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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的沒落
記者 李詠濠 報導  

「入鄉隨俗」是我們旅⾏到其他國家時，為了尊重當地文化，必要的禮儀。⽽當
「入鄉隨俗」套⽤在國外留學時，這種禮儀是否有存在必要性呢？

講普通話的香港？
由香港教育局統計資料指出，在⼩學教育⽅⾯，2015年⾸次入學的內地來港學⽣
⼈數為3824⼈，在2019則達到5345⼈，4年內的增⻑⼈數接近1.4倍。因為內地
⽣⼈數比例變多，政府考慮修定教育制度，讓香港眾多的本地⽣配合少數的內地
⽣學習普通話，違反了「入鄉隨俗」的觀念。

1999年，香港特別⾏政區及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以下簡稱語常會﹚，開
始建議以「普通話教中文」為遠程⽬標，製定「普教中」的教育制度。即中⼩學
老師會⽤普通話取代粵語來教中文科，⽽語常會在2008年宣佈撥款2億港幣推動
這計劃，每間響應普教中的中⼩學皆能獲得⼀百萬港幣資助，很多學校因為想取
得更多的資源⽽與語常會合作，實⾏普教中計劃，⽬前香港約有68%的⼩學和
28%的中學實⾏「普教中」的計劃。

2018/19年度全港「普教中」中、⼩學數⽬（圖片來源／李詠濠重製）資
料來源：港語學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https://castnet.nctu.edu.tw/
javascript:void(0);
https://castnet.nctu.edu.tw/aboutAuthor/997
https://www.edb.gov.hk/tc/about-edb/publications-stat/figures/pri.html
https://sites.google.com/site/hklangstudies/%25E7%25B5%2590%25E6%259E%259C%25E6%2591%2598%25E8%25A6%2581201819?authuser=0


學好普通話　為⽇後打好基礎
普遍香港的中⼩學只會提供⼀星期兩節的普通話課程，學校只是幫他們打好普通
話⼝說基礎，對學習新語⾔來說，是完全不⾜夠的。普教中的課程讓學⽣可以更
早接觸「兩文三語」的教育，兩文即中文和英文，三語為粵語、英語和普通話。
不僅能夠打好基礎，也能為未來升學做好準備。中國近年急速發展，普通話也變
成了最多⼈使⽤的國際語⾔，成為了國際間溝通的重要語⾔，普教中能夠提升學
⽣的普通話能⼒，提升學⽣出社會的競爭⼒、增加⼯作機會，對他們⽇後發展有
⼀定的幫助。很多家⻑也持著無妨多學⼀語⾔，送孩⼦去實施普教中的班級就
讀。
 

「普教中」真的有效嗎？
「普教中」實⾏後，很多學校聘請了以普通話為⺟語的老師授課，將香港本地教
師拒之⾨外，⽽有些內地老師在香港節⽬《鏗鏘集》中坦⽩，在來香港前並沒有
相關的教育經驗，對於課程的詮釋和授課⽅式是否會降低教學品質？部份家⻑和
教育⼯作者都抱著懷疑的態度，不敢保證普教中能確實改善學⽣的中文能⼒。香
港教育局對此在官網承認，分析結果顯⽰「⽬前仍未有確實證據，證明以普通話
學習中國語文的學⽣⼀般中文能⼒會有所改善。其中兩項研究發現，以普通話學
習的學⽣的中文能⼒，與以廣東話學習的學⽣並無分別，甚⾄表現更差。」

比較同級普教中學⽣和正常班學⽣的中文成績。﹙圖片來源／李詠濠重
製）資料來源：港語學
 

粵語的沒落
在⼩孩成⻑的過程中，老師是學⽣⼼中的模範，實施普教中的學校教師⽤普通話
授課，可能會令學⽣誤解普通話為香港的主要官⽅語⾔，粵語為次要的⽅⾔。普
教中是否會成為灌輸普通話較優越的洗腦⼿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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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內地⽣的增加，使得本地學⽣有著跟以往不⼀樣的⽣活⽅式，老師的教學⽅
式、⽇常語⾔也會因此有所改變，普通話慢慢變成香港⼩學⽣的⽇常⽤語。學校
雖然⿎勵學⽣講粵語，但因為粵語難學難精，在⼝說時有些⾳會讀不準，變成所
謂的⼝⾳。部份內地⽣從⼩到⼤習慣了講普通話⽽逐漸忽略粵語的訓練，在和本
地⽣聊天時也只會⽤普通話作為溝通語⾔，⽽本地⽣也怕他們溝通上的困難，盡
量配合他們講普通話。

此外，⼩學⽣在學習的過程中會以同年齡層的⼈為榜樣，由於每天⽤普通話交
流，使得本地⽣開始模仿內地⽤語和普通話的⼝⾳，導致很多時候會有粵語發⾳
不準確的問題，甚⾄在⼝說粵語時無意中夾雜了⼀些普通話的⽤詞。普通話在香
港愈來愈普遍，造成現今跨境或新移⺠的學⽣學習粵語的動⼒變低。

粵語、普通話⽤詞的不同之處。﹙圖片來源／李詠濠製﹚

「入鄉隨俗」的理念是少數尊重多數，來到香港就學必然是想要學習當地語⾔和
文化，內地⽣在國外地區留學也不會跟當地⼈講中文，反倒希望學好當地語⾔。
粵語文化廣⼤精深，如果我們沒辨法⽤語⾔來傳承文化給下⼀代，粵語可能會跟
其他少數⺠族語⾔⼀樣，慢慢消失在這世界上。

關鍵字：香港、粵語、普通話、內地⽣、普教中

縮圖來源：Public Domain Pi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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