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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粵語：中文教學媒介

◦粵語口語和現代漢語書面語：分辨功能、兼顧表達需要

◦如何促進學習效能？

◦認讀粵拼音節

◦理解中文詞語、句子及語篇

◦辨識中文課堂用語

◦正確書寫漢字

◦運用粵拼檢索中文資源



教甚麽

怎樣教如何學

理論基礎：
語言學

研究内容：
漢語本體研究

理論基礎：
心理學

研究内容：語言
習得與認知研究

理論基礎：
教育學

研究内容：
教學理論與
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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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華語學童學習中文



教甚麽、怎樣教？

◦語言：不同語音結構和書寫系統

◦使用不同的書面方式表述其語音

◦書面符號所對應的語言單位不同

◦書面符號和語音單位的配對

1. 對應音素，如：英文（輔音：b c d﹔ 元音：a e）

2. 對應音節，如：日文（の 音：no）

3. 對應語素（如：中文；一個符號代表一個音節、一個語
義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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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1936年在《國立北平研究院院務彙報》第7期公佈的120個複合字

一
字
兩
音



表音深度

◦文字系統與語音之間的對應情況

◦表音透明度高，深度低。
◦文字跟語音之間對應整齊

◦如：德文

◦表音透明度低，深度高。
◦文字難以聯繫語音

◦如：中文



基本原則

◦中文：表意文字，非表音文字，極少語音提示。

◦口語書面不一致
◦沖涼（口語） vs.  洗澡（書面）

◦ 漢字之要素
◦例：電 /腦 /電腦

◦過去不太強調字音的重要性
◦ 如「綜合高效識字法」（謝錫金）比較注重字形和字義的學習。

形

義音





中文沒有語音線索？

◦漢字的結構：六書
◦ 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假借、轉注

◦形符＋聲符
◦ 青：晴、蜻、清、睛、請、情、鯖

◦新造音義字：氫、氮、氧、氯、嗅

◦接近九成是形聲字

◦前提：須認識300-400個部件



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所面對的挑戰

•聲調語言(tonal language)

•語音結構與學生母語差異大（單音節、單
輔音）

•粵語口語與書面中文差異大

聽、說

•表音度低、數量龐大、結構複雜

•形、音、義結合體

•漢語語法特性：沒有形態變化、詞類多功
能、構詞和構句形式相近……

讀、寫

•中國歷史悠久，包含豐富文化沉澱

•親屬、顔色、數字、時空概念等表達方式

•生活中常用成語、俗語、慣用語的差異

文化、
交際



NCS教學挑戰：教學語言、融合班

◦融合班課堂：語文水平追不上母語者，但評定標準一致。

◦學習差異：教師須同時運用多種教學策略

◦非中文科目老師（如：數學、常識）面對中文水平不佳的NCS學童，
往往束手無策。

◦其他挑戰：
◦ 非華語課時不足、教材中很多字詞在《香港中小學字詞表》中沒有出現也無註解。



跨學科合作不可或缺（1）

◦中文科與數學科的協作：

◦數學語言 3A-75，3D-130

◦問的是兩者的比較

◦「比」至關重要，一看到就應該用減法。

◦不需要知道是甚麽比賽

◦只需根據關鍵詞「比」就能決定所要採
用的運算方式。



跨學科合作不可或缺（2）

◦ 中文科與常識科的協作。

◦ 均衡飲食：健康飲食金字塔

◦ 由學生設計健康飲食餐單，其他學生評
析其營養情況。

◦ 問題：NCS學童看不懂文字題。

◦ 中文老師的角色？



重要概念

•高語言要求

•低認知要求

•高認知要求

•低語言要求

B C

DA

語言與認知象限模型（資料來源：
Coyle 2010；Cummins 1984）



語言學習：讀寫發展

◦口語水平，應對能力：字詞學習的基礎。

◦兒童學習關鍵期（4-8歲）

--》事半功倍 vs. 事倍功半

◦目標：讓NCS學童能在初小階段熟習粵語口語提升自主學習能力

◦ 正確掌握粵語發音至為重要

◦ 電子自學材料必不可少，例如：網頁、APPs



教學建議

◦以拼音輔助中文二語教學。

◦粵語：生活語言、授課語言。在香港學習中文，粵語不能不學。

◦香港的中文教師教育，素來重視粵音教學的專業培訓。

◦製作帶趣味性的粵拼自學電子教材，包括練習和答案：
◦ 如：介紹粵語發音和拼音，內容包括「有用表達」及「對話」，用粵語
錄音配以英文文字教授香港日常用語、詞彙，採用過關形式，增添趣味
性。



粵語的語音規範

◦字典讀音 vs 坊間讀音

◦懶音
◦男女 /藍呂、牙 /丫

◦變調
◦蝴蝶、鯊魚、教堂

◦文白異讀
◦請坐

◦準則？如何為之可接受？



粵語文白異讀

◦一個字分兩個讀音

◦文：讀書音

◦白：口語音

◦文讀成了主導音
◦壁 城

◦白讀成了主導音
◦井 鏡

文 白

坐下 坐低

爭取 爭家產

姓名 有名

領袖 領獎

重要 重量

伙伴 有伴

判斷 拗斷

驚慌 驚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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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uhk.edu.hk/chinese/features/kwok-bit-chee.html


具體實踐

◦ Bottom-up approach

◦常用語境：

◦ 餐廳、卡通片、交通工具、家鄉食品、
節日

◦心理詞匯：解決字義，聚焦字形、
字音

麥當勞的詞匯聯想：

漢堡包 假日
吃喝

薯條

汽水
爸爸媽媽

麥炸雞
魚柳包

麥樂雞
開心樂園

餐 玩具



語音系統教學

◦先學常用詞匯拼音，待有一定基礎後，才介紹粵語聲韻調，以及
基本組合概念。

◦採用香港語言學學會的粵語拼音方案（LSHK 2002）

◦先教聲韻組合，再教聲調。用圖片和手勢配合。

◦教材配備粵拼，漢字與拼音對應，重點放在課堂語言。

（圖片出自李陞大坑小學
非華語中文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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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
語
聲
調



聲調練習

◦粵語有六聲九調

◦詩 史 使 時 市 是 色 錫 食

◦夫 虎 富 扶 婦 父 福 霍 服

◦在教學上，首先要學生背誦六聲，老師可以用六種不同手勢。

◦教略懂粵語口語學生，可用以下口訣：

「三碗細牛腩麵」「3 9 4 0 5 2」 「生果貴唔買住」

◦地區（MTR 站名）： e.g. 筲箕灣 銅鑼灣 牛池灣 灣仔 中環



謝謝各位﹗



備用資料

◦ 有關字詞學習數量

◦ 根據中國教育部近十多年的統計顯示，常用漢字大約 2,400 個，常用詞大約
14,000 個。

◦ 根據統計，掌握 1,200-1,500 個常用漢字、6,000-8,000 個常用詞語，已能
覆蓋大約八成日常接觸的語言材料。我們可以將此定為香港非華語學生中文
科的字詞學習目標。

◦ 2005-2016年度覆蓋率達到90%的高頻詞語穩定在12,000-14,000個左右，其
中十年都使用的詞種數共計9,900個左右，約佔高頻詞語的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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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字 詞

覆蓋率 80% 90% 99% 50% 60% 70% 80% 90% 95%

2011 數量 593 957 2396 536 1081 2187 4800 13656 31546

2016 數量 585 941 2378 4867 13892 32829



備用



◦香港教育局2007年出版的《香港小學學習字詞表》，收錄 9,706 詞語，
包含 3,171 字。

◦教育局“應用學習（中文）”課程就字詞學習有以下建議：

◦字詞比大約是1: 3.5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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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歷架構一級 資歷架構二級 資歷架構三級

閲讀
常用字800

常用詞2500

常用字1600

常用詞5000

常用字2300

常用詞8000

書寫 常用字300 常用字650 常用字1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