室中；把學生日常習慣用

語製作成漢字、拼音對照卡片張貼在教室牆上，

提高學生學習使用的自覺性。

2.2 借助活動平台，在多元實踐中融入昇華

. . 讓學生開口說普通話是一個過程，不靠行政

命令，不操之過急，靠的是培養興趣，靠的是激

發學生內在的需求。

(1) 普通話早會

. . 利用早上全體教師、學生集會的時機，開展

普通話早會活動。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丹拿山循道學校、葉紹蔭紀念小學普通話早會內

容豐富多彩：有問答比賽，如介紹世界語言使用

情況、介紹交通安全知識、介紹健康衛生知識、

介紹科普知識等；有講故事，如童話故事、神話

故事、身邊人物故事等；有表演，表演的內容有

猜謎語、唱歌、童謠誦讀、讀繞口令等。除此之

外還進行天氣報告等。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利

用每週四的早禱時間用普通話進行講解、誦讀、

禱告等活動。

(2) 普通話日活動

. .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恩平）小學、丹拿山循

道學校、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中華基督

教會協和小學每週固定一天為普通話日，這一天

全校教師和學生都說普通話，在小休午餐等固定

時段開展普通話活動，如採訪活動。採訪的主題

有「你喜歡的運動」、「你喜歡的水果」、「你

喜歡的旅遊地」等。學生在小休時段根據主題採

訪教師或同學，並做好記錄；詩人茶座，學生自

願報名，根據報名表安排上台朗誦詩歌，聽眾自

發評議；觀看短片，在禮堂或課室觀看成語故事、

寓言故事、童話故事等短片，根據短片內容回答

問題等。

(3) 普通話護照

. . 天主教伍華小學、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

校設計製作精美的《普通話護照》，每人一冊。

護照上安排學生每週的普通話學習內容。內容包

括順口溜、猜謎語、童謠、粵普對譯等。為了提

高學生口語表達的能力，更多的內容為日常生活

對話，如探訪新居、新年訪客、探望病人、商店

購物、問路、邀請朋友、小組討論等。在每週一

次的普通話早會上，由中文老師組織學生學習《普

通話護照》上的內容，每天一篇。課間小息，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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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就帶著自己的《普通話護照》，到學校普通話

園地，讀給普通話大使聽。遇到有困難的同學，

普通話大使會耐心的教他們。待普通話大使確認

同學朗讀通過後，會在該同學的《普通話護照》

上蓋印，結果分別在上、下學期做統計，凡於一

個學期得八個蓋印，即可獲發表揚獎狀一張，以

示嘉許。學生們積極參與活動，普通話能力不斷

得到提高。

(4) 普通話大使

. . 聖公會主恩小學、天主教伍華小學、九龍城

浸信會禧年（恩平）小學、丹拿山循道學校、沙

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葉紹蔭紀念小學、聖

公會牧愛小學每班選出普通話基礎好，對普通話

有興趣的學生作為普通話大使，定期舉辦普通話

大使培訓班，培訓的內容包括語音知識、朗讀技

巧、說話禮儀等，培訓的方式有授課、遊戲、表

演等，培訓合格後頒發普通話大使的徽號，每天

固定時段，與學生進行主題式的交談，或者聆聽

同學的朗讀，發揮種子作用，帶動、指導同伴共

同進步。

(5) 普通話攤位創新遊戲

. . 葉紹蔭紀念小學、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

校、九龍城浸信會禧年（恩平）小學、丹拿山循

道學校、聖公會何澤芸小學利用午休、小息或普

通話日開展各類普通話攤位遊戲，讓學生在遊戲

中提高學習普通話的興趣和能力。普通話攤位根

據不同年級、不同學生的普通話水準設計不同的

遊戲活動內容，由相對高年級的學生和當值教師

來組織帶領。如低年級的學生參與投擲遊戲，讓

學生站在一米外的地方，在卡片上投沙包，沙包

投中哪個詞語，就讓用普通話讀出那個詞語，或

說說那個詞語的聲調。有困難的同學可以請高年

級的同學帶著他用普通話讀那個詞語。高年級的

學生則參加成語接龍，填字成詞等遊戲，如讓學

生說說自己和家人分別屬什麼生肖，說一個含有

這個生肖的成語，例：鼠目寸光、九牛一毛、狐

假虎威、狡兔三窟、龍飛鳳舞、打草驚蛇、馬到

成功……

(6) 普通話競賽

. .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舉行普通話競賽活

動，活動的內容有普通話朗誦、小品表演、講故

事、唱歌等活動。普通話競賽活動不但提高了學

生的表達能力，豐富了學生的校園生活，而且培

養了學生的自信心及團隊合作意識。

(7) 校園電視台普通話節目

. .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恩平）小學發揮校園電

視台傳媒功能，開設普通話節目專欄，由學生自

編、自導、自演的普通話短劇，都是收聽率極高

的人氣節目。在此過程中，學生的普通話能力得

以提高，也實現全面發展。

2.3 堅守課堂陣地，在教學情境中積澱浸濡

. . 課堂是學生學習的主陣地。當教師改用普通

話授課時，師生活動以及語言表達和思維活動會

受到限制。他們往往會出現如下問題：

◆ 教學活動簡化或省略；

◆ 學生反應較被動；

◆ 教師的課堂語言運用簡化；

◆ 學生高層次思維和言語活動受到限制；

◆ 教師變得拘謹，等等。

. . 要改變現狀，增強師生講普通話的信心，為

他們樹立自信是關鍵。我們可根據下列策略進行

語境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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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借助文本材料，巧妙設計多形式說話、寫話 

  練習，營造普通話語境

. .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利用拓展課進行看圖

說話。教師選取學生感興趣的圖畫，教師先借助

拼音學習關鍵詞語，再用普通話講述，接著讓學

生同桌之間互相講述，儘量使每個學生都能開口。

天主教伍華小學在實踐中總結了低年級常用說、

寫的形式包括：用詞造句，建立句子概念；仿寫

句段，感悟句群關係；續編故事，練習想像說話；

看圖說話，學習有序描述；創設情境，熟練生活

語言。

(2) 用普通話講好課堂常規用語

. . 在很多普教中學校教師每節課都用一些固定

的常規用語組織課堂學習活動，比如：「上課，

同學們早！」「請翻開書本到第幾頁。」「下課，

謝謝老師教導！」等等，教師用普通話講述，剛

開始時，可以粵語、普通話交替說，逐漸過渡到

只說普通話，給學生潛移默化影響。鼓勵學生互

相問候，持之以恆，並習以為常，要讓學生用普

通話問候像用粵語問候一樣習慣。

. . 此外，聖公會仁立小學規範普通話課堂教學

用語，學校從「聽、說、讀、問、寫」五個方面

為教師編印了《小學語文課堂教學用語 50 句》

（見表一），以利教師通過運用規範的課堂教學

用語為學生營造模仿學習的語境。

表一：節選《小學語文課堂教學用語 50 句》

內容 例句

聽

1..謝謝大家聽得這麼專心。

2..大家對這些內容這麼感興趣，真讓我高興。

3..我的解釋不知是否令你們滿意，課後讓我們大家再去找有關的書來讀讀。

4..你們的眼神告訴我：你們還是沒有明白，想不想讓我再說一遍？

5..會「聽」也是會學習的表現。我希望大家認真聽好我下面要說的一段話。

說

1..謝謝你，你說得很正確、很清楚。

2..雖然你說得不完全正確，但我還是要感謝你的勇氣。

3..你很有創見，這非常可貴，請再響亮地說一遍。

4..某某同學說的還不完整.，請哪一位再補充。

5.. 說話是與別人交流，所以要注意儀態，身要正，不扭動，眼要正視對方。對！就是這樣！人
在小時候容易糾正不良習慣，養成好習慣。

讀

1..「讀」是我們學習語文最基本的方法之一。古人說，讀書時應「眼到、口到、心到」。我看，
你們今天達到了這個要求。

2..經過這麼一讀，這一段文字的意思就明白了，不需要再說明什麼了。

3..請你們讀一下，將你的感受從聲音中表現出來。

4..讀得很好，聽得出你是將自己的理解讀出來了。特別是這一句，請再讀一遍。

5..默讀，要講究速度。現在，我請大家在十分鐘內看完這段文字，並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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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1..你的問題很有價值，看來你讀書時是用心思考的。

2..這裏有同學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請大家看看是否有答案。

3..你們現在真能問，能問在點子上，能抓住要點來提問。.

4.. 有些問題，我們可先問自己，自己有能力解決的，就不必向別人提出，讓我們試試看，剛才
提出的問題，哪些是自己已經有答案的？

5..今天我們的提問已大大地超出了課文的範圍，反映了同學學習的積極性及強烈的求知欲望。

寫

1..同學們養成了良好的學習習慣，作業本很乾淨，書寫也端正。我很高興，感謝大家。

2.. 請同學們看（用手揚起一大迭本子），我今天要表揚這麼多同學，讓我來向大家介紹他們的
名字。這些同學的作業字體端正，行款整齊，很少有錯別字，文句通順，進步很大。

3.. 同學們寫下了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思，我也寫了一點，現在我唸給大家聽，希望大家能喜
歡。

4.. 寫文章的目的是與別人交流，將自己的感情和思想用文字表達出來，讓別人瞭解。我們的作
文也應該有讀者，有讀者群。我建議大家互相交換看。看完後，將自己的體會，用一兩句話
寫下來，目的是互相鼓勵。

5.. 用自己的筆寫自己心裏話，這一點很重要。我們班已有 ___ 位同學做得比較好。他們的作文
雖然也有缺點，卻給人一種真誠的感覺。

 (3) 用普通話進行課堂評價

. . 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2D 班課堂中每一

個學習環節，對學生的學習情況或回答，教師都

要及時給予評價：「你回答得真好！」、「你的

聲音真響亮！」、「你的字寫的真漂亮！」。教

師堅持用普通話進行評價，使學生受到鼓勵的同

時，更加親近普通話。

(4) 朗讀促進普通話詞彙積累

. .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恩平）小學、聖保羅男

女中學附屬小學的中文課堂重視讓學生習得規範

的書面語言。學生通過以普通話朗讀課文，甚至

熟讀成誦，再把課文背出來，並轉化為自己的語

言，這樣就積累了標準的書面語言。書面語言積

累多了，閱讀的速度、理解也就加快了。書面語

言的積累對寫作能力產生積極的影響。每個環節

中均以朗讀作為教學手段，教會學生以標準的普

通話語音朗讀課文，積累語言，同時促進理解，

並在教學中探索實踐詞語積累的六種方法：轉換、

歸類、拓展、比較、表演、誦讀，加強詞語積累，

為學生流利使用規範多樣的詞彙說好普通話做好

儲備。

成效與反思

. . 在課題研究的過程中，我們欣喜地看到，與

沒有實施語境營造的學校相比，實施多種形式語

境營造的學校，學生的普通話表達能力顯著提高，

使用普通話來進行交流的興趣更濃，信心更強。

「普教中」的課堂也因為師生語言水準的提高而

呈現出生機與活力。在學校以往的經驗中，普通

話語境營造被定位在學科特色的位置上，開展一

些活動是最常態的做法，鮮有關注在語境營造中

教師和學生的發展成長。通過我們的觀察、研究，

發現在使用多種策略開展語境營造以來，從學生

到教師，從教師到學校，都有不同程度的發展。

1. 學生發展

. . 通過多全方位營造普通話語境，使學生有大

量時間浸泡在普通話語言環境中，在多姿多彩的

活動中，學生樂於傾聽、喜歡表達，語言感受能

力增強了。有的學生還把普通話帶到家庭中，通

過講故事、猜謎語等方式，在不知不覺中冒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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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詞句影響著家長。這些都為學生提高中文學

習能力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此外，各種活動的開

展，對學生的學習能力、合作精神、心理適應能

力等都產生積極的影響。活動中所滲透的文化陶

冶了學生的情操，啟迪了學生心智，促進學生的

全面發展。

2. 教師發展

. . 由於語境營造活動不受學校硬性規定的傳授

方法限制，是非強制性的教育。學生在感知、接

受和選擇上有較大的自由度，就要求教師在設計、

安排活動時更為嚴格，要含有豐富的信息量、強

大的吸引力。從環境佈置、活動開展、教材編制，

教師的策劃、組織能力、專業水準因此得到提升。

同時，教師自身的普通話能力也提高了不少。

3. 學校變化

. . 普通話語境營造是因應時代的發展要求而產

生的，是學校政策及課程計劃中未明確規定的、

非正式和無意識的學習經驗，是隱性課程，在大

型活動中很多校長用普通話表達，普通話比賽報

名人數增加了，成績都提高了。普通話語境營造

系列活動促進了學校的發展。

. . 語境營造是「普教中」計劃中的一個關鍵要

素。透過這一年的關注、研究，學校的語境營造

工作已經不僅是普通話科的職責，更推向全校，

成為全面動員、群體參與的一項廣泛的活動。從

表面的熱鬧轉向紮實的效果，也必將循序漸進地

提升學生的普通話水準。相信在大家對教學研究

的熱情投入之下，一定會有更鮮活、精彩的語境

營造策略出現，大大推動「普教中」計劃實施的

進程，使香港的孩子們更好地學好語文。

語境營造研究小組

(2011/12) 成員：
組長：邢玉梅

組員：吳玉華、鄒毓潔、顧雲媛、林雪珊

鳴謝以下學校提供校本經驗：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恩平）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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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伍華小學

沙田圍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聖公會仁立小學.

聖公會主恩小學.................

聖公會牧愛小學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葉紹蔭紀念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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