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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普教」邁向全科 染指中史數學普通話背「九因歌」

雖然本港對「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的爭議不絕，但現時大部分小學已推行普教中，這股普通話教學趨勢更開

始蔓延至數學科和常識科，不但有常識科老師要轉為普教，更有學校招聘普教中老師時，同時表明要普教數學。中

學亦拉闊普教界限，隨着愈來愈少學生選修中史科，普教中老師亦要普教中史。學界相信，未來新畢業的準老師

，大多在普教的學習環境下浸淫成長，更預料日後將逐步走向「普教全科」的局面。記者 劉愛婷

早前教育局在立法會上指，由於「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下稱「普教中」）的學校數目可能每年不同，故並

未掌握中、小學普教中的數據。但根據民間組織「港語學」統計，現時約有七成小學，以及四成中學推行普教中。

普教中逐漸普及，這股普教趨勢亦有蔓延的迹象。

七成小學推行普教中

最近有學校廣告寫明「招聘小學老師普教數學」、「招聘中學老師普教中史」，旋即在網上掀起議論，不少網民擔

心普教全科的局面正逐步逼近。本身是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副主席的馬鞍山靈糧小學校長陳美娟坦言，學界確實有

普教術科的趨勢，普教數學和普教常識亦比以往多了。香港準教師協會主席呂志凌亦說，有在小學任教常識科的老

師，並非語文科出身，亦沒有接受過普通話訓練，但學校今年起轉用普通話教常識，令老師難以適應，「畢竟不是

用母語教學，老師要花更多時間備課，亦較吃力。」

平日有設街站派傳單呼籲關注普教中影響的「普教中學生關注組」，其發言人阿孝說，普教其他學科的情況愈來愈

多，曾有家長向他們反映，子女的學校不止普教中，已是普教全科。此外，學校漸漸聘請內地老師來港普教，不止

教授中文、普通話，更逐步趨向普教其他科目，「現時已經出現普教數學，相信港生很快就要用普通話背『九因歌

』。」

招聘老師須普教中史

以往在學界普教術科並不常見，北區小學校長會主席陳紹鴻說，當有來自內地或普通話能力較強的學生，對數學科

或常識科的詞彙不明白時，老師才會以普通話輔助講解，但不會全程以普通話授課。他估計，部分學校是想先儲起

普教的人力資源，當將來統一轉為普教全科時，可容易編排課擔，「畢竟以普通話教非語文科，即使老師的普通話

不算標準，學校也有可能安排他們用普通話授課。」

陳美娟亦指，學校會按學生升中趨勢，決定會否擴展普教其他科，「若有較多小學生升讀着重普教的中學，部分小

學便會擴展推行普教其他科目。」她又說，為了增加學生在普通話語境中學習的機會，部分學校亦會在校本課程設

計中，加入普教其他學科，因此學界的普教步伐發展才會快慢不一。

除了小學擴展普教其他科目，記者 在網上的中學教師招聘廣告中，亦發現不少學校開始聘請普教中老師，同時需兼

教普教中史。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學校長叢蔣漢說，由於現時愈來愈少學生修讀中史科，中史科不斷收縮，削減

了中史科人手，令中文科老師大多要兼教中史，「若果學校聘請的多數是普教中老師，自然便會兼推普教中史。」

屯門區中學校長會主席葉天祐說，當學校聘請到一批具普通話教學優勢的老師團隊，亦會兼推普教中史，既可作宣

傳的噱頭，亦可凸顯學校優勢，「一般中文科有十至十二位老師，至少要有半數人具普教能力，才能兼推普教中史

。」他又說，自九七年起，學界便推行普通話教學，但隨着資深的老師逐漸退休，新畢業的準教師大多在普教的學

習環境下浸淫成長，相信未來要推普教全科，將是十分容易，「特別是二○一五至二○二五年，估算全港將有四分

之一的老師能夠普教，再過十年，便有過半數老師可全用普教，屆時要推行普教任何科目都無問題。」

試教數學原理難說清

不過，要成功推展普教術科亦不容易。七年前，聖文德天主教小學曾嘗試推普教數，其校長張偉菁說，當時想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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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有多接觸普通話的機會，找來已通過普通話基準試的數學老師任教，但推行一年後，發現學生聽不明白，亦難理

解數學原理，阻礙學習，最終決定放棄普教數學，「學生用普通話學數很辛苦，無謂為了推普通話，犧牲了他們學

數的興趣。」

樂善堂梁黃蕙芳紀念學校校長伍家珍亦指，老師須用很多言語演繹，把複雜的數學原理和概念變得顯淺易明，加上

常識科的主題是圍繞日常生活，啟發學生的探究精神，但學生平日生活多用廣東話，老師難以用普通話演繹，「小

學教學是讓學生學習基礎概念，學校要小心考慮用哪種授課語言，才能令學生打穩學習根基。」她認為，只要推行

普通話、普教中，學生一般已有良好的普通話聆聽和會話能力，毋須特別推普教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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