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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香港中文職前教師普通話

沉浸課程之成效

寇志暉、張善培

摘要

普通話教學是香港中、小學必備的一門語言課程。加強粵方言背景教師的普通

話語言能力，協助他們參加普通話水平測試，並獲得認可的等級成績，成為普通話

教師培訓的重點項目之一。香港政府資助的港外普通話沉浸課程，作為中文教育本

科課程不可缺少的部分，其成效如何，是課程發展人員、導師和職前教師所熱切關

注的議題。本研究以關注職前教師普通話語言能力的發展為基本，希望透過應用

CIPP模式，從普通話沉浸課程的背景、投入、過程及成果等方面評鑑課程效果，

為優化普通話沉浸課程的設計和實施提供依據。研究結果顯示，沉浸課程可有效提

高職前教師的普通話聽說和拼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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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tonghua is an essential subject in Hong Kong secondary and primary schools. 

A key to the training of Putonghua teachers is to strengthen the Putonghua language 

competence of those teachers with Cantonese as their daily language and to help them get 

high marks in the Putonghua profi ciency test. The immersion programm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undergraduate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The programme is financially 

supported by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Curriculum developers, instructors, and 

preservice teachers are eager to know whether the programme is effective. This study 

focused on preservice teachers’ development of Putonghua abilities. The immersion 

programme was evaluated by using the CIPP model. The results of the context, input, 

process, and product evaluations were utilized to improve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Putonghua immersion programme.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immersion 

programme was effective to enhance pre-service teachers’ Putonghua listening, speaking, 

and pinyin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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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及問題

香港實行「兩文三語」的語言政策，即以中文、英文作為官方文體，粵語、普

通話及英語作為交流溝通的語言。普通話教學是香港中、小學必備的一門語言課

程。按照香港教育局的要求，普通話教師必須掌握普通話語言知識及接受普通話語

言訓練。他們可以經由參加香港教師語文能力評核普通話評核試，或參加由中國國

家語委舉辦的普通話水平測試，取得認可的等級成績。香港普通話評核試包括四部

分：聆聽與辨認、拼音、口語及課堂語言運用。參加評核者需在各卷中取得第三等

或以上成績，才算達到普通話能力要求。其中，課堂語言運用的考核主要涉及語言

表達、教學用語、辨析及糾誤（語音／詞句／拼寫），普通話教師需於開始任教該

語文科目的第一年內達標。1中國國家語委舉辦的普通話水平測試是針對運用普通

話的規範程度及熟練程度的口語考試，等級分為三級六等，即有三個級別，每個級

別分甲乙兩個等次；一級甲等為最高，三級乙等為最低。普通話教師或職前教師需

達到二級乙等的要求。

香港小學一般在各年級均有普通話語言課，中學則在初一至初三年級設置該課

程。近年來，香港一些中、小學開始以普通話作為教授中文科的教學語言（以下簡

稱「普教中」），普教中教師的普通話水平需達到認可標準。由於香港部分普通話

教師或普教中教師缺乏以普通話作為課堂教學語言的經驗，他們擔心自己普通話的

語言能力不足，難以勝任課堂教學工作，從而影響課堂教學效果（寇志暉、張善

培，2014）。因此，相關教師的普通話語言能力的訓練顯得至關重要。

普通話沉浸課程是香港中文教育本科課程不可缺少的部分，亦是職前教師提

高普通話語言能力的契機，其成效備受關注。本研究是針對普通話沉浸學習效能

的研究，目的在於進一步優化相關教學設計和實施的細節，為學員提高普通話語言

能力提供良好的學習條件。本研究的對像是49位修讀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文學

士（中國語文研究）及教育學士（中國語文教育）同期結業雙學位課程」的二年級

和三年級學生。該批學員畢業後將投身中文教育行列，他們將有機會肩負香港中、

小學生的普通話教學及以普通話教授中文的任務。除了學習中文類、教育類等各學

科之外，該本科課程還包括普通話語言、普通話教學法、普教中教學法等課程。例

1 詳見香港教育局網頁，http://www.ed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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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學員們在大學一年級需修讀52小時的普通話課程，複習普通話語言知識及進行

口語練習。由於課時有限，且職前教師原有的普通話水平參差，大部分職前教師在

完成該52小時的課程後，還需進一步學習。普通話沉浸課程由香港政府資助，目的

是透過為學員提供學習普通話的良好語境，提高他們普通話口語能力及對漢族語言

與文化的認識。學員需於完成沉浸課程之前，在當地參加由中國國家語委主辦的普

通話水平測試，達標成績將獲香港政府認可。該沉浸課程為期8週，課程主要包括

語言提升訓練、語言實踐與文化體驗、專題講座、學校經驗和普通話水平測試評估

等。

本研究關注的重點是學員在沉浸課程期間，在普通話語言能力和語言應用

信心等方面的發展，希望透過應用CIPP模式（毛乃佳、林鳳，2010；王友蘭，

2012；林建良、黃台珠、莊雪華、趙大衛，2013；黃政傑，1987；黃嘉雄，2010；

Stufflebeam & Coryn, 2014; Zhang et al., 2011），有系統地評鑑該沉浸課程之成

效，並探討進一步優化課程素質的方案。CIPP是一種綜合評鑑模式，包含背景

（context）、投入（input）、過程（process）和成果（product）四類評鑑，強調評

鑑並非為了證明，而是為了改進。就課程評鑑而言，「背景」評鑑主要的任務是確

定持份者的需要及設定課程目標；「投入」評鑑主要是評鑑課程設計的素質，包括

選擇恰當的課程內容、教學法、學習活動及評估方法；「過程」評鑑旨在評鑑課程

實施的水平，找出落實課程方案的困難；「成果」評鑑的用意在於判斷課程能否幫

助學員達到預期學習目標的程度，也會評鑑未預期的成果。本研究主要的研究問題

如下：

一、港外普通話沉浸課程是否有成效？

二、沉浸課程有效的原因（或效果不佳的原因）為何？

三、如何提高沉浸課程的成效？

貳、文獻探討

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2008）發布了「在香港中、小學以普通話教授中

國語文科所需之條件」研究報告。該研究指出，參與研究的學校採取了不少有效的

措施，循序漸進地儲備師資及培養教師以普通話實施教學的信心。為了提高中文科

教師的普通話語言及教學能力，香港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設有普通話暑期沉

浸課程資助計畫，以鼓勵中文科教師提升普通話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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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大部分土生土長的語文教師的母語是粵語。教師們進行普通話教學或

「普教中」時，在課堂語言應用方面是有壓力的。他們擔心能否準確發音、及時糾

正學生的語法錯誤，以及有效使用相關教學策略（寇志暉、張善培，2014）。在香

港長大的學生，本身有一定的中文聽、說、讀、寫能力。中、小學普通話課程的主

要教學內容包括拼音、聆聽、說話、朗讀、粵普詞彙對比等。在教學過程中，普通

話的語音、詞彙、語法等內容不是以新語言知識的形式呈現，而是涉及粵普語音、

粵普詞彙、粵普句法等的對比教學，另外還體現語言文化和生活背景知識的相互影

響（寇志暉、張善培，2014）。香港粵方言人士學習普通話時在語音及語用方面

都會出現偏誤及學習困難。聲調方面如「一、四聲混淆」，「三聲相連變調錯讀」

等；聲母方面如「n、l不分」，「平、翹舌不分」等；韻母方面則為介音丟失，如

年（nián）念成南（nán），以及前後鼻音不分等；普通話詞彙及語法規範存在偏

誤，如量詞錯配、構詞偏誤、外來語偏誤和「把」字句的偏誤等（石定栩、邵敬

敏、朱志瑜，2006；何國祥等，2005；寇志暉、李子建，2012；寇志暉、張善培，

2014；陳瑞端、祝新華，2010，2012）。

寇志暉與李子建（2012）針對香港某大學一年級學生進行普通話能力調查，大

部分學生的普通話科筆試成績（漢字譯寫拼音及拼音譯寫漢字等）令人滿意；朗讀

成績和口頭表達成績的差異則較大，尤其是命題說話部分存在的困難最大。雖然學

生能掌握普通話語言知識，但口頭表達時受到母語的干擾，出現偏誤。就香港中、

小學普通話語言教學及「普教中」而言，Tam（2011）的研究指出，阻礙成功實施

普通話教學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教師和學生的普通話水平不夠。教師們承認，由於

缺乏詞彙量和錯誤的發音，導致他們的教學效果不佳。Tam的課堂觀察亦顯示，雖

然教師能流利地使用普通話教授中文，但詞彙的錯誤發音仍是常見的問題。

根據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5～2017年間，參加教師語文能力普通話評核的人數

平均每年約為2,000人，該3年平均達標人數（即成績達三等或以上者）的百分比如

下：卷一聆聽與辨認約為48.9%；卷二拼音約為58.8%；卷三口語約為74.5%；卷四

課堂語言運用約為83.9%。2由此可見，應試者的普通話聆聽辨認與拼音能力達標率

較低。拼音是普通話基礎語言知識，提高拼音的拼寫和譯寫能力應成為教師培訓的

重點。拼音能力的提高對糾正發音、提高朗讀及口語能力等都將有正面作用。聆聽

辨認涉及聽說及話語理解，除語音之外，應試者還要掌握普通話慣用表達及語言文

2 詳見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網頁，http://www.hkeaa.edu.hk/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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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沉浸課程旨在利用香港境外的普通話語言環境，安排豐富多樣的語言實踐，實

現教學理念的創新（齊影，2009），讓粵語背景的香港教師們在普通話的聽、說、

讀、拼音等方面得到充足的訓練，從而提高教學信心。

參、研究方法

2015年6月，香港中文大學有49位學員前往北京參加8週的普通話沉浸課程，承

辦機構是當地著名的大學（以下稱合作學校），是由本校通過遴選確定的合作對

象。本研究以CIPP模式為架構，評鑑是次沉浸課程之成效。研究重點不僅考慮普

通話沉浸課程的前期計畫工作，還全面地評析中期的實施過程及後期成果。研究方

法採用混合法（Creswell & Plano Clark, 2007），表1歸納本研究的量化及質化之資

料蒐集方法。

表1

評鑑普通話沉浸課程的資料蒐集方法

四類評鑑 評鑑目的 資料蒐集方法

背景 調查職前教師關於學習普通話的需要

及原因；為普通話沉浸課程確定教學

目標

• 分析先前學習普通話的成績
• 普通話能力評估（前測）
• 普通話自我效能感問卷調查（前
測）

• 沉浸課程前訪談
• 分析《普通話水平測試實施綱要》

投入 設計普通話沉浸課程大綱、內容、教

學活動、評估方法、補充計畫和上課

時間表等

• 課程設計和實施計畫的初稿
• 透過電郵與合作方學校溝通，以改
進課程大綱和教材設計

過程 評鑑是次普通話沉浸課程實施過程，

調整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以提高課程

的效能

• 訪談導師及職前教師
• 直接觀察上課過程

成果 經由評鑑職前教師的預期和非預期學

習效果來判斷課程之成效

• 普通話水平測試（後測）
• 普通話自我效能感問卷調查（後
測）

• 沉浸課程後的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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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評鑑

首先，背景評鑑是基於該批49位學員在大學一年級進修基礎普通話和進階普通

話課程的成績，找出他們學習普通話的困難及需要。學員於抵達北京第二天參加普

通話能力評估（前測），該能力評估內容由合作學校訂立，測試內容與普通話水平

測試內容和結構相配合，測試要求和評估標準相同，題量比正式的普通話水平測試

少，每位學員的評估時間約15分鐘。評測教師主要評估語音及語用問題，總分為

100分。

由於能力評估有時限，本研究設計了「普通話自我效能感問卷」，以補充前

測的背景評鑑資料。普通話自我效能感是指學員對自己能夠做好有關普通話學習

和教學工作的信念。許多研究發現：教師自我效能與教師的教學態度、意向及行為

有關，甚至會影響學生的學習成就（孫志麟，2003）。本研究評鑑這批學員的普通

話自我效能感在沉浸課程前後的變化，問卷題目具有內容效度，針對普通話培訓重

點，以及粵方言人士學習普通話的難點。問卷調查學員在五個範疇的自信心：普通

話口語表達、拼音學習和應用、朗讀、命題說話及語音難點。學員以六點量表來評

鑑各題，1代表非常沒有信心，6代表非常有信心。本研究利用SPSS程式進行數據

的內部一致性信度考驗，分為五個分量表來測試其Cronbach’s α值。

本研究對四位學員進行了訪談，其中兩位原有的普通話水平為「一般」，另

兩位則為「中上」。訪談內容基於他們普通話自我效能感問卷的結果，旨在了解

其信心不足的原因及想得到的幫助（例如：你對第二部分有關「普通話拼音」的自

我效能感比較低，能詳細說說原因嗎？你感覺第三部分有關「普通話朗讀」的自我

效能感比較低，你覺得如果多聽一些朗讀示範錄音對你有幫助嗎？）。訪談由第一

作者進行及錄音，利用質化方法將內容進行標示和分類（Kvale & Brinkmann, 2009; 

Saldana, 2009），如「S2.PRE.SCALE1」代表第二位學員之前次訪談，內容關於問

卷第一部分。

由於在沉浸課程結束時，學員需參加普通話水平測試作為最後評核（香港中

文大學教育學院課程與教學學系，2014），且該水平測試是一個比較全面的評核

形式，所以本校的普通話沉浸課程設計一向是以《普通話水平測試實施綱要》為依

歸。因此，背景評鑑也仔細分析了普通話水平測試的內容，為修改和完善沉浸課程

之設計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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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入評鑑

由於合作雙方分別位於不同城市，所以沉浸課程設計的過程是經由電話、電郵

和網絡通信平臺進行溝通和磋商的。課程為期8週，合作學校根據我方提供的前一

年度普通話沉浸課程資料為藍本，設計了普通話語音知識與正音、朗讀訓練、語音

訓練、口語訓練等教學內容及時間表。經過雙方初步協商，按我方提供的學員學習

需要資料，由合作學校草擬了課程方案，包括課程目標、內容、教室和住宿安排、

師資隊伍、評估細則等。

與前一年度課程設計比較，該次新課程修訂重點包括調整各普通話教學環節

時數、改進小組「一對一」指導方案、調整普通話教學環節，例如，將「普通話

聽說」課程分為「普通話語音」和「普通話口語訓練」，以此緊貼《普通話水平測

試實施綱要》的考評重點。合作學校完成修訂方案之後，由我方根據學員的實際需

要，再進行磋商及調整課程設計。

三、過程評鑑

本研究的第一研究者旁觀了學員參加普通話水平前測的過程，在考前和考後都

與他們進行交談，了解考評內容難易程度、考評安排（如時間是否充足）等，並在

測試後向三位主考教師了解情況，取得考試結果和詳細評估資料，作為分班的參考

依據。在開課第一天，第一研究者輪流觀察各班的首次上課實況，之後也觀察了其

他課堂教學並做了紀錄，包括語音訓練、朗讀訓練、語音知識和正音課等。第一研

究者還於課間和課後訪談了教師，訪談內容涉及教學策略之運用，以及向教師們介

紹該批學員的普通話學習情況。對學員的課間和課後訪談是比較隨機的，主要是根

據所觀察到的課堂教學現象，了解他們的想法和需要。觀課和師生訪談的記錄形式

以筆錄為主，並由第一研究者整理及分析。

另外，過程評鑑還利用學員問卷，調查導師使用18種課堂教學策略的頻率，涉

及四個範疇：拼音、朗讀、說話及發音。例如：針對拼音教學的「教師鼓勵學生在

練習朗讀篇章時參考所對應的拼音標註」、針對說話教學的「練習命題說話時，教

師及時糾正學員用詞及語法等錯誤」。職前教師以五點量表來回答問卷題目，1代

表從來沒有，5代表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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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果評鑑

在沉浸課程的最後一週，學員參加了普通話水平測試，該測試作為本研究的後

測，並使用成對樣本t檢定（paired sample t test），以比較前、後測成績。普通話沉

浸課程結束後，成果評鑑還施行了普通話自我效能感問卷後測，也經由訪談學員，

探究他們的自我效能感轉變之原因。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背景評鑑 

該批49位學員沉浸學習前的普通話成績顯示，拼音考測成績B–等級（即68～

75分之間，總分為100）以下占25%。口語能力B–以下占21%。拼音及口語成績為B

（76～80分之間）和B+（81～90分之間）均約占60%左右。由此可見，學員在拼音

和口語表達方面都需要加強訓練。

普通話能力評估前測顯示，49位學員的平均值為80.61（標準差 = 7.80）。由

於將分為三個班上課，前測成績也作為分班的參考，按高、中、低能力平均分配到

三個班中。前測過程中出現最多偏誤的是平、翹舌音及前後鼻音掌握不好，其中，

對聲母zh、ch、sh和z、c、s的掌握困難最大，約占55%；其次是聲調和兒化音不標

準，約占47%，最後是出現不認字的情況也較多，約占33%。回答問題方面，最多

的是表達不夠流暢、語調生硬不夠自然、詞彙語法及句式使用不規範等問題。主要

偏誤的表現如：廣東話語音干擾，如「這是」說成「屆時」；翹舌不夠、不到位，

或是忽略翹舌音；聲調不穩定、一聲和四聲混淆；兒化音連讀方法不準確，令語音

表現不自然；生僻字誤讀等。

前測中五個自我效能感分量表都呈現高信度（如表2所示），各平均數建基於

六點量表計算，單因子受測者內變異數分析（one-way within subjects, ANOVA）

發現，該五個平均數的差異達顯著水準（Wilks’ lambda = .36, F(4, 45) = 19.65, p < 

.001）。相依樣本t考驗得知，只有三對的差異比較未達顯著水準，即第3分量表與

第4分量表、第3分量表與第5分量表、第4分量表與第5分量表。皮氏積差相關係數

分析得知，五個分量表之間的相關高達 .46～ .84（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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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自我效能感資料的敘述統計及信度

分量表 平均數 標準差 α值
1. 普通話口語表達 4.65 0.89 .96
2. 拼音的學習應用 4.21 1.07 .90
3. 朗讀 3.85 0.87 .92
4. 命題說話 3.83 0.93 .93
5. 發音難點 3.85 1.05 .93

前測結果顯示，學員關於「普通話口語表達」自我效能感較高。訪談資料亦顯

示，此方面有信心的主因為從小在普通話環境中長大；也有的學員認為只要是簡單

的表達就沒有問題。但兩位普通話水平較一般的學員在這一點上相對信心也較低。

小時候跟媽媽住在深圳，小學用普通話的機會比較多，有機會練習，所以覺得這

部分有信心。（S2.PRE.SCALE1）

我可以用普通話做自我介紹，或是講一個難忘的經歷，因為在小學、中學普通話

課上常會講這些。比較熟練，也不怕講。不過，不知道是否完全準確。（S4.PRE.

SCALE1）

前測拼音方面的自我效能感也比較高，對聲母部分的掌握最有信心。主要難點

在於複韻母的複雜性導致學習和辨認上的困難。另外，拼音始終是學習普通話的基

礎內容，多數學生由小學開始就接觸拼音。拼音是有系統的，學員們比較了解拼音

系統，所以從概念上看，感覺容易。「總體拼音對我來說沒有問題，只是在區分平

翹舌音時有些混淆，所以有時會標錯」（S4.PRE.SCALE2）。

拼音的拼讀等等問題都不大，只是有時複韻母雖然拼得出，但有介音時就會不清

楚。另外，一和不的聲調會亂。（S2.PRE.SCALE2）

前測口試的評語顯示，學員在朗讀字詞時，誤讀字和不認識的字較多。另外，

從學員的訪談內容來看，單獨朗讀字詞時的困難不太大，但連成句子時就有問題

了，也擔心聲調、語調、變調（三聲變調、一和不的變調）等方面出現錯誤。朗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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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信心比較低，主要是因為測試時所提供文章的漢字上並無標示拼音，導致部

分學員無所適從。他們習慣於普通話課本或篇章的漢字上都有拼音標示，所以面對

沒有標示拼音的句子感覺沒有把握。另外，大部分學員對朗讀短文和篇章信心不足

的原因是對其內容不夠熟悉，影響流利度和語言面貌的自然度，朗讀時還擔心自己

會夾雜廣東話的語音。

朗讀信心不太大，詞語單獨讀時ok，但連在一起時會難。有些變調會亂。對語調

方面的信心一般，標示了聲調照著念就可以準確些，但沒有拼音提示的，就做不

到了，因為不知道實際聲調是怎樣的。（S1.PRE.SCALE3）

三聲連讀會讀不準，兒化音也不算有信心，少講，廣東話沒有這個音，捉摸和掌

握得不太好，就輕聲來講，是不知要輕到怎樣一個程度。前後鼻音就是分不清。

（S1.PRE.SCALE5）

至於命題說話，學員感覺困難的主要原因包括：說話時間、詞彙應用、語言組

織等。命題說話不能單靠經驗發揮，還要靠臨場發揮，同時需要展示邏輯思考和語

言組織的能力。詞彙應用也涉及普通話語用和慣用表達等方面的訓練。沉浸課程期

間的社會實踐、文化交流和語言互動等都可在這方面提供練習的機會。

命題說話就是要給一個即時的反應，都與準備有關，即時給反應時，可能沒有什

麼組織，沒有什麼層次，也可能會講錯一些詞語，所以命題說話時最擔心的是即

時反應和腦海中怎麼準備這個問題，所以會欠缺信心。（S2.PRE.SCALE4）

每個題目都要說3分鐘啊！時間很長。我家裡是沒有人會說普通話的，連我阿婆也

是不會說的，不會就是不會，小時候沒有學，所以語音對我來說是全新的。語法

和詞彙方面，始終廣東話和普通話不同，如單車、自行車，有些詞序不同，有時

俗音聽不到是什麼詞。不準確的情況下肯定就不自然啦！（S3.PRE.SCALE4）

二、投入評鑑

是次沉浸課程的合作方與本校是第一次合作。由於普通話沉浸課程已是本校實

施多年的課程，有一定的基本架構，包括教學框架和內容設置。基於背景評鑑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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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施行投入評鑑時，需要與合作學校根據已有的框架進行磋商。2015年，沉浸課

程的教學時數分配如下：修讀課程（如正音、朗讀、說話等）150課時；參加講座

10課時；學校經驗12課時；小組「一對一」輔導16課時。課程日期為2015年6月15

日至8月7日。

首先，雙方交流的重點是師資方面。要求合作學校在教學人員編配方面盡量安

排有針對粵方言人士普通話教學經驗的教師。其次，教學內容設定了以《普通話水

平測試實施綱要》內容為導向，強調朗讀篇章的教學細節，包括設置正音課、字

詞朗讀和篇章朗讀課、口語訓練課等。評估方法定為平時學習表現（40%）和普通

話水準測試成績（60%）的總和。其中，平時學習表現為出勤（10%）、課堂表現

（20%）、課程考核（10%）的總和。為了讓學員對普通話水準測試的模式有一定

的認識，熟悉考試的安排，建議在第一週安排普通話水平測試的測試員給學員做關

於考試的講座，並在第七週進行普通話水平測試的模擬測試。

合作學校在開學第一天就安排了分班試，作為普通話前測，取得了學員的成績

之後，雙方課程人員一同將49位學員分為三個班級，每班平均有16～17位學員。基

於提高學習興趣和鼓勵互助學習等因素，建議以混合方式組班，即每班都有測試成

績為高、中、低的學員。經由此一前測的過程，合作學校教師也初步了解學員的普

通話水平和口語能力，亦再審視和微調已定的教學計畫和教學進度，包括加強糾正

發音這一部分的時間和教學策略。

沉浸課程亦容許合作學校的任課教師結合自己的教學方法進行課堂教學設計，

利於教師發揮所長，如朗讀字詞教學形式、課堂活動形式、命題說話練習方法、選

用教學輔助材料等。當然，針對該批學員普通話語言背景因素，在教學策略方面也

提出了一些具體的建議。例如，基於第一研究者對學員們在大學一年級兩學期普通

話成績的分析，建議教師在朗讀字詞、篇章時加入拼音教學元素，以及加強口頭

表述訓練；建議課堂採取小組交流及互評等教學方法；建議由教學助理輔助分組學

習，如輪流進行個別語音指導，以便按照學員各自的學習進度，可針對性地進行強

化和練習。

三、過程評鑑

根據觀課過程所見，普通話沉浸課程的實施大致按企圖課程（ in tended 

curriculum）進行，與初始課程設計原則相符。第一研究者在課間時段與任課教師

及個別學員進行溝通交談，深入了解教師們的普通話教學理念及學員的學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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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課程第一次課堂是從互相自我介紹開始的。學員們以普通話自我介紹，教

師經由與他們互動，結合已有的普通話前測成績和紀錄，加強了解學員的普通話能

力，利於教師避輕就重、有針對性地計劃和實施教學。對字、詞的反覆朗讀是朗讀

課的主要內容，常用的教學方法包括請學員輪流朗讀並個別糾正、教師領讀及反覆

示範、個別難點輔以拼音引導發音、學員互相聆聽並糾正錯誤語音等。

正音課教師多會進行示範和說明，還會根據個別學員的特殊發音困難想辦法予

以指導。大部分學員的反饋顯示，語音方面的訓練非常充足，大部分的教師盡責、

認真且有耐心，使用的教學方法也好，學員感覺在發音、聆聽和說話方面每天都有

進步。另外，教學助理很熱心，在小組輔導課上，能耐心地解答學員提問，聆聽他

們的朗讀並提出發音建議。但一部分學員認為，個別助理對他們產生普通話語音偏

誤的原因不太了解，如粵音對普通話語音的干擾等，所以未能使用較適切的方法進

行糾音和說明。另有部分學員課間曾反應，糾正發音時，不同教師的標準不同，讓

他們感覺混淆。第一研究者將此情況向教師反應。經了解，原因是某些普通話字詞

語音及表達會因語言環境及表達形式的變化而有所不同，如多音字、一字多義等；

另一個原因是教師自身對個別字詞發音和使用的標準和要求不同。

根據問卷調查，在拼音及發音難點教學方面，教師能使用較多課堂教學策略

輔助教學，而命題說話課堂上則較少使用輔助教學策略進行教學練習（如表3所

示）。由相依樣本t考驗得知，命題說話教學策略的平均值顯著地低於其他三種策

略的平均值。命題說話共有30個題目供學員準備。學員訪談及第一研究者的觀課紀

錄顯示，三個班命題說話課的教學形式各有不同。部分教師請學員根據題目要求先

寫後說，或準備大綱，或準備全文，有時也鼓勵記憶所寫內容；有些教師則只請職

前教師課前準備所要講的內容，並無具體要求，在課堂上將準備的內容講一遍就通

過，目的在於督促他們準備所有題目。也有班級每位學員輪流說話1分鐘，目的在

於強化學生的開口能力，訓練流暢自然的表達。由此可見，在命題說話方面，教

師的具體策略較少。對於要求課堂上「輪流說話1分鐘」，學員反映效果不大，不

能完整體驗3分鐘的測試模式和要求。總體來說，並非每位教師都會根據學生的表

達，即時總結並糾正語用和發音，其原因有二：一是由於即時記錄語用、語音偏誤

有困難；二是受課堂教學時間所限。所以，第一研究者與部分任課教師溝通，建議

命題說話課堂教學過程中亦需同時留意學員的普通話字詞、句式使用之規範性，需

要關注普通話語用和口語的慣用表達方式。至於語音糾正則建議主要留待正音課堂

進行。另外，第一研究者亦建議命題說話練習不可照文宣讀，以免改變了說話練習

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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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教學策略的實施程度

策略 平均值 標準差

拼音及讀音教學 3.93 0.63
朗讀教學 3.89 0.64
命題說話教學 3.66 0.72
發音難點教學 3.94 0.58

四、成果評鑑

成對樣本t檢定發現，學員普通話能力的後測分數顯著高於前測分數（如表4所

示），且呈現正相關（r = .76, p < .001）。所以，兩個月的沉浸課程能有效地促進

職前教師學習普通話，前測分數愈高，則其所得的後測分數愈高，個別差異的範圍

也變窄。

表4

學員普通話能力之前、後測比較

前測 後測 顯著性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t df P
80.61 7.80 86.86 4.29 8.29 48 .000

從對學員的訪談中也可得出許多正面的結論，包括普通話發音準確度的提升、

譯寫拼音能力提高、對普通話應用能力的提高等。

語法規範做得好些，沒有那麼多廣東話色彩的句子出來，……，有時急的時候可

能未能達到標準，但一定是比以前好了。這個課程糾正發音方面很有用。老師課

上糾正了，課後自己再練習，跟只聽錄音不同，老師糾正得好。現在對什麼是規

範的普通話有個概念，知道應該努力達到怎樣的目標。所以該課程是有幫助的。

（S1.POST.Gen1）

八個星期的積累之後，拼音是好了很多。記憶都回來了，隨便給我字我都可以馬

上標出拼音。在八週中都以讀為主。反應快了許多。以前會經過粵語思考先。該

課程最能幫助我的是說話的部分。說話、發音等有自我糾正的意識了。對將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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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課堂上的普通話有很大的幫助。（S2.POST.Gen1）

就普通話自我效能感的發展而言，學員在五個分量表均有顯著的進步（如表5

所示），普通話朗讀的改善最大，語音難點方面也有較高的提升。而普通話口語表

達的進步較小，原因可能是原本的自我效能感已很高，沉浸課程之後感覺差異不

大。命題說話自我效能感也有所提升，但幅度亦相對較小。

表5

學員普通話自我效能感之前、後測比較

分量表 前測 後測 顯著性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t df p
口語表達 4.62 0.89 5.02 0.73 3.98 48 .000
拼音 4.21 1.07 4.76 0.86 4.67 48 .000
朗讀 3.85 0.87 4.56 0.75 7.45 48 .000
命題說話 3.83 0.93 4.28 0.65 3.98 48 .000
發音難點 3.85 1.05 4.65 0.71 6.87 48 .000

從後測結果可知，學員們對命題說話的信心在五個分量表中相對較低，此亦

呼應了問卷調查結果，即「教師較少使用相關命題說話教學策略」。命題說話的

表現有賴於語音、詞彙、語用、語言組織等的全面訓練和整體提升，還涉及普通話

水平的即場發揮。命題說話課堂教學需關注教學形式和教學策略的使用。後測訪談

顯示，最令學員擔憂的是命題說話中的語調是否自然，表達是否道地，粵語的方言

詞彙、語法是否出現太多，整體表達是否順暢、合乎邏輯等。這就需要在命題說話

訓練過程中，多兼顧職前教師口頭表達中的詞彙語法是否規範，訓練他們的表達能

力，還要鼓勵他們從平時做起，多聽、多說普通話，經過實踐和積累，才可能在說

話表達上有所進步。

最主要是流暢那部分，流暢，自然無法做到100分，說話時沒時間想，想到的和說

出來的不是同一個節奏，講話會走音，平翹舌也未必反應準確，即時表達是無法

準備的，所以不能100%準確。要熟能生巧……。（S2.POST.SCALE4）

我對老師要求的口語化認識不深，但知道是怎麼回事，但平時看書多，書中表達

多為書面語，所以擔心表達時口語化會做得不好。我想，自然、順暢與即時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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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相關，所以那時應會緊張，而且講3分鐘也很長時間，會緊張，會害怕。（S1.

POST.SCALE4）

伍、研究結論

香港「兩文三語」的語言環境對中、小學語文教師在課堂語言應用、普通話語

言教育方面提出了高要求。語文能力等級是標示教師語文能力的一個客觀標準，有

助於教師的專業發展，並能提高課堂教學的成效。職前語文教師有機會參加由香港

政府資助的普通話沉浸課程，以提高普通話水平和語言能力，是一個事半功倍的學

習過程，也是提高教師自身專業水平的契機。

本研究應用CIPP模式，有系統地評鑑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普通話沉浸課程

之成效，證明課程對有粵方言背景的學員在普通話語言知識學習及普通話應用方

面都能發揮積極、正面的作用，包括可有效提高他們的普通話自我效能感，普通話

語言能力，以及提高普通話水平測試的應試能力。沉浸課程有效的原因是能從學員

的實際需要出發進行課程設計及實施。另外，良好的普通話語言環境、優良的師

資、學員自身不懈的努力等，都是課程成功的主要因素。本研究展示了沉浸課程教

學策略與學習效果的對應關係，證明普通話示範朗讀、糾正語音及語調錯誤、糾正

用詞及語法錯誤、強調變調及輕聲讀音練習、強調前後鼻音及平翹舌音的對比練習

等策略的有效性。所有這些練習都有助於粵方言人士克服普通話學習困難，提升普

通話學習和應用能力。研究顯示，朗讀訓練、普通話難點語音訓練這兩方面的成效

較大，這是學生普通話沉浸學習的最大收穫，達到了舉辦普通話沉浸課程的主要目

標。

不過，本研究應用CIPP評鑑模式亦顯示，沉浸課程存在需要優化的必要。首

先，普通話自我效能感後測結果顯示，學員對命題說話的自我效能感有所提升，

但提升幅度相對不高，因在香港使用普通話的語境相對較少，在沉浸課程後對普通

話表達仍欠缺信心。因此，除了調整課堂教學重點、形式和策略之外，還需在平時

為學員提供更多應用普通話的機會。其次，學員訪談內容所見，命題說話課堂一般

只限於輪流表達，且大多課後已有準備，所以輪流過程中感覺課堂比較沉悶。齊影

（2009）指出，為香港學生所設計的普通話沉浸課程，過分強調教師為主體的教學

模式，學習者自主學習的意識不夠。《普通話水平測試實施綱要》列明了30個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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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題，涉及職業、健康、環境保護等內容。研究者建議教師們不必課前指定話題，

於課堂上可由學員個別抽籤，促進思維，發揮學員學習的主動性。由教師提供適當

的援助，包括內容銜接、語音難點等。另外，教師也可安排分組抽籤選題，經由互

動和補充，由小組成員集體完成所要表達的話題，集思廣益，增添課堂趣味性和自

主學習的投入感。

目前，借助手機和平板電腦的移動語言學習（黃龍翔、陳之權，2014）大行其

道，課堂語言操練可經由信息蒐集及合作學習等方式進行，如有關旅行、環保等話

題，可經由小組互動式教學，利用網絡資訊豐富說話內容，增添信息量。課堂教學

策略需按學員實際情況進行設計和實施，透過互聯網和多媒體信息的課堂互動、自

由情境和語境的設置等教學策略，導師可提高學員的學習動機和效能。由於學員多

為粵語背景人士，假如參與培訓工作的普通話導師擁有「粵普語言對比」知識和教

學經驗的話，可以為普通話沉浸課程的整體訓練帶來事半功倍的效果。最後，本研

究發現，學員在語音糾正方面收穫最大，但不同任課教師對平翹舌、前後鼻音等的

音準要求不同，糾錯方法也不同，這些差異令學員感到無所適從。因此，在教學的

不同階段，任課教師之間需有適當溝通，盡量統一相關教學規範，有利於學員普通

話學習之持續發展。

本研究具有多項限制，例如：由於行政安排需要，第一研究者未能全期觀課；

因時間和地域限制，第一研究者未能對任課教師進行後期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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