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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生活工作 國家概念更清

學習普通話不只為生活帶來方便，更
可促進學習者對國家的認識和了解。任
職瑜伽導師的林世萍，在疫情前經常會
在深圳等內地城市旅遊穿梭，「那時覺
得自己普通話還不錯，不管說什麼別人
好像都能明白。」直到有一次，她在內
地購買一套房子準備退休後居住，為此
要辦理一系列手續的時候，「我這才發
現，原來我的普通話完全不夠用，我說
的很多他們都不明白，所以我就想我一
定要學好普通話！」
在香港土生土長的林世萍在學習普通話時還有意外收穫。她直

言，以前自己對普通話的發展背景，以至「國家」的概念都是較模
糊，對國家歷史和文化亦所知甚少，她感慨道：「覺得祖國這個母
親，感覺好像很親近，但又好像很遙遠。」直到開始投入學習普通
話後，她覺得「國家這個概念開始成形了」，這促使她更努力去學
好普通話，希望能夠更容易去了解國家的歷史文化和發展。
喜見自己的普通話不斷在進步，林世萍有一個目標，就是希望退

休後回到內地居住的時候，能夠在所住的社區，善用懂得說普通話
的優勢和便利，義務地與鄰居分享瑜伽這項活動，讓大家都可以一
起勤做運動，保持身體健康。

做生意兩地走 普通話不普通

「普通話一點也不普通！」從事茶葉
批發和零售的阮敏儀因為工作需要，長
時間都在內地與香港兩邊走。她笑言，
過去內地同事和朋友都笑她的普通話講
得「很普通」、「港普」和「很爛」，
從那時起她已立下決心要學好普通話，
但礙於工作繁忙，一直沒機會正式學
習，後來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認識到香
港普通話研習社的老師，開始了其普通
話學習之旅。現在已說得一口流利且標
準的普通話的她自信滿滿，直言：「將來回到內地工作的話，同事
和朋友們一定會誇我的普通話大有進步的！」
學習好普通話不僅是得到他人的誇讚，而是實實在在地為工作和生

活幫來改變和幫助。阮敏儀坦言，自己以前跟內地客戶聯絡時，都不
太敢用說話而只是用文字，因為怕自己的普通話發音不準，甚至有時
候還會把人家的姓氏「改」了，鬧出很大的笑話，「但現在不僅會以
普通話溝通，而且膽量也大了，對工作和生活都很方便。」
「我覺得普通話是我們國家的偉大發明！」除對個人工作帶來便

利，阮敏儀認為普通話的不普通之處，在於祖國幅員遼闊且人口眾
多，每個民族和每個地方都有不同的方言，普通話就讓大家走在一
起的時候，有一個共同的語言去相互溝通，是全國東南西北不同地
方文化交匯的重要媒介。

◆◆阮敏儀阮敏儀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林世萍林世萍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了解國情便利生活 港人熱心學普通話
識講比例30年升36個百分點 市民讚發揚「兩文三語」特色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多語言、多方言、多文種的國家，普通話是全國的通用語言。香

港與內地交流日益緊密，在港人生活中，日常互動以至娛樂文化活動中接觸普通話機會

愈來愈多。要把握好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及國家「十四五」規劃所帶來的機遇，積

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港人學好普通話十分重要。在香港回歸祖國的第二

年，普通話科開始成為香港中小學核心課程，年輕一代學習

普通話更為普及，整體程度也見提升。根據特區政府統

計處資料，全港人口能說普通話的比例，在

1991年為18.1%，至2021年大增至54.2%，同期能說英語比率亦增至逾58%，凸顯了「一

國兩制」下香港的「兩文三語」特色，以及背靠祖國、溝通世界的獨特優勢。香港文匯

報近日訪問了多名不同年齡層、在港土生土長的香港市民，他們分享了自己積極

投入學習普通話的親身經歷和體會，更展示流利自信的學習成果。他們認

為，學好普通話不單為生活與工作帶來便利，也是和廣大同胞聯

繫感情的重要媒介，更促進了他們對國情和祖國歷史文

化的了解。 ◆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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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滿歲人口能說語比例

廣州話

統計年度 資料來源：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人口普查中期人口統計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健文

英語

普通話

留洋回港苦練 口音字正腔圓

除了希望便利生活和工作，學習普通
話的原因還可以是因為愛。剛從美國大
學本科畢業回港，即將在香港理工大學
升讀碩士的陳子風坦言，自己學習普通
話的動機很單純，沒有什麼彎彎繞繞的
理由，純粹就是為了能夠和內地的家人
親戚及朋友作出更好的溝通與關懷，
「我覺得學好普通話，就可以跟他們有
更好的交流，但有時候在香港不是有太
多可以實踐的機會，所以會在上課時多
多練習。」
普通話已經說得字正腔圓普通話已經說得字正腔圓，，且他人完全察覺不出帶有香港或外國且他人完全察覺不出帶有香港或外國

口音的陳子風認為口音的陳子風認為，，學好普通話是很重要的學好普通話是很重要的，「，「畢竟作為一個在香畢竟作為一個在香
港的中國人港的中國人，，學好普通話不僅可以與內地的親友作更好的溝通學好普通話不僅可以與內地的親友作更好的溝通，，更更
可增強與祖國各族人民和文化的交流和了解可增強與祖國各族人民和文化的交流和了解。」。」
為驗證所學為驗證所學，，陳子風和林世萍陳子風和林世萍、、阮敏儀阮敏儀33人都已計劃報名參加國人都已計劃報名參加國

家語委普通話水平測試家語委普通話水平測試（（PSCPSC），），希望自己的普通話水平能繼續提希望自己的普通話水平能繼續提
升升。。

◆◆陳子風陳子風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即席朗誦唐詩 十歲童顯功底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
學習普通話不只是大朋友的專利，在國
際學校就讀小學五年級、今年10歲的
陳靜寬，年紀輕輕就已經說得一口相當
標準的普通話。他向記者透露，自己學
習普通話是希望以此作為廣泛溝通的媒
介，認識更多的朋友。他還即席朗誦了
唐代著名詩人、「詩聖」杜甫的《八陣
圖》，只聽他咬字清晰，發音準確，感
情起伏有序，抑揚頓挫恰到好處，彷彿
帶領大家回到三國時代諸葛丞相用兵如神的古戰場中。
陳靜寬帶點害羞又不失自信地用普通話非常流暢地向記者作自我

介紹。他說，在學校認識了很多同學和朋友，大家都相處得很愉
快，最愛的科目是數學，因為數學不用背誦文本，只是運用公式就
可以計算出答案，而興趣就是踢足球，經常和同學在球場上一踢就
是兩小時。
他笑說，自己的優點是勤奮和努力學習，缺點是偏食，但會努力

改善，而夢想就是成為一個足球運動員，希望可以和朋友一起「同
場作戰」，並入選香港足球代表隊出賽，為港爭光。

◆◆陳靜寬陳靜寬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研習社籲增師資培訓 有效推動「普教中」
香港回歸祖國25年以來，香港的普

通話教育及普及風氣出現不同階段的發
展與變化。香港普通話研習社副校長吳
良媛表示，回歸前後約10年間，學習
普通話熱潮最為熾熱，且無分長幼，成
年人會主動學普通話希望在北上發展時
溝通得更好，還有不少家長放眼未來，

在幼稚園時期就讓孩子學普通話，希望
有利其日後發展。後來，學習普通話的
熱潮遇到了瓶頸。
吳良媛認為，其中一個原因在於

2011 年起舊制會考停辦普通話科考
試，而在「三三四」學制中，中學文憑
試不再有獨立的普通話科，只在中文科

設兩個選修的普通話增潤單元，連帶普
通話的教科書內容也相對簡單。
另一方面，教育當局在2008年起推
行「協助香港中、小學推行『以普通話
教授中國語文科』計劃」，但在計劃支
援結束後，部分學校基於成績考慮未有
繼續推廣「普教中」，令「普教中」學
校數目回落。
同時，教師師資未能完全跟上，加上社
會政治化，部分人煽動對普通話抗拒情
緒，也窒礙了普通話教育的推廣。事實
上，在2011年至2016年間港人說普通話
比率只上升不足1個百分點，增幅明顯放
緩，就是受此影響。
吳良媛強調，普通話的重要性日益增
加實不言而喻。隨着近年香港與內地網
絡及流行文化更多互動，港人學習普通
話可以更好地欣賞內地影視歌曲作品，
同時透過抖音、快手、微博等平台，認
識內地民眾生活的情趣與喜怒哀樂，更
深入了解內地的地道文化，更可以便捷
地獲得自己感興趣的資訊，透過直播網
購平台也可以滿足購物需求，甚至於網
絡平台做自媒體創業。
她指出，港人的普通話水平在回歸後
確有提高，但還有需要提升，故建議特
區政府應繼續加強師資培訓，同時要更

有效推動「普教中」，如訂出全面的落
實時間表，及考慮在文憑試重設普通話
科等。

倡普通話資歷納公僕招聘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理事會主席麥淦渠

引用《粵港澳大灣區語言生活狀況報告
（2021）》表示，香港應進一步於法律
上明確普通話與簡化字的地位，將普通
話教育適度融入考評體系，讓小學、初
中、高中的普通話教育能夠連貫銜接，
以此增強教與學的動力。
他認為，未來對香港市民普通話水平

的要求不應只限於「能」溝通，更應該
要提升到「全方位」溝通的水平，進而
以普通話作為媒介，來了解內地現今的
流行文化和發展情況。
本身是退休公務員的他又提到，過去

公務員體系對普通話重視普遍不足，影
響到他們對國家發展和政策的認知和認
同，即使到內地接受培訓，也易因聽不
懂令學習效果打折扣，故應考慮在招聘
公務員時加入普通話資歷的要求，推動
大專學生於在學時期已要學好普通話，
此舉對促進公務員國情認知及進一步落
實「愛國者治港」原則都有幫助。

◆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健文

港中小學普通話科課程及考試主要發展
1990年及1992年 《小學普通話科課程綱要(小四至小

六)》及《中學普通話科課程綱要(中一
至中三)》正式發布

1995年 教育統籌委員會建議，將普通話科定為
所有中小學核心課程之一

1997年 課程發展議會公布《普通話科課程綱要
（小一至小六）》和《普通話科課程綱
要（中一至中五）》

1998年 普通話科成為香港中小學核心課程

2000年 普通話成為香港中學會考科目

2002年 課程發展議會編訂的《基礎教育課程指
引──各盡所能．發揮所長（小一至中
三）》及《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
指引（小一至中三）》提出，普通話科
為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下其中一門學
科

2009年 高中學制改變，普通話科課程涵蓋小一
至中三，高中中文科設有「普通話傳意
與應用」和「普通話與表演藝術」兩個
選修單元，屬增潤性質，為完成中三普
通話學習之後仍想進一步提升普通話能
力的學生提供選擇

2010年 最後一屆普通話科會考，新學制下的中
學文憑試不設普通話科考試

資料來源：教育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健文

◆◆吳良媛在指導學員學習吳良媛在指導學員學習。。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圖為香港一小學圖為香港一小學，，學生在上語文課學生在上語文課。。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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