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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香港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 2003年 6月完成的《語文教育檢討總結報告》
指出：語文能力是人們「獲取和建構知識的工具」，它「對個人的智能及社交發
展、學術成就及事業前途都有深遠的影響」。為此，去年秋季，我們去年向學生
推出了「中文傳意」課程。新課程依據建構主義的原理，採用了「任務」教學模
式，讓學生通過有意義的活動，建構對漢語的新知，提高漢語的聽、說、讀、寫
能力。這種教學模式，有效地激發了學生的學習動機，使他們主動學習，從而改
變傳統教學單向灌輸知識的模式。 
 
 
關鍵詞 
中文傳意、語文能力、「任務」教學、建構主義 
 
 
引言 
 
去年秋季，我們新開設了「中文傳意」課程，這是語言中心中文課程建設的一個

發展。新課程把漢語語言的基本技巧融為一體，給學生提供一個中文聽、說、讀、

寫技能的綜合訓練，教學收到了預期的效果。本文擬就新課程的設置與教學，探

討一些有關的問題，以期進一步完善課程建設。 
 
 
一、開設「中文傳意」課程的考慮 
 
語言中心自開設普通話課程以來，為科大學生提供了多門不同程度的普通話課

程，以及提供了實用中文寫作課程，有效地滿足了學生學習以及未來工作的需

求，為他們成功地走向社會提供了必要的語言裝備。這些課程深受學生歡迎，取

得了令人滿意的教學成效。近年來，社會環境轉變，要求大學語文教育作出相應

的改變。基於以下兩方面情況，語言中心發展了「中文傳意」課程，期望從知識

建構的角度，提高學生的綜合語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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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普通話教學在中小學的普及。普通話教育在香港開展多年，隨著香港環境

的變化，它「在一九八六年列為本港學校課程的選修科目」，「一九九八

年轉為核心科目」，「二零零零年起成為中學會考科目」，「目前幾乎所

有小一至中三的學生均學習普通話」（語常會 p.21）。顯然，普通話課程
在本港的教學體系中已經不斷前移，完全沒有普通話基礎的大學生已經不

斷減少，單項漢語言技能訓練課程已經不能完全滿足大學生的需要，因此，

本來應社會需求為專上學生走向社會而開設的普通話課程必需變革，才能

使學生的中文水平在原有的基礎上得到進一步提高。 
 

2. 中文語文能力的新需求。香港語常會在 2003年 6月完成的《提升香港語文
水平行動方案――語文教育檢討總結報告》中指出，語文能力是人們「獲

取和建構知識的工具」，它「對個人的智能及社交發展、學術成就及事業

前途都有深遠的影響」（語常會 p.3）。語文能力的提高，已經成為今天社
會的需要。《報告》還明確指出：「必須把語文四項主要技巧（即聽、說、

讀、寫）的學與教結合起來，語文學習才有意義和具實用價值」（語常會

p.28）。《報告》對語文學習的意義和語文學習的方式都提出了明確的意見。
我們課程的改革，也正循著這一路向發展。 

 

 

二、「中文傳意」課程的設計 
 
「中文傳意」，顧名思義，包含了漢語口語和書面語兩種形式的溝通方式，「中

文傳意」課程，就應該包括這兩種溝通方式聽說讀寫四項基本技能的綜合訓練。

課程內容擴大了，必須尋找與之相容的教學模式去支持。 
 
以認知為中心的建構主義學習理論認為，知識是學習者在種種活動中建構起來的

對事物的認知。這就是說，學習某種語言，學習者不是通過大量反覆的練習去掌

握目的語語音、詞彙或語法，而是在一連串的溝通、交往活動中建立起對所學語

言的運用能力。這個學習活動是一個群體、協作的活動，學習者在活動中是自主

的，不是被灌輸知識的對象，他們通過與同儕反覆討論、切磋，需要時還可以得

到教師――有類似活動經驗的學習者――的支援，從而逐步建構起對活動中所遇

到的語言問題的認識。 
 
新學習理論引發了新教學模式的產生，「任務教學」（task-based language teaching 
& learning）、「目標為本」模式、「解困為本」模式因此應運而生。這些教學
模式，有深厚的理論基礎，強調教學策略的取向，對知識建構的兼容度大，加上

它在語文學習領域的試驗所取得的令人滿意的結果，為「中文傳意」課程提供了

理論依據和適用模式，「中文傳意」教材就是基於我們對新教學理論和教學模式

的認識而設計的。教材結構分為「單元–目標–任務–活動」四個層次。每個課程
包含 2~3個單元，每個單元都以完成一項「產品」作為最終成果，而圍繞「產品」
的製作設有 1~2個「目標」，目標下有不同的「任務」，最下位的是「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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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材中，「單元」是為學習預設的具有實際意義的「工作」場境，這些場境是

學生曾經經歷或可能經歷的，同時也是建構所需知識必須經歷的；「目標」是在

相應「工作」場中的工作對象，即學習探索的問題，其探索過程是一個綜合的、

持續的過程；「任務」是實現各項目標，解決種種問題的具體工作；「活動」，

是完成任務的一般步驟；而「產品」則是依賴小組全體成員共同努力尋求的解決

工作問題的最佳方案。「中文傳意」課程的目的是讓學生在製作「產品」的過程

中建構起對中文的新知，提高漢語的聽說讀寫技能。下圖是為商學院學生而設的

「中文商業傳意 I」教材的構架。 
 

《中文商業傳意 I》Lang111 

 

第一單元 

接待內地大學來訪團 

 第二單元 

與內地大學生建立合作關係

第三單元 

求職面試 

 

 

目標一  尋找合作夥伴  目標二  確定合作對象 

 

 

任務一 

項目策劃 

任務二 

確定合作

目的、項目 

釐定遴選

準測 

任務三 

交流資料

任務四 

篩選 

合作對象

任務一 

準備 

口頭報告

任務二 

口頭報告 

任務三 

評估 

口頭報告

 
我們認為，這樣的教材，有助於學生建構漢語聽說讀寫的運用能力。因為，1.
「單元」可容納多個情景，能給學習活動提供更廣闊的空間和更大的自由度；2.
「目標」單一、明確，直接導向學習「成果」，有利於激發學習動機；3.完成「產
品」的過程是一個複雜的過程，這個過程可給學生提供一個協作、探索、運用中

文聽說讀寫技能以及尋求支持的環境。4.預設的「任務」可因應完成「產品」的
需求適當調整，使教學更具靈活性。總之，這樣的教材不再是只給學生一些目的

語語料的課本，而是一個實在的「工作步驟」。 
 
 
三、「中文傳意」課程的教學 
 
新課程如何開展教學？是否能收到預想的效果？這是教師關心的問題。就我們第

一次教學情況看，新課程的效果是令人滿意的。學生由於關注自己「產品」的質

量，學習變得主動，並在班上形成一種良性競爭。他們為拿出「優質產品」積極

「工作」，反覆修改「製造」方案，自覺尋求教師的幫助。教師在教學過程中，

主要依據學生的問題提供指導和支援，尤其是語言方面的支援，改變了傳統語文

教學「滿堂灌」的模式，改變了學生被動學習的狀況。在我們的抽樣問卷調查中，

80%以上的學生對新的教學模式都感到滿意，在座談會上，不少學生都認為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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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課程「能學到東西」，因為「個個都想做到最好，還不拼命！」而且「上課也

不悶」。在這裡，我們以《中文傳意課程 I》第二單元的教學為例，談談我們的
一些經驗和體會。 
 
《中文傳意課程 I》是為理工學院一年級學生設計的「中文傳意」課程，課程包
括了三個單元：第一單元《訪問》，第二單元《接待》，第三單元《交流》。 
 
第二單元《接待》，要求學生在「爭取成為內地大學生文化交流團接待組」的工

作場境中，完成一份《接待工作計劃建議書》和十天活動的《日程安排》，然後

在遴選會上向遴選委員口頭報告自己的建議計劃，參加接待小組遴選。怎樣的「計

劃建議」會被選上呢？首先是要讓內地大學生在短短的十天來港活動中，對香港

高等教育和社會文化情況有所了解，這樣，一般的旅遊計劃就不可能達到目的，

計劃必須具有文化內涵；其次是要滿足訪問成員的要求：通過實地考察，參加坊

間活動，建立起他們對香港社會的認識；最後，「接待計劃」應該「內容豐富、

有意義、有特色、有創意」。提出目標後，我們在教材中安排了香港高等教育、

香港風貌、美食之都、購物天堂等情景，引導學生入門，但具體選取哪些內容寫

入「接待計劃」，以甚麼形式組織活動就全交由學生自己決定。教學共用十二學

時，我們的教學步驟是， 
 
(1) 提出要求： 使學生明確自己所處的「工作」場以及最終的工作「產品」

和要求； 
(2) 確定目標： 學生自行確定具體的「工作」目標，即如何擬定接待計劃建

議書、如何確定參與遴選的策略； 
(3) 展開「工作」：蒐集、交流、分析、選取建議計劃資料； 
(4) 完成「任務」，製成「產品」：擬定建議書、口頭報告「接待計劃」。 
 
這種教學模式，融合了「自下而上」（bottom-up）和「自上而下」（top-down）
（Richards,1990）的學習方式，也就是說，學生先行了解所要生產的「產品」和
要求，然後藉著自己的背景知識決定「工作策略」，再依據「工作策略」去尋找

資料，在篩選、分析資料中再次調整「工作策略」，完成「任務」，製成「產品」，

構建認知。這當中，教學的第一步非常重要，這是學生將面臨的困難，是日後協

作學習的依據、目標，也是激發學生學習動機的關鍵。第一步邁好了，以後的工

作就能順利開展。 
 
從「產品」質量來看，這種模式的學習效果是理想的。學生的《接待工作計劃建

議書》多言之有物，內容豐富，主題鮮明，思想較深刻。口頭報告也不會停留在

介紹學校環境、設備，打電話、點菜以及說出香港各地鐵站名稱的水平上，而是

得體地表達自己整個工作構思。這樣的課程，確實較好地把漢語聽說讀寫技能融

為一體，從而使學生建立起相應的語言運用能力。 
 
在這裡，我們試對建議書（例文附後）的寫作教學作一粗淺的分析，以檢討我們

的教學。「建議書」是一種寫作要求較高的文體，學生不易掌握。寫作時，學生

往往感到無從入手，動筆後又不知如何展開闡述，寫出來的建議書，多是積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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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流於材料的堆砌，主題、結構、敘述多方面都存在問題，教師為此費盡腦筋。

究其原因，是學生寫作時缺乏一個對問題形成認知的過程。 
 
實際上，寫作是一種思維訓練，確定寫作目的，選擇寫作材料，提煉文章主題，

鋪排文章內容的過程都是整理思想的過程。當中，明確寫作目的至關重要，目的

明確了，作者才能圍繞目的蒐集、選擇材料，提煉主題，鋪排內容，寫作也才能

處處扣題。傳統教學，是以教師講、學生聽、最後完成命題習作的方式達到教學

目標。知識建構教學模式，則讓學生通過群體活動，確立「解決困難、完成任務」

目的，提煉「工作計劃」中心思想，下筆寫的是他們自己的「工作構想」，教師

只在他們需要時才提供幫助，這與個人閉門造車的做法大相逕庭。新教學模式給

予學生認知問題充分的時間和廣闊的空間，這樣，寫甚麼他們胸有成竹，至於怎

麼寫，教師只簡要地介紹了建議書的文體以及寫作要注意的問題，他們便能夠把

握住寫作形式去表達自己的構想。在《接待計劃建議書》中，他們為了使內地大

學生在短短的十天訪問中，對香港有一個深刻的印象，安排了參觀大學、展覽館、
香港貨櫃碼頭，參加報告會、香港電視台主持的城市論壇、觀光旅遊、逛街購物
和品嚐美食種種活動，而各項活動都能從不同的社會文化層次上來認識。這樣的
認識，是難能可貴的。加上，學生的思路理順了，寫作也就自然流暢，因此不少

《建議書》思想開闊，佈局合理，層次分明，意線連貫，這都是新教學模式使然。 
 
「中文傳意」課程還給了我們按實際需要靈活調整教學內容，加大教學效果的餘

地。教學中，我們先安排口頭報告，再寫建議書。口頭報告要求輔以視像材料，

如簡報（PowerPoint）等。這就自然形成了建議書寫作提綱，有與沒有提綱的寫
作，效果大不相同。但更有效的是，報告會上，每個學生都以雙重身分出現：爭

取接待工作的競爭者（報告本組建議）和遴選委員（評議他組計劃）。身份的改

變，使他們有機會從多角度去審視、比較彼此的「產品」。不怕不識貨，就怕貨

比貨，這種衝擊對他們來說是巨大的，直接的。在這些活動中，學生的認知一步

步加深，寫作策略也因此得到一次又一次調整。這也是新課程模式給予的。 
 
「中文傳意」課程的學習過程儘管由學生主導，但教師的支援同樣重要，只有把

兩者協調起來，才能使教學模式發揮最佳的作用。如何提供支援？提供甚麼支

援？這是一個極具研究性的課題。但必須肯定，所給予支援的不應該是問題的直

接答案，而應該是協助學生探索、尋求解決問題最佳答案的可能途徑。例如，在

單元學習開始時，學生並不著意於理解閱讀材料對學習「產品」的要求，不少小

組一接到任務，即時的反應是隨意編製一個花哨的旅遊計劃，因此便誇誇其談，

高談闊論起來，工夫都放在追求活動形式，追求「玩的開心」上，完全按定向思

維模式去思考問題。這時，教師就應該是引導他們把握閱讀材料重點，改變習慣

的思考方式，認識本單元的學習任務，而不是把「要求」向學生敘述一遍。另外，

在準備計劃建議書時，學生所蒐集的資料不同，遇到的問題不同，對問題的認識

以及認識深度也不同：有的小組看到香港購物區的階級區別，有的小組只是從物

價上認識購物區；有的小組能從一個發達城市交通網絡建設合理化的層面上認識

香港的交通，有的小組只安排一個「定向追蹤」活動，讓內地學生使用一下香港

的交通工具。這時候，組織學習心得分享會是一個再好不過的支援，通過交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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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心得，學生能直接看到在同樣「工作」環境下，彼此認識深淺表裡的區別。

同儕的成就，往往是他們最好的競爭目標，因而能有效地刺激起他們的競爭心

理，這比教師站出來說話有效得多。但無論如何，在「解困」學習模式下，不管

哪種形式的支援，我們都應該謹記那只是「支援」，只有這樣，學生才能真正在

自主的活動中建構起他們的認知。 
 
 
四、「中文傳意」教學展望 
 
新課程的教學具有現實意義，切合社會的轉變。它不強調知識的灌輸，因而也較

徹底地改變教師-學生的課堂角色。學生在知識建構、解困模式和教師輔助下，
通過完全自主和協助的學習，建構起相關的知識，學會「如何學習」（柯林．羅

斯，麥爾孔．尼可 1999）。但是，在整個教學中，教師付出的時間與精力都遠
比傳統教育的多，可以說，這樣的教學沒有固定的程式，在「建構知識」的大框

架下，教師也面對一個解困和建構對新模式教學認知的過程，因此必須邊教邊

學，不斷摸索、不斷磨合，才能找到教與學最佳的配合方式。 
 
 
參考文獻 
 
1. 香港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 2003.6.《提升香港語文水平行動方案 ----語

文教育檢討總結報告》 

2. Richards. J. C. 1990.The Language Teaching Matrix.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 柯林．羅斯，麥爾孔．尼可 1999.《學習地圖》台北：經典傳訊文化出版社【學
生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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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 科大學生會主席 

 

籌辦「中港大學生交流活動」建議書 
組員名單 

 
廖景浩 鍾啟麟 王亦姍 葉俊鋒 劉杰豪 

2003年 11月 

 
(一)背景 
不論在地理上，還是主權上來看,中國與香港的交流均日益頻繁，彼此的關係更為密切，
且由於大部份內地大學生均對本港文化認識不深，因此在收到中國大學生聯會的要求及

得知本校十分支持是次活動，本組擬聯同中國大學生聯會共同籌辦一系列有意義的文化

文流活動，以加深內地大學生對本港文化的認識。 
 
(二)目的 
為了讓內地大學生了解本地與內地的高等教育情況有什麼不同、體驗本地人的生活和文

化及擴闊他們的視野，以為他們的未來發展作好準備，本組擬聯同中國大學生聯會籌辦

「中港大學生交流活動」，擬成建議書敬請 察閱批示。 
 
(三)活動內容 
目標一： 讓內地的大學生了解香港的高等教育狀況 
一、 舉辦講座，向內地的同學介紹香港的教育概況 

我們可以去信邀請教統局的職員協助舉辦演講。同時我們可以搜集有關的

資料，制成小冊子，讓同學們查閱，令同學們對香港的高等教育，包括高

等教育的架構和在香港的歷史都有粗略的認識。 
二、 參觀各所院校 

我們可以把二十多位同學分成八組，每組約三至四人，由我們其中的一位

同學帶領，參觀八所院校。我們主要的帶他們去參觀各所院校的實驗室，

電腦室，圖書館，演講廳等等，讓同學對各所院校有更深更具體的了解。 
三、 報告參觀的內容和感受 

完成分組參觀後，我們會要求各組向其他組做一個口頭報告，不單可以節

省花在參觀所有院校的時間，同時也讓每一組人也可以了解各所大學的具

體狀況。 
四、 讓同學住在大學的宿舍裏，感受香港的大學生活 

我們會安排他們住在學校的宿舍裏，讓同學們可以了對香港大學的校園生

活有更深的認識，也可以讓他們與內地大學的校園生活作比較，了解兩者

的特色．住宿的地點暫定在科大。 
五、 隔天晚上舉辦工作坊，分享當天的活動內容 

由於我們安排他們住在宿舍裏，所以我們可以在隔天晚上，跟他們開一個

工作坊，時間大概會在晚飯後的一個小時，內容主要環繞當天的活動主題，

讓同學們對當天活動的內容有更深的認識，將來回國內的時也不會立刻忘

掉。 
目標二： 使內地的大學生了解香港的文化特色和歷史，加深對香港社會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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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計劃帶他們參觀香港的名勝古蹟，希望他們在遊覽的過程中能體

驗本地的文化。參觀地點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具備中國或者是西方

文化特色的景點，例如黃大仙祠、天壇大佛、屏山文物徑、赤柱大街、

美利樓和尖沙咀鐘樓等等。這能令他們明白香港的文化是中西合壁而

成的。第二類是香港的著名旅遊景點，例如青馬大橋、山頂淩霄閣、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海洋公園和香港回歸紀念塔等，從而讓他們認識

香港的社會和風貌。最後一類是香港的博物館，他們參觀後必定能更

深 入 了 解 香 港 的 歷 史 、 文 化 和 未 來 的 發 展 等 。 
目標三： 使內地的大學生能了解香港極具特色的交通網絡 

在這次的交流活動中，前往部份地方時，我們將會帶他們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從而令他們明白香港交通網絡的特色――四通八達。這些交

通工具有地下鐵路、九廣東鐵、西鐵、山頂纜車、電車、公共汽車、

小型公共汽車、渡海小輪等。這些交通工具絕對是香港文化的組成部

分之一，實在有必要讓內地的大學生們體驗一下。 
目標四： 讓內地的大學生體驗到本港的購物文化 

我們會安排內地大學生在香港購物,讓他們體驗香港貨品價廉物美、貨
品的多元化等特色。購物地點包括廟街/男人街、鴨寮街跳蚤市場、長
沙灣道時裝街、柏麗大道等多處地方。 

目標五： 讓內地的大學生感受香港美食之都的特色 
為了讓內地大學生感受到香港飲食的多元化特色及香港的國際飲食文

化色彩,我們會安排他們在香港不同的地方進餐，例如：尖沙咀、香港
仔、中環等地。 

 
(四)其他事項 
一、 參加人數： 

按內地大學生聯會的要求, 參加人數約 30 人，男女約各佔一半。至於參加
資格則由客方自訂。本組建議將內地大學生分成五個小組，約 6 人一組，
各小組由本組組員帶領，以便活動。 

二、 舉辦日期：12/4/04~21/4/04，為期十日。 
三、 住宿安排： 

本校擁有六間宿舍,我們已取得本校同意,內地同學在本港逗留期間將於科
大宿舍住宿,這樣既能讓內地同學認識更多的本校學生,更了解本港高等學
府的宿舍文化外,於編排行程上也是比較方便的。 

四、 財政預算： 
團費及膳宿費合共約四萬二千元（車資約一萬元，雜費約八千元） 
以上各項開支總計約須款六萬元,一概由客方自負。本組建議向每位參加同学徵收
二千元。至於本組組員一切開支則由本校資助。 

 

(五)結語 
本組深信是次交流活動實能促進中港兩地的學術交流、讓內地大學生體驗到本港

獨有、自成一格的地道文化及加深他們對香港的認識。敬希 詳審,並予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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