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PMI 只是教學媒介的轉變嗎？ 
(刊載於：香港中文大學普通話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教研通訊第 18 期) 

 
撰文：余京輝 

“中文教學(普通話為授課語言) 專業文憑課程＂導師 
 

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以下簡稱：PMI）是近年香港教育界的熱門話題。支持與反對的意見都很

多，可謂眾說紛紜，莫衷一是。而相關的討論多數圍繞着教學媒介，例如教師的普通話語言能力，學生的普通

話能力，普通話和學生母語（粵語）的關係等等。上述問題的討論都是迫切而必需的，然而，我認為 PMI 的

推行與實施並非只是教學媒介的轉變，而是一個大系統的轉變，牵涉面極廣。 
 

1.教師的轉變 

中文教學觀念的轉變  以前香港中小學中文教學非常注重知識能力的培養，或者説是知識的灌輸。中文

課如同股票技術分析課，無論多优美的文段都會被肢解分析，致使中文課了無情趣。而新的中文教學理念重自

主探究，合作學習，重感悟，重積累，強調通过誦讀領悟理解，以培養學生中文素質為目標，要讓“語文教育

成為學生精神的樂園＂（陳金才，2006）。 
 

中文教法的轉變  教學觀念要通過相應的教法來實現，教法的轉變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漢字的表意特性使漢字的注音成為難點，而漢語拼音系統正是迄今為止最好的解決方案。在ＰＭＩ教

學體系下，一年級的新生首先用兩三個月的時間學習拼音認讀，然後在一二年級大量識字。無論是集中識字還

是分散識字法，都以漢語拼音作為注音系統。在拼音的基礎上，結合識字學習的經驗，學生就可以學習使用字

典，既可按形查音、檢義，又可知音索字。當學生掌握了字典的用法後，教師便可以安排課前預習，學生也可

提早閱讀。 
熟讀成誦，誦而得言。即是説，通過反復的聲情並茂的朗讀吟诵去理解優秀篇章，進而背誦，再而內

化為自己的語言，這是中文學習的傳統方法。新教法以朗讀為中心，進行聽、說、讀、寫的綜合訓練：聽說訓

練方面，在充分的語言輸入的基礎上，進行口語訓練；作文學習方面，教師可以先安排口頭作文，在教師指正

輔導後，再讓學生落筆書寫，這樣可減少學生畏懼的書寫量，增強作文教學的效果。而上述教學方法發揮最大

效能的前題，正是ＰＭＩ教學環境下的文、言統一。 
思維語的轉變  教師在上課時使用普通話，必須做到內部語言和外部語言的統一，即其思維語與口語都

用普通話，這樣才能使表達流暢，做到情真意切。 
語言態度的轉變  要達成上述轉變，教師必須培養享受普通話的態度，這才能在學習中感悟普通話的優

美，在教學中聲情並茂地使用普通話，進而感染學生，讓他們感受中文的優美，提高學習中文的興趣。 
 
2. 學生的轉變 

對普通話態度的轉變  情感與態度是學習的內在動力。要培養學生以説普通話為榮的態度，他們才能樂

意説、主動説，才能體會普通話的文、雅、美，才能提高以普通話教授的中文的興趣。 
對中文學習態度的轉變  當學生掌握了工具書的使用，當課堂上強調感悟學習，當“語文教育成為學生

精神的樂園＂後，學生對中文的學習態度也要由被動學習，轉變為主動學習，自主學習。 
思維語言的轉變  實施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後，如果學生的思維語言不轉變，仍然進行語碼轉換，將

會重蹈ＥＭＩ的覆轍，學習效果一定大打折扣。祇有學生的思維轉變為普通話（最少在上中文課時），才能做

到內外部語言統一，以及言、文統一，才能避免由於語碼轉換引起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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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材的轉變 

“港文＂到“標準中文＂的轉變  近來很多學者注意到香港的中文的獨特性，其獨特在於和內地標準中

文的差異，進而形成了“港式中文＂的概念。ＰＭＩ的教材必須以標準中文為規範，而舊有的港式中文教材必

須從新審核，不能直接照搬。 
編寫方法的轉變  過去香港小學中文課本採取“編文制＂，由於無法擺脫粵方言環境的干扰，加之作

者、編輯的條件所限，課文內容無法達到規範性的要求。為了保證ＰＭＩ教材的水平，應採取“選文制＂編寫

教材。同時選文的範圍也要改變，不能祇選三、四十年代的作家，也不能祇選本地作家及台灣作家的作品，還

要選內地當代作家的優秀作品及優秀翻譯作品，以跟上語言變化的步伐。 
教師的把關作用教師必須成為教材的最後一個守門員，要審核教材，發現問題，及時糾正。教師必須

具備這樣的知識和能力。 
 
4.學校的轉變 

語言規劃與校內語言環境的轉變  香港普通話的使用環境極差，缺乏社區實踐機會。如果單靠中文課的

幾十分鐘來練習普通話是遠遠不夠的，因此學校要有計劃地在校內營造一個普通話的使用環境，例如，要求學

生和教職員在某些時間或場合必須説普通話，或者見到某些人必須説普通話等等，增加學生的使用機會。另

外，現在普通話課是核心課程，將來中文課也以普通話教授，兩者的分工定位、相互關係如何，各個學校也要

認真的考慮。 
教師管理的轉變  如前文所述，在PMI的轉變中，教師要面對多方面的轉變，尤其是新教法， 需要更多

的備課時間。為了提高備課效果和效率，要改變教師單打獨鬥的局面，進行集体備課，形成互相觀摩觀課的風

氣。教師教授的年級也應相對集中，減少任教科種。 
校長態度的轉變  以上的轉變必須得到管理層的支持，特別是校長的支持。要改變現在重英輕中的態

度，一個學不好母語的人，其它的語言也是很難學好的。經驗告訴我們，那些得到管理層全力支持的PMI計劃

才能取得成效。 
 
5. 考核體系的轉變 

現在進行 PMI 試驗的中學，中一到中三實行 PMI，而中四又以廣東話教授中國語文，他們説會考的中

文聆聽和會話考試用粵語，為了不影響成績，必須進行粵語訓練。顯然考試制度不改變，不做相應的調整，

PMI 也是難以全面推行的。中小學的系統性評估也存在這個問題。 
考試的目標和方法的改變  新的公開考試要配合“培養學生綜合的讀寫聽說能力及發展多元化語文能

力＂這個目標，讓成績真正反映出學生的語文素養，而非考試技巧，要扭轉由補習天王“控制＂成績的悲哀局

面。 
 
6. 家長的轉變 

對普通話、中文態度的轉變  雖然，現今多數家長是支持PMI的，有專家説這是港人講求實際效益、面

對現實態度的反映。但無可否認，部分人士對説普通話的人持有負面看法。由於少年兒童很難分割語言及其說

話人，家長的負面看法會引起學生對普通話的負面態度。因此家長必須在日常生活中，表現出對普通話的接受

甚至欣賞，潛移默化地激發學生運用普通話的欲望。 
角色的轉變  曾經聽過這樣的抱怨，小學改用普通話教中文後，家長説自己不會説普通話，沒有辦法幫

孩子復習默書。的確，這是一個問題，但是如果孩子養成了自主學習的習慣，家長還需要直接介入他們的學習

嗎？家長這時的角色，應該是監督、督促的角色，還可能是孩子的學生的角色，因為現在父母要向孩子虛心學

習普通話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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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大環境的轉變 

教育管理部門的轉變  上述轉變也需要香港教育管理部門在管理條例、規範要求、評核標準、培訓及支

援等多方面做相應調整，以配合PMI的實施。 
大語文環境的轉變  香港學習普通話的社會環境很差，主要表現為沒有社區應用環境，影響一個人語言

發展的因素除了家庭和學校之外，再有就是傳媒了。香港必須讓更多的普通話媒體及標準中文媒體在香港落

地，雖然現在已經有了普通話台和普通話節目，但我們需要適合少年兒童的內容，這樣才能吸引他們從小接觸

普通話及標準中文，為PMI做準備，也為PMI助陣。 
跨學習領域的連繫  修辭分為消极修辭和積極修辭兩大類。通常語文科偏重積極修辭，較少消極修辭的

內容。而學習消极修辭最好的科目應該是數學、常識及其它科學類的各個科目，特別是數學科，因為數學應用

題的每一句話都要轉化為數學表達，它要求高度的簡練與精確。因此為了提高學生整體的中文水平，長遠來

說，數學科等科目也應該用普通話教授，讓學生學習規範、精準的語言，也可以訓練他們以普通話進行邏輯思

維。同時應審核數學及其它科目的課本中文的規範性，避免出現“媽媽買了雞蛋３０只，造蛋糕用去１５只，

還剩幾多？＂這樣的錯誤。 
 

8.結語：一個系統性變革 

可以説 PMI 的轉變是一個系統性的全面的轉變，其效果需要各個方面相互配合、協調才能實現。如果

祇是由各別教師在中文課上轉説普通話，這樣的 PMI 將難以達到我們預設的教育目標。 
 
9. 後記 

我對本文問題的思考，始於本中心對“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專業文憑課程＂的總結與重整。學員的寶

貴意見，何偉傑教授、林建平教授、宋欣橋教授的精闢見解，與陳金才校長等國內專家的長談，藍田循道衛理

小學的寶貴經驗，特別是張勵妍老師一封封深宵發出的電郵──發人深省的問題，新颖獨到的見解，及對學員

情深意切的關懷與理解，都是本文論點的來源，應該説這篇文章是眾人智慧的結晶。我希望本文能帶出更多的

思考與研究，使ＰＭＩ這個轉變得以順利實現，最終讓我們的學生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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