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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教研通訊
香港中文大學

普通話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

重點： 普通話教中文：拼音教學座談會會議紀要 (見第9-13頁) 

第一屆研究生論壇成功舉辦
　　為提供一個學術平台，讓老師們有互相分享

和交流的機會，第一屆普通話教育研究生論壇於

2010年11月6日順利舉行，本次主題為“識字教

學與拼音教學”。參加論壇的人數比預期的多，

研討氣氛熱烈。會上，由畢業生郭漢杰、陳夢

夷、任鶯和王玫娜四位老師就不同的題目發言。

他們的講題分別為：〈我校漢語拼音教學的實

踐〉、〈談談識字教學〉、〈普教中配合合作教

學有效提升學生普通話溝通能力〉、〈愉快地學

習語言事半功倍〉。他們的講題都引起與會老師

們熱烈的討論，一直到論壇結束，大家還意猶未

盡留下來個別交流實踐經驗，直到六點半才陸續

離開。討論的焦點集中在拼音教學的課程設置和

直讀法的探討上，彼此就自己學校的實踐情況互

相解讀，是一次很難得的經驗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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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世界眾多語言中，漢語是一種具有鮮明特

徵的語言，記錄漢語的書面符號 ─ 漢字，也是一

種特徵明顯的文字符號。由於漢語、漢字的特殊

性，識字成為語文教學中一個必不可少的重要組成

部分，這大概是漢語文教學的一大特色。

　　漢字具有字形、讀音和字義三要素，這三種要

素各自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和規律性，三者之間的

聯繫也包含著許多特殊的現象和規律。識字教學若

能循這些規律安排教學內容、開展教學活動，往往

會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僅就漢字的字形而言，其中就蘊涵了大量而豐

富的類別信息和表意信息。現在我們把視線指向漢

字與傳統文化的關聯這個領域，仔細觀察就可以看

到，漢字字形所反映的文化信息是非常豐富和深厚

的，這些信息已經深入漢字骨髓，蘊藏在漢字的海

洋之中。可以說，在識字教學中，只要有心，點點

滴滴皆成文章。

　　首先，從漢字的字形特徵往往可以在不同程度

上探究它們所包含的文化要素，例如漢字裡面一些

表示顏色的字常常歸“糸”部，像“紅、綠、紺、

絳、緋、紫”等。《說文解字》中從“糸”且表示

特定顏色絲織物的字更多，有些在發展演變過程中

逐漸停止使用了。

　　從這種現象中自然不難推斷出，我們的祖先在

生產出絲織品之後，很快也就掌握了絲織品的染色

工藝，而且所運用的色彩非常豐富，也因此創造了

燦爛的絲綢文化，開闢了橫跨亞歐大陸、舉世聞名

的絲綢之路。

　　根據教學對象等具體情況，從表示顏色的字出

發，再進一步，還可以比較系統地探究古人的顏色

觀，以及與此相關的文化現象。

　　“糸”部字雖然能夠反映顏色種類的豐富多

彩，但其本身所表示的顏色卻無一為“正色”，均

識字與傳統文化：兼談漢語拼音教學

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      張一清

系“間色”，即“正色”混合所致的雜色，而古人

認為的“正色”是“赤、黃、青、黑、白”。《周

禮．考工記．畫繢》：“畫繢之事雜五色，東方謂

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

謂之玄，地謂之黃。” 

　　五色又與五行、天地等相聯繫。古時把天分作

東西南北四宮，分別以青龍（蒼龍）、白虎、朱

雀、玄武（一種龜形之神）為名。實際上是把天空

分為四部，以每部中的七個主要星宿連線成形，以

其形狀命名。地則通過社稷壇鋪設黃、青、白、

赤、黑五色土表示五行觀念。 

　　按照戰國末陰陽學家鄒衍提出五行相生相勝

（克）說，五種正色相生相勝則出10間色：紫、

橙、緗（淺黃）、灰、綦（深藍）；綠、褐黃、深

紅、紅（淺紅）、縹（淺藍）。

　　另外，從漢字與詞語的聯繫也可以探究文化方

面的內涵，比如“嶽”與“三山五嶽”。

　　五嶽，是中國五大名山的總稱，分別為東嶽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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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嶽華山、中嶽嵩山、北嶽恒山、南嶽衡山。

有研究認為，“五嶽”一詞來源於中國的五行思想

與對山嶽、山神的崇拜，傳說盤古死後，頭和四肢

化為五嶽。 

　　《尚書》有東、西、南、北四嶽，而無五嶽。

《周禮•大宗伯•大司樂》始言五嶽，而不言為何

山：“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漢武帝時，

正式創立五嶽制度，並登禮天柱山封為南嶽。漢宣

帝神爵元年頒發詔書，確定以泰山為東嶽，華山為

西嶽，霍山(即天柱山）為南嶽，恒山為北嶽，嵩

山為中嶽。隋文帝統一南北朝後，於開皇九年(公

元589年)詔定湖南湘江之濱的衡山

為南嶽，廢霍山為名山。

　　五嶽也與五行相聯繫。東嶽岱

（泰）山從“木”；西嶽華山從

“金”；中嶽嵩山從“土”；北嶽恒

山從“水”；而南嶽衡山從“火”。

　　另外，南嶽衡山對應天上的軫

宿星座，而軫宿星座主管生死。特別

是該星座中的“長沙星”據稱“主

長壽、子孫昌”。漢代張衡《天象

賦》雲：“長沙明而獻益壽”。有

史料記載，從大唐到晚清，歷代帝

王親自駕臨或遣特使到南嶽壽山“祈

福求壽”的就有115次之多。宋徽宗

在南嶽曾題“壽”兩個大字。清朝

康熙皇帝也曾親筆禦書《重修南嶽廟碑記》，其中

寫道：“南嶽為天南巨鎮，上應北斗玉衡，亦名壽

嶽。” 這就表明了習語“壽比南山”的來源。

　　從漢字使用過程中的用字情況，有時亦可探究

對外來文化的吸納現象，比如“○”的出現。

　　《現代漢語詞典》等工具書已收錄“○”，釋

義為：數的空位。但是無法歸部檢索，一般按照難

字檢索處理。

　　一般用例： 二○○九年八月六日；約一八三

五○○項

　　特殊用例： 性能測試從○開始；服務○距

離，購物○風險，就在……（表

示沒有數量）

　　表示基本數目的兩套漢字：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壹、貳、三、肆、伍、陸、柒、捌、玖、拾

　　後者行於西漢，被稱為會計體數目字，據考是

武則天欽准此代用法。明朱元璋接受戶部尚書開濟

奏章，為“以防奸胥改竄”之由，令此十字只用

於“官私文書”。

　　“○”與“零”就其形體適配性似乎天然分屬

兩套，然而問題是：其一，○雖然之于古漢字當渾

然一體（古漢字筆形四相：點、直線、弧線、封閉

圓。且古漢字“圓”即為○），但對於現代漢字，

則有非我族類之感（因為隸變後現代漢字筆形剩兩

相：點和直線）；其二，“○”與“零”在表意範

疇上是互補，還是對立？

　　把數目空位記作符號“○”，據考證當起源於

印度數碼。公元前3世紀，印度出現了整套數字，

但在各地區的寫法並不完全一致，其中最有代表性

的是婆羅門式：它的特點是從1到9每個數字都有

專用的符號來表示，不過印度人在這個時候還沒有

用0這種符號。0這個數字是到了笈多王朝（公元

320—550年）時期才出現的。公元4世紀印度人完

成的數學著作《太陽手冊》中，開始使用0這一符

號，只不過當時是實心的小圓點（唐瞿曇悉達《大

唐開元占經》卷一•四“其字皆一舉而成，九數至

十，進入前位，每空位處，恒安一點”）。把數字

零記作0，據目前考證，出自公元876年印度瓜廖

爾的一塊石碑上，該石碑清晰地刻著數字0（270

、50）。

　　從字形入手，的確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彰顯文化

方面的內涵。另一方面，漢字的讀音於識字而言也

是十分重要的，漢語拼音教學則恰好能夠起到輔助

識字、正音和學習普通話等作用。

201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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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地漢語拼音教學有三種基本教學方法：雙拼

法、三拼法和直呼（直讀）法。

　 　 顧 名 思 義 ， 雙 拼 法 就 是 把 音 節 分 為 聲

母、韻母兩部分進行拼讀，例如b+o→bo，l+ 

iao→liao，ch+uang→chuang，等等。按照這種

方法進行教學，聲母、韻母拼讀成音節的方法前後

一致，都是聲母和韻母兩部分拼讀成音節；聲母發

類似音節的呼讀音，因此有人戲稱之為改良了的反

切（因為韻母一般都能自成音節）；比較而言，韻

母數量相對多一些。

　　三拼法主要是指對於包含韻頭（介音）的韻

母，再將其拆分成韻頭和其他兩個部分。拼讀時，

這樣的音節就處理為由三個部分拼讀在一起，比如

l + i + ao → liao，ch + u + ang → chuang，

等等。其教學過程中，聲母、韻母拼讀成音節的方

法有兩種：不包含韻頭的音節與雙拼法同；包含韻

頭的音節則如前例。聲母也發呼讀音。由於把韻頭

處理為一個相對獨立的部分，因此，韻母就不包括

含有韻頭i、u、ü的韻母，韻母數量與《漢語拼音

方案》相比減少為24個 。

　　雙拼、三拼基本理念一致，均認為漢語雖然音

節化特徵鮮明，漢字的讀音也與音節整齊對應（存

在個別聲化韻的特例，如：嗯、呣），但是音節可

以拆分成更小的構件 ─ 聲母、韻母等，然後再由

這些部分組合而成。它們一般也都把半元音 y、w

處理為聲母，另外，一些不便採用拼讀法或暫時不

易向學生講明原理的音節，教學中一般採用整體認

讀法。這樣的音節一般有16個。

　　直呼法和直讀法的教學理念及教學要求和教學

結果基本相同，教學過程則小有差異。直讀法學習

音節直接從整體入手，不經過任何拼合過程。直呼

法則是雖然也通過聲母、韻母拼合構成音節，但聲

母在拼讀過程中並不是發呼讀音，而是通過其輔音

性質的發音部位和發音方法控制、支配韻母，聲、

韻母之間強調氣流不間斷。

　　兩種教學法都強調音節的整體性，強調音節是

讀出來的，而不是拼出來的。這種做法有助於學習

者提高識讀音節和詞語的速度，從而為讀詞甚至讀

句打下基礎。有實證數據表明，採用直呼法和直讀

法學習漢語拼音的學生，不僅認讀音節和詞語的速

度較其他學生快，而且其反應形式具有整體辨識音

節的特徵。

　　不論採取哪種教學方法，漢語拼音在語文教學

中的正音作用都是十分重要的。對於方言地區的學

習者而言，除了重點音、難點音之外，還有兩點需

要留意：一是漢字的同音和多音在普通話中和在方

言中往往不一致，例如“執/直”“王/黃”等；

二是普通話中一些重疊式的變調情況，例如“白茫

茫/黑茫茫”，前者的“茫”變作陰平，後者則不

變。

　　拼音教學中，普通話詞語的積累也很重要，其

中有兩種情況需要格外留意：一種情況是借助拼

音讀單字時發音準確，但是說詞語的時候基本上回

歸方言；另一種情況是用普通話音說方言詞語，

也就是普通話音為表，方言語詞為實，如：筆刨

（b bà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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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語言學習是語文教學的主要任務

　　我們知道小學語文教學的基本任務是教學生學

習語言，發展言語能力包括口頭言語和書面言語。

然而，在我們的教學過程中，理解和運用語言，是

否真正成為語文教學的首要任務呢？我認為並沒

有。

　　這與語文學科的特殊性有關。語文學科的一大

特點就是綜合性特別強，它除了學習語言，還承

擔著文以載道、思維開發以及非智力因素培養的任

務。回顧語文教改所走過的道路，從強調政治思想

教育到重視文學知識和語言基礎知識的教學；從強

調發展發展智力、培養能力、注重學法指導、思維

訓練到現在的注重學習興趣、學習習慣的培養，注

重人文精神的塑造。語文教學的內涵在不斷豐富，

使一篇課文可以教學的內容越來越多，語文教學也

變得越來越複雜。

　　然而，令人深思的是，語文教學內涵的擴大，

並沒有使教學的質量明顯地得到提高。學生對語

文的興趣，在語文學科上的投入相對於其他學科，

是隨著年級的增高而減少。這是什麼原因呢？我認

為，問題就出在對語文教學任務的認識產生了偏

差。也就是說，多年來語文教學的改革，圍繞語文

教學的各項任務四面出擊，並且受各個時期改革重

點的左右，使我們對語文教學的主要任務究竟是什

麼這個根本問題的認識變得模糊了。強調文道統

一，語文教學的主要任務自然就成了政治思想教

育；強調加強“雙基”（基礎知識基本技能），語

文知識教學理所當然成為語文教學的主要任務；現

在強調在注重知識與技能培養的同時，還應注重過

程與方法；態度、情感與價值觀的課程目標，研究

的重點就很自然的轉向思維訓練、學法指導。一門

學科的主要任務是隨著形勢的變化而變化，而不是

根據這門學科的特性確定的。主要任務的不斷變

化，必然導致學科特性的異化。

談小學生語言習慣的培養

　　我認為，

無論語文教學

的內涵如何擴

大，語文學科

的任務如何增

加，小學語文

教學的主要任

務仍然是學習

語言。小學生

正處於語言發

展 的 最 佳 年

齡，他們詞匯

貧乏，掌握的

句式也非常有限，對於他們來說，擴大詞匯量，熟

悉各種句式，是學習語言的首要任務。

　　小學生學習語言是通過讀一篇篇課文來實現

的。因此，學習一篇篇課文最主要的任務就是學習

課文中的語言，也就是說，讓學生理解、積累並運

用課文中的詞語、句式——這些最基本做活躍的構

成語言的材料。課文中的新詞應該讓學生吸收、積

累；課文中學生陌生的句式應該讓學生熟悉、內

化。

　　然而，在許多老師的課堂教學中，對語文教學

其他任務非常重視，恰恰是對“學習課文中的語

言”這一語文教學的主要任務卻反而忽視了。學生

學完了一篇課文，往往裡面的思想內容理解了，語

文知識也學會了一些，語文學法或許也掌握了一

些，但是課文卻沒有讀熟，課文中的詞語句子在腦

子裡印象不深甚至沒有什麼印象。這樣教學語文，

學生的語言怎麼能夠得到充分發展呢？

　　當然，思想教育、語文知識、思維能力、興趣

習慣等等，毫無疑問也是語文教學的任務。但是，

我們應該認識到，這些任務和學習語言的任務並不

等同，更無法取代，不是同一層面的任務。

上海市浦東新區建平實驗小學      沈偉棟

201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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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怎樣培養學生的語言習慣

（一）基於文本，培養學生良好的語言習慣

　　對學生語言習慣培養的渠道主要有兩個：課堂

之內和課堂之外。課堂之內要主抓的就是基於教材

文本，通過聽說讀寫的訓練手段以達成課程目標。

教材裡面有豐富的、可供學生學習運用語言的方式

和技巧，是學生學習語言的例子，是學習遣詞造句

的例子，也是學習佈局謀篇的例子。我們必需能夠

從教材文本中挖掘出讓學生學習的例子，讓學生學

習完一篇課文就能有一項收穫，也就是一課一得，

課課有得，學生的語言能力才能日有長進。為此，

在我們的語文教學中，要注重將語言訓練放在教學

中去進行。

1、抓詞語，言語轉換在“解”上

　　中國美學家教育家朱光潛說，在文字上推敲實

際上是在思想感情上“推敲”。在詞語教學中，我

們經常見到教師脫離語文場景，就詞解詞。培養學

生理解、積累、運用詞語的能力，是離不開具體的

詞語場景，只有創設與當前教學內容和諧一致的教

學場景，才能最大限度地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

激發其創造性，內化語言。

　　如何提高詞語教學的有效性呢？例：一位教師

在執教《鎮定的女主人》一課時，先讓學生按照故

事的發展順序“女主人宴請客人 ─ 發現眼鏡蛇盤

在她的腳上 ─ 女主人讓保姆用牛奶把眼鏡蛇引到

陽臺上”來仔細揣摩課文。文中有些詞語對學生理

解文本起了關鍵作用，為此該教師要求學生抓關鍵

詞，讀懂課文。

　　學生分組學習，選擇自己重點學習部分，之後

再通過尋找詞語來學習。比如有的小組學習“發

現眼鏡蛇”時候，找到“吩咐”、“迷惑不解”來

幫助理解女主人面對危險臨危不懼、機智果斷的難

能可貴；借助想像，理解“慌亂”，並嘗試運用。

又如，通過對“鎮定”來揣摩讓保姆用牛奶把眼鏡

蛇引到陽臺上這一過程中女主人複雜的心情。在理

解“吩咐”的基礎上，教師出示一組類似的詞：叮

囑、囑咐、關照、告訴。引導學生理解詞語，以此

及彼，以點帶面，歸類解詞。

　　案例中，詞語已不是一個個抽象的符號了，它

整體呈現在學生面前。教師教給學生解詞的方法，

努力調動學生生活經驗和已有的知識積累，用語言

對詞語進行情景描述，使詞語作為一種意象，根植

在學生的頭腦之中。學生由易到難，從點到面，學

得生動，學得主動，在言語轉換實踐中迸發出思維

的火花，開拓了思維，培養了語言。

2、抓句子，言語轉換在“說”上

　　語言教學是語文訓練最重要的內容，言語的發

展離不開扎扎實實的句子訓練。教師要以教材的語

言為本，以教材為例子進行模仿運用，引導學生學

習語言。

　　例如：《鎮定的女主人》一文，基於這篇課文

語言比較直白，人物怎麼想的，就往往怎麼說，怎

麼做。因此，我們也可以根據人物所說、所做，去

猜測人物當時的想法，走進人物的內心世界。教學

時，教師就引導學生抓住描寫女主人言行的句子，

聯繫上下文，去想像女主人當時的想法。並用上這

樣句式去表達：女主人看到(感到)         ，心

想：           ，於是，怎麼說(怎麼做)。這樣，

利用文本可轉換的語言因素，適時適度地進行課文

語言的轉換訓練，即聯繫上下文理解了課文內容，

又給了學生運用語言的機會。

　　再如，教學《全神貫注》第一自然段時，請學

生用“雖然……但是……所以……”這組關聯詞說

說羅丹為什麼要修改女像。學生回答道：①雖然女

像儀態端莊，但是羅丹覺得還有毛病，所以要修改

女像。②雖然女像不愧為是一尊傑出的作品，但是

羅丹發現女像的左肩有點偏，所以要修改女像。③

雖然女像雕塑得很不錯，但羅丹自己端詳了一陣，

發現女像的左肩偏了一點，所以要修改……可以看

出，學生是在理解的基礎上對課文的言語材料進行

了重組，把從文中學到的新詞新句融入到自己的語

言中，並加以靈活運用。

3、抓段落，言語轉換在“寫”上

　　我们的语文课中的语言教学，往往只停留在

“理解”这一水平级上。课文中词语、句子的意思

学生理解了，里面所包含的语言知识学生领会了，

教学任务就算完成了。除了课文课后练习要求造

句、仿句，绝大部分的词句不要求学生运用。教学

中几乎看不见教师教完课文后设计一些练习，让学

生运用课文中新学到的词句。理解语言和运用语言

是学习语言过程中两个不同的层级。我们看到，理

科教学很注意知识的迁移，讲了新的知识以后，一

定要设计练习让学生练一练。语文课一堂课下来字

词句篇知识讲的倒是不少，但是什么时候迁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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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语文课教的语言和知识，不能总停留在教师讲

过、学生领会这一水平级上，而是应该抓住重点，

精心设计一些练习，尽可能使学生通过练习，及时

地将一部分词句转化为自己的积极语汇。我想，语

文课应该多一些运用语言的环节，也就是说，在一

篇课文的教学过程中或者教学完以后，要保证有一

段时间让学生运用课文中词语和句式写一写练一

练，这样才能使语言得到健康的发展。 

　　如《太阳》一文的前两个自然段在说明太阳的

远和大两大特点时，运用了列数字合作比较的说明

方法，以及运用这种方法的好处。学习第三自然段

时，教师就让学生写一段话，在课文已经运用列数

字的方法基础上，加进作比较的方法来说明太阳的

热。于是学生写道：“太阳会发光，发热，是个大

火球。它的温度很高，表面温度有6000摄氏度，

中心温度估计是表面温度的3000倍。我们平时所

见到的能够把万物化为灰烬的熊熊大火，温度不

过800摄氏度左右，太阳表面温度大约是它的7.5

倍。就是钢铁碰到它，也会变成汽。

　　可见，利用教材文本可拓展的“因素”，让学

生在理解的基础上对课文的言语材料进行拓展，

让学生在此基础上进行模仿，进而在模仿中有所创

造。这种借鉴规范的言语材料，来提高学生的言语

能力，勿庸置疑，是教学中的有效做法。

4、抓篇章，言語轉換在“移”上

　　課文僅僅是語言的一種範例，是語言學習的一

種載體，學習語文固然必須學習課文，但學習語文

肯定不是為了學習課文。在很多人眼裡，觸手可及

的往往只有言語的內容、意義，而容易忽略言語形

式。語言教學必須明確自己的使命，排除語言文字

所承載內容的干擾，並從中概括出“文本語言”的

表達規律，教會學生借鑒“文本語言”，掌握組織

語言文字的方法，逐漸提高運用語言文字的能力。

如篇章模仿運用。像《美麗的小興安嶺》的概括

和具體結合寫景的方法，《西湖名堤》的按遊蹤抓

特點的寫景方法，《花鐘》的三段式結構等等。教

師可以要求學生根據新學習的篇章結構，運用自己

平時積累的詞語進行重構。這樣教學緊扣且超越文

本語言，學生在模仿遷移的過程中，將“潛在的文

本”變成了“現實的文本”，語言、思維均得到了

訓練。

　　語言的轉換首先應該是語言材料的轉換。純粹

的語言形式的轉換是一種機械的語言訓練，語言形

式的轉換應該與語言材料的轉換同步，讓課文中言

和情在轉換中和諧共振，比翼齊飛。如：轉換文本

的文體，將古詩轉換成記敘文，說明文轉換成記敘

文或童話等，轉換文本的人物、轉換文本的情景、

轉換文本的地點、轉換文本的順序等。在不同語境

下，結合學生個性認識，讓學生內化運用文本言

語，使消極言語變為積極言語。

（二）基於課外閱讀，培養學生良好的語言習慣

　　建平實驗小學在制定具體的培養目標時，規定

建平的孩子在小學階段除了完成規定的國家課程

外，還必須做到：背誦古詩200首；通讀中外名著

100冊；聆聽各類講座30場；參加2—3個跨學科的

研究性專題學習，並能撰寫出小研究論文等。

　　這是基於怎樣的思考呢？

　　長期以來，大多數語文教師的課堂都是圍繞著

教材進行的，教材在教師心中的地位也是神聖而權

威的。儘管很多教師已經意識到，僅靠教材培養學

生的語文能力和文學素養是遠遠不夠的，但是相關

教學大綱和教學進度的限制，再加上擔心學生的考

試成績受影響，種種因素讓教師不敢跨出教材的約

束。

　　語文教育不能把語文教材看作是語文課程的全

部。學生要提高語言素養，只靠學習教材是不可能

解決問題的。

　　要想讓學生獲得較高水平的語文素養絕不能只

靠教材，“教材只是一個讀寫範例，主要用於教會

孩子如何讀懂一段話和一篇文、如何造句和表達。

　　學生要學好語文，應該讓孩子們更多地誦讀和

閱讀，給孩子們充分的母語滋養。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和“讀書百遍，其

義自見”強調的就是要多讀、熟讀，多積累。語文

新課程標準明確規定，要求學生“大量閱讀，積累

課文中的優美詞語，精彩句段，以及在課外閱讀和

生活中獲得的語言材料；背誦大量的優秀詩文；養

成積累語言材料的習慣”。

　　語言積累是提高學生語文能力的基礎，學生只

有在大腦中儲備足夠數量的語言材料，才能保證

運用時隨意支取，保證語言表達的準確、生動和精

練。培養學生的語言積累能力，充實語言倉庫，

201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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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就是引導學生廣泛閱讀，擴大閱讀量，真正做

到“厚積而薄發”。語文學習的“積”就是對語言

文字的積累和吸收，其途徑主要依賴於閱讀，閱讀

是積累，是儲藏。但是，僅靠課上讀，靠讀課本，

是遠遠不夠的，葉聖陶曾說過“要養成一種習慣，

必須經過反復的歷練。必須在國文教本以外再看其

他的書，越多越好。”有了豐富的語言積累，學生

的讀寫能力才會增強。

（三）基於語言實踐，培養學生良好的語言習慣

　　學習語言和學習語言知識其實是語文教學中的

兩項不同性質的任務，不能混為一談。就像造房

子，前者是提供磚頭、木頭等建築材料，後者是研

究房屋樣式，畫建築圖紙。如果光是研究房屋有哪

些式樣，怎樣畫圖紙，而缺乏必要的材料，那麼再

好的圖紙設計也造不出像樣的房子來。現在有些學

生學完一篇課文，記住的都是經過高度概括的術語

概念，比如“總分總寫法”、“對比寫法”、“承

上啟下過渡句”、“動作描寫”、“比喻句”、

“擬人句”等等，而課文中包含這知識的具體語言

卻沒有記下來，那麼這孤零零的知識除了對付測驗

考試，對指導學生正確地運用語言究竟有什麼好

處，不是很值得商榷嗎？

　　兒童學習語言主要通過模仿習得。從兒童學習

語言的過程來看，學習語言遠比學習語言中所包含

的知識容易的多。因此，必須通過大量語言實踐活

動才能掌握。因此，語文的學習過程首先應該遵循

語言的“習得”規律：感知-理解-積累-運用。所

以，要把課文中的語言轉化為學生的語言，用語文

語言豐富、擴展、改造、發展學生的語言。在語文

教學過程中，我們對課文詞、句、段、篇和語文知

識的教學不能僅僅停留在理解上，一定要在運用上

下功夫，因為學生語言運用能力通過反復的練習獲

得的。為此，我們提倡課堂教學以“積累運用為

主”。做到四個重視：1、重視背誦；2、重視聽

說；3、重視複述；4、重視朗讀。

 “萬丈高樓平地起”，學生良好的語言習慣不是

一朝一夕就能養成的，需要我們長期堅持不懈，從

一個字，一個詞來引導，從一點一滴的小事中去督

促。讓我們一起為探索語文學習規律、切實提高語

文教學效率而努力。

　　2010年3月，本中心應中國建設銀行(亞洲)的邀

請，為銀行各部門員工編寫“普通話自學課程”。

課程配合銀行業界的需要，著重聽說普通話能力的

訓練，幫助學習者掌握銀行專業詞彙和用語，建立

與客戶溝通和應對的技巧，從而達到業務上語言應

用的要求。

　　課程的主體學習材料包括《漢語拼音自學課

程》和《會話課文》兩冊。課文對話的設計，以銀

行各部門工作為情境，共14課，課文後重點介紹

銀行專業用語，書後更編有詞彙索引，方便查閱。

兩冊並分別含練習、課業和評估。在學習套內，還

附有音像光盤，內容包括一個發音示範的影像檔案

和各課課文錄音檔案。

　　此課程由大學的學術單位與商業機構共同合作

編寫而成，別具意義。課程編寫過程中，中國建設

銀行(亞洲)提供了各種與銀行業務相關的資料，以

及對教材內容給予專業意見，而中心作為研究和教

學 機 構 ，

則 為 課 程

提 供 強 大

的 語 言 教

學 資 源 支

援 ， 如 網

上 學 習 資

源 和 導 師

輔 導 。 我

們 更 邀 得

深圳大學中文系湯志祥教授為課程撰寫序言，中文

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所長盧乃桂教授為本書封面題

字。課程自學套今年年初已正式出版，由銀行方面

分發到各部門員工使用。

　　中心歡迎與各專業機構合作，發展專業普通話

課程及協助機構培訓員工普通話。

《銀行業務普通話自學課程》出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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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教學座談會  會議紀要

主持

　　先談談開這個會的背景。

　　我們在跟教師學員的接觸，或者到學校去做支援服務的過程中，發現老師們非常關注初小怎

樣實施拼音教學。在初小教拼音事實上是經歷一個轉型，因為在現有課程綱要中並不是這樣安排

的。目前很多實施PMI的學校都有自己不同的做法。今天有幾位第一線老師參加座談，他們正在

實踐不同的方案，可以介紹一下。我們這個會議，希望共同探討實施拼音教學中面對甚麼問題、

有甚麼建議、我們在這個轉變中擔當甚麼角色。

　　今天的內容主要包括：有效的拼音教學法、拼音課課程設置的模式、教材的融合調適。

　　以下請各位發言。

鄧鳳莎  ─  肢體教學法

　　我曾經在小學一年級做過一個拼音教學的行動

研究，試驗學習韻母的成效。對小學生來說，記憶

韻母是其中一個學習難點。我嘗試運用肢體教學法

的理論，設計了一套“韻母操”，讓學生邊說口訣

邊做，通過反復操練，令短期記憶化為長期記憶。

　　韻母操的操作，是先讓學生把韻母的讀音跟

某些形象聯繫起來，例如ia音，讓人聯想到鴨子的

“鴨”，就編一個口訣，如“鴨子鴨子ia ia ia”，

然後配上鴨子走路的動作，反復練習，再變為代表

圖畫。

　　我們可以看看課堂活動的情況：

(1) 老師出示韻母卡(有圖畫提示動作)，學生

唸口訣，如，看到“ia+鴨子圖”，學生

唸“鴨子鴨子ia ia ia”；(見附圖一)

(2) 老師出示圖卡(沒有拼音)，學生唸口訣；

(3) 老師出示圖卡(沒有拼音)，學生直接唸韻

母ia。

　　小孩子多喜歡活動，動作對加強記憶很有所幫

助。我還會在每節課課前5分鐘用來複習，鞏固學

習的成果。

　　“韻母操”的教學成效，我用了觀察的方式進

行評估。主要是這幾種形式：

　　評估一：老師做動作，小組共同默寫出韻母。

　　評估二：看韻母，學生做動作。

　　評估三：提供韻母選擇，學生看圖填韻母。

　　評估的結果很正面，幾乎全部學生都答對。評

估適宜多元化，避免光是默寫拼音符號。

“韻母操”部分的內容及動作

ai (挨在一起)
ei (打招呼手勢)
en (摁的動作)   
ao (奧運奧運 ou ou ou) (五環手勢或抓癢動作
(粵語說“拗ao”)

ou (海鷗海鷗 ou ou ou) (伸手飛)
an (安靜安靜 an an an) (叫人安靜的手勢)
ia (鴨子鴨子 ia ia ia) (鴨子走路)
iao (彎腰彎腰 iao iao iao) (彎腰)

主題：在初小普教中(PMI)班實施拼音教學面對的問題
日期：2010年7月24日
出席：
中心導師：張勵妍、宋欣橋、林建平、余京輝、余希慈、張美靈、黃虹堅
PMI課程畢業學員：許玉嬋、李老師、施小玲、鄧鳳莎

201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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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建平  ─  拼音教學就是音節教學

　　學拼音最終目的是給常用漢字寫出拼音，看拼

音能讀出來。事實上，視讀拼音是很高的要求。

　　目前的情況不理想：現有大綱對拼音學習目標

不清晰，要求不具體，基本上沒有音節概念。學習

週期長，但效能很低。小六學生讀不出拼音句子的

情況很普遍。

　　這種情況值得思考，拼音教學存在甚麼問題?

　　“拼音是識字、正音和學習普通話的基礎”

(張拱貴，1957)。拼音是聲韻調三位一體，傳統是

先分後合，直讀法是整個音節教給學生，學好了基

本韻母，就直接呼讀整個音節。這樣就是回歸了本

源，不必聲-韻-音節走三步，直接讀音節，就是一

步到位，強化整體記認。

　　對初小學拼音，我有這樣的設想：先建立音節

概念，有一個音節總表，然後把總表切分，把400

個音節解剖成了若干小表，每個教節解決一個重

點，利用漢字帶出重點音、反復呼讀音節，吃透這

一部分的音節。學習綱要應該改變聲母、韻母、聲

調這樣的思路，學習內容應該是音節、音節表、音

節教學，最後以音節作為評估手段，是最終的考查

目的。

　　關於評估，學生只知道知識，只重視記認聲

母、韻母等，卻沒有能力。新的理念強調學-教-

評，學習好比人體的經，評估是人體的絡，評是為

了促進學習。目前小學的拼音考卷太簡單，應該考

查拼寫音節能力。這樣學生才不會高分低能。

張勵妍  ─  校本拼音課程設置的幾個  

　　　  　  案例

　　我來談談拼音課程如何安排的問題。根據我接

觸過的一些學校，了解到他們的普教中班拼音課

程設置的情況，主要有幾種類型，我在這裡介紹一

下：

　　密集型：開學頭5周，利用中文及普通話課

節，集中教授拼音，共約30節，可完成整套拼音

系統的教學。

余希慈  ─  聲韻調教學及拼音活動

　　針對小學生的拼音教學，要切合年齡特點。基

本的方法，是把複雜的東西變成簡單的東西，如用

口訣、快板、兒歌等輔助，便於記憶。

　　拼音跟漢字是“兩張皮”，漢字沒有“音”的

表現，拼音字母才跟“音”直接對應。我們要提

倡音和字結

合，利用學

字的過程，

引出拼音的

概 念 。 過

去，多數在

對付難認的

字或讀不準

的字時才用

上拼音，我

認為常用字

上也要出現拼音，拼音字母要天天見面，不應該學

拼音歸學拼音，學課文歸學課文，應該結合一起。

　　聲母韻母加起來數目很多，要想辦法幫助學生

記憶，除了上面介紹過的記憶法，在這裡我想談談

整體記憶。

　　分散學完了拼音的系統，要有一個整體(集中)

的複習。

　　聲母韻母都可利用其排列次序的特點，幫助記

憶。如韻母表的排列，體現了韻母組合關係，可先

練習單韻母，然後組合出簡單複韻母和鼻韻母*，

幫助學生先記住開口呼的韻母，反複練習到熟練，

然後組合引出i行、u組、u組。每個韻母在韻母表

都有固定的位置，可以利用韻母表讓學生擺出所有

韻母，自行拼讀。(*林建平：說韻母拼合關係要慎

重，如ian在韻母表的位置事實上並不代表是i和an

組合。)

　　為加強記憶，也可以編些兒歌幫助學生唸熟，

如韻母歌。也可利用各種活動或遊戲形式強化訓

練。

　　拼音學習也可融入生活，利用身邊的事物(網

址、名片)，介紹說明拼音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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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型：開學初或上學期內，用2-6周不等，利用

中文及普通話課節，集中教授拼音，先完成聲調、

聲母和部分韻母(單、複韻母)的教學，然後在上學

期餘下時間，利用每周一節的中文課，完成拼音課

程的其他內容。拼音系統教學基本可在一學期內完

成。

　　分散型：在一學年內(一年級) 把拼音課程內

容分散在中文的每節課中，佔用每節約10分鐘。

每個學習單元安排一個拼音教學重點，每學期完成

8-10個重點，一學年完成整套拼音系統的教學。

　　這些個案的共同特點，是把教學內容盡可能濃

縮，提前完成，至於教學效果如何，教學重點的安

排是否合理，請有關的老師補充。

余京輝  ─  學校支援服務的經驗和校

　　　  　  本教材檢視

　　最近為普教中的學校做支援服務，為他們審視

拼音教材的過程中，發現共通的問題是拼音學習系

統的問題。他們都發展自己的校本拼音系統，主要

是參照內地：聲母23個，韻母24個。內地的24韻

母不含介音韻母，這跟香港習慣不同。香港一般老

師對介音韻母不教都很不放心。

　　他們也出現多種教材不協調的問題，校本教材

有一個拼音系統，普通話科的教科書也有一個拼音

系統，而普教中的中文課本，又把拼音系統分散在

各課當中。各種材料的系統可以是不關連，或不協

調的。

　　再有就是教學安排。學校現在面對幾個問題： 

(1)拼音甚麼時候開始教?普教中之前開始，還是同

步開始?有的學校在教課文之前用2周集中教拼音，

看來效果不好，同時要面對跟不上粵語班進度的問

題(一個年級中部分班級以普通話教中文)。分散學

的話，面對的問題是分散的時間多長? 是一個學期

還是一個學年? (2)拼音系統教完後，怎麼持續?從

課程安排的角度，很多學校普通話課還一直有“語

音”教學內容，這就出現跟普通話課如何配合的問

題。還有在往後的年級如何安排鞏固拼音的內容。

　　這裡有一個問題很有意思，老師們似乎擔心拼

音以後不教了學生就會忘記了。這裡存在一個很大

的誤區，老師們沒有認識到，普教中的過程中

就應該應用拼音，這就可以鞏固。拼音在普教中課

堂中到底怎麼用，需要多關注。

　　很多老師過於強調拼音的知識性，擔心拼音知

識教不好，那是不了解工具性是拼音的本質，教學

也就變得重知識講解，不是以應用訓練為主了。

許玉嬋  ─  校本課程設置經驗 ( 4周密

　　　  　  集式教學 )

　　我是一年級普教中班的中文老師兼班主任，目

前我們一年級兩個班是普教中班，另外三個班用粵

語教。我們拼音教學實行的是剛才張老師說的“密

集型”課程。我們在普教中班用5周集中學拼音，

其實這樣會造成跟粵教中班在進度上的不一致，但

因為我們一年級上學期不考試，讓我們安排教學內

容時比較有彈性，可嘗試不同的方法。

　 　 我 們 每

周 有 4 節 上

中 文 ， 而 有

7節 (連普通

話2節 )上拼

音 ， 頭 三 次

中 文 默 書 會

默 寫 聲 母 、

韻 母 ， 也 會

用 工 作 紙 配

合。在這5周裡，中文的課文教學也會有相關的語

音重點，這5周以後，拼音內容在2節普通話課裡

延續，主要是複習。

　　平時我們重視給學生應用拼音的機會，如貼出

拼音卡，讓學生拼讀出詞語、句子; 或給學生閱讀

注了音的讀物(如唐詩)，不會讀的字他們就會利用

拼音自己讀出。圖書館有拼音讀物的專櫃，學校空

間也會配合營造普通話的氣氛。在活動方面，學校

有普通話大使，還有，普通話廣播站的（普教中班

學生）主持要學會看拼音熟讀講稿。

　　學習聲、韻母學生也有一套方法，我讓他們自

己去想，怎麼才可以記住字母的讀音，他們會自

己畫個圖，用物件、人物去記，我也容許他們用粵

語或英文的音去記。(見附圖二)一個月後，學生已

201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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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基本可以

在造句時同

時在漢字上

加上拼音。

(見附圖三) 

學生玩拼音

遊戲也很開

心，上課都

很投入。拼

音的評估普

教 中 班 學

生幾乎都可得滿分，讀漢字時，有拼音標注的話

他們會很放心，甚至在答卷時不會寫的字會先用

拼音寫，寫作文也一樣，可以寫拼音。

　　現在的

情況是，普

教中班的學

生拼音能力

跟粵語班有

相 當 的 距

離，我們反

而要想辦法

把粵語班拉

上來。

李老師  ─   校本課程設置經驗 (一學

  年分散滲透式教學 )

　　我們學校實施普教中已經七年，一開始用的

是“生本教材”，課文篇章很多，課文內容也沒

有注音。課本的後面有漢語拼音方案學習內容。

我們第一年是在學生字時結合學拼音的。後來選

用坊間出版社的簡單拼音課本(一、二年級用)。普

通話科用出版社的教科書，中文科老師同時兼任普

通話科老師。

　　老師是怎樣教拼音的呢? 目標比較簡單，布置

學生在家預習，先聽課文三遍，要自己能讀、最好

能背，學生上課時要匯報預習好的內容，其中包括

字的讀音。教讀字詞的時候，教師會解釋這個字音

的由來，語音知識隨機講。一些班級在教室裡都貼

了聲母表、韻母表，老師講過的，要求學生記住、

會讀。上學進課室門口時，讀一讀貼在門口的拼音

或帶拼音的生字。課堂上會用不同的活動形式鞏固

所學。

　　評估方法：口試卷分有幾部份。第一部份用讀

學過的帶拼音的字詞，第二部份是讀一段注音的課

外文字。第三部份看圖說話或話題說話。第四部份

是拼讀詞語。粵普對譯及其他語音知識，會在筆試

卷出現，按年級不同，題目的深淺有別。

　　我們用出版社的普教版中文教材，初小還是以

識字教學為重點，在字詞學習過程中學習和鞏固語

音知識。

施小玲  ─  現行中文及普通話教科書

　　　  　  情況

　　出版社出版新的教材都有些限制，現在中文科

新版的教科書，只是06年版的補充，主要是配合

普教中，推出普教中版本，為課文加拼音，另一方

面的改變，是有些出版社在課文後加語音的元素，

但都是比較隨機的，一般採取分散教學，整套拼音

系統安排在一到兩年內完成。

　　也有另外出版獨立的拼音教材，採用的教學系

統和教學法也不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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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拼音教材面對的困難，是要考慮拼音的方

法，是用聲母韻母拼讀的方法還是整個音節認讀

(雙拼?三拼?直讀法?)；還有就是甚麼時候教?訪問

過一些學校，也是各有各的看法，有的傾向儘早

學，有的擔心適應問題認為要慢慢學，或分散一兩

年。編寫中文課本時，也要考慮要不要加拼音知

識，如果加了內容而要刪除其他重點，大家也有顧

慮。

　　總結來說，中文科和普通話科的結合還有很長

的路要走。

　　(*林建平：我們應該提倡音節學習的概念，但

目前沒有一套拼音教材推廣音節教學，中心可做的

是通過培訓教師來推廣。)

黃虹堅  ─  抓緊基礎，推及未知

　　直讀法在內地也曾經大力推廣，但香港目前還

是拼讀法主導。我個人的看法，拼讀法還有它的市

場。

　　我談談自己教拼音的體會。我覺得單韻母的教

學是基礎，教會了單韻母學生可以自己拼出複韻

母，其中某些內含變化的難點教師可作提點(如ian

的a發e)。香港人有英文基礎，對拼音不陌生。任

何學習都是從已知到未知，你給了學生一點兒基礎

知識，他自己就能推及未知而把它變成已知的。所

以單韻母的基礎必須掌握好。我們可以用較少的課

節簡單教好聲、韻、調，先學好如何拼音，然後過

渡到呼讀音節，花較多的教節去訓練直呼。

主持

　　關於在香港實行拼音教學的種種問題，非常值得研究。這個座談會，探討了課程設置模式，

教材使用現狀，以及有效的拼音教學法，包括加強音節認讀等問題。今天我們走了第一步，下一

步，我們希望能搜集更多實踐的例子，把成功的經驗總結出來，再加以推廣。

　　今天沒有機會發言的老師，或沒有談完的問題，會議結束後，我們可以繼續交流意見。

201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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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教育局邀請作普教中專題講座

　　2010年9月8日，林建平副主任應教育局的邀

請，在“協助香港中小學推行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

文科”計劃的“教師專業培訓課程”中，作專題講

座，講題為〈普教中的課程規劃與調適〉。

為祖堯天主教小學作普教中專題演講

　　2010年9月18日，林建平副主任應祖堯天主教

小學的邀請，給學校專業發展活動作專題演講，講

題為〈普教中的課程規劃與推行策略〉。

擔任普通話講故事及演講比賽評委

　　2010年12月4日，林建平副主任應“北區中學

校長會”的邀請，擔任“北區中學校際普通話講故

事及演講比賽”評委。

　　2010年12月11日，林建平副主任應沙田區議

會的邀請，擔任“沙田節和諧社區普通話講故事比

賽”決賽評委。香港電台。

到廣州訪問交流

　　2010年12月6日，中心課程副主任張勵妍老師

前往廣州進行交流訪問，探訪了華南師範大學國際

文化學院副院長方小燕教授、廣東省教育廳教學教

材研究室教研員楊建國老師及廣州市小學語文教學

研究會會長王亞芸老師。大家對兩地語文教學的情

況 、 對 廣

東 地 區 語

文 教 學 的

特 點 、 普

通 話 教 學

語 言 及 校

園 語 言 的

建 立 以 及

語 文 教 師

的 專 業 發

展 等 問 題

進行了交流;楊老師介紹了廣東省小學“口語交際

與綜合性學習”的實驗及有關教材。最後，大家還

商討了日後雙方的合作和兩地中小學教師的交流計

劃。

教 研 活 動

上海建平實驗小學校長和老師來訪

　　2010年12月2日至6日，上海市浦東新區建

平實驗小學沈偉棟校長和張飛飛老師應邀到中心

訪問，為中心

的普教中專題

講座擔任主講

嘉賓。訪問期

間，與中心人

員進行了會面

及座談，並參

與了PM I課程

的教學活動，

到聖士提反小

學為學員的教

學實習課作視

導。

台灣大、中、小學參訪活動

　　2010年12月12日到15日，中心主任何偉傑教

授、專業顧問宋欣橋教授、張勵妍老師以及方姣婷

老師、余京輝老師，一行5人，前往台灣進行參訪

交流活動。此行的目的，是了解台灣中小學語文教

育及華語師資培訓的情況，加強港台兩地的交流，

並探討雙方日後交流合作的可能性。

會見台灣東海大學
程海東校長

觀摩台灣東
海大學附中
國文課

滬港教學觀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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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3月5日中心將舉辦普通話教中文系列

講座之十七，專題是：“普通話科教學及拼音教

學”，內容如下：

講題一：實施普教中後，拼音教學何去何從?

講者：張勵妍老師(香港中文大學普通話教育研究

及發展中心)

講題二：如何改良香港中小學普通話科教學(暫定) 

講者：方小燕教授(華南師範大學國際文化學院)

報名詳情將於稍後公佈

專題講座預告

普
通
話
教
中
文
系
列

專
題
講
座
之
十
五

　　這次交流活動，參訪了東海大學、東大附中和

附小、明道大學、明道中學，主要的內容包括：

　　五天的行程，達到了觀摩和體驗的目的，同

時，有機會跟大學和中小學等單位的領導和各有關

人員會面交流，並建立了雙方日後交流合作的關

係，這次活動進行得十分順利，大家都表示此行收

穫甚豐。

參 加 第 十 五 屆 粵 方

言國際研討會

　　2010年12月14日，

林建平副主任參加第十五

屆粵方言國際研討會，並

在會上宣讀論文〈香港粵

語高平變調探析〉。澳門

理工學院。

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0年12月18日，林建平副主任參加“香

港：都市想像與文化記憶”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

論文〈一百多年前香港人名的文化印記〉。香港中

文大學。

專題講座

　　2010年11月6日，中心舉辦了第十五次普通話

教中文系列講座，由國家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

所張一清教授主講，講題是：識字與傳統文化：兼

談漢語拼音教學。

　　2010年12月4日，中心舉辦了第十六次普通話教

中文系列講座，專題是：“課堂實踐經驗交流”，

講座的內容和演講嘉賓是：

‧ 談小學生語言習慣的培養(上海市浦東新區建平

實驗小學沈偉棟校長)

‧ 從一節小學語文課的課堂教學設計談當前語文

教學的趨勢(上海市浦東新區建平實驗小學張飛

飛老師)

‧ 輕輕鬆鬆普教中 ─ 為低小學生創設「讀」和

「說」的平台(培僑小學鄭曉棠老師)

訪問東大
附中

觀摩國中部國文科教學(國一班)
與教師交流座談

參觀訪問
東海大學

會見大學校長
參訪大學華語教學中心
參訪大學中文系

訪問東大
附小

觀摩國文科教學(小五班)
學生合唱表演
與教師交流座談

參觀訪問
明道中學

參觀校園
觀摩國文科教學(國一班)
參觀國學講壇：高中國文光碟演
練示範(赤壁賦)

參觀訪問
明道大學

參觀中文系、圖書館
與人文學院人員座談

201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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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水平測試強化訓練課程

　　完成課程的學員，可獲中心安排參加持續進修基金認可的普通話水平測試 

　　單元結構靈活，可按個人需要報讀：

　　初級程度：PSCK01 � PSCK02 � PSCK03 � 水平測試

　　中級程度：PSCK02 � PSCK03 � 水平測試

　　高級程度：PSCK03 � 水平測試

　　上課日期：2011年3月3日至8月12日

　　截止報名日期： 2011年2月18日(PSCK02及PSCK03)

 2011年3月11日(PSCK01)

　　PSCK01截止報名日期：2011年3月11日

　　入學試日期: 2011年2月24日

普通話水平測試試前導試班

　　此課程旨在為應試者提供試前輔導，幫助他們了解各個測試項的評分標準，提高應試技巧，

　　做好測試前所需要的準備。

　　已報名參加本中心普通話水平測試的人士，可申請報讀該期的導試課程。

　　內容：測試概況

　　　　　朗讀詞語及短文輔導

　　　　　判斷測試及說話輔導

　　上課日期：2011年3月16日至4月8日(A班)

     　　         2011年3月19日至4月9日(B班)

          　　    2011年3月26日(應試講座)

單元編號 單元課程名稱 課時

PSCK01 普通話基礎語音訓練 60小時
PSCK02 普通話朗讀正音訓練 60小時
PSCK03 普通話語言表達訓練 60小時

課程 課時 學費

導試班A 24（8節課） HK$1,920
導試班B 12（4節課） HK$960
應試講座 3（1節課） HK$240

香港中文大學普通話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
地址: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李慧珍樓G06室　電話:2609 6749　傳真:2603 7542

電郵:pth@fed.cuhk.edu.hk　網址:http://www.fed.cuhk.edu.hk/~pth

版權所有，未經本中心同意，不得轉載

索取春季課程資料

於本中心網址直接下載或到本中心索取

持續進修基金認可課程

2011年春季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