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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門學習葡語作為外語的情況＊

Mário Filipe ＊＊

一．前言

凡踏上教或學的台階，原則上，無論對純粹學習語言或對與該語言相關的文化

成份，都會有一些清晰的期望。這些期望是否巧合，以至學習這種新語言而引起對

與這種語言有關的文化的好奇心，都是本課題要分析的對象。

教師所採用的教學計劃應含有《文化成份》，至於其份量的多寡則視乎有關的

水平。因此，除了時間的負擔須與計劃的執行相互配合外，教師可嘗試創造條件，
以利於以稱為《文化成份》的語言作為傳授的工具，務求在學員中能喚起對文化實

況的好奇心，現在所說的當然是葡國的文化實況。

有時，老師察覺到學員對葡語有興趣是基於一些實際理由，具體的如前公共行
政培訓中心的學員，他們對葡語的興趣是工作上的關係及運作的需要使然。那麼，

當有這種情況時，怎樣才能喚起他們對文化實況好奇心呢？本人相信對相異的事物
產生好奇心是自然而然的，同時，這種好奇心亦應被激發。很多時我們會說一些自

以為很有趣的話題，但事實上只賺得聽者的呵欠或禮貌式的回笑，倘若能提供一些

資料給我們，使我們理解學員好奇心的傾向，那麼，這種不妙情況，便會大大減

少 。

二．方法及各種假設

就讓我從本人對學生究竟對文化的課題想知道一些什麼的好奇心說起。我曾以

葡語及華語進行了一個小型的、不記名的問卷調查，基本上，我想從中知道兩件
事：什麼原因引致他們去學習葡語，以及關於葡國及葡國人方面，學生究竟想知道

些什麼。

＊ 本文寫於1 993年中，其時作者為教育司語言推廣中心葡語教師。
＊＊ 葡萄牙貝加理工學院教育高校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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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問卷以公共行政培訓中心的學生為對象。通過中心的合作和中心的其他教師

的協助，當時在這裏學習葡語的三百名學生，有超過三分二，即有二百二十四位回
答問卷。因此，本人認為就學生對這方面的關注和期望所調查的樣本是有代表性

的。調查對象的二百二十四位學生都是公務員，其中58％為女性。按年齡組別分

類，其比例如下：

二十歲或以下者 2％

二十一至二十九歲者 48％

三十至三十九歲者 36％

四十歲或以上者 5％

未指明年齡者 9％

樣本統計圖

（按性別及年齡組別）

三．對所得結果的分析

首先要指出，由九○／九一學年度至本學年度，報讀的人數有很大及持續的增

長，本人同時要指出8％的調查對象表明其學習葡語的理由是部門強迫，其餘的表

示是出於個人的意願，按照中心的慣例，後者要在稍後獲得上級的許可才可入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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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部門強迫而學習葡語

本人想從分析所得數據開始介紹促使這些學生學習葡語的原因，因為，在某一
程度上，該等原因經常是與學生要在校外學習語言及開始要發掘新知的傾向和與趣

有關的。

當問及是否願意繼續學習葡語時，衹有4％表示不願意，而今年才開始在這裏
就讀的學生，當被問及這問題時咸表示有繼續學習的意圖，這是很有意義的；另

外，要強調的是發現幾乎所有完成課程的學生都希望可以繼續學習（衹有一位表示
不會繼續下去）。

希望繼續學習葡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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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過去引致學生學習葡語的原因，我們作了如下的核算：

75％ 表示是為了“學習一種外語”；

72％ 表示是為了“與葡人溝通”；

40％ 表示要成為“雙語人”，對此，我們認為要流利操雙語的意願，是這些學
生勤懇學習的原因。

尚要指出32％指出其中一個原因是“認識葡國的文化”。本人認為這種情況
與我們有時所得的意念有些不同，就是我們以為學生主要都是以實用為出發點，都
祇集中在語言上。

很明顯，上述持即時實用觀點的情況是存在的，但並不代表普遍的傾向，這只

是表面現象而已，但卻可引領我們作思考。因此，從調查所得結果可說明表象未必
一定是事物的真相；另外，33％表示學葡語是為“在部門內晉升”的情況雖然也算

多，但並不能因此說絕大多數是如此。

學習葡語的原因

這些結果顯示有一個空間足容推廣文化的工作馳騁，同時也令本人相信當學生

要求我放映一些關於葡國的紀錄片時，他們的願意是純正不過的，並不是為了不上
課而耍花樣，因為他們都知道稍後要就所見所聞做一些書面或口頭的工作。

關於語言的效益方面，90％認為學習葡語“對工作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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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學習葡語的意見

現在來到較多牽涉文化的答案，有29％被訪者認為學習葡語亦是“更好地認

識葡國人的一種方式”。

葡語在工作中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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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56％被訪者說“只在工作中閱讀葡文公函或其他官方文件”以及1 8％被
訪者指出“葡語在交談中用不著，因為葡國同事或上司仍然繼續以英語跟他交

談”。這樣，無可置疑地，研究媒介在本個案中是工作媒介，對學習興趣的刺激或

抑制是很有意義的，但這些不是本文探討範圍。強調一點，縱使如此，仍有74％
被訪者特別指出“葡語在他們與葡國同事交談中有用處”。認為葡語“無實際用

途”的被訪者為4％。

至於考查被訪者對葡國和葡人事物喜愛的偏好，向他們提供1 2個主題，並要求
他們給各個主題編上由1至1 2的號數，感到最大興趣的編上1號。這些主題是：

歷史 宗教

地理 運動
食品 生活方式

政治 電影
經濟 消遣

文學 旅遊

在這個組別裏突顯了“生活方式”項目，這項目吸引了較多的注意，無論分析

重點是什麼，即無論以性別男／女、學習年數或年齡組別來分析。

被訪者喜愛知道葡國事物的偏好平均數

“旅遊”是第二個最為人樂道的項目，無論被訪者是男性或女性，以年齡組別

作分析時亦只有輕微的差異。在年齡四十歲以上的學生中亦佔第二位。“消遣”在
女性中佔第二位。歷史在男性中佔第二位。在以學習年數作參照的分析中，今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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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學習葡語的人士以食品作其第二個選擇，而今年行將完成學業的則以“歷史”

作其第二選擇。

以整個調查而言，“食品”是第三選擇，而單以男性而言，經濟是第三選擇。
以年齡作分析時，“食品”項目則出現較大的差異。以年齡在四十歲以上的男性而
言，第三喜好是“旅遊”，“食品”跌到第八位，而年齡在三十至卅九歲的男性，

似乎並不十分關心食物。

“經濟”佔第四位，雖然以女性而言只佔第五位。如留心以學習年數作參照取

得結果，發覺幾乎所有被訪者都將“歷史”放在第四位，將“經濟”放到第五位；

唯一例外的是學了三年葡語的學生，他們是多數，佔了總人數的23％。以年齡作參

照取得的各個結果，相差的幅度很大，佔第三位至第十位不等。

以整體而言，“歷史”居第五位，隨後的是“消遣”、“地理”、“政治”、

“文學”、“電影”，第十一位的是“運動”和第十二位的是“宗教”。

被訪者喜愛知道葡國事物的偏好平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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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訪者喜愛知道葡國事物的偏好平均數

值得強調的是，有顯著差異的主題佔據了首三個名次，這樣構成了一個興趣的

集中點。
被訪者喜愛知道葡國事物的偏好平均數

454



還應該指出，以學習年數作分析的結果，可以提供調整課程大綱的資料，以期

使教學主題更為吸引，譬如，教授多一些與葡人生活有關的材料，採用少一些文學
篇章 。

現在將學生對葡語未來在澳門的用途的想法給各位思考，如可能的話，我們將

從這些不記名問卷得到的回答中，分清善意、同情及真誠。

關於葡語未來在澳門的用途，1 6％認為將會“十分有用”；但至於一九九九年

之後，76％認為“將會在短時間內有用”，4％認為“將會毫無用處”，25％認為“作

為文化參考”將會有用。

葡語未來在澳門的用途

現在試設想以企業方式對待語言和文化，（設想走得太遠！）這個問卷應視作
一個市場調查，視作對消費者趨勢的判斷；它的結果肯定地導至產品為人所接受而

可以在市場立足的結論，因為，雖然沒有促銷活動，但消費持續增長。

正如任何一家現代企業一樣，無不以增加銷量和擴大市場佔有率為目標，這個

調查的結果應在生產水平和產品促銷水平上有反嚮，使產品加入更吸引的文化成

分，跟上市場的偏好，革新和擴大某一些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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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敢主張以企業精神推動葡語教學和葡國文化教學。我們大家都知道，文
化不能出售亦沒有價格，但我們可以不揣譾陋更進一步迎合學員的興趣和滿足他們

的好奇心。

課程大綱典型地說要講花崗岩石屋、村落、牛車，因為石頭、村屋，車子都洋
溢著葡國的傳統和文化，然而，學員大多數都是第一或第二代的城市出生者，他們

想以現代的事物和城市的成就代替他們父輩、祖父輩在鄉間生活的貧困辛勞的記

憶。對於這個情況，我本人曾親身經歷，他們可能的反應是：“這和中國的情況是
相同的，葡國人是否如同在中國農村裏一般窮困？”隨之而來的是富於同情心的微

笑和幾乎立即失卻興趣。這表明學生不是想認識葡國麵包加橄欖的鄉間情懷，反而
是葡國可提供的西方現代化景象吸引著他們。

葡國人留在澳門的文化標記，不會在課堂的領域裏，而會更確切地在其他包容

更廣的領域裏，就是因為這些領域，大大地推動去認識葡國事物的意欲和去構築葡
人在中國的史跡。作為將來聯繫和體認葡國文化留存在澳門，或當它不再存在時作

為對它的懷念的史跡，其構建就取決於我們每天的日常生活，我們的處事態度和我

們今天所作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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