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好母語可以令傳統文化
得以傳承，亦可加強本身的
競爭力。本港學者分析指，
香港對推動母語，停滯不
前，反觀其他地區，均較香
港積極，以新加坡為例，採

用分流教學，以不同水平的課
程照顧不同的學生，同時兼顧
一般學生與尖子，令尖子的產
出量明顯多於香港；台灣學習
中文環境亦優於香港，他們尊
重中國文化，故中文水平持續
進步。至於瑞典，當地也大力
鼓勵父母跟幼兒講故事，藉此
提升語文水平。

憂港生面臨落後危機

港大教育學院教授兼中文教
育研究中心總監謝錫金表示，
若港生的母語、即中文的水平
繼續保持不變，或進步速度緩
慢，會面臨落後的危機。
謝錫金指，有別於香港教育

資源均等分配，新加坡採用的
是分流政策，按學生能力提供
不同課程，有助照顧程度不一
的學生，提升學習效能，同時
又可以培養尖子。當地㠥重培
訓課程領導者和師資培訓者，
又提供充裕的資源支援學生到
外地大學修讀博士，令整體語
文能力優秀。
「全球學生閱讀能力進展研

究 」(PIRLS)調查顯示，台灣由
2006年排行第二十二名，急升
至2011年的第七名，進步速度
驚人。浸大中國語言文學系副
教授盧鳴東表示，台灣較香港
重視學習中文的環境，無論是
中學和大學均規定學生必修基
礎中文課程，且強調基礎訓
練，例如文字和聲韻等，藉以
鞏固語文知識。他認為，台灣
社會氣氛重孝和禮等傳統價值
觀，日常生活中表現文化優良
的一面，對學習中文有正面影
響，「懂得尊重中國文化，亦
會尊重中國文化的載體，即中
國語文」。謝錫金則認為，台灣
放棄以往在小學教授對聯等學

習中文的傳統方法，也是語文
提升的重要原因。

瑞典父母講故育幼兒

謝錫金表示，幼童9歲前是培
養閱讀習慣、態度、興趣和信
心的重要階段，但香港父母忙
碌，往往將照顧年幼子女的責
任假手於人，令學童錯過「學
會學習」的機會，影響日後學
習中文，而幼稚園亦未有專人
教授幼兒學習中文。反觀瑞
典，由政府層面推動家庭幼兒
教育，檢視父母對2歲及4歲幼
兒教學的情況，特別㠥重透過
講故事學習語文，對提升語文
大有裨益。 ■記者馮晉研

學好中文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學
者、教師和傳媒工作者均提倡閱讀，
作為提升語文水平的工具。民建聯今
年第二年舉辦「年度漢字」活動，既
有社會意義，又有助推廣中國語文。
活動評審委員之一的香港文匯報副總

編輯尹樹廣認為「古文是漢語的支柱」，
應多加重視；另一活動評審委員盧鳴東
則表示，政府可推廣更多同類活動，改
善中文語境。

尹樹廣薦讀詩詞古文觀止

作為「2014年度漢字」評審委員的尹
樹廣分享了學好中文的「貼士」。他指，
港人應㠥力改善對古文的重視程度，
「古文是漢語的支柱，若能運用自如，自
能顯示中文水平的高低」，由《詩經》開
始，到唐詩、宋詞、《古文觀止》等經
典以至現代文學作品，多閱讀有助提升

語文水平。
盧鳴東則指，「年度漢字」選舉有助

增加市民的語文知識。政府和社會應繼
續積極推廣學好中文的活動，例如作文
和朗誦比賽等，改善本港學習中文的語
境。

盧鳴東：勿純為考試操練中文

盧鳴東從教育的角度出發，提醒教師
不應該純粹以應付考試而讓學生操練中
文，而是應㠥重培養學生的自學態度，
而學習中文時更需「還原基本步」，提高
閱讀量也是改善中文的好方法。他形
容，學習中文正如駕駛車輛，「除了好
技術，還要了解車的性能，否則車會開
不好」，強調語文基礎知識的重要性。
資深中文科主任何慧微表示，除了閱

讀外，學生互評作文可取長補短，對學
習中文有幫助。港大教育學院教授謝錫

金則鼓勵父母向幼兒講故事，由於兒童
吸收能力強，自少灌輸「雅言」（文雅語
言），有助增進幼兒對語文的興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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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樹廣指，港人的

中文水平不錯，但應

改善對古文的重視程

度。 潘達文攝

■盧鳴東表示，本

港學習中文的環境

越來越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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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生在「全球學生閱讀能力進展研究 2011」（PIRLS）及「國際

學生能力評量計劃2012」（PISA），母語的閱讀能力雖然分別排名

全球第一和第二，但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兼中文教育研究中心

總監謝錫金表示，港生的語文能力其實存在隱憂，例如小學生使

用「倉頡」和「速成」等輸入法，只習慣閱讀中文字的一部分，

對一個完整的中文字欠缺印象，故很容易寫錯字。此外，學生又

多使用社交網站，經常以同音字和表情符號表達自己，並代替了

正確的字詞，令中文退步。

重背誦範文 挫學習動機

謝錫金又提到，學生升中後，要應付的科目越來越多，老師面

對公開試就「不考不教」，加上部分以文史哲為傳統教學重點的教

師「好心做壞事」，沿用舊有㠥重背誦單篇範文的學習方式，降低

學生的學習動機，也影響港生的中文表現。

隨㠥中國國力的日漸強大，謝錫金認為，中文會慢慢變成全球

國際語言，並廣泛應用在不同層面，涵蓋生活溝通和科技資訊等

跨學科，而中文是具有不同功能的溝通媒介，不再局限於文學，

故不能單從文學的角度去理解語言能力。他指，欣賞範文與學習

範文是兩回事，並擔心如果新高中中文課程重設「範文」，會造成

新的問題。他提倡讀「範本」，但不考「範文」。

劇集廣告報章未必符規範

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副教授盧鳴東表示，公開考試成績難

以充分及全面反映港人中文水平，但可以肯定的是，本港學習中

文的環境越來越不理想。他指，現時劇集、廣告、報章和網上文

章所使用的文字未必符合正宗的語文規範，「有些人會用廣東話

入文，詞語用錯，或者故意錯用字詞來達到廣告想要的誇張效

果，但文法錯誤正影響港人學習中文」。此外，在考試主導的環境

下，學生學習中文缺乏正面態度，故對港人未來中文水平能否提

升並不樂觀。

在前線面對學生的資深中文科主任何慧微則認為，整體學生中

文口語表現有進步，但寫作和閱讀能力普遍下降。她舉例，不少

初中生的字體筆劃建構不清，混淆意思接近的詞語，例如「要

求」、「請求」、「冀求」；寫作時，學生解釋理由時濫用「所以」

一詞；記述事情時則濫用「然後」等連接詞，不時運用「超、

勁、喪、爆、激」等口語和俗語，還誤以為自己表達很生動。她

指，中一生有一半人有上述問題，情況嚴重。

「即食文化」懶想言外之意

何慧微又指出，高中生專注力不足，嫌3,000字白話文文章太

長，很難看完，她相信是學生受「即食文化」影響所致，他們鮮

有思考作者背後的意思，而且推敲上文下理的能力參差。面對文

言文，有學生直接選擇放棄作答，何慨嘆：「讀了多年中文，這

情況好可惜！」

就現時「按鈕文化」盛行，學生多玩電腦和電話，不再閱讀課

外書，她認為也是中文能力倒退的「致命傷」。

星分流尖子多 台中文水平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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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錫金指出，港生上網愛用同音字和表情符號表達，令中文退

步。 莫雪芝攝

◆
積
極
推
動
◆

香港中學文憑試中國語文科的成績是其中
一項反映港生語文能力的指標，首屆文憑試
中文科只有不足一半人達到升大學標準的3
級。事實上，不少港生坦言，在學習中文時
經常遇上困難，有名校生指新高中課程下的
中文課程較初中課程難度倍增，要多花工夫

補足；亦有學生指，中文雖然是自己的母語，但
學習時比英文更困難，以閱讀和作文最難應付。

皇仁仔：重技術「走錯方向」

來自皇仁書院的中五學生梁同學經常閱讀，中
文成績向來不錯，中文根基穩固的他，本來不覺
得中文困難。不過，自從他升上中四，踏入新高
中課程後，頓時感覺中文難度倍增，尤其是閱讀
技巧，更是難以掌握。在升班後首個考試，其閱
讀試卷只是僅僅合格。
他認為，中文是母語，故他對自己的要求會比

英文高，而現時考試㠥重技術多於知識，並非偏
重中國文化知識，寫作技巧也不多涉獵，認為課
程「走錯方向」。
廠商會中學中六學生李駿明希望將來升讀大學

時可考入中文系，但需要先行克服中文寫作的障
礙。他指，作文題目要求多，有時要考生融入中
國文化作答。他指，就算面對熟練的題型，也會
擔心因不貼題而失分。他又指，背誦範文雖然對
成績有一定保障，但無法培養學生的理解能力，
學生可能連文言文字詞翻譯也有問題。

廠商會生：太空泛少接觸

廠商會中學中六學生劉松仁則認為，學習中文
最大的困難莫過於中國文化過於空泛，平日又少
接觸，根本難以捉摸。他在閱讀時，很多時難掌
握文章背後的意義，或者揣摩作者想法時出現落
差，影響成績。即使中文成績在校內屬於中上，
也擔心文憑試不過關，「除了英文科外，最驚就
是中文」。

庇理羅士女生：要補中文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中三學生莊同學直言「中文
好難」，補習也集中補中文一科。據她了解，學
校有不少師姐因為中文失手而失去入大學的機
會，令她未升上中四已開始擔心應考中文科文憑
試。同校的陳同學中文科成績全級排名數一數
二，她指中文不難，只要上課多聽，平日多閱
讀，對提升中文水平一定有幫助。
皇仁書院中四學生陳同學則認為，數學科可透

過公式考取高分，英文也有特定文法，兩科均不
及中文複雜，例如古文一詞多義難以明白，故對
學習中文不感興趣。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晉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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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作為國際大都會，香

港素來重視雙語發展，但近年有意見認為港人只偏重

英語學習，中文水平卻持續下滑，難怪會出現文憑試

考生應考中文作文卷時寫出「馬有失蹄，焉知非福」

的「諺語」，貽笑大方。有學者認為，本港學習語文的

環境有欠理想，年輕人上網時又經常胡亂使用同音字

和表情符號（顏文字），令表達能力下降，有關情況亟

待改善。

■何慧微認

為，學生互評

作文可取長補

短，對學習中

文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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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漢字」助推中文 評委倡多讀古文

■陳同學認為，數學科透過

應用公式後即可考取高分，

英文也有特定文法，兩科均

不及中文複雜。 馮晉研攝

■梁同學經常閱讀，中文

成績向來不錯，升上中四

後仍感覺中文難度倍增。

馮晉研攝

■學生劉松仁表示，中國文化過於空泛，令他很怕學中

文。 黃偉邦攝

■學生李駿明指，作文題目要求多，總是擔心因不貼題

而失分。 黃偉邦攝

■不少香港學生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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