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進中文教學管見

常崇豪

近年來，香港文化界、教育界、輿論界，以至在一般市民中，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

重親和關切中文教學的問題。這是令人欣慰和鼓舞的。

大量的事實證明，香港的中文教學存在著一系列十分嚴重的問題，亟持改進。兩個

周前，中大中文系在四間大專院校所進行的“中國語文基本知識"一年級新生抽樣調查的

結果，使我們對解決這個問題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認識得更加深刻了。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改進中文教學，絕非一朝一夕或三年兩載即可奏效;但

是，一味因循、延右，不徹底地檢討目前中文教學的種種弊端，並針對這些弊端從根本

土採敢有效的措施，中文教學就永無改進之日，數以千萬計的青少年的中文水準也永無

提高之望。長此以往，將會產生怎樣嚴重的後果，是大家不難想像的。

新教學觀念的流弊

一種理論或觀念，對實際工作的指導和界定的作用是不可忽臨的。正確的理論或觀

念是如此，錯誤的、不恰當的理論或觀念亦復如是。

兢香港的中文教育來說，多年來就是在一種似是而非的“工具論"的教學觀念的引導

下，使中文教學越來越背離正確的軌道。誠然，語言是人們進行社會交際和交流思想的

工具。中文教學不但絕不可忽靚語言因素，而且應該努力使學生掌握語言這一工具。但

是，由此就把中文教學的目的，局限在教語言、掌握語言工其，甚至等而下之，只是讓

學生掌揖“應付日常生活所需"的語言，無授是嚴重地曲解了中文教學的根本性質和任

藹，從而把中文教學導入歧途。

道理十分簡單。學生從教材中所接觸到的，不只是孤立的字詞語旬，而是包含一定

思想內容的整篇文章。當然，不借助字詞語旬，就無從理解文章的思想內容;但是，掌

握字詞語句這些語言工具的最終目的，不是別的，正是為了使學生更深刻地理解文章的

思想內容，並從中受到感染和陶冶，進而明辨是非、區分善惡、鑑別美醜，在潛移默化

之中，影響學生的思想情操和道德面親。

“工具論"這種教學觀念，不僅在理論上不能準確地反映中文教學的性質和任務，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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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教學實踐土也導致種種流弊。如:

1.側重詞語、句式教學，忽略作文教學。

詞語教學和句式教學，對小學低年級的學生來說，無援是必要的，即使在小學高年

』級及初中，也應該指導學生寫比較穫雜的種句。但把這種訓練一直延展到中學五年級，

而遲遲不培養學生佈局謀篇的寫作能力，顯然是本末倒置。

因為，就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來說，詞語和句式教學，只能解決運用概念作出準確

判斷的問題，這是思維活動的初級形式。作文，則是在運用概念作出判斷之後，進行由

簡單到種雜的推理過程，這是思維活動的高級形式。一般來說，一個從小聽母語、說母

語的八九歲學生，口頭表達能力已超越了運用概念作出判斷的階毆，具備了一些或簡或

繁的推理思維的能力。面對這樣的教學對象，我們的中文教學不是循循誘導，而是百般

限制他們的思維活動，其結果，勢必妨害了學生的思維能力的發展。

其次，就培養學生的閱讀和寫作能力來說，詞語、句式，只是構成文章的材料，或

者說是讀文章、寫文章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孤立地理解和掌握了某些個別詞語和句

式，並不等於能讀懂文章、寫通文章。我們知道，一篇文章不只是家多句式在數量上的

機械式的組合，而是在特定的中心思想的指導下，按照一定的思維姐律和表達技巧，所

組成的和諧、有機的整體。

2. 由於實用觀念作祟，致使作文內容多局限於日常衣食住行的小問題，而忽略重大的

社會問題。

對開始練習作文的小學生來說，由於知誠、閱歷和寫作能力研限，寫些日常生活中

較熟悉、較常見的題材或應用文字，自是必要和應該的。然而到了小學高年級和初中，

還是讓學生的注意力集中在生活瑣屑土面，而不引導學生對生活中和社會上的重大問題

進行觀察、分析和評論，這樣，不僅使學生曰:益脫離社會生活實際，還會導致學生思想

意識的蛻變。我們不主張把語文課看成是道德教育課，部認為它在形成或改變學生的人

生觀和道德觀上有積極作用。而這種積極作用，在作文教學中體現的至為明顯。近年

來，中小學生的思想意譜和道德面觀每下愈況，固然有多方面的社會原因。但是，如果

語文教師通過作文課，不僅指導學生寫作，還以更多的精力引導學生關注社會上的重大

問題，進而使學生能逐步地識別社會現象中的真與假、善與惡、美與醜、是與非，那麼，

學生的精神狀態，輯、不至於像現在這樣令人憂慮。最低限度，也可以在一定範圍內或一

定程度上削弱來自社會的不良影響。

3.上述的片面的“工其論"和狹隘的實用觀念之昕以長時期不能清除，有一個重要的原

因，就是公開考試對中文教學的深遠影響。大家還記得，以前升中試，第一要考成語，

於是小學五、六年級就大教成語;第二，因會考人數之劇增，為劃一閱卷員之標準，而

以限定條件的方式作文，致使學生只能在限定的框框裹，作堆砌詞匯的遊戲。再以最近

初中評核試中的中文科測驗卷樣本來看，第一部分的“閱讀理解"和“語文運用"兩項，

仍然跳不出在以吃喝為題材的短文或文章片斷中作分辦和選擇的東臼。第二部分的“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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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寫作題"，除了改頭搜面地解詞語、變句式外，就是寫簡單的應用文。雖然教育暑聲

明“本測驗卷樣本僅為示例性質"，但上行下殼，這個“示例"不可能不被學校當局和廣

大教師祖作法定的考試典範。

4.關於“提問式"教學法。

探用提闊的方式進行教學，能使學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過去絕對被動的狀態。在這

個意義上說，較之注入式為好。但面對思想已逐漸成熟、恩維能力還漸提高的中學生，

還是讓他們在概念(詞〉內涵的正誤上兜圈子;或者，從人爵的對一個判斷(句)所製

造的多種不同的理解中，去選定其中一個答案。由這些枯燥無味、甚至撲朔迷離的教學內

容所產生的那種簡單省事的“間答式"教學，和以推動學生充分展開積極思維活動的啟發

式教學是大相逕庭的。習而久之，只會使學生的思維能力因受限制而變得機械和僵化。

說實際教學放果來說，不一定就比演講式好。

5.關於背誦的問題。

背誦，在中文科教學裹一直是個有爭議的問題。在五十年代初期或以前，香港的小

學中文科課本選的文章都是文言文，有些學校還加教論語、孟子、唐詩三百首、古文評

注等教材，而且，都要學生熟讀成謂，才算得完成整個教學工作。在這種訓練之下，那時

五、六年級的小學生居然已經能寫出一篇通順的文言文了。反觀今天的中學畢業生，寫

篇簡單的應用文字也錯別字連篇，這就難怪社會人士慨嘆於中文水準之低落了。如果我

們能反省一下為甚麼以前那種被認為“落伍"的教學反而比今天“先進"的教學來得更有效

果?問題便容易解決了。

我以為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認識漢字的本質。漢字基本上是意符文字，而學習意符

文字的方法顯然與拼音文字有很大的差異。拼音文字可以憑語音拼寫成文字，意符文字

甜必讀加強記憶訓練才能學得好、記得牢。這在學習的初期可能比較難，可是下了四、

五年的苦功後，也就變成一種牢固的知識了。學習漢字如此，學漢文叉何嘗不然?現在

許多受了西方語言學影響的人往往把漢文吽做漢語，因為他們接受了一個前提一一文字

是語言的紀錄，但對中國文字和文言文的關係來說，這個前提還是值得商榷的。不錯，

在尚書、詩經這些先秦文獻襄面，確實保留了許多當時的口語語匯;但同樣不可忽略的

是:這些典籍裹的絕大部份詞涯雖然都是從當時的口語中提煉出來的，但已經不再是口

語的原觀，尤其在詞法和句法上，和口語的表述方式有很大不同。時下流行的文學史家

認為我們的老祖宗們當日說話本來說是如此，這點我是不敢苟同的。從古人的口語到古

人的書面語，是一個簡約化的過程，漢文就在這種簡約化的原則下發展著，歷兩漠、唐

‘宋而成為一種典範的漢接共同書面語。我們必讀注意這種典範的書面語在語法上和詞匯

上都跟我們的口語走著兩條分歧(但並不相背)的路，要學習這種書面語唯一的方法便

是熟讀成誦，久之，我們的頭腦使產生一種功能:口語譯成書面語，使書面語包容更

多的口語內容。這種“以簡取繁"的表達方法，是由漢字基本上是意符文字所決定的。過

去我們學文言文的老法子如此，今天我們要說粵語的香港見童學習白話文，由於白話文

的語法和詞權和粵語也有很大差異，恐怕背誦的老法子還是扔不掉罷，何況古人昕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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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裹的‘哺申理氣味"或是現代人昕說的“韻味"“意揖"等，如果我們不能成誦的話，恐怕是

無法體會的。

如何精救目前中文教學的流弊

從根本上說，教學工作的改進，有賴於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的改革。目前香港的教

育制度和教育指導思想，有很多值得研究和探討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孤立地談改進

教學是十分困難的。姑且提出幾點初步意見，供諸位蓋章酌。

一、首先要蝙撰一套好的中文教材。目前小學的語文教材，水準很低。我們對此曾作

了一些研究工作，發現相當數量的教材語言不規範，練習題繁現無聊，且有思想意識不

健康的課文。教育當局理應組織人力重新編寫一套思想意識健康、內容充實、形式多

樣、語言姐範、程度適當的統一課本。中學教材雖有統一篇目，甜無知地使文學和語文

分家，把語文課變成語言諜，而在選目、編排、數量等方面都存在不少問題。加以各出

版商競相編寫輔助教材，致使教學要求、教學重點極不統一，而且內容繁蘊冗贅，形式

五花八門，飯不考慮量力性的原則，叉嚴重脫離實際。教材是中文教學活動的重要媒

介，不設法解決是不行的。

昕謂好的教材，原則上應該是思想健康、內容充實、語言現範、體裁多樣、篇幅適

當、可讀性強;文言文的篇目，也應佔一定的比重。

教材的改變和教學大細的位訂是相應的。教育署應當作通盤的考慮。

二、謀取有效的措施，培養大批“合格"的師賞。“名師出高徒"，這是一句俗話，也是

顛模不破的真理。為人師表，飯要有高尚的思想品德，叉得有豐富的知識學養。對於中

小聲古的中文教師，誰也不會提出博古通今、掩通中外的苛求，但具備基本的文學和語言

的位養、能獨立地分析教材，有兢地指導學生閱讀和寫作，最低限度，能熟悉教材研涉

及到的各種知識、能引導學生閱讀和寫作，這些，總是應該具備的起碼條件罷!

為了保證已極具備土述條件的中文教師，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成為教學活動中

的申堅力量，為了使尚未具備上述條件的教師，有可能進位和提高，設法誠輕目前教師

過重的工作負荷是急不容輝的，句出一定的時間，使他們在提高教學質量土多下工夫，

是十分必要的。此外，加強教學研究和教學交流的活動、定期對教師的教學質量進行考

竅，也是值得考慮的措施。

三、教學方法必績改變。教師在講課時，不出錯、不誤導，這指的是教學內容有科學

性;進一步，要使學生易於接受，並且獲得實際的分析、晶昧、欣賞、鑑別文章的能

力，這是教學方法的藝術性。從事教學活動的“名師"，不僅要善於把應該傅授的知識講

出來，更重要的是:要善於把自已的知識和學間，化為學生的知識和學問。不但要教學

生讀書，更要教學生會讀書。不如此，就不可能“青出於藍而青於藍"。這中間就有一個

教學方法問題。注入式和問答式，是無論如何達不到這種揖界的，只能探取啟發式。

'究竟怎樣才算是啟發式，可能有種種不同的理解或誤解。我想引用錢旬老教育家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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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陶先生的話:

教師要朝著促使學生“反三"這個標的精要地“講，'，務必啟發學生的能動性，引

導他們盡可能自已去探索。傾霞倒優容易，畫龍點睛艱難。

“個僅倒僅"是注入式;“畫龍點睛，'，誘導學生思維活動的“能動性"，進而能“舉一

反三"，是啟發式。依照這樣的認識，可以派生出許許多多具體的教學方法，而且不必

人人相同。還要注意一點，就是啟發式要在全部教學活動中貫徹始終， I2P從預習開始直

至一課書的結束，都要力爭探取啟發式。教師在備課時，除了思考教學內容，還要設計

相應的具有啟發性的教學方法。

我想，這是中文教師必領重視和研究的新課題。

四、加強課外閱讀的指導。在通常的情況下，學生對某種學科產生興趣，總是和教材

編寫得好，教師教學得法密不可分(當然也有受家庭或社會影響而喜好某種學科的〕。

如果中文科的教材、教師、教法都解決得比較好，學生的學習主動性和積極性肯定會大

為提高。這時，不僅鞏固了課堂教學的陣地，而且學生會如饑似渴地尋找課外讀物。這

就產生了一個如何指導的問題。指導學生閱讀課外讀物，培養學生閱讀課外讀物的興趣

和習慣，是中文教學的極為重要的輔助活動，也是中文教師責無旁貸的份內之事。這可

能也是一個新課題，有待中文老師好好研究。但我覺得，應該把閱讀優秀的現代文學作

品作為重點。可以每學期指定一批課外閱讀書目，由學生自由選定篇日，定期組織讀書

心得交流會或專題、演講。講者可以是教師，也可以是學生。老師講，是以身作則，對學

生有極大的推動和促進作用;學生講，是樹立楷模，對其他同學也是一種鼓舞和激勵。

如果閱讀課外讀物能在各所學校蔚然成風，其深遠的意義是多方面的，甚至是不可估量

的。

以上講的四點意見，實行起來可能有種種困難和阻力。但是，面對香港中文教學的

實際狀況，不痛下決心，堅韌不拔地衝破險阻，全力必赴地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那

麼香港的語文教學，只能是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在現有的軌道上因循地走下去。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九教育和教學工作的收成期是不能以日月或季度來計算的。

嚴峻的現實，不允許我們一再延誤“農時"。要有一批勇於承擔重任的有識之士，肩負起

這副改革教育和改進教學的重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