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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私校中葡語敎學的需要

Paulo Ferrei ra＊

Hélène Gau t i e r 在其於一九七八年出版的一部書中講過：“一堂退化成

煩人的敎師獨白的課是一堂失敗的課”。這雖然是許多年前的一段話，但今天當

我們在一所中文私校任敎時仍覺得它很有意義。我們努力想明白爲甚麼我們會每

天都感受到這個問題，且感受得那樣深刻 。

作爲團體的中文私校是華人社會的一個縮影，其中表現出階層等級，社會關

係和促進人類發展的競爭。但同時它又作爲一個具有自身的物質文化實質的整體

運作着。每所學校自由決定其宗敎和哲學上的選擇以及如何依據中國或其他國家

的文化安排活動計劃。故此我們可以把這些學校稱作一個整體，一個按照自己的

方法撫育子女的母親或父親（傳統上中國人十分重視父親的角色 ） 。

這個家庭式的整體在與其所處的社會交往中表現出許多方面，其中最爲重要

的是在體育或文藝比賽中表現出的明顯的競爭性。每所學校都十分自豪地把比賽

的獎品擺在門口處，或是與相片板一同放在長長的走廊裏。在相片板上學生們的

彩照與那所學校最高的政策制定者——校長的照片貼在一起。另外一個重要的方

面是學校同家長的關係。學校定期吿知家長要敎育子女努力學習、行爲得體、小

心不要考試不及格，如果他們無法達到學校的要求將有可能馬上被開除。學位嚴

重不足的事實在學校與社會的關係中十分重要，這使得學校成爲一個有實權的機

構 。

本文爲作者於“澳門過渡期語言發展路向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之發言，該研討會由澳門社會科

學學會主辦，於一九九二年三月廿八日至卅一日擧行 。

＊葡語推廣中心葡語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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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所要特別強調的是中文私校在爲本澳培養人材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政

府因缺乏資源故僅通過官校和公立學校是無法解決的。作爲一個物質上的實體，

中文私校（這裏僅指那所我們工作過的學校。雖然我們不知是否有其他的新學校

是另一種情況，但至少有許多與我們這裏所描寫的相同）一般有一幢敎學樓，裏

面有能容納25－60名學生的敎室，由低到高分別從學前班（幼稚園）到中學

畢業班（十二年級），還有圖書館、電視錄像室、娛樂塲（體育課和合唱團、舞

蹈團的排練等課外活動也是在那裏）敎師辦公室以及行政管理人員辦公室 。

在發給我們的校曆表上注明的課外活動幾乎都與一年裏中國傳統節日或前面

提到的校際比賽活動有關 。

在與其他不敎葡語的敎師接觸時，我們同他們的交談也不多，因爲除語言上

的障礙之外，他們的課餘休息時間一般都是用來批改學生的作業以作出每周的評

分。對於像我們這樣來自一個完全不同的敎育體系的敎師而言，那種環境十分的

特別，因爲我們一般會利用這段時間相互交往，交流看法。辦公室裏的氣氛有點

像卡夫卡的小說所描寫的那樣：辦公桌一張張地排列着，使人無法相互交談；桌

上擺放着一堆堆的作業簿；隨時都會有學生走進來，向老師點頭致意，然後交來

老師永遠也批改不完的作業 。

敎室裏的情況才是我們要重點描述的。那裏採用傳統的敎學方法，學生們每

天都做大量的書寫練習，當時間充裕時就跟着老師齊聲朗讀公式或句子。老師或

用麥克風，或提高聲量以便令班裏的60名學生能跟上課文 。

在課堂內又會常被一些多種多樣、突如奇來又頗爲長時間的聲音打斷授課時

間（那些聲音是從掛在課室黑板之上的揚聲器廣播出來的），那些聲音可能是在

傳達一些通吿又或者是一些比賽結果，由於太過突然，葡語老師也沒能令安靜的

課室環境不受騷擾 。

我們在課室上所採用是一貫的敎學法，是歐美研究人員工作所得的最新及最

合適的成果，即敎書時盡可能注意到空間條件（比方課室內的桌子是不能移動的

，任何位置的改變都會大大影响課堂的進行）以及時間條件（每節課長四十分鐘

，每周上兩節課）。坦白說，學習效果並不理想，也從找不到一致認同的敎學方

法。在接受敎育學課程時，敎育心理學吿訴我們在特殊情況下應採取的適當態度

在這裏行不通，或許是我們不了解Michae l Harr i s Bond所說的“中國人的

心理”。我們很快就發現，每當我們的行爲與準則有所差異時，就會同中國敎師

的行爲產生矛盾。例如一件我們親身經歷、有代表性的事情就可以說明這一點：

一天，我們走進課室，把黑板上前一堂寫的東西擦掉了。這一擧動在學生中引起

一陣混亂。後來我們才知道今後再不可這樣做，這會削弱我們作爲敎師所享有的

特權，因爲有專門的學生負責這個工作。當我們走近一個學生與他們單獨交談時

，同樣也會在班裏引起一陣議論 。

我們以上介紹了對一個中文私校的運作方式的看法和解釋。談到這裏應不難

明白爲甚麼我們說葡語敎師與其敎授的葡國語言文化一樣，在這個結構當中是個

“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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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了証實這種觀點，我們在學生中進行了一次調查。這樣做還希望能找到同

學生缺乏理解以及他們對葡語學習缺乏興趣的原因。在此沒有必要論述這次調查

結果的代表性、問卷的科學嚴謹性或其他與準確性有關的問題，因爲我們的目的

本來就並非進行統計 。

調查的對象是：有七十一名年齡在十至十八歲的學生接受了調查。這些學生

來自三個班，其中兩個語言初級班，另一個學了一到兩年葡語 。

面對這些十分清楚的答案我們必須承認，擺在我們面前的工作十分艱巨。因

此現在或許是該宣佈我們所採用的敎學方法不合適的時候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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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提出下列建議以供選擇：

（ 1 ） 如果在中文學校的傳統上“敎”佔有主導地位，那麼敎師就應該適應

這種現實，盡力去理解指導學校敎學的精神。若不能理解其所有，至少也應是一

部份，還要盡一切可能接近中國的思維方式，並使葡國文化向中國文化靠攏。澳

門應該是存在這種滙合點的地方。如果敎師懂雙語並在澳門居住了很長時間那將

是最爲理想的。這樣就爲在敎師和外語學習者之間預先建立起相互溝通的保障。

以上的設想可以有一些小的變動，增加課時（每節課的時間或每周的節數）和因

兩種語言差別很大而用母語講解語法。要避免用第三種語言（不幸的是這種情況

很普遍）。

（ 2 ） 繼續致力於一門外語的“敎與學”的實踐，更加重視“學”更側重於

交流並強調不同的方法。理想的條件可慨括爲一個從學生的課桌的傳統位置解放

出來的空間，那裏可以有變化，可以有更全面的時間表；課堂可能變成一個自由

的地方，在那裏老師將主要是通過娛樂性活動使交流的氣氛活躍起來，他根據不

同的水平和每個學生的具體學習情況向他們提供專門的資料。這樣學生不僅可以

明白語言上的區別還可以了解與語言相關的文化。他們將可以面向世界，爲中國

所需的眞正的開放政策做準備，還應十分緊逼地開始對那些將來成爲過渡期的成

年人的學生的敎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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