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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幼兒口語發展》一書，在2006年初版發行，經過多次重印，至今依
然深受香港幼兒教育界歡迎，也是一些大專幼兒教育課程指定教科書。初版以
後，我們不斷進行新的相關研究，搜集新的數據，發現大部分研究結果和初版
的內容相近，只有部分名詞有所不同。這些追蹤研究，印證了本書的研究結果
是合乎幼兒語言發展的規律。事實上，語料庫所收錄的詞彙，是幼兒在不同年
齡階段，溝通和認知所需的詞彙，例如處所詞、方位詞、動詞等。因為香港幼
兒的生活環境和成長階段沒有太大改變，所以語料庫亦見其穩定性。是以本書
所創立的語料庫，內容詳盡，適合幼兒語文教育課程發展和教材設計之用。
在《香港幼兒口語發展》的第二版裏，我們重寫了第一章，介紹最新的香港

幼兒語文教育的發展。我們也新增了三篇章目，深入討論了一些最新的研究結
果，包括學前幼兒如何使用粵語表達時間概念、幼兒疑問句的發展及功能、幼
兒建立字詞網絡的方法等。
現時很多香港幼稚園設置的主題教學，都是以內容和知識為主，沒有獨立

的語文科，缺乏了一個語文教學的系統。是以老師可以參考本書，認識幼兒的
口語發展，增強語文教學，補充主題教學的不足。
本書的內容和語料庫，亦適合非華語學童學習中文之用。非華語學童如果

能掌握本書提及的句法和詞彙庫的詞語，就具備基礎中文口語能力，應付基本
日常生活。
本書雖然主要介紹粵語的口語，但是建議在幼稚園的後期或小學的初期，

將一些相應的書面語介紹給學童，這對他們將來的寫作發展亦是十分有幫助
的。例如：「入面」、「入邊」等口語，相應的書面語是「裏面」，這樣學童的口語
就比較貼近書面語和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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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一個多元文化社會。殖民地政府時期，英語地位優越，一切學習以
英語為主。香港回歸中國以後，中文的重要性受到肯定，「母語教學」得到政府
的支持。
香港九成人口的母語是粵語（Tse, Chan and Li, 2005），所以母語教學亦以粵

語作為教學語言。從兒童的語言環境看來，不管在幼稚園還是在家裏，粵語應
用之廣，具有壓倒性的優勢。
香港的學前教育，主要集中在語言基礎學習。根據2006年的《學前教育課

程指引》（下稱《指引》），重申粵語是本地大多數幼兒的母語，應作為學前教育
的語言。再者，《指引》提及針對本地的語文情況，建議幼兒的中文及英語的學
習，包括母語（粵語）和普通話，英語則作為第二語言（課程發議會，2006）。為
此，現時大部分幼兒學校也是以粵語為教學語言，少部分學校使用普通話作為
教學語言。而普通話的教學在幼兒學校漸漸普遍。
從幼稚園開始，幼兒需要同時學習中文及英語，他們約在3歲左右已開始學

習書寫及閱讀複雜的漢字；英語之基礎學習在同一時間展開。除了學習英文字
母、單字之外，部分幼兒更需學習單語句、甚至簡單的歌曲（Li and Rao, 2000）。

在中文教學方法方面，中國傳統的幼兒教育主張運用抄寫、記誦的方法
協助兒童識字。不少教師仍主張兒童以抄寫字形的方法來記認生字（謝錫金，
2002）。雖然香港教育局不贊成大量抄寫漢字，但抄寫與默讀，現今仍然是兒童
識字教學中重要的一環。事實上，強迫手部肌肉發展尚未成熟的幼稚園兒童大
量抄寫生字，這種教學引起各方的質疑。因為抄寫與默讀式的識字教學，過於
強調「成果」，為兒童帶來不必要的壓力，反使兒童討厭或害怕學習中文；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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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以默書來判斷識字能力，只能反映出兒童的短期記憶能力，未能顯示出
學習者的真正能力（謝錫金，2002）。

幼兒教育的類別

香港的幼兒教育（或稱學前教育），是指兒童在義務教育（即中、小學）前接
受的教育。簡單來說，幼兒教育可理解為正規教育的「預備」階段。此外，幼兒
教育有著「奠基」的作用，為終身學習與「全人」發展奠定基礎（Rao, 2000）。根
據 The Education Ordinance（Hong Kong Government, 1971a）和 Regulations（Hong

Kong Government, 1971b），幼稚園應為3至5歲孩童提供2至3年的教育課程。
現時香港的學前教育，大概可分為兩類：幼兒中心，提供初生至3歲幼兒的

教育；幼稚園，提供3至6歲幼兒的教育。有些學前教育機構同時提供這兩類教
育。

幼兒中心

幼兒中心為初生至3歲以下的幼兒提供教育及照顧服務。服務目的是支持家
庭及促進適齡幼兒的體能、語言、社交等，大部分由政府資助的團體開辦，也
有私人團體開辦。幼兒中心是由社會福利署幼兒中心督導組規管，依據幼兒服
務條例及規例註冊。

幼稚園

至於幼稚園，則可定義為能容納多於20名兒童每天參與學習的機構。一般
來說，幼稚園主要為3至5歲的兒童，提供為期2至3年的教學計劃。
香港從1978年開始，實施義務性強迫教育。兒童需接受為期9年的中、小

學義務教育（小學6年、中學3年）。反觀幼兒教育，則較少受到政府的重視。以
幼稚園為例，全屬私立學校，或非牟利機構協辦（744所學校中，289所為牟利學
校，其餘455所則為非牟利學校）。香港政府只對幼兒教育提供部分津貼補助、
進行適度監察而已，並未將其納入全面資助制度裏（Li and Rao, 2000）。
有關幼稚園學校數量和學生人數，據2001年香港年報資料顯示，香港共有

幼稚園784所，為約156,200名適齡兒童提供學前教育。而大部分幼稚園均為半
日制（香港政府新聞處，2001）。及至2004至2005年度，香港的幼稚園數目為
737所，共有130,157名幼稚園學生（教育統籌局，2005）。官方最新公佈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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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2012年香港本地幼稚園共有861所，非本地幼稚園96所，共有164,764名
幼稚園學生（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2013）。

幼兒教育的發展

學前教育在香港教育史上，經歷不少波折。1950年代，隨著大量中國難民
湧到香港，人口激增。這不僅為香港的經濟、社會帶來影響，亦為教育界帶來
不少衝擊。1950年代由於人口激增，學位明顯不足。當時的小學學位，需透過
考試來甄別分配，因此家長普遍屬意孩子入讀幼稚園，以取得小學學位。

1950至70年代，因應社會的需要，幼稚園的數目激增，是學前教育發展的
黃金時期（以數量而言）。但因欠缺監管的機制與標準，嚴重影響課程的素質，
為幼稚園教育帶來不良的影響。

1971年至1979年，隨著九年制義務教育的實施，教育政策直接指向「質
量」，並要求提升學生的學習意欲。1971年，The Education Ordinance and 

Regulations開始實行，政府亦開始監管學校的註冊、運作，並負起監察／視察所
有學校的任務。亦開始注意幼稚園的發展。

1981年是香港幼兒教育歷史上的重要年份。政府發表了香港小學及學前教
育服務白皮書（White Paper on Primary Education and Pre-primary Services）（Hong

Kong Government, 1981）及 A Perspective on Education in Hong Kong（Hong Kong 

Government, 1982a），反映官方開始關注幼稚園教育。
1984年，在教育統籌委員會（Education Commission）的報告中，政府開始處

理高等教育中一些重要問題及障礙，之後一段長時期，幼稚園教育並未放在重
要議程。

1993年，政府著意提升幼稚園教師的培訓與資歷，給香港的幼兒教育帶來
正面的影響。

2000年，政府規定每間幼稚園要有60%的合格幼稚園教師。
2003年，政府為了提升香港的語文水平，建議幼稚園及幼兒中心的營辦者

聘用員工時，多注意教師的語文能力，而且口語能力亦在考慮之列（語文教育及
研究常務委員會，2003）。

2004年開始，所有新入職幼稚園教師必須具備合格幼稚園教師資歷。另
外，以每班的師生比例1比15計算，全部幼師必須有合格資歷。教育統籌局亦
規定，在2005至2006學年完結前，所有在職校長必須具備幼稚園教育證書資歷
或同等學歷（星島日報，2005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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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至2012學年完結前，所有幼稚園教師須提升其專業資歷至證書水平（香
港政府新聞處，2012）。

2013年，教育局重新修訂幼稚園自我評估的「質素保證架構」（香港教育局，
2014）。
另外，香港教育局於2013年成立了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下設5個工作

小組，研究免費幼稚園教育的核心元素、不同營運模式和教師薪酬架構等。
2014年至2015年增加「學前教育學券計劃」的學券資助額。2015年「免費幼稚園
教育委員會」將提交最終報告（香港教育局，2014）。香港幼稚園教育將踏入一個
新的紀元。

表1.1：幼兒教育發展概況

時期 發展概況

1950年代 小學學位不足，故需透過考試來甄別。所以家長普遍希望孩子唸幼稚園。

1950至1970年代 幼稚園數目急增，但因缺乏規限的標準，嚴重影響課程的素質。

1971及1979年 政府開始監管註冊、運作、視察所有學校。

1981年 隨著小學及學前教育服務白皮書的頒布，政府對幼稚園教育的影響、介入更為直
接。

1984年 教育統籌委員會（Education Commission）在報告及建議中，著手處理優質教育中一
些重要的問題及障礙。但幼稚園教育仍普遍受到忽視。

1993年 政府著意提升幼稚園教師的資歷。

2000年 政府規定每間幼稚園要有60%的合格幼稚園教師。

2003年 政府提出幼兒教育者的「語文能力要求」。新入職的幼稚園教師須具備合格幼稚園教
師資格或同等學歷。

2004年 所有幼稚園必須聘用100%合格幼稚園教師。每班的教學人員必須符合1比15的師
生比例。

2005年 在2005至2006學年完結前，所有在職校長必須具備幼稚園教育證書或同等學歷。

2007年 教育局出版《學前教育課程指引》，訂立四項幼兒發展目標：「身體」、「認知和語
言」、「情意和群性」、「美感」；六個學習範疇：「體能與健康」、「語文」、「早期數
學」、「科學與科技」、「個人與群體」和「藝術」。
自2007至2008學年推行「學前教育學券計劃」（學券計劃）。
自2007年起，政府向幼稚園提供「教師發展津貼」。

2009–10 所有新任校長須取得幼兒教育學士學位或同等學歷。

2011–12 所有在職教師在2011至2012學年取得幼稚園教育證書。

2012–13 修訂了幼稚園自我評估的「質素保證架構」。

2013 成立了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下設五個工作小組，研究免費幼稚園教育的核心元
素、不同營運模式和教師薪酬架構等。

2014–15 增加「學前教育學券計劃」的學券資助額。

2015 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提交最終報告。

（Hong Kong Government, 1959, 1979；教育統籌局，2004；香港教育局，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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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教育的學習語言

幼兒教育在香港教育制度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它肩負起與小學銜接
的任務；另一方面它在培養孩童終身學習、全人發展，具有奠基的作用。然
而，香港的幼兒教育卻是「名不正、言不順」，有其實而無其名。在2015年以
前，香港尚未全面提供免費幼兒教育，政府只是以資助形式協助幼兒教育。
香港幼兒教育的教學語言，一向沒有清晰政策。在1997年以前，香港是殖

民地。小學以中文作主導，中學是以英文中學作主流。說是英文中學，但大部
分學生並未具備足夠的語言能力以英語聽講。整個社會都是「重英輕中」。
直至語常會走訪多名幼兒教育專家後，發現兒童的母語發展，較其他語言

更重要（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2003）。自此，母語教學成為大部分幼稚
園的教學語言。當然，因為幼稚園並非政府直接資助的義務教育，不一定受政
府管制。
香港的語言學習環境十分豐富，幼兒在聽、說、讀、寫的學習，約有20項

語文元素（見表1.2）。

表1.2：香港多語言學習環境

廣東話／方言 普通話 現代漢語 古代漢語 英語 電腦

聽   

說   

讀 朗讀     

閱讀   

書寫符號 繁體漢字 字母、音標 輸入法

寫  

（謝錫金，2013）

在口語方面，香港的幼兒需要學習廣東話、普通話和英文（如學生的家庭語
言是其他方言，則多加一項方言）。書面語方面，幼兒需要學習現代漢語、古代
漢語和英文。至於書寫符號方面，幼兒需要學習繁體漢字、英語字母（部分加入
音標）和電腦符號（輸入法）。因為幼兒需要學習的語文元素很多，所以學習的先
後次序十分重要。舉例來說，幼兒生活在一個粵語家庭，他的語文學習次序應
該以粵語為先，因為粵語是他的家庭語言，可以幫助幼兒進行表達，應付生活
所需。相反，幼兒生活在一個普通話家庭，他的語文學習次序則應該以普通話
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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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幼兒教育的學習語言方面，不少家長和教師也會有一些錯誤迷
思，以下就其中較常見的幾項進行釐清。

迷思一：讓幼兒學習更多語言

香港有一些家長為了讓「孩子贏在起跑線上」，會要求他們年幼的子女，
在學習中文和英文之餘，額外學習其他外語，如法文、日文、韓文。當然，如
果孩子的父親或母親是外籍人士，他們在家庭中使用的語言是中英語以外的言
語，孩子固然可以學習這種外語，因為這是孩子的家庭語言之一。然而，如果
幼兒學習的外語是他們日常生活甚少接觸，在缺乏語境的情況下學習，這樣的
語言學習則不值得鼓勵。正如上文提及，香港的語言學習環境十分豐富，幼兒
需要學習的語文元素很多，所以學習的先後次序十分重要。如果強迫幼兒同一
時間學習過多的語言，會帶來不必要的壓力，反使兒童討厭學習。

迷思二：以學習英語和普通話為先

因殖民地的背景，不少香港人也會有「重英輕中」的觀念。而香港回歸以
後，中港交流頻繁，普通話在香港的重要程度大幅提升。因此，一些家長也會
希望幼兒的語言學習以英語和普通話為先。事實上，幼兒的語言學習，應以孩
子的家庭語言為先，因為家庭語言是孩子最常接觸和使用的。孩子需要先掌握
自己的家庭語言，才可應付日常生活中溝通交流的需要。如果孩子學習的語言
與家庭語言無關，孩子使用語言的機會便大大減少，不但令孩子無法與身邊的
親友同伴溝通，更會降低孩子對語言的熟悉程度，影響使用語言的信心。
故此，語言學習的先後次序應以孩子的家庭語言為先，然後才伸展至其他

語言。

迷思三：粵語妨礙中文學習

香港社會流傳著一種迷思，認為粵語口語與現代漢語書面語不一致，不能
夠「我手寫我口」，會影響幼兒中文的學習。另外，有一些人認為粵語只是一種
方言，地方色彩濃厚，不夠文雅。
事實上，粵語口語與現代漢語書面語之間差距並不大，孩子只要掌握其中

一些語言轉換的方法，便能夠以標準的現代漢語書面語進行書寫。而且，粵語
的聲調較普通話豐富，同時保留了不少古代漢語的詞彙，對孩子學習古代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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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幫助。因此，粵語不但不會影響幼兒中文的學習，反之能夠幫助孩子學習
古代漢語，值得香港的幼兒學習。
有關粵語不文雅之說，事實並不如此。在語言學上，語言並沒有高下貴

賤之分。所謂語言是否文雅，只取決於語言使用者本身的文化水平。舉例來
說，一個有素養的學者，不論他所說的是哪一種語言，他的用語也是典雅的。
相反，一個素養不高的人，他的用語則較粗鄙。因此，如果希望孩子的用語文
雅，重點不在於他說哪一種語言，而在於培養孩子閱讀的習慣，讓孩子多接觸
書面語，陶冶性情，這樣孩子的用語才會高雅，能夠使用「雅言」。

迷思四：背誦經典以促進中文學習

有一些幼兒教師認為，背誦經典，如《三字經》、《千字文》、《論語》、《孟子》
等，可以提升幼兒中文的能力，促進幼兒的中文學習。然而，情況恰恰相反。
《三字經》、《千字文》、《論語》、《孟子》等經典，雖然是中國傳統社會的啟蒙讀
物，但內容皆以古代漢語寫成，而部分內容更是學習韻文寫作之用，對今天的
幼兒來說並不容易理解。而且，幼兒在日常生活中，甚少使用古代漢語。因缺
乏應用的機會，背誦經典變成了「死記硬背」，學習成效低，未能促進幼兒的中
文學習。相反，幼兒的中文學習，內容應以生活應用為主，教學方法應生動有
趣，這樣才能夠讓學生愉快有效地學習中文。

幼兒語文教學情況

過去，《香港學前教育課程指引》（下稱《指引》），提倡以全語文教育為學前
語文教學的取向，整合聽、講、讀的語文經驗，主張在真實自然的情境中學習
語文。《指引》同時提議認字的活動，讓幼兒認識字形、字音和字義，避免強記
中文（課程發展處，1996）。
近年，《指引》亦提出整合幼兒的語文經驗，探究文字的結構系統（課程發展

議會，2006）。
香港幼兒的語文教學，可採用綜合讀寫聽說能力的教學模式，進行情境學

習，亦需要聯繫讀寫與識字，幫助幼兒的讀寫萌發（謝錫金，2006）。
有關香港幼兒語文教學的最新情況，香港大學中文教育研究中心於2011

年，對全港學前教育機構進行問卷調查，向全港幼兒學校和任教教師發出問
卷，收集有關幼兒語文教學現況的資料。研究結果全面反映香港幼兒語文教學
的最新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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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學前教育機構中文教學情況

有關香港學前教育機構中文教學的情況，其中可以細分為7個項目，包括：
整體課程模式、中文教學的形式、中文教學的活動、識字教學、書寫教學、中
文教學活動的教學語言和普通話教學。
在整體課程模式方面，超過七成受訪教師的學校採用綜合課程的主題教學

（76.5%），其次是方案教學（50%）及故事主題教學（41.9%），或混合以上三者。
分科課程者不足一成。
在中文教學的形式方面，超過八成受訪教師經常或差不多經常利用主題形

式（86.9%）進行中文教學，其次是故事教學（54.4%）、兒歌教學（51.8%）、全語
文教學（35.3%）、模擬情景教學（25.3%）、從抄寫中學習（18.1%）、專科教學形
式（11.2%），其他形式者不足一成（見表1.3）。

表1.3：中文教學的形式

中文教學的形式 百分比

主題教學 86.9%

故事教學 54.4%

兒歌教學 51.8%

全語文教學 35.3%

模擬情景教學 25.3%

從抄寫中學習 18.1%

專科教學 11.2%

方案教學 9%

背誦經典 5.3%

其他 1.6%

在中文教學的活動方面，超過八成受訪教師每天或差不多每天安排口語
表達活動（84.9%），其次是聆聽活動（75%）、寫字活動（70.8%）、識字活動
（61.8%）、閱讀活動（54.8%），其他的活動則不足一成。

在識字教學方面，七成受訪教師表示其任教學校會按不同年級的幼兒訂立
全年識字量。而不同學校所訂立的識字量，當中差異很大：幼兒班的平均識字
量為63.93，標準差為37.96；低班的平均識字量為133.59，標準差為107.31；高
班的平均識字量為204.21，標準差為147.35。反映幼兒教師對幼兒識字量的概念
模糊。另外，六成的受訪教師表示教授同一文本時，會分別教授認讀和書寫的
字詞（63.8%），其餘則沒有將兩者分別教授（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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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書寫教學方面，七成的受訪教師利用口唱書空（72.7%），教導幼兒
書寫，其餘是於白紙上成寫（48.3%）、沿虛線書寫（37.7%）、於田字方格紙上
仿寫（28.9%），其他方法則不足二成，包括：於其他材質上仿寫（如小沙池）
（15.6%），於米字方格上仿寫（3.3%）。同時，超過九成的教師教授幼兒筆順
（98.8%），以及筆畫名稱（99%）。

而有關中文教學活動的教學語言，九成受訪教師採用廣東話為中文教學語
言（92.9%），而運用普通話者只屬少數（1.4%）（見表1.4）：

表1.4：進行中文教學活動的教學語言

百分比

廣東話 92.9%

廣東話為主，普通話輔助 5.2%

普通話 1.4%

普通話為主，廣東話輔助 0.3%

其他 0.1%

另外，學前教育中的普通話教學在香港漸漸普遍起來，60.5%受訪教師表示
學校每星期也會進行30分鐘的普通話課教學，當中77.5%教師表示課程目標著
重與人溝通的能力。

香港幼兒教育工作者對中文教學的意見

有關香港幼兒教育工作者對中文教學的意見，其中共有四個項目，包括：
中文課程發展意見、教師對識字教學的觀點、中文教學上所遇到的困難和教師
專業發展的需要。
在中文課程發展意見方面，73.7%受訪教師同意幼稚園中文課程「應訂立有

系統的識字課程」。72.9%教師同意「應以中文學科知識的學習系統順序來組織課
程及教學」。66.5%受訪教師認為「應分設獨立的普通話課程」。

在教師對識字教學的觀點方面，50.5%受訪教師同意「分別教授認讀字詞和
書寫字詞」，26.7%不同意「分別教授認讀字詞和書寫字詞」，22.7%表示沒有意
見。另外，94.7%受訪教師認為「寫字應先教授筆畫較少的字」，66%受訪教師認
為「認字應先教授筆畫較少的字」。
至於幼兒教師中文教學上所遇到的困難，當中的困難主要有三項，包括：

60.8%受訪教師表示「教授字形時沒有正規的標準字形作為依循」；38.5%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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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不懂運用有效的方法教授識字」；34%受訪者表示「不懂運用有效的方法令
幼兒理解字詞的意義」。
最後在教師專業發展的需要方面，五成受訪教師認為在「語文教材發展與規

劃」的師資培訓並不足夠。而過半受訪教師認為在多個幼兒語文教學範疇的師資
培訓同樣不足（見表1.5）：

表1.5：受訪教師認為培訓不足的範疇

範疇 百分比

語言心理學 74.2%

古代幼兒文學 67.7%

幼兒語音發展 64.1%

語音知識 62.8%

幼兒語法發展 60.3%

當代幼兒文學 58.8%

現代漢語知識 57.3%

小結

香港的學前教育，重點在於語言基礎學習。在香港特殊的社會背景下，不
少家長和教師也會有「重英輕中」的觀念。事實上，香港的語言學習環境十分豐
富，要讓幼兒有效地學習語文，必須為語言學習進行排序。語言學習的順序，
應以家庭語言為先，因幼兒需要先掌握家庭語言，才能夠準確表達個人的想
法，繼而與其他人溝通交流。如果幼兒的家庭語言是粵語，幼兒應先學粵語；
幼兒的家庭語言是普通話，幼兒則先學普通話。另外，家長也可以在家中創設
一個「雙語」的家庭語言環境，例如：父親和孩子溝通時只用英語、母親與孩子
溝通時只用粵語，不同的人使用特定的語言，創造雙語語境。但同一語句切忌
中英混雜，以致幼兒在語言理解和使用上出現混亂。
至於香港學前教育的中文學習情況，據調查大部分學前機構都是採用綜合

的課程，以主題教學的形式，透過故事及兒歌，使幼兒進行口語表達、聆聽、
寫字、識字、閱讀等活動。然而在識字教學上，教師為幼兒訂立的識字量差異
極大，當中部分教師更沒有將認讀與書寫的字詞分別教授。為改善現行中文
教學的不足，教師認為幼稚園應設立有系統的識字課程，以配合中國語文的特
質。幼兒教師亦需要一些有關中國語文學與教的培訓，以達致中文教學的專業
發展。識字教學應配合幼兒生活經驗，使他們愉快和有效地學習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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