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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小学推行用普通话教授中文初探 

李黄萍（香港教育学院 中文学系 专任导师） 

 

一、 前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国力日益强大，汉语对世界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连美国这样的泱泱大国也在中小学设立汉语课程。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年首次访问

中国，更宣布美国到中国学习的留学生人数，将要增加到 10 万人。这就意味着

普通话在国际上将具何等重要的地位。 

香港回归后，特区政府就致力于推广普通话，在教育政策方面，1998年将普

通话科纳入香港中小学核心课程; 1999年10月香港特别行政区课程发展议会就

在香港学校课程的整体检视报告中，建议『在整体的中国语文课程中加入普通话

的学习元素，并以「用普通话教中文」为远程目标』;
1
 2002年课程发展议会编订

的中国语文教育—学习领域课程指引(小一至中三) 为中国语文课程订定了明确

的发展策略，就是在中国语文课程中，逐步加入普通话学习元素或尝试用普通话

作为教学语言；2 2003年香港语文教育及研究常务委员会发表了《提升香港语文

水平行动方案》，表示非常赞成课程发展议会使用普通话教授中国语文科的长远

目标，鼓励有条件的学校尝试使用普通话教授中文科。3  

十年后的今天，香港有多少间小学达到「用普通话教中文」这一长远目标呢？

原因何在？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 

    

二、 文献回顾 

普通话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语，也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因此在香港

推广普通话也是势在必行的。 

    香港中、小学生对普通话课一向不太重视，教学效果不理想。施仲谋(2008)4

归纳了四方面的原因: 1.课时不足。2.师资不够。3.教学内容舍本逐末。4.语言环

境和社会心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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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补课时不足的最好方法，就是将普通话作为媒介语，即用普通话教授中文。

1998 至 2005 年，语文教育及研究常务委员会、香港教育学院、香港中文大学以

及小学中国语文教育研究会就「用普通话教中文」的可行性做了相关的研究，研

究结果显示:「1.家长支持用普通话教中文。2. 学生没问题，约 40%接受普通话

教学的学生喜欢这样安排。3. 用普通话学中文，学生的普通话有明显的进步，

更有信心以普通话和人沟通。4. 在作文方面，全部四个研究都获得正面的讯息。」

5(何国祥，2006) 

    关于学生写作方面，田小琳(2006)也曾指出: 「现行的中文教材，在小学和

中学，都是用现代汉语标准语写成的，教授的是现代白话文，而教学语言是广东

话，很不协调，这是造成学生中文水平下降的一个原因。学生写出的文章很多都

是夹杂着粤方言词语和句式的中文。」6 

    至于语言环境方面，据岭南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2000 年全港听懂普通话

的人数为 40% ,能说普通话的人数占 31%;至 2002 年两项指标分别提高为 54. 3%

和 40%。」7 相信香港经过七年的发展，能听会说普通话的人数已有更高的增长。 

   师资方面，2001 至 2006 年间，由 14 所院校举办的语文基准培训课程，有 5000

多名普通话科教师通过评核达标或接受培训后，通过课程考核达标。8(林建平，

2007) 

    「教师的普通话水平，当然是“用普通话教中文”是否可行的制约因素，但

却不是决定因素。一些教师虽然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讲课，若他们富有语文教学

经验，本科知识扎实，备课充足，启发性教学，从提高学生兴趣、培养学生语文

能力这方面入手，即使教师的普通话语音不太准确，学生的学习情绪仍会较高。」

9(姚素珍，2008) 

    「在内地，任何一个方言区，首先采取普通话教学的老师，大多半是普通话

不标准的，几经青出于蓝，老师的水平也提高了，蓝也变青了。」10(李如龙，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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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述可见，香港小学采用普通话教中文的客观条件已基本具备。 

 

三、香港小学推行用普通话教授中文现况 

    今年六月本人对全港小学进行了一项「普教中」的调查，调查项目包括︰中

文科的授课语言、与普通话相关的课外活动、学校的发展计划是否包括与 PMI

相关的内容以及学校是否有与 PMI 相关的教师发展与培训。调查结果发现︰2008

年全港 557 所小学中(教育局的网页是 601 所。有部分学校 09 年将会结束，还有

些上、下午学校已合并，故统计数字比教育局少。)，只有 42 所小学全面推行用

普通话教授中文，占全港小学的 8%；有 156 所小学部分采用「普教中」，占全港

小学的 28%；有 8 所小学于 2009 年度准备试推「普教中」，占全港小学的 1%，

还有 351 所小学仍然采用粤语教授中文，占全港小学的 63%。统计图表如下︰ 

 

 

 

 

 

 

 

 

 

 

 

     

 

 

 

 

其中有 144 所小学有与普通话相关的定期的常规课外活动，占全港小学的

26%；228 所小学的发展计划包含与 PMI 相关的内容，占全港小学的 41%；小学

概览中，教师的发展与培训一项，有 35 所小学提及与 PMI 相关的培训，占全港

小学的 6%。由此可见，全港小学与「普教中」相关的师资培训严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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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小学采用普通话作为中文科教学语言的动机大致可归纳为三点︰ 

1. 迎合社会的需要。社会上普通话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公共交通有普通话

报站；电台有普通话台；电视台有普通话节目；公共机构、银行、酒店

等大型机构的电话录音有听普通话的选择；商店售货员大多会听、会讲

普通话……普通话的大气候已初步形成。用普通话教中文，学生的普通

话会有明显的进步，学生可为将来走上社会打下坚实的共同语基础。 

2. 符合语言的发展规律。「在社会统一的时候，统一是语言发展的总趋向。」

11(叶蜚声、徐通锵，1997) 自古以来，我国的教学语言就是采用共同语的。

孔子面对四面八方的三千弟子也是用共同语——雅言来教学的，《论

语．述而》就说过︰“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故今天我

们采用共同语——普通话作为中文的教学语言是无可厚非的，也是必然

趋势。 

3. 提高语文教育质量。言文脱节现象是提高语文教育质量的屏障。香港小

学的语文教科书，都是用标准的现代汉语编写的，若用粤语教授中文，

教学语言是广州话，学习课文时，缺乏标准语的语感，只能靠死记硬背，

学习效率自然大打折扣。张志公曾指出︰「在语文教学中，口头训练和

书面训练应当密切结合，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使“出口成章”和“下

笔成文”真正统一起来。」12(张志公，1998) 这种言文的自然统一，只有

通过采用普通话教中文来实现。学生吸取现代汉语精华同时，又在日常

生活中加以实际应用，必可使语文教学事半功倍。多项研究也证明采用

「普教中」对学生写作能力的提高确实有帮助。正像张励妍所说︰「用

普通话学习中文…可以弥补港式中文造成的不利。」13 

香港小学未采用普通话作为中文科教学语言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 缺乏师资。有的学校十分认同「普教中」是大势所趋，并不抗拒「普教

中」，无奈的是没有足够的师资，即使有个别老师可以用普通话教中文，

也不敢尝试，主要是担心万一教师流失，无人承接。 

2. 行政方面的原因。有的学校因上、下午校合并，人事将会有所变动，不

能将推行「普教中」提到议事日程。 

3. 保障教学素质。有的学校认为学生未有足够的语言环境，若采用「普教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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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励妍(2007)︰〈让普通话和中文双赢〉《香港普通话报》第 80 期，香港普通话研习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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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难免会影响中文的教学素质。尤其担心影响学生在全港性系统评估

中的表现。全港性系统评估，学校只可选择一种语言，要么选普通话，

要么选广州话，这就会使那些想局部推行「普教中」的学校怯步。因为

学校若推行局部「普教中」，也就是有的年级或班别采用 PMI，有的年级

或班别采用 CMI。当学校进行全港性系统评估时，无论选用哪一种语言

评估，都会对选用另一种语言学习的学生造成不利。 

 

四、 香港小学以普通话教授中文的几种模式 

由于教育局并未对「普教中」订下一个明确的时间表，故采用普通话教授中

文的学校各施各法。调查显示，目前香港小学采用普通话教授中文有以下几种教

学模式︰ 

1. 全面推行。全校所有班级采用普通话教授中文，有的英文学校也是采用 

普通话教授中文，这充分显示了普通话的国际地位。 

2. 部分推行。学校中的部分年级或班别采用普通话教中文，有三种情况︰ 

① 部分年级推行普通话教中文。 

② 部分年级部分班推行普通话教中文。 

③ 部分学习单元推行普通话教中文。 

3. 微量推行。学校仍延用广州话教授中文，但在中文课上尝试加入普通话

元素。 

为进一步推行用普通话教中学，语常会推出了「以普通话教授中国语文科」 

的三年计划(2008-2011)，第一年有 30 间小学参与。有些学校由 08 年 9 月起，于

小一开始实施用普通话教中文，预计三年内推至小三，其后作出检讨，再考虑推

至小六。有些学校是从小二开始推行用普通话教中文，学校考虑的主要原因是学

生刚从幼儿园升上小学，学习程度各不相同，教师对刚入学的学生了解不够，希

望给学生一个适应期，所以小一仍沿用广州话教授中文。 

    有些学校在低小推普教中，到中、高小采用分流政策，就是部分班 PMI，部

分班 CMI，目的是要照顾个别差异。 

    有的学校虽未展开「普教中」，但计划 2009 年度开始尝试在小一局部推行普

教中，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分阶段 PMI。首先是适应期，学期开始先采用 CMI，

局部教学采用普通话，例如，唱游、诗歌等。大约 09 年 10 月开始教授汉语拼音，

不涉及语音流变，儿化，使学生掌握基本的汉语拼音，然后在某些单元采用「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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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中」，到学期末，预计有 50%的教学内容采用「普教中」，接着推至二年级、

三年级，计划为期三年，三年后会进行检讨，包括老师方面、学生方面、课程方

面、教材方面等，至于三年级的全港系统性评估，则会采用粤语评估，主要基于

对学生来讲，母语表达较占优势。 

    学校若采用部分班「普教中」，其分班原则基本上是看家长、学生的意愿，

学生的学业成绩以及老师的专业判断。 

 

五、 香港小学推行以普通话教授中文的建议 

1. 政策方面︰ 

在普通话席卷全球的形势下，为下一代着想，在香港推行普通话，政府有不

可推卸的责任。要切实推行用普通话教授中国语文，首先政府应订下明确的时间

表，不一定要求学校全面推行，可以因校制宜，照顾个别差异，先行动起来，由

局部到整体。其次就是要解决师资缺乏问题，政府应为中文老师提供更多的资源，

包括与用普通话教中文相关的培训，交流、沉浸等。另外也应建立教学资源网络，

支持前线教师。最后就是教育局的 TSA 不应硬性规定学校只可以选择一种语言

评估，以吸引更多小学尝试采用普通话教授中文。 

2. 课程方面︰ 

「普通话作为中文科的教学语言后，“中文科”仍是语文学科，教学目标

仍然以培养学生语文能力为依据，性质也不会因转用教学语言而有所改变。」

14
(林建平，2007) 

    如何将普通话科与中文科融合起来并加以发展，是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的，其中包括 PMI 教材编选原则、语言规范的问题、知识学习与能力训练的

系统性问题、教材的调适与发展等，这些都需要在 PMI 的教学实践过程中，

不断磨合。 

3. 教师方面︰ 

  「当香港教师置身在这股“用普通话教中文”的浪潮时，应该不失 

   时机，以开放态度来迎接这个新机遇。与此同时，还须作两手准备︰一  

   是努力提升自身的普通话水平，以应付语言的转换；二是从端正和更新  

   自身的教育教学理念入手，使语文教学改革纳入健康发展的轨道。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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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才是香港语文教师“用普通话教中文”的正确出路。」15(张国松， 

    2005) 

实施用普通话教中文，不单是教学语言产生变化，教师的角色也同时

有所改变。教师不仅仅是施教者，还要肩负课程的开发、教材的统整等，

这就要求教师要有课程规划的意识。 

 

六、 总结 

    香港回归以来，社会语言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中国经济的发 

展、文化的交流，普通话已成为竞争的筹码，很多家长甚至等不及学校推

行 PMI，带孩子到私人教育机构吃小灶。近几年，学生报名参加各种普通话

朗诵、演讲比赛的人数也越来越多。 

    2009 年第十一届全港中小学普通话演讲比赛的报名情况，不论是报名

学校还是人数，均打破了历届纪录 , 多达 308 所中小学参与。香港学校音乐

及朗诵协会, 2009年报名参加小学普通话组别朗诵项目的学生人数为 46,105 (包

括集诵项目) 。由此可见，学生学习普通话已蔚然成风。香港全面推行普通

话教中文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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