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第二節: 語文教育

目標
香港特區政府的語文政策，是培育本港學生和工作人口掌握兩文（中、英

文）三語（廣東話、普通話及英語）。

檢討

社會人士普遍支持兩文三語政策。不過，對於如何能最有效地落實這項政

策，則意見紛紜。此外，市民一般關注到本港社會（特別是學生）的整體

語文水平有下降趨勢。因此，政府在2001年初委託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

委員會（以下簡稱「語常會」）檢討本港的語文教育。

過去一年的工作進展

語常會檢視了有關語文教育的研究及政策文件，並先後到過多所小學和中

學探訪。2001年 8月，語常會成立九個專家小組，成員包括學者、校

長、教師、家長及其他專業人士。每個小組在語常會一名委員的領導下，

專責研究特定範疇的事宜。該九個專家小組已在2001年12月向語常會

提交進度報告。各小組及語常會的工作現時仍在進行。下文臚列迄今所討

論的主要事項，以及今後的工作計劃。

(1) 語文水平標準及衡量機制

‧ 語常會初步認為有需要把現有的語文水平標準及衡量機制（例如

香港中學會考、香港高級程度會考）與發展中的標準及機制（例

如基本能力評估、英文水平測試）協調和統一，建立一個連貫和

具透明度的制度，以等級指標及示例顯示不同水平在聽、講、

寫、讀的具體能力。

(2) 教學語言

‧ 語常會在檢討本港語文教育的同時，一併研究應否為教學語言政

策訂定長遠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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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語文教師

‧ 語文教師對語文教學至為重要。他們是學生學習語文的榜樣，而

且負責在學校推行政府頒布的課程。他們對所教授語文的掌握、

學科知識、對教學法的認識和教學技巧，直接影響教學成效。語

常會現正就這方面的問題進行研究。

(4) 課程及教學法

‧ 語常會會和香港考試局及課程發展議會合作，盡早闡明香港中學

會考和各主要教育階段的標準，制定清晰的衡量制度。語常會亦

會考慮提供撥款，為學前、小學及中學新課程架構內的英文科、

中文科及普通話科開發研究教材。除了提供教材套外，亦須開辦

相關的教師培訓，讓教師學習使用有關教材及教學法。

(5) 學生的態度及學習動力

‧ 有關的文獻研究顯示，學生的態度及學習動力，對學生學習語文

的成效有重大影響。雖然本地已有一些個別研究，探討這個問

題，但語常會認為進行一項更有系統的調查，找出影響學生學習

語文的態度和動力的因素，所得資料將會十分有用。

‧ 這項調查正在籌備中，並會在2002年初展開，所得結果會提供

更深入的資料，供語常會進一步審議現行檢討的其他環節，例如

課程及教學法、學校及家長支援等。

(6) 語文教育的學校管理支援

‧ 語常會將聯同教育署，探討有何措施可減少語文教師的工作量，

以及協助學校管理層更有效地調撥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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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家長的支援

‧ 根據語常會訪問學校時與學生討論所得，很多學生表示，他們學

習語文的興趣，受家長的影響較教師為大。語常會認為，家長教

育應包括兒童語文學習大原則的信息、如何培養良好的閱讀習

慣，以及家長怎樣在終身學習方面以身作則。語常會認為應刊印

這類材料，並針對家長進行宣傳（見下文第８項）。

‧ 語常會亦認為應向家長提供協助（例如透過家長教師會），以便

他們能支持學校組織不同的語文學習活動，從而為學習語文提供

強大的支援。

(8) 擴闊環境

‧ 語常會認為須開展大型宣傳活動，讓社會人士更加認識到兩文三

語能力的重要性，以及了解有助提高語文能力的方法。這項活動

應以學生、家長、僱員和僱主為對象。

‧ 傳媒在確立良好語文水平方面擔當重要的角色，語常會正研究各

種可行方法，喚起社會人士對此加以注意，並鼓勵市民善用透過

媒體提供的語文學習資源。

‧ 語常會亦考慮開展職業普通話運動和資助計劃，形式與職業英語

計劃相若。

來年工作計劃

‧ 以上所述僅為初步研究結果。語常會及屬下專家小組會繼續與各有關

方面磋商，希望可在2002年中前擬定具體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